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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 江 省 教 育 厅 
文件 

浙 江 省 气 象 局 
 
 

浙教安〔2017〕55号 

 
 

 

浙江省教育厅  浙江省气象局 

关于建立应对极端天气应急联动机制的意见 

 

各市、县（市、区）教育局、气象局： 

为进一步科学应对气象灾害，提升教育、气象部门在极端天

气下联合部署、应急联动水平，强化教育系统的应急措施组织实

施，省教育厅、省气象局坚持以人为本、保障学生生命安全的原

则，制定以下意见。 

一、建立应对极端天气停课联动机制 

需教育和气象部门进行联动应对的极端天气为：台风、暴雨、

暴雪、道路结冰、霾、雷电、冰雹、高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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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联合制定应对极端天气停课实施细则。各级教育、气

象部门要按照当地政府颁布的应对极端天气（主要指达到气象灾

害红色预警信号发布级别的台风、暴雨、暴雪、道路结冰和霾等

气象灾害）停课办法或意见，根据当地气象灾害特点和教育实际

制定极端天气停课实施细则，联合制定极端天气下学校的停课实

施安排和应对措施。明确极端天气下学校停（复）课标准、停课

时间、范围及学校相关安排。 

（二）建立气象灾害预警信号预通报制度。市、县（市、区）

气象台在发布气象灾害预警信号时，要及时通报同级教育部门。

其中，涉及停课安排的台风、暴雪、道路结冰和霾等预警信号，

至少提前60分钟通报同级教育部门；涉及停课安排的暴雨预警信

号，尽量提前30分钟通报同级教育部门，提醒教育部门做好停课

准备。 

二、联合加强信息发布和传播 

（三）及时发布气象灾害预警信号和停课信号。各级教育、

气象部门要充分利用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系统、校讯通等渠道

及公共媒体等其他社会资源发布气象灾害预警信号和学校停课

或其他应对安排的信息。市、县（市、区）气象部门在发布涉及

学校停课的气象灾害预警信号时，根据当地教育部门的停课要

求，同时发布停课信息。 

（四）明确获取信息的渠道。各级教育部门、学校要提示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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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和家长在可能出现极端天气时通过各级政府建立的气象灾害

预警信号发布和传播权威渠道等密切留意气象灾害预警信号的

发布和维持情况，以便及时采取应对措施。 

三、联合加强学校气象灾害防御能力和科普宣教 

（五）共同推进学校气象灾害应急准备认证。各级教育、气

象部门要共同指导学校按照气象灾害防御重点单位建设要求，推

进学校气象灾害应急准备认证，确保学校应对气象灾害“有责任

人、有气象预案、有预警接收与传播设施、有安全避灾场所、有

培训计划、有灾情通报制度”，提升学校气象防灾减灾水平。 

（六）加强学校气象防灾减灾培训宣教。各级教育、气象部

门要联合开展面向学校教职工、学生等人员的气象防灾减灾教育

和培训。双方共建校园气象站。各级教育部门要将气象灾害防御

培训纳入学校教职工培训计划，适时组织学校应对气象灾害应急

演练，增强教职工在气象灾害发生时组织学生防灾、避灾、救灾

的能力。 

（七）加强社会宣传教育。各级教育、气象部门要加强对应

对极端天气停课安排、气象灾害预警信号、气象灾害防御等社会

科普宣教，在世界气象日、防灾减灾日等期间联合开展科普培训，

促使社会公众，特别是广大学生、家长形成有关气象灾害预警信

号生效后自动停课的意识，提高主动应对极端天气的能力。 

四、保障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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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各级教育、气象部门要加强沟通

合作，建立日常协调工作机制。建立气象灾害防御联动应对工作

联席会议制度，明确工作联系人。每年召开联席会议，总结通报

工作情况，完善工作机制，并将双方合作情况报送上级教育和气

象部门。 

（九）完善信息互通。各级气象部门要将同级教育系统联系

人纳入预警信号决策用户发布平台，各级教育部门于每年3月1

日前将更新后的名单报送同级气象部门。双方建立日常信息共享

机制，定期互通气象灾害、气象灾情、学校停课信息等。 

 

附件：浙江省学校灾害天气应对规范（试行） 

 

 

浙江省教育厅               浙江省气象局 

                              2017年6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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