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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市宗教活动场所恢复集体宗教活动
的通知

各区民族宗教事务办公室，各市宗教团体，机关各处室：

根据新冠疫情防控需要，今年春节期间，我市宗教活动场所

暂停了集体宗教活动。鉴于当前国内和我市疫情防控形势积极向

好、总体平稳，为满足广大信教群众的宗教生活需求，将有序恢

复宗教活动场所集体宗教活动。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有序恢复宗教活动场所集体宗教活动

3 月 19 日起，我市依法登记开放的寺观教堂、固定处所在属

地统战、民宗等部门指导下，可有序恢复集体宗教活动。具体日

期由各区根据实际情况确定。

前期实施“双暂停”（暂停开放、暂停集体宗教活动）的场

所，需按照恢复场所开放的要求，经属地疫情防控部门审核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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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方可恢复开放和集体宗教活动。

不举办大型的、跨地区等集体性宗教活动。

各临时活动点、以堂带点、聚会点等（含涉外）暂不开放。

二、严格落实常态化疫情防控措施

各区、各团体、各场所要按照疫情防控常态化的要求，严格

落实各项防控工作措施，落实责任，加强管理，确保安全。

1.坚持属地管理，稳妥有序进行。各场所应在宗教团体指导

下，提前向属地民宗部门申报，经批准后方可恢复活动。7 个重

点宗教活动场所恢复集体宗教活动需向我局备案。

2.坚持限流限量，各场所继续按照“瞬间流量不超过最大可

承载量的 50%”的要求，严格控制各类聚集性活动规模，简化活

动礼仪，缩短活动时长。

3.坚持常态化防控不放松，严格执行实名制预约，强化进口

关测温、验双码、戴口罩等措施，加强宣传引导，落实四方责任。

4.坚持做好应急管理，根据全市疫情防控工作要求，完善场

所应对处置突发状况的预案，及时调整本区域、本场所疫情防控

工作方案。

三、加强工作指导和监督检查

市民宗局各业务处室要加强明查暗访，关注重点场所、重点

时段、重点部位的防疫措施落实情况。督促各市宗教团体落实对

场所的指导、监督、推进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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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区民宗部门要加强对场所的监督检查，协调属地相关部门

和单位指导场所完善防疫工作方案及预案；指导场所根据活动规

模逐级报审；切实履行对场所举办大型宗教活动的行政审批和监

管职责；同时，要稳妥及时处置各类非法宗教活动。

如有突发情况，请及时上报。

特此通知。

附件：2021 年我市宗教活动场所疫情常态化防控工作指引

（春季版）

上海市民族和宗教事务局

2021 年 3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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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1 年我市宗教活动场所疫情常态化
防控工作指引（春季版）

一、总体要求

（一）坚持常态防控。宗教活动场所疫情防控常态化工作应

当按照“属地管理”原则，严格遵守属地政府疫情防控领导机构

的要求，结合本区、本团体、本场所实际情况，完善本场所疫情

防控常态化方案和应急处置预案，并及时进行动态调整。要时刻

绷紧疫情防控这根弦，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厌战情绪、侥幸心理、

松劲心态，全面排查防控漏洞、紧盯防控重点环节、切实落实防

控要求，抓紧抓实抓细常态化疫情防控，确保安全。

（二）压实各方责任。按照“谁举办谁负责，谁组织谁负责”

的要求，压实宗教活动场所主体责任，各场所负责人是第一责任

人，各场所要成立专门工作小组，负责落实疫情防控工作。压实

宗教团体指导监督推进的责任。压实宗教事务部门行业主管部门

的监管责任，严格管理宗教团体和宗教活动场所举办的聚集性活

动。

（三）实施预约限量。宗教活动场所应严格执行人员限量预

约错峰措施。各场所瞬间流量不超过最大承载量的 50%。各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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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场所要加强统筹调度，安排专人做好现场疏导，避免人员聚集。

二、强化事先管理

（四）做好疫情风险评估。宗教活动场所应密切关注国际国

内疫情发展情况，对本场所开放以及举办各类活动进行充分的风

险评估。本市范围内出现中、高风险地区，原则上应暂停开放和

暂停活动。

（五）严格审批备案。各宗教活动场所要周密制定常态化疫

情防控工作方案。举办聚集性活动的，要制定专门防疫方案，场

所属地宗教事务部门要协调相关部门加强审核管理。

（六）实行预约告知制。进入宗教活动场所实行实名预约制。

场所要通过各类宣传渠道广泛告知信众、游客，明确入场要求、

安全防护要求和健康查验程序。对老年人等特殊群体可采取现场

实名登记和签署健康承诺书。

（七）做好防疫物资储备。各场所要做好口罩、消毒用品等

必要的防疫物资储备。防疫物资须符合国家相关规定。

（八）合理布局场所设施。各场所应根据疫情防控要求，安

装或使用体温测量、消毒等设施设备，合理制定人员路线和流量

管控方案，科学划分内部场地分区、通道设置等，进出口通道分

开设置，避免人流交叉对冲。应在防疫部门指导下，设置临时留

观处置区以及应急处置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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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加强防疫知识培训。各场所应指导培训内部工作人员、

教职人员正确掌握个人防护用品使用、消毒操作、公共部位清洁、

应急情况处置等要求和技能。做好工作人员上岗前的健康监测，

必要时进行核酸检测。场所应在醒目位置设置提示牌、摆放宣传

品、电子显示屏等，加强疫情防控知识科普宣传。

三、严格落实入场管理

（十）加强入口管理。场所入口处应查验进入场所人员的健

康码、行程码，逐个测量体温，体温超过 37.3℃者、健康码行

程码显示黄色或红色者，应劝阻入内，并视情实施应急处置措施。

入口处应设置明显的 1 米线，引导人流保持安全社交距离。

（十一）控制开放范围。场所内非必要开放的区域，尤其是

通风不畅、密闭式区域应暂停对外开放。确需开放的，应配备工

作人员加强现场疏导，严格控制进入人流，必要时实施二次测温，

对有咳嗽气促等病状者可谢绝入内。

四、合理控制场所人流量

（十二）加强现场疏导。宗教活动重点节点、或重要活动期

间，相关场所应实行分时段预约制，控制总量，限制流量，有序

分流，错峰入场。团体、场所要安排工作人员实时引导疏导人流，

人员之间尽量保持 1 米以上安全社交距离，控制现场人员密度，

当场所内瞬间人流量达到可承载量的 50%时，应暂停人员入场。

五、加强场所内活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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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严格控制活动规模。不举办大型宗教活动。场所内

举办各类聚集性活动，要严格控制规模、人数；减少非必要的集

体宗教活动；缩短集体宗教活动和其他聚集性活动的时长。

六、确保防控措施落实到位

（十四）做好场内个人防护措施。进入教堂、清真寺等室内

场所应全程正确佩戴口罩。在室外活动者应随身携带口罩，在不

能保持安全社交距离的情况下，应佩戴口罩。各场所应在各个主

要区域设置免洗洗手液，供入场人员随时进行手部清洁。

（十五）妥善好餐饮管理服务。场所内一般不提供餐饮服务，

确有需求的，应妥善做好防控措施，设立专用就餐区，控制人数，

保持安全距离。做好工作人员的卫生防护，定时做好餐饮区域的

防疫消毒工作。

（十六）落实公共部位的清洁消毒。各场所应定时定人加强

对殿堂、办公区、宿舍区、卫生间、拜垫、跪凳、公用书籍、电

梯、门把手等高频使用或接触点位进行清洁消毒。

（十七）做好垃圾处置。加强场所垃圾密闭化、分类化管理，

每日及时收集并清运，做到日产日清。场所内应设置口罩、一次

性防护用具专用垃圾箱，并作好标识，按有毒有害垃圾进行处置。

（十八）加强通风换气。场所内如使用集中式中央空调，应

关闭回风和加湿功能，采用全新风方式，加大新风量运行，并根

据中央空调使用指引的要求对空调进行及时清洗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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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强化突发事件应急处置

（十九）加强联防联控。要加强与属地卫生、公安等部门联

动，信息共享，发现异常及时上报属地防疫部门，配合防疫部门

做好各项工作。对明显违反防控规定的人员和行为，第一时间进

行劝阻，并上报相关部门。

（二十）做好发热或异常症状人员的处置。场所入口处或场

所内发现有发热或有呼吸道等异常症状人员时，应先引导至临时

留观处置区域，在做好个人防护的基础上，根据属地防疫部门的

指导，按规范转送医疗机构进行排查。

（二十一）及时调整防控策略及措施。在做好疫情常态化防

控工作前提下，本市范围内出现高风险地区，各宗教活动场所应

立即关闭，停止各类活动；出现中风险地区，宗教活动场所应在

属地政府统一领导部署下，采取“暂停开放”和“暂停集体宗教

活动”等应对措施。各宗教活动场所应按照市委市政府、市疫情

防控工作领导小组的统一部署要求，根据疫情防控形势，及时响

应、调整、落实疫情防控措施。

本工作指引适用于 2021 年春季各宗教活动场所的疫情防控

工作。

抄送：市委统战部，市防控办

上海市民族宗教局办公室 2021 年 3 月 15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