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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批转《华南农业大学 2016－2017 年 
治安综合治理工作要点》的通知 

 
各二级党组织，各学院、部处，各单位： 

现将华南农业大学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制定的《华南农业大

学 2016－2017年治安综合治理工作要点》批转给你们，请结合工

作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中共华南农业大学委员会    华  南  农  业  大  学     

                         2016年 10月 9日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中共华南农业大学委员会办公室              2016年 10月 9日印发   
 

中共华南农业大学委员会  
华 南 农 业 大 学 文件 

 

华农党发〔2016〕5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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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农业大学 2016－2017 年 
治安综合治理工作要点 

 

2016－2017 年我校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总体思路是：认真贯

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按照中央、省、市有关

工作部署要求，主动适应发展新常态，以问题为导向，运用法治

思维和法治方式，坚持源头治理、系统治理、依法治理，健全社

会矛盾预防化解机制，全面推进立体化治安防控体系建设，不断

夯实基层基础工作，有效防范化解、管控影响校园安定的问题，

努力提升“平安校园”建设能力和水平，提高全校师生安全感、

满意度，确保全校政治大局稳定，校园安定有序。 

我校 2016-2017 年综治工作以“平安校园”建设为载体，以

保障和服务学校的建设和发展为目标，以维护广大师生的利益为

根本，紧密围绕学校中心工作和“十三五”发展规划，推进“学

校、各单位、师生个人”三级安全防范体系建设。坚持“安全第

一、预防为主、协调推进、群防群治”的工作原则，明确职能、

厘清责任，全面落实安全责任制，严格实行一票否决制和责任追

究制。全面提升学校安全管理工作的法制化、规范化、科学化水

平，构建比较完善的、适应新的安全形势的学校安全管理体系。 

一、提高认识，坚决维护校园政治稳定和安全 

1．加强综合治理领导、部门责任制和目标管理责任制，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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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把手”工程。党政主要领导为第一责任人，严格执行党政同

责、一岗双责和齐抓共管制度,做到“看好自己的门、管好自己的

人、办好自己的事”。 

2．健全督查督办机制，强化责任落实，加强统筹协调，实现

群防群治，层层签订责任状，落实职责。 

3．进一步强化各部门综治组织和队伍自身建设，坚持“抓发

展是政绩，抓稳定也是政绩”的思想，增强综治责任意识。对因

领导责任制不落实、管理防范措施不到位，导致本单位发生严重

影响校园稳定等重大问题的，实行综合治理考核“一票否决”制。 

二、夯实综治工作基层基础，落实安全防范措施 

4．强化群防群治力量建设，着重加强各大楼门卫管理和巡逻

制度。安全保卫人员要做到“严格管理、热情照顾”，努力提高师

生员工的责任感和满意度。严格执行车辆进入校园管理制度，杜

绝不安全因素向校园渗透。针对夜间、要害部位和易发事件区域

加强巡逻力度，提高防范和打击犯罪的能力。 

5．加强学生宿舍的安全管理。推进学生宿舍小区化门禁管理，

落实凭证刷卡准入规定，加强夜间值班巡查、防火、防盗等制度

建设，尤其要加强对女生宿舍的安全管理，严防不法分子侵入。 

6．加强重点部位、要害部位的安全管理，加强实验室用品的

管理，加大硝酸铵、高锰酸钾等涉恐要素的源头治理，加大防火、

防盗的管理力度，保障安全，避免意外事件的发生。 

7．大力整顿校园交通秩序，改善停车环境。加强校园交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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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管理，进一步完善校园交通安全基础设施，保证校园良好的交

通和停车秩序。加强校园交通秩序管理，开展“五类车”整治专

项工作。 

8．加强食品卫生和食堂管理。要严格执行《食品卫生法》规

定，严把炊事人员健康、食品采购、运输储藏、烹饪配餐、餐具

卫生、食品保鲜、留样和人员隔离“七关”，加强饮食卫生监督，

确保不发生食物中毒事件。 

9．严格管理校内外各类活动。学校组织各类的社会实践、外

出参观和各种大型活动等必须坚持集体外出活动审批制度。加强

对学生校内活动的日常监管，制定预防措施和应急预案。对校外

实习学生的管理要采取强有力措施，加强组织领导。通过细致工

作，全面掌握学生实习情况、生活情况，严防矛盾纠纷和各类事

故的发生。 

10．加强校园流动人口和特殊人群、校园出租房屋的管理。

落实责任制和管理措施，按照“谁主管，谁负责”、“谁用工，谁

负责”的原则，及时进行流动人口和出租房屋的信息采集，及时

进行信息更新共享，防止发生侵害学生的事件，做到未雨绸缪、

防患于未然。 

11．加强校园网络建设和管理。利用好网络作为沟通信息平

台的作用，优化资源共享，丰富校园网内容。加强信息的收集与

管理，杜绝各种非法信息的传播，净化网络环境，坚决打击利用

互联网和手机短信造谣煽动师生非法聚集、罢餐罢课等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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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加强宣传教育，完善信息网络建设，深化矛盾纠纷排查

调处工作 

12．深入开展系列平安校园创建活动，积极开展综治宣传月

活动，进一步提高广大师生员工的综治意识。结合“打非治违”、

“安全生产月”、“119消防宣传日”等，开展以防火、防盗、防骗、

反传销为重点的宣传教育活动，增强师生安全法制观念，提高师

生遇到突发情况的逃生自救能力。 

13．加强心理健康教育，建立心理培训、疏导机制。建立学

生心理档案，完善心理危机排查预防与干预机制，完善心理疏导

室职能，开展心理咨询活动，对大学生群体中因心理问题产生的

行为异常情况密切关注，及时处理，并加以心理疏导，防止大学

生因心理问题发生伤及自身和他人的行为。 

14．强化信息员队伍建设，做好业务培训工作。建立信息员

的联络制度，充分发挥信息员的作用，反馈重要敏感时期的热点

和难点问题以及师生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及时了解掌握情况、

分析研判预警，防止漏报现象发生。严密防范和打击境内外敌对

势力、民族分裂势力、暴力恐怖势力、宗教极端势力和邪教组织

渗透、策反、窃密、分裂破坏活动。进一步完善校园安全维稳工

作和形势预测月报工作机制，加强反恐应急训练、演练工作。 

15．完善矛盾纠纷预防化解工作机制。明确矛盾纠纷排查调

处化解的途径和方式，落实主体责任、规范工作流程，促进矛盾

纠纷及时有效化解。进一步落实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协调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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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和分析研判机制。深入贯彻执行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方针政策，坚持以人为本，深入基层开展矛盾的排查化解工作，

畅通师生诉求表达渠道，将工作重心由事后调解、处置转移到事

前预防和事中控制上来，把矛盾化解在源头和萌芽，有效杜绝上

访等事件发生。 

四、进一步完善校园消防和治安防控体系建设，积极开展校

园及周边整治行动 

16．强化消防体系建设，防范于未然。明确各部门消防安全

责任人，落实责任。定期组织消防知识培训和防火演练，不断提

高消防水平。严格按照国家消防标准，对消防设施、灭火器材和

消防安全标志进行维修保养，确保消防设施正常运行。突出抓好

图书馆、锅炉房、配电室、实验室、食堂、存放易燃易爆、剧毒、

放射性等危险品的仓库等重点场所的管理。把宣传消防常识、排

查消防隐患、配备消防器材、培训消防知识、组织消防演练贯穿

到全年始终，确保学校消防安全万无一失。 

17．完善校园监控网络设施及校园安全防范基础设施建设。

推进现有技防设施的联网整合和向校园盲区延伸，着力构建“人

防、物防、技防、意防、联防”五位一体的防控体系，有效预防

各类事件和安全事故的发生，预防和减少各类违法犯罪行为，增

强广大师生员工的安全感，为促进我校发展创造良好的治安环境。 

18．深入开展校园及周边专项治理工作。针对校园安全生产、

食品药品安全、物流快递、无证经营等影响校园平安的突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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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密切配合公安、综合执法等部门，采取集中整治、专项打击与

常态管理相结合的方式，严厉打击各种侵害师生人身、财产安全

的违法犯罪行为，有效防范校园及周边地区的违规违法行为对师

生造成侵害，努力为广大师生创造良好的治安环境。 

校园治安综合治理和“平安校园”建设工作是学校适应当前

社会形势的一项重要措施，是维护校园安全的重要手段，需要广

大师生共同参与才能达到最好的效果。学校各有关部门要充分认

识校园治安综合治理的重要性，发挥基层综治组织职能，发挥师

生的主体作用，切实加大校园治安综合治理和“平安校园”建设

工作的工作力度。要充分利用校报、广播、校园网、微信群等宣

传媒体，有计划、有重点地对师生员工进行宣传动员，把综合治

理渗透到日常教学和生活中去，努力营造健康、文明、和谐、稳

定的校园氛围，共同打造“平安华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