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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校园”创建知识问答

1、什么是“平安校园”？

答：“平安校园”是指利用各种人防、物防以及技防措施，

营造祥和、安宁的校园环境，降低校园事故发生，使师生在校园

的学习、工作、生活中有安全感。

2、我校开展创建 “平安校园”的时间？

答：我校于 2018 年 4 月启动创建“平安校园”工作，为期

一年。

3、创建“平安校园”有何重要意义？

答：是“平安陕西”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新形势下维护

高校稳定安全的重要举措，对完善高校稳定安全工作机制、加强

校园安防基层基础建设、全面提升校园稳定安全管理水平、有效

防范和减少各类案件具有重要作用。

4、创建“平安校园”的指导思想是什么？

答：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

神为指导，按照《陕西省普通高校“平安校园”创建活动实施办

法》，细化分解任务，层层落实责任，形成师生员工人人关注，

积极参与平安创建的良好氛围。加强建设安全防范体系，提高预

防、应对和处理各种安全事故的能力，确保校园稳定和广大师生

http://www.so.com/s?q=%E6%8A%80%E9%98%B2&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6%A0%A1%E5%9B%AD&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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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命财产安全，真正做到预防和减少安全事故的发生，为创建

和谐社会做出贡献。

5、创建“平安校园”的任务是什么？

答：通过开展“平安校园”创建活动，全面建立维护校园及

周边治安环境长效工作机制，实现学校不发生重大政治事件，确

保重大活动及节假日期间的校园稳定；不发生师生犯罪案件，确

保校园治安秩序稳定；不发生师生非法聚集活动，确保校园政治

稳定；不发生重特大交通事故，确保广大师生人身安全；不发生

师生集体中毒事件，确保师生饮食卫生安全；不发生师生集体中

毒事件。

6、创建“平安校园”的目标是什么？

答：使校园安全稳定的局面更加巩固，学生法制教育更加全

面，学校安全防范措施更加完善，校园治安秩序更加良好，广大

师生安全感更加增强。

7、创建“平安校园”的考核指标分为哪些项？

答：“平安校园”创建考核指标分为三级。一级指标 6项，

二级指标 15 项，三级指标 46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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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安全

一、学生宿舍消防安全管理“六个严禁”

1、严禁在学生宿舍使用电炉、电饭煲、热得快、电熨斗等

大功率电器或使用燃气燃油炉和酒精炉等违禁物品；

2、严禁在宿舍及楼道等处私拉电线、私接灯头和插座；

3、严禁在宿舍内吸烟、点蜡烛、焚烧物品；

4、严禁在床上使用台灯、充电器等连接交流电源的用品；

5、严禁在宿舍燃放烟花爆竹或存放易燃、易爆物品；

6、严禁损坏宿舍楼道消防栓、灭火器等消防设施和器材。

二、灭火器的使用方法

1、拔出保险拴

2、将喷管口或喷嘴对准火焰根

部

3、紧压压杆，强力喷射

三、发生火灾时如何报警

发生火灾迅速拨打火警电话

119 向消防队报警。报警时要讲清

起火单位名称、地址、着火部位、

着火物质、火情大小、报警人姓名



4

及报警使用的电话号码，然后派人在路口或大门口迎候消防车。

四、火场逃生常识

1、熟悉环境，临危不乱。

每个人对自己工作、学习或居住所在建筑物的结构及逃生路

径要做到了然于胸；当身处陌生环境，务必留心疏散通道、安全

出口以及楼梯方位等。

2、保持镇静，明辨方向，迅速撤离。

突遇火灾时，要保持冷静，不要盲目随从人流和相互拥挤、

乱冲乱撞。撤离时，要尽量往楼下跑，若通道已被烟火封阻，则

应背向烟火方向离开，往室外的出口逃生。

3、不入险地，不贪钱财

人的生命最重要，不要顾及贵重物品，把宝贵的逃生时间浪

费在寻找、搬运贵重物品上。已逃离火场的人，千万不要重返险

地。

4、简易防护，掩鼻匍匐

火场逃生时，经过充满烟

雾的路线，可采用毛巾、口罩

蒙住口鼻，匍匐逃离，以防止

烟雾中毒、预防窒息。另外，

也可以采取向头部、身上浇冷

水或用湿毛巾、湿棉被、湿毯子等将头、身裹好后，再冲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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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善用通道，莫入电梯

规范标准的建筑物，都会有两条以上的逃生楼梯通道或安全

出口。发生火灾时，要根据情况选择进入相对较为安全的楼梯、

通道。千万记住，高层楼着火时，千万不要乘坐电梯。

6、避难场所，固守待援

假如用手摸房门已感到烫手，应关紧迎火的门窗，打开背火

的门窗，用湿毛巾、湿布等塞住门缝，或用水浸湿棉被，蒙上门

窗，然后不停用水淋透房间，防止烟火渗入，固守房间，等待救

援人员到达。

7、传送信号，寻求救助

被烟火围困时，尽量呆在阳台、窗台等易于被人发现和能避

免烟火近身的地方。在白天可向窗外晃动鲜艳的衣物等；在晚上，

可用手电筒不停地在窗口闪动或敲击东西，及时发出有效求救信

号。

8、火已及身，切勿惊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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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场上如果发现身上着了火，正确的做法是赶紧设法脱掉身

上衣服或就地打滚，压灭火苗。能及时跳进水中或让人向身上浇

水更有效。

9、缓降逃生，滑绳自救

高层、多层建筑发生火灾后，可迅速利用身边的绳索或床单、

窗帘、衣服等自制简易救生绳，并用水打湿后，从窗台或阳台沿

绳滑到下面的楼层或地面逃生。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在消防队

员准备好救生气垫或三层以下才可以考虑采取跳楼的方式。

治安防范

一、在图书馆怎样防盗

1、衣服不能随意搭在椅子上，特别是

装有现金或贵重物品时更应该注意。

2、在公共阅览室里，切不可将贵重物

品、现金随意放在桌子上和椅子上，要做

到现金、贵重物品不离身。

3、需暂时离开时，应将现金、贵重物品带走或交同伴代管，

如离开时间较长时，更要做到现金、贵重物品不离身。

4、不可用书、衣服等物品“占位”。这种行为是缺乏公德

的，同时也是非常危险的。因这种行为而发生的盗窃案在图书馆

被盗的案件中占了很大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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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体育场所怎样防盗

1、不携带过多现金、贵重物品。这样做可以避免和减少损

失。

2、有保管处的，应将物品交由保管处保管，若无保管处，

应集中置于显眼处有专人看管或轮流看管，不能随意乱放。

3、离开前应清点物品。这样不仅可以避免物品遗漏，还可

在物品被盗或者丢失时，及时报告相关管理部门，以便及时找回

被盗物品。

三、在食堂怎样防盗

1、排队（特别是买饭票、充

卡）时，应注意周边环境，提高警

惕。

2、随身物品不能随意置于身

旁、身后，离开时应把物品带走。

3、饭卡不能随手置于桌上。

4、若发现饭卡丢失，应立即挂失。

四、逛街购物时怎样防盗

1、尽量少带现金，不要露

财。

2、不要将手袋和背包背在

背后，也不要把钱放在后裤袋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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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购物时，一定要将背包和手袋交同伴照管或随时掌控在

自己手中。

4、在超市购物时，不要将包或衣物放在手推车或篮子里，

以防不注意时被拎包。

5、消费时，将背包和手袋放在自己能照看到的地方。

6、避开 “粘”在自己身边的陌生人，如果在街上不小心被

人撞了一下，要及时查看钱物。

五、在公交车上怎样防盗

1、不要挤在车门口，注意

碰撞你的人及周围紧贴你的人。

2、坐在双人座上，要注意

同座位或后面的第三只手。

3、对一些手持报纸、杂志

等物品的人多加留意，防止在这

些东西遮掩下的盗窃行为。

4、车厢内最好一只手扶横杆，另一只手注意保护好随身携

带的提包等。

5、备好坐车的零钱，尽量不要在公共场合翻钱包，以免引

起扒手的注意尾随作案。

六、银行取钱时怎样防盗

1、最好能与人同去，一个人在柜台办理存取钱手续，其他

人在后面照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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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取钱时，遇到不明白的

事情，应向银行人员询问，尽

量避免与周围的陌生人搭讪。

3、输入密码时，要用手臂

等部位挡住其他人的视线。

七、在旅途中怎样防盗

1、钱分两处放。随时需要用的小额现金放在取用方便的外

衣兜里，大额现金放在贴身的隐秘之处。

2、旅途中不要与新结识的伙伴谈起与钱有关的事情。

3、睡觉时要把装钱的包放在妥善之处，如放在身下、枕于

脑后等等。

4、夏天坐火车或者汽车时，不要把包放在离车窗很近的地

方。

八、宿舍防盗

1、离开宿舍前要将笔记本电脑等贵重物品锁好，检查好门

窗，确认锁好后方可离开。

2、日常生活中提高安全防范意识，不要轻易相信他人。

3、保管好自己的钱包、手机和银行卡，银行卡密码要设置

好并严格保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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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防诈骗

一、校内诈骗作案的主要手段

1、假冒身份，流窜作案—— 诈

骗分子往往利用假名片、假身份证

与人进行交往，有的还利用捡到的

身份证等在银行设立帐号提取骗

款，财物到手后即逃离。

2、投其所好，引诱上钩—— 一些诈骗分子往往利用被害人

急于就业和出国等心理，投其所好、应其所急施展诡计而骗取财

物。

3、真实身份，虚假合同—— 一些骗子利用高校学生经验少、

法律意识差、急于赚钱补贴生活的心理，常以公司名义、真实身

份让学生为其推销产品，事后

却不兑现诺言和酬金而使学

生上当受骗。

4、借贷名义，骗钱为实

—— 有的骗子利用人们贪图

便宜的心理，以高利集资等为

诱饵，使部分教师和学生上当受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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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以次充好，恶意行骗—— 一些骗子利用教师、学生“识

货”经验少，而苛求物美价廉的特点，上门推销各种产品而使学

生上当受骗。更有一些到办公

室、学生宿舍推销产品的人，

一旦发现室内无人，还会顺手

牵羊，溜之大吉。

6、招聘为名，设置骗局—

— 随着高校体制改革和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高校学生分担培养费的比重逐步加大。为

了减轻家庭负担，勤工俭学已成为大学生谋生求学的重要手段。

诈骗分子往往利用这一机会，用招聘的名义对一些“无知”学生

设置骗局，骗取介绍费、押金、报名费等。

7、骗取信任，寻机作案—— 诈骗分子常利用一切机会与大

学生拉关系，套近乎，或表现出相见恨晚而故作热情，或表现得

十分慷慨以朋友相称，骗取信任后寻机作案。

8、编造谎言，骗取钱财—— 在车站、码头，甚至校园内，

经常发现一些青年人假冒某大学来此实习的学生，向你装出一副

可怜相，借口与同行的老师和同学失散，而学校又急电让其返校，

藉此骗取大学生的钱财，且屡屡得逞。有的还以学生发生意外或

生病急需用钱治病的理由，骗取学生家长的钱财，也往往容易得

逞。

二、校园诈骗案件的预防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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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提高防范意识、学会自我保护。要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

法制和安全防范教育活动。在日常生活中，要做到不贪图便宜、

不谋取私利；要提高警惕性，不能轻信花言巧语；不要把自己的

家庭住址等情况随便告诉陌生人，以免上当受骗。

2、交友要谨慎，避免以感情代替理智。交友最基本的原则

有两条：一是择其善者而从之；二是严格做到“四戒”。即：戒

交低级下流之辈，戒交挥金如土之流，戒交吃喝嫖赌之徒，戒交

游手好闲之人。与人交往要区别对待，保持应有的理智。

3、同学之间要相互沟通、相互帮助。在集体中、同学间、

师生间的友谊比什么都珍贵。因此，相互间应该加强沟通、互相

帮助。但是交往中，不要轻易将自己的信息随意透露或公开，防

止吃亏上当。

交通安全

一、提高交通安全意识

不管是校内还是校外，发生交通事故最主要的原因是思想麻

痹、安全意识淡薄。作为一名在校大学生遵守交通法规是最起码

的要求。

二、自觉遵守交通法规

除提高交通安全意识、掌握基本的交通安全常识外，还必须

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才能保证安全。以下两点大家必须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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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

道路上行

走，要“眼

观六路，耳

听八方”，

不与机动

车抢道，过

街走“斑马线”，不横穿马路、翻越护拦，不闯红灯。

2、乘坐交通工具。要依次上车，不挤不抢。车辆行驶中不

得把身体伸出窗外；乘坐长途客车、中巴车时不乘坐车况不好的

车，不乘坐“黑巴”、“摩

的”。乘坐火车、轮船、

飞机时必须遵守车站、码

头和机场的各项安全管理

规定。

防震减灾

1、地震时的应急防护原则？

震时就近躲避，震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是应急防护的较

好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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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学校人员如何避震？

在学校中，地震时最需要的是冷静与果断。震前要安排好

学生转移、撤离的路线和场地；震后沉着地指挥学生有秩序地撤

离。在比较坚固、安全

的房间里，可以躲避在

课桌下、讲台旁；教学

楼内的学生可以到开

间小、有管道支撑的房

间里，决不可让学生们

乱跑或跳楼。

3、地震时，在街上行走时如何躲避？

地震发生时，高层建筑物的玻璃碎片和大楼外侧混凝土碎

块、以及广告招牌、霓虹灯架等，可能掉下伤人，因此在街上走

时，最好将身边的皮包或柔软的物品顶在头上，应该迅速离开电

线杆和围墙，跑向比较开阔的地区躲避。

4、地震发生时行驶的车辆如何应急？

乘客(特别在火车上)应用手牢牢抓住拉手、柱子或座席等，

并注意防止行李从架上掉下伤人，面朝行车方向的人，要将胳膊

靠在前座席的椅垫上，护住面部，身体倾向通道，两手护住头部；

背朝行车方面的人，要两手护住后脑部，并抬膝护腹，紧缩身体，

做好防御姿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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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楼房内人员地震时如何应急？

地震一旦发生，要保持清醒、冷静的头脑，千万不可在慌乱

中跳楼。可躲避在坚实的家具下，或墙角处，亦可转移承重墙较

多、开间小的厨房、厕所去暂避一时。

6、在商店遇震时如何应急？

在百货公司遇到地震时，要保持镇静。由于人员慌乱，商品

下落，可能使避难通道阻塞。此时，应躲在远处的大柱子和大商

品旁边(避开商品陈列橱)，或朝着没有障碍的通道躲避，然后曲

身蹲下，等待地震平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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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

1、不使用一次性塑料袋、餐

盒装食物。

2、不买不食腐败变质及其它

不利于健康的食品；

3、不食用来历不明的食品；

不购买“三无”食品；

4、不光顾无证照流动摊档；

校园内尤其不要吃校园餐厅以外

的食物。

5、在进食的过程中如发现感官性状异常，应立即停止进食。

反传销

1.常见手段：①、抓住学生急于寻找工作的心理，以高回报

和“参与创业”为诱饵进行欺骗。②、人身自由受到限制，以上

课、谈心、感情交流等方式进行思想控制。③、洗脑后，学生被

传销组织提出的平等、互爱等虚拟的东西所迷惑，对传销暴富神

话产生浓厚兴趣，急于想改变自身现状。④、以要好的同学、亲

友为发展对象，诱使其参与非法传销活动。⑤、要求交纳高额传

销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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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防范对策：①、了解传销活动系非法活动，认清非法传销

的欺诈本质，增强抵制各种诱惑的自觉性。②、不要将个人信息

资料轻易告诉他人，以防被他人以招聘、社会实践等活动为名骗

入传销活动。③、到正规的人才市场应聘工作，不要轻信所谓优

厚待遇的许诺。④、发现不法分子在进行非法传销活动时，应及

时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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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贷

1、逾期高利息

贷款的大学生们

无收入来源，当还款期

限到了还不上款时，就

会发现自己被坑了。

2、以零利息、门

槛低为诱饵

高校里“校园贷”的“零利息”“分期付”的广告标语随

处可见，这其实就是分期购物和贷款，功能与信用卡类似，且门

槛非常低，可一旦涉足就如同上了贼船。

3、隐瞒实际资费标准，费率不明

校园网络借贷平台出于抢占市场和竞争的需要，会隐瞒或模

糊实际资费标准、逾期滞纳金、

违约金等。

4暴力催收资金

不文明的催收手段，给借款

学生造成极大心理压力及人身伤

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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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溺水“六不准”

不私自下水游泳；

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

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

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不熟悉水性的同学不擅自下水施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