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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 暨 市 气 象 局
诸 暨 市 教 育 局

文 件

诸气发〔2017〕16 号

诸暨市气象局 诸暨市教育局

关于印发诸暨市应对极端天气停课安排

实施细则的通知

各直属学校（单位），各镇乡（街道）中心学校：

为进一步科学应对气象灾害，指导全市各类学校科学预防灾

害性天气，提高学校的应对能力，最大限度的保护师生生命安全

和学校公共财产，根据《关于建立应对极端天气应急联动机制的

意见》（浙教安〔2017〕55号）和《诸暨市应对极端天气停课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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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和误工处理意见（试行）》（诸政办发〔2015〕148号）文件

要求，市气象局、市教育局联合制定《诸暨市应对极端天气停课

安排实施细则》。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诸暨市气象局 诸暨市教育局

2017年12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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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暨市应对极端天气停课安排实施细则

为贯彻落实《关于建立应对极端天气应急联动机制的意见》

（浙教安〔2017〕55号）、《诸暨市应对极端天气停课安排和

误工处理意见（试行）》（诸政办发〔2015〕148号）等文件精

神，提高我市教育系统应对台风、暴雨、暴雪、道路结冰、霾

等极端天气的能力，建立学校、家庭、社区共同防范和应对灾

害的应急响应机制，切实保护广大师生员工的生命安全，特制

定本实施细则。

一、适用范围

本实施细则适用于诸暨市内中小学校（含幼托园所，以下

统称“学校”）在台风、暴雨、暴雪、道路结冰、霾等极端天

气下的应对管理工作。

二、停课标准

以诸暨市气象台发布的台风、暴雨、暴雪、道路结冰、霾

红色预警信号（以下统称“气象灾害红色预警信号”）为停课

信号，具体标准为：

1.当日上午6:00前发布气象灾害红色预警信号，且在当日

上午6:00仍维持的，区域内学校应于当日全天停课。未启程上

学的学生不必到学校上课；上学途中的学生应当主动采取安全

避险措施；在校学生应当服从学校安排，学校应对在校学生做

好安全防护工作。

2.当日上午6:00以后至学校上课前发布气象灾害红色预警

信号的，学校要灵活安排教学活动，一般不安排上新课，并对

延迟到校（含未到校）的学生不作迟到（缺课）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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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校上课期间遇到发布气象灾害红色预警信号的，学校

可继续上课，并做好学生的安全防护工作。

4.放学前1小时内遇到发布气象灾害红色预警信号或有气

象灾害红色预警信号维持的，学校可提前或延迟放学，并应在

确保学生安全的情况下，方可安排学生离校。

5.为学生上、下学提供交通工具的学校或服务者，应按规

定落实相关措施，切实保障学生交通安全。

三、应急措施

（一）信息发布响应

当发布气象灾害红色预警信号时，市气象局通过气象预警

短信发布平台向市教育局和各学校有关责任人发送手机短信，

各学校通过“校讯通”、短信、微信、QQ群、钉钉、电话等多

种途径将具体停课安排、教学活动调整和安全防范措施等内容

告知学生和家长。市教育局和各学校还可通过“智慧气象”手

机APP、“诸暨气象”微信公众号和官方微博、96121声讯电话、

广播、电视等公共媒体，随时获取市气象台发布的最新预警信

息，并及时做好应急响应工作。

（二）教育教学安排

当市气象台发布气象灾害红色预警信号后，各学校应对本

校教育教学工作进行合理安排：

1.按规定学校全天停课的，学校要兼顾教职工安全与工作

需求，明确应当或无须上班的人员，并及时告知教职工。应当

上班但因天气等原因未按时到校的教职员工，要及时与学校负

责人联系。对因不知情等原因到校的学生，学校要落实人员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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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看护与生活安排。

2.按规定学校灵活安排教学活动的，学校教职员工应按时

到校、到岗。各学校可以根据学生到校的实际情况，灵活安排

学生开展多种形式的室内教学活动，一般不安排上新课。对延

误到校（或未到校）的学生不作迟到（缺课）处理，对不能按

时到校的教职工，不作迟到处理。

3.按规定学校可继续上课的，各学校一律停止室外上课及

户外活动，统筹安排好室内教育教学活动，并做好学生的安全

防护工作。

（三）预警应急响应

1.市气象局和市教育局要指导各学校制定本学校的应对极

端天气应急预案。各学校制定的应急预案涵盖范围务必全面，

足以应对在极端天气下学校可能面对的各种情况，确保各项应

急措施及联络机制（学校网站、校讯通等）切实可行。

2.气象灾害红色预警信号发布后，市教育局和各学校应立

即启动应急预案，进入I级应急响应状态，主要负责人进入指挥

岗位，迅速组织相关人员做好应急响应工作，健全值班制度，

保持通讯畅通，电话热线及时回应家长的咨询。

3.气象灾害红色预警信号发布后，各学校要加强校园安全

巡查力度，对教室门窗、户外装置、排水系统、在建工地、校

内高架电线等部位重点检查，及时排查安全隐患，保障在校师

生安全。

4.各学校要在本级响应信息发布15分钟内将本级的响应应

对措施报送属地政府分管领导和市教育局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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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保障措施

市气象局和市教育局要加强沟通合作，建立极端天气停课

安排工作机制，定期召开联席会议，总结存在问题，完善合作

机制。

（一）建立提前通报制度

市气象台在发布气象灾害预警信号时，要及时发送或通报

市教育局。其中，涉及发布停课安排的台风、暴雪、道路结冰

和霾等预警信号时，至少提前60分钟通报；涉及发布停课安排

的暴雨预警信号时，尽量提前30分钟通报，并提醒做好停课准

备。

（二）建立联系人制度

市气象局和市教育局要指定分管领导、责任科室和具体联

系人，负责应对极端天气停课工作的日常衔接协调。各学校要

指定专人负责此项工作。市教育局和各学校有关责任人应主动

下载安装“智慧气象”手机APP，关注“诸暨气象”微信公众号

和“诸暨气象”微博，以便及时查看预警信息发布、更新、解

除情况，随时随地掌握最新气象信息及天气发展趋势。市教育

局应将本局及下属学校相关人员的手机号码汇总后报市气象

局，市气象局将其纳入气象预警短信发布平台。市教育局每年3

月1日前对相关人员及联系方式进行更新确认并报市气象局，之

后如有变动，及时报送。

（三）建立部门联动机制

市气象局要健全突发公共事件预警信息发布及微博、微信

平台的预警信号发布机制，及时、有效地发布气象灾害红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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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信号及相关指导信息。为进一步做好区域局地预警服务工作，

市气象局和市教育局进一步加强合作，在全市范围内选取有代

表性的校址建设标准校园气象站，并共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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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加强气象科普宣传

各学校要加强气象科普宣教，每个学校至少确定一名校园

气象辅导员，将气象科普知识纳入日常教学课程和家长会会议

日程，确保教师、学生、家长等均清楚本实施细则、学校制定

的应急预案及各类极端天气预警信号，明确各自的职责，增强

自我防范意识和能力，形成气象灾害红色预警信号生效后自动

停课的意识。

本实施细则自发文之日起试行，由市气象局会同市教育局

组织实施。本实施细则所指极端天气外的其他气象灾害预警信

号，其响应措施按照《诸暨市气象灾害应急预案》（诸政办发

〔2012〕8号）以及其它相应专项预案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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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绍兴市气象局、市教育局，诸暨市府办、市应急办。

诸暨市气象局办公室 2017年 12月 7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