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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工业和信息业企业、中小企业进口
物资厂区（园区）内疫情防控工作指引

（第二版）

为坚决落实省、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对疫情防控的部署要求，

从严从紧抓好我市工业和信息业企业、中小企业进口物资厂区（园

区）内的疫情防控工作，根据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进口物品生

产经营单位新冠病毒防控技术指南》《进口高风险非冷链集装箱

货物检测和预防性消毒工作方案》《广东省进口货物从业人员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引》《深圳市境外输入物品疫情防控工作

指引（第二版）》等文件精神，按照“人、物、环境”同防原则，

制定本工作指引。

一、总体要求

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疫情防控工作的重要指示批

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省、市有关决策部署，充分认识当前

疫情防控面临的严峻形势，根据我市工业和信息业企业、中小企

业进口物资厂区（园区）内疫情防控工作实际，严格落实“外防

输入、内防反弹”总体要求，牢固树立“拆封点就是风险点、拆

封人就是重点人员”思想认识，以工业和信息业企业、中小企业

进口物资及其拆封、消毒场所和作业人员等为重点，实行全流程

风险防控，压实工业和信息业企业、中小企业疫情防控主体责任，

杜绝在生产作业环节因外来输入引发新冠肺炎疫情的风险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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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适用范围

本指引适用于我市工业和信息业企业、中小企业进口物资厂

区（园区）内的疫情防控，包括但不限于与进口物资相关的接收、

搬运、拆封、生产加工、废料处理等各环节。

国际邮件快件的疫情防控工作按照《深圳市入境邮件快件疫

情防控指引（第一版）》（深邮管函〔2022〕1 号）执行。

医疗器械企业进口物资的疫情防控工作按照《深圳市医疗器

械生产企业进口物品疫情防控工作指引（第一版）》（深市监

〔2022〕41 号）执行。

三、防控措施及要求

（一）压实企业主体责任，落实“双固定、一监控、一台账”

要求。

企业应在固定场所，由固定重点岗位人员加强进口物资的拆

封消毒工作，应在固定场所设置摄像头监控，并建立一套工作台

账。

1.固定场所作业，固定重点岗位人员。企业应在相对独立的区

域设置固定场所，明确相对固定的工作人员，对进口物资进行接

收、装卸、贮存、拆封、消毒等，并加强对该固定场所的消毒工

作。

（1）固定场所要与办公场所等人员聚集区域区分开来，应具

有自然通风或机械通风条件,方便实施收拆作业以及整体环境的消

毒，应在明显位置配备流动水洗手设施或免洗手消毒液，制定规

范操作管理制度并上墙公布，设置明显标识，实行限制人员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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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人员非必要不进入。每次作业完成后，要对固定场所进行清

洗和消毒。

（2）重点岗位人员包括但不限于如下人员：长期直接接触未

经预防性消毒进口物资的接收人员、搬运工、装卸工、掏箱工、

叉车工、拆封人员、消毒人员、采样人员、仓库管理人员、垃圾

清理人员等。

2.设置摄像头监控。企业应在固定场所设置摄像头，实时监控

在固定场所作业的重点岗位人员作业及个人防护情况，并实现录

像可查。

3.建立一套工作台账。企业应要求作业人员做好进口物资接收

记录、消毒记录、流向记录和涉及的人员记录等台账，做到来源

可查、去向可追；应建立重点岗位人员名单，跟踪记录重点岗位

人员健康状况。

（二）加强“高频”进口企业和“高速”进口物资管控。

4.实行重点进口企业清单制管理。各区工信部门应按照工业和

信息业企业、中小企业进口物资频次、数量，结合企业规模，梳

理形成重点进口企业清单。重点进口企业主要包括进口频次较高

（年均 12 单以上）、物资数量较大或者进口物资涉及与人体密切

接触的规上工业企业、规上信息和软件服务业企业、中小企业。

5.加强高风险进口物资预防性消毒。参照广东省《收拆重点管

理的中高感染风险境外物品消毒和防控技术指引》，高感染风险进

口物资为：可能直接沾染有人体血液、体液和分泌物的物品,如:齿

科印模、义齿、牙具、牙模；其他组织、器官、骨科印模制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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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感染风险进口物资为：需冷藏或冷冻的生物制剂、药品、食品

及原料等物品包装表面。低感染风险进口物资为：一般的纸质材

料、生活用品、器具等物品。

企业应重点对中高感染风险的进口物资加强预防性消毒，尤

其要对通过航空运输、汽车运输等方式入境的离岸时间较短的“高

速”进口物资加大消毒密度和频次，并视情况尽可能进行拆封消

毒。消毒剂的使用参照《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关于印发消毒剂

使用指南的通知》（国卫办监督函〔2020〕147 号）执行。

（1）应采取科学消毒方法，按照“消一层、拆一层”原则，

加强对进口物资外包装、内包装及内容物的预防性消毒。

（2）对于中高感染风险的进口物资，企业应联系有资质的第

三方检测机构对进口物资的内包装及其内容物，按批次进行核酸

检测抽样采样，经预防性消毒后再进行生产加工；对于来自低风

险以及其他可能受病毒污染的进口物资，有条件的，可按照同一

国家同一供应商分别进行核酸检测抽检，抽检频次不少于 1 次/周。

（3）对于打开包装后保质期较短或生产工艺有特殊要求，而

无法进行预防性消毒的物资，属于无尘车间生产制造的集成电路、

精密仪器等产品或经过特殊杀菌杀毒工艺处理的产品（原料），

拆封加工时，原则上应确保当日距产品（原料）生产地离岸日期

间隔 8 天以上；其他产品应至少确保产品（原料）自到岸日期起，

已在常温下通风良好场所静置 7 天以上。同时，须在当地疾控部

门的指导下强化接触人员的个人防护。

（4）搬运及生产加工前、后使用的器具应当分开放置并妥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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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管，避免交叉污染。生产加工采用轮班制的，每班次人员应当

在生产加工完成后，对使用过的所有设备和器具进行有效的清洗

和消毒。

（三）加强重点岗位人员管控。

6.建立重点岗位人员名单。企业应结合生产作业实际，明确长

期直接接触未经预防性消毒进口物资的具有较高风险的重点岗

位，实行专岗专人，对重点岗位人员纳入重点岗位人员名单管理。

在专岗专人前提下，鼓励“一岗多环节”，结合实际，限制重点

岗位人员数量，排除非必要人员纳管。

7.加强重点岗位人员新冠疫苗接种。企业应督促重点岗位人员

完成新冠疫苗全程接种，未完成新冠疫苗全程接种满 14 天的人员

不得上岗。符合第三针加强针接种条件的，按照自愿主动原则“应

接尽接”。

8.加强重点岗位人员日常核酸检测和离岗管理。各区应将重点

岗位从业人员定期核酸检测纳入应检尽检的免费检测范围。对于

长期大量（大于 12 次/年）接触进口物资的人员，在纳入重点岗位

从业人员名单管理期间内，各企业应组织督促相关人员实施核酸

检测 2 天 1 检。需要脱离重点岗位人员名单管理的，须满足最后

一次接触进口物资后 14 天内核酸检测 3 天 2 检，且检测结果均为

阴性。对于接触进口物资频率较低（小于等于 12 次/年）的人员，

各企业应组织督促相关人员自接触进口物资起，在第 1、4、7、14、

15、21 天各进行 1 次核酸检测，均为阴性的方可脱离重点岗位人

员名单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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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加强重点岗位人员个人防护。重点岗位人员在作业过程中，

应当穿戴一次性医用防护口罩（作业环境会产生粉尘的建议穿戴

KN95/N95 口罩）、一次性医用橡胶或丁腈手套、一次性条形帽、

护目镜/防护面屏，在不影响作业安全的情况下，穿戴一次性鞋套

和隔离衣，避免货物表面频繁接触体表、手触摸口眼鼻。原则上

防护口罩佩戴时间应不超过 4 小时，口罩脏污、变形、损坏或异

味时应积极更换；更换口罩时应同时更换全部防护用品。重复使

用的护目镜每次使用后,应及时进行消毒干燥备用,可用 250mg/L 的

含氯消毒剂或有效氯浓度为 250mg/L-5OOmg/L 的季铵盐消毒液浸

泡 30 分钟消毒。

（四）加强宣传教育。

10.强化防疫知识宣传培训。实践中，有关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表明，物传人的风险是存在的。企业要高度重视“外防输入”工

作，深刻认识到教育引导员工加强个人防护对切断物传人链条的

极端重要性。企业应开展防疫知识宣传活动，在生产作业场所张

贴宣传海报等，加强教育培训，引导员工切实做到戴口罩、戴手

套、勤洗手、勤通风，必要时戴护目镜/防护面屏、穿防护服/隔离

衣，全面提高员工做好个人防护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四、工作机制

（一）压实“四方责任”。

按照“谁生产、谁负责”“谁拆封、谁负责”的原则，压实工

业和信息业企业、中小企业疫情防控主体责任，全面落实进口物

资疫情防控工作要求，扎牢厂区（园区）内安全防线。各区要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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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属地管控，摸查企业进口物资情况，做到情况明、底数清，日

常监管不缺位。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中小企业服务局负责制定工

业和信息业企业、中小企业进口物资厂区（园区）内疫情防控工

作指引，负责督促指导各区落实工业和信息业企业、中小企业进

口物资厂区（园区）内疫情防控工作；各区工信、企服部门负责

落实本辖区工业和信息业企业、中小企业进口物资厂区（园区）

内疫情防控工作监管责任。企业员工要落实个人防护，做好健康

监测，严格按照规范流程和操作指引处理与进口物资相关的工作。

（二）完善信息化手段。

全市工信系统要用好“深 i 企”平台，提高信息化管理水平。

“深 i 企”要进一步完善“物品通”功能模块，便于企业在平台上

申报进口物资相关信息。企业要按照有关填报要求将进口物资基

本信息、重点作业环节和重点岗位人员防疫信息上传“深 i 企”，

形成完整工作闭环。

（三）强化企业服务。

企业规模大小不一，进口物资种类繁多，疫情防控工作将不

同程度加重企业经营负担，请各区、街道结合本辖区实际，在防

疫物资保障、集中疫苗接种、集中核酸检测等方面提供贴心服务，

并及时收集、解决企业在疫情防控中的困难和问题。

(四）加强衔接协同。

工业和信息业企业、中小企业进口物资涉及入境检验检疫、

跨境运输、境内转运、投递等多个环节，各环节疫情防控工作环

环相扣，海关、商务、交通运输、工信等各部门要加强协同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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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涉及进口物资的疫情防控链条衔接有序、高效运转。

（五）探索使用防疫科技产品。

借鉴国内其他地区先进经验和做法，鼓励企业加快研究使用

防疫科技产品，在样本检测、病毒消杀等领域应用相关前沿技术，

作为防疫辅助措施，科学高效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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