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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校作为人才培养的主阵地和重要场所，要站在维护国家安全、社会和谐稳定的高度，把安全工作纳入

到国家安全的大格局中予以重视和落实。针对高校安全工作，阐述了高校构建大安全工作格局的内涵和

意义，提出构建高校大安全工作体系的总体思路、主要内容、保障措施，介绍了西南交通大学大安全工

作体系的构建与实践情况，总结了大安全工作体系运行中取得了师生员工的安全意识明显提升、构建了

矩阵式的安全工作与管理模式、安全管理工作从被动实施转变为主动靠前营造良好氛围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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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the main battlefield and important place for talent cultivation, universities should stand at the 
height of maintaining national security and social harmony and stability, and attach importance to 
and implement security work in the overall national security framework. This article elaborates on 
the connotation and significance of building a comprehensive safety work pattern in universities, 
proposes the overall ideas, main contents, and guarantee measures for building a comprehensive 
safety work system in universities, introduces the construction and practice of the comprehen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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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fety work system in Southwest Jiaotong University, and summarizes the significant improvement 
in safety awareness among teachers, students, and employees in the operation of the comprehen-
sive safety work system, the establishment of a matrix style safety work and management mode,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safety management work from passive implementation to proactive cre-
ation of a good atmosp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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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安全是人生存发展的前提和保障，包括人身体、心理和身体以外文化、制度、环境等[1]。党的十八

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国家安全工作，将“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纳入新时代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方略并写入党章[2]-[4]。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做好新时代国家安

全工作，要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把国家安全贯穿到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坚持系统思

维，构建大安全格局”[2]-[4]。高校作为人才培养的主阵地和重要场所，其安全不仅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

石和有力彰显，也是减少各类社会风险发生和保障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前提。事实上，不安全

因素无处、无时、无人和无事不在。因此，高校要从维护国家安全、社会和谐稳定的高度出发，把安全工

作纳入到国家安全的大安全格局中予以重视和落实[4]。 

2. 高校大安全工作格局概述 

法学专家马方教授指出，“大安全格局具有三个基本特征：一是总体性。二是关联性。三是系统性。”

[5]高校由于其作为人才培养重地的组织形式，使得其安全具有与众不同的特征，① 安全涵盖的内容多，

涉及政治、教学、科研、实验、消防、交通、基建、饮食等等诸多方面；② 安全隐患类型多，如国家安

全、意识形态、网络、交通、食品、医疗、实验室等；③ 人员密集、流动性大，高校日常活动中涉及师

生人多面广，各类活动人员流动性大；④ 管理难度大，由于当前高校“纵向学校–学院–系(中心)、横

向各职能部门”的条块式管理模式，给高校安全的管理带来了较大的难度；⑤ 高校师生的安全意识不强，

师生的主要精力在教学、科研上，对安全不重视甚至不在意[6]-[15]。基于这些特征，高校安全就必须从

整体性、系统性出发，构建大安全格局。高校大安全工作体系的构建能够确保师生的生命安全，有助于

维护校园的和谐稳定，促进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能够更好地适应新要求，提升学校的整体安全管理水

平，确保学校在新时代背景下可持续发展。 

3. 高校大安全工作体系的构建 

3.1. 总体思路 

高校大安全工作体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积极践行总体国家安全观，

维护国家政治安全；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工作方针，以学生为中心、以教师为主

体，树牢安全发展理念，从源头上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坚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全面压实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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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责任，构建安全和谐稳定的校园环境。 

3.2. 体系构建 

高校大安全工作体系共包括工作组织体系、工作责任体系、风险防范和应急预案及处突体系、教育

培训及宣传文化体系、工作规章制度体系五个部分的核心内容。 

3.2.1. 工作组织体系 
高校大安全工作组织体系由学校大安全建设委员会和若干个专项业务安全工作领导小组组成，其中

专项业务安全工作可分为安全稳定和安全生产两类，整体组织架构如下图 1 所示。 
 

 
Figure 1.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of university security work 
图 1. 高校大安全工作组织架构 

 
学校成立大安全工作委员会，由学校党委书记、校长担任主任，分管安全工作校领导担任常务副主

任，其他副职领导担任副主任，党群工作部门、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作为成员，负责统筹规划学校总体

安全工作；督促落实各安全专项工作机构建立健全组织机构、完善制度建设、制定工作方案和突发公共

事件应急处置预案；指导、督促各安全专项工作机构开展相关安全专项工作的宣传、教育及日常检查、

隐患整改等工作；制定针对各专项工作机构的考核评比、奖惩办法，依照考核办法考核各专项工作机构

的年度安全工作开展情况；研究处置重大安全工作问题等。学校大安全工作委员会可根据学校实际情况，

按照安全稳定和安全生产两类在学校党委办公室、校长办公室分别设置办公室，负责日常工作的协调处

理。 
在学校大安全工作委员会基础上，根据学校涉及的安全工作领域成立若干专项业务安全工作领导小

组，由学校党委书记、校长或相应分管校领导担任领导小组组长，领导小组办公室设置在相应业务职能

部门。专项业务安全工作领导小组作为学校安全业务管理工作的统筹与执行机构，按照工作领域、归口

负责的原则履行相应的工作职能。 
1) 国家安全人民防线建设小组：负责学校国家安全人民防线建设日常工作；督促、指导校内各二级

机构落实国家安全相关工作；落实上级归口管理部门以及省、市有关部门要求完成的工作等。 
2) 保密工作委员会：贯彻落实党和国家有关保密工作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研究部署学校保密工

作；查处失泄密案件；进行保密责任追究和保密工作奖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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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政治安全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学校涉及政治安全日常工作；督促、指导校内各二级机构落实政治

安全相关工作；落实上级主管部门以及省、市有关部门要求完成的工作。 
4) 意识形态安全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及时组织学习传达、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及党中央有关意识

形态工作的精神；对各二级党组织、二级单位意识形态工作进行指导和督查；研究解决重大问题，有针

对性地开展工作，维护意识形态安全。 
5) 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贯彻落实中央、教育部和学校关于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战略部署，

统筹、协调和决策学校网络与信息安全重大事项；督促、指导校内各二级机构落实网络与信息安全相关

工作。 
6) 人才安全工作领导小组：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关于人才安全的政策；督促、指导校内各二级机构落

实相关人才安全工作。 
7) 涉外安全工作领导小组：贯彻实施中央下达的文件及相关精神，负责学校外事安全相关工作顶层

设计；负责学校涉外安全日常工作；督促、指导校内各二级机构落实涉外安全相关工作。 
8) 公共安全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学校治安、交通、反恐防暴、扫黑除恶、反电信诈骗、禁毒、师生

员工意外伤害、校园综合治理等涉及公共安全日常工作；督促、指导各二级机构落实公共安全工作。 
9) 实验室安全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学校实验室技术安全、实验室环境保护等涉及验室安全日常工作；

督促、指导校内各二级机构落实各项实验室安全工作。 
10) 消防安全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学校消防安全日常工作；督促、指导各单位落实消防安全相关工

作。 
11) 房屋及构筑物安全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学校房屋及构筑物安全日常工作；督促、指导校内各二级

机构落实相关安全工作。 
12) 防灾减灾安全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学校防灾减灾日常工作；督促、指导校内各二级机构落实防灾

减灾工作。 
13) 交通运输安全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学校校车、公务用车及业务用车的运输安全工作；督促、指导

校内各二级机构落实车辆保养、驾驶员安全教育、校内交通标识标牌管理等公共交通运输安全工作。 
14) 饮食安全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学校饮食安全日常工作；督促、指导校内各二级机构落实饮食安全

工作。 
15) 公共卫生安全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学校艾滋病、结核病等传染病防控、卫生防疫等涉及公共卫生

日常工作；督促、指导校内各二级机构落实公共卫生安全工作。 
16) 公共设施设备安全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学校公共区域基础设施设备(道路、照明、雨污管网、水

电管线、电梯、中央空调、高低压配电站、供水二次加压泵房等)安全日常工作；督促、指导各校内二级

机构落实公共区域基础设施设备安全工作。 

3.2.2. 工作责任体系 
高校大安全工作委员会总体统筹规划指导学校大安全工作的实施；各专项安全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学

校具体安全工作的全过程管理与监督；业务归口职能部门在各专项安全工作领导小组的领导下联动协同

开展工作；全校各部门每年定期签署安全责任书，将安全责任列入各部门通用职责。 
1) 安全稳定责任体系构建实施路径 
按照“总体统筹、纵向监管、主体落实、自主负责”的原则，构建学校安全稳定工作管理体系。专项

安全工作领导小组纵向监管，坚持“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的原则，按照上级部门和学校工作要求，牵头

负责本领域安稳工作制度制定、应急事件处理、风险隐患排查与处置、宣传教育培训等综合性工作，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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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依规指导、督促、检查校内各单位安稳工作落实情况，防范安稳事件发生。各二级单位主体落实，二

级单位主要负责人是本单位安稳工作的第一责任人，严格履行安稳工作主体责任，坚持守土有责、守土

尽责，细化安全工作任务，压实工作责任到具体人，确保底数清、全覆盖、责任实、心中明。各单位建立

健全本单位安稳工作体制机制，成立本单位安全稳定专项工作组，加强隐患排查，盯紧重点人，管住重

点事，制定应急处置预案，强化应急处置演练和能力提升。师生员工自主负责，师生员工作为自身安全

的第一责任人，认真学习并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学校各项安稳规章制度，发现安稳隐患或者其他不安全

因素，立即向所在单位安全管理人员报告。 
2) 安全生产责任体系构建实施路径 
按照“责任清晰、纵横联动、分区统筹、业务监管、主体负责、单元落实”原则，构建安全生产分级

分类网格化责任体系。设立安全网格，根据区域功能、属性、配置等将校园划分为若干安全大区，根据

大区分类及业务归口确定安全大区区长(职能部门)。区内纵横监管，安全大区区长单位在各业务归口职能

部门的配合下对区域内履行综合安全管理职责，统筹本安全大区日常安全总体工作；各专项安全工作领

导小组对各大区内本领域安全工作履行安全监督管理责任。最小单元履责，在安全大区内，各楼宇、房

间、公共空间使用单位按照“谁使用谁负责”安全责任制，落实具体安全管理责任，各使用单位结合实

际及在用楼宇、房间、公共空间属性，以单个房间(独立区域)确定最小安全单元格，按照安全业务属性分

类，逐一落实安全责任人，构建最小单元安全责任人清单。 

3.2.3. 风险防范和应急预案及处突体系 
高校应结合新形势新要求，建立健全“隐患排查、风险评估、分级整治”的风险防范机制，按照安全

事件处置相关要求，形成“沟通响应 + 决策指挥 + 闭环处置”的应急预案及处突体系，全面提升校园

安全预警及系统应对能力和水平。各专项安全工作领导小组牵头制定本领域“安全隐患排查、风险评估、

分级整治”的风险防范机制，科学制定本领域安全事故应急指挥体系流程图和应急处置预案；定期开展

行业安全大检查，对排查出来的安全隐患按照分级整治原则，建立台账、制定计划、落实整改，对于性

质不明、风险不清的隐患，立即组织开展风险评估，科学整改治理。 

3.2.4. 教育培训及宣传文化体系 
高校应按照“统筹规划 + 分类实施 + 定期考核 + 效果评价”的方式，构建多层次、多元化、全覆

盖的校园安全教育培训及宣传教育工作体系，依靠专业力量、地方力量，全面提升师生安全主体责任、

防范意识、应急处置能力和自救能力，营造浓厚安全文化氛围。各专项安全工作领导小组每年制定安全

教育培训及文化宣传工作方案并高质量推进。学校大安全工作委员对教育培训及文化宣传工作开展情况

进行实时监督考核。 

3.2.5. 工作规章制度体系 
高校应按照“统筹 + 归口”工作原则，全方位梳理，系统构建规划类、综合类、业务类“三位一体”

大安全规章制度体系，形成行动计划、若干意见、管理规定、责任机制等多层级制度保障，加强顶层谋

划，建立安全管理长效机制，全面强化校园依法治理、综合治理、科学治理能力。各专项安全工作领导

小组牵头对本领域安全业务相关规章制度、规定及实施细则开展常态化“废改立”工作，及时发文实施。 

3.3. 保障措施 

高校应加大投入、争取资源，校地联动、技术赋能，全方位构建集物防、人防、技防于一体的数字

化、智能化安全支撑保障体系，建设校园安全指挥大脑、综合安全管理服务平台、专项安全管理子系统，

加强安全管理人员队伍和校地联动工作机制建设，健全群防群治、共建共享的安全工作格局。具体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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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健全安全工作队伍(安全信息员、师生志愿者队伍)；建设安全实体化管理与服务平台、安全信息化

管理平台；设立安全隐患处置、排查专项工作经费，列入学校年度常规工作预算；构建警校联动、地校

联动工作专班。 

4. 高校大安全工作体系在院系的实践 

西南交通大学创建于 1896 年，是教育部直属全国重点大学，国家首批“双一流”“211 工程”“985
工程优势学科创新平台”“2011 协同创新计划”重点建设高校。西南交通大学电气工程学院创建于 1949
年，主要从事电气工程、控制科学与工程、电子信息工程等领域的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在 75 年的办学

历程中，支撑了我国高速铁路牵引供电技术的大发展，为国家经济建设特别是轨道交通电气化与自动化

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当前，西南交通大学电气工程学院正在以深入实施“人才强院”核心战略，坚

持“党建引领、学科牵引、教学核心、科研驱动、人才支撑、经费保障”工作思路，向“建成中国特色、

国内一流的研究型学院”奋进。西南交通大学和电气工程学院高度重视安全工作，积极构建和谐稳定的

环境，为师生成长发展保驾护航。 

4.1. 统一思想，提高认识 

安全工作是底线工作、红线工作、高压线工作，做好安全工作是各项事业行稳致远的“压舱石”，也

是构建高质量教育体系、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坚强保障。西南交通大学电气工程学院以构建“大安全”

工作格局为目标，按照“抓主线、明重点、分层次”的方式常态化开展思想教育，不断提高领导干部、教

师和学生的安全责任意识。一是将安全工作纳入各级各类干部日常培训，组织领导干部通过线上 + 线下

方式学习安全工作形势、知识，不断强化领导干部“守土有责、守土尽责”和“一岗双责”的安全责任意

识。二是将安全工作内容纳入师生党组织生活、教职工理论学习，定期开展学习教育和引导。三是组织

开展安全知识竞赛、专题讲座、警示教育、新媒体宣贯等活动，时时处处强化师生的安全意识。 

4.2. 优化组织，履职尽责 

西南交通大学在学校层面成立了“平安交大”建设委员会，负责统筹指导学校大安全总体工作，同

时成立了 17 个专项业务安全工作领导小组，作为学校安全业务管理工作的统筹与执行机构。电气工程学

院对应设置了相应的工作领导小组、工作小组、工作专员，分别负责相应安全工作的落实、监督、检查。

学校和学院坚持“以学生为中心，以教师为主体”办学理念，贯彻“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方针，实行

“逐级负责、重在预防”和“谁使用、谁负责”的管理体制[7]-[20]，学校各专项业务工作领导小组每年

与学院，学院与各系(中心、部门)，各系(中心、部门)与所负责领域、使用场所或设施设备的人员签订安

全责任书，层层分解安全责任、逐级签订安全生产责任书，做到不留死角，实现从学校、学院到系(中心、

部门)负责人、再到师生的全员安全工作局面，确保安全责任落实落细落到位。 

4.3. 健全制度，规范管理 

西南交通大学在学校层面建立健全了“平安交大”大安全工作体系实施方案，各专项工作领导小组

分别针对本行业安全业务制定了如落实意识形态责任制、教师思想政治和师德师风建设实施办法、安全

生产管理规定、安全事故应急指挥体系流程图和应急处置预案等规章制度。电气工程学院结合实际情况，

相应制定了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实施细则、新时代教师思想政治和师德师风建设实施办法、实验室及办

公等公用场所安全工作管理规定、公用房产及设施使用管理办法、安全事故应急处置预案等。学校和学

院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安全管理规章体系，做到了有章可依，实现了规范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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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监督考核，闭环响应 

西南交通大学“平安交大”建设委员会定期指导、督促各专项工作机构开展安全检查和隐患整改，

定期总结、研判学校总体安全工作，制定针对各专项工作机构的考核评比、奖惩办法，依照考核办法考

核各专项工作机构的年度安全工作开展情况；各专项工作机构每学期至少开展两次风险排查，建立安稳

隐患动态监管(清零)机制，每年年初向学校“平安交大”建设委员会办公室提交年度工作计划，年末提交

年度工作总结，依照学校相关考核办法对各单位年度安全工作开展情况进行考核，对各单位领导班子、

领导干部落实安全工作不力的，进行责任追究，对发生安全重大责任事故的责任人提出处理意见，并按

照学校相关程序确认。电气工程学院结合实际情况，对应各专项工作机构的要求，组织各系(中心、部门)
和安全工作专员定期或在重要时节、事件节点进行安全检查、情况研判、隐患排查，做到早发现、早报

告、早处置，形成闭环响应的工作机制。 

5. 大安全工作体系的运行效果 

通过大安全工作体系的构建与实践，西南交通大学和电气工程学院的安全管理工作取得了较好的效

果：一是师生员工的思想认识得到提升，安全意识进一步增强，通过常态化思想教育和监督检查，师生

在重点部位、重点时节、重要环节、重要事件中主动做好安全工作的意识显著提升，由过去很多人“事

不关己高高挂起”，逐渐转变为大家互相提醒、做好预防的局面；二是初步构建了矩阵式的安全工作与

管理模式，实现了安全管理责任“横向到边、纵向到底”；三是被动管理转变为主动管理，学校大安全工

作格局和各项安全管理制度的健全和实施，促使学校安全管理工作从过去“摇旗呐喊”、被动实施的局

面逐渐转变为学校统筹协调、二级单位主动靠前作为、师生人人参与营造良好氛围的局面。 

6. 结语 

大学安全稳定不仅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是大学推进改革发展、履行办学使命的重要保障。加

强高校安全稳定工作，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在学校宏观层面树立“大

安全”工作理念，在具体业务层面，以安全稳定工作部门为主导，同向同行、联动协作、精准赋能，形成

全局性、制度性、体系性的大安全工作新格局，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险挑战，为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

务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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