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台风灾害抢险救灾事迹 救灾心得
体会(通用5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
秀的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台风灾害抢险救灾事迹篇一

去年夏末以来，我国西南片区遭遇罕见旱情，xx村也未能幸免。
入秋以来的总降雨量不到20毫米。时至今年三月，当周边村
寨都在依靠政府和社会送水救急时，该村却通过农户间自行
调节取用水，目前还没到远处去挑水，也没有申请政府的送
水，除了从山远处的荒芜看出旱象，村民的内心没有感受以
往干旱缺水的恐惧。

xx村村落所处为省南部深石山区，地形条件恶劣，山高坡陡，
不具备修建引水灌溉工程的条件，自然地表透水性强，集蓄
雨水能力差，没有像样的水利设施覆盖，以前一旦出现干旱，
饮用水要到三公里以远去排队守侯，农经作物灌溉更只有望
天兴叹，水——一度成为村民头痛的头等大事。

20xx年以来，该村一部分经济条件比较好的村民开始自发斥
资在自家房前屋后、田边地头修建雨水集蓄利用小水池(窖)，
用于解决人畜饮水和水浇灌溉，节省了很多劳力和时间，田
园经济发展更是欣欣向荣。在这部分人的带动下，得到县水
利局的大力支持帮助，利用争取的中央小型农田水利资金和
省级“三小”水利工程专项资金作为引子，通过 “以奖代
补”、“先建后补”、“一事一议”， 组织发动群众投工投
劳，先后改造了村内的小山塘，新建了100余座集蓄雨水的小
水池和小水窖，不但解决了人畜饮水，还解决了大部分耕地
农作物生长灌溉补充用水。



工程实施中，得到xx县委、政府的重视和关心，水利部门认
真总结并吸取了过去兴修水利的经验和教训，一改过去水利
工程集体所有，经营管理权属不明确，重建轻管，形成“等、
靠、要”以及“公益水、福利水、大锅水、无偿水”的陈旧
观念，实行明晰产权，遵照谁投资，谁受益，谁管理的原则，
报名修建水池的村民愈来愈多，工程建设如火如荼，几年下
来，该村建池数已超过一户一池。工程竣工后，小水窖(池)
交付给农户，小水塘则移交给受益村组自行管理，因而农户
都把“三小”水利工程当作自己的家产来建设和管理，倍加
珍惜，因此建设质量高，工程效益好。近五年来，xx村基本上
实现粮食稳定增产，经济发展快速，农民安居乐业。

xx村所在的xx县，自然地理条件不均衡，全县一半以上地区
属于山区和半山区，水源缺乏，严重制约着农业增效、粮食
增产、农民增收。为了彻底改变这种状况，xx县从1997年起，
在上级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利用小型农田水利和“三
小”工程投资小、见效快，对建设条件无特殊要求，具有普
遍的适应性，不论在田边地角、房前屋后，还是路旁沟边，
均可实现一田一池，一块一窖的特点，开展了收集雨水、拦
蓄地表水，改造劣质水，改善人畜饮水和灌溉用水条件的攻
坚战。20xx年以来，全县共争取到中央和省级补助专项资金
1200万元，地方配套 400万元，群众自筹200万元，投工投
劳168万个工日，先后建成小水池6800口，小水窖280个，新
建、改造小山塘20座，新增、恢复 “三小”工程蓄水容积
达60万立方米，解决人畜饮水0.82万人，解决旱地灌溉面
积2.8万亩。

去年夏末到今春这个严重干旱时段，该县的“三小”工程在
抵御灾情这场战斗中发挥了较大作用。有小水窖的人家，人
畜饮水得到有效缓解;星罗棋布的小山塘、小水池使附近工程
规划的田土得到正常浇灌。该县羡塘乡村支书黄朝礼告诉我
们，羡塘乡瑶山片区年青人结婚后，都要为父母修建一口水
池或水窖，解决他们用水困难的后顾之忧，以报答双亲的养



育之恩。

据统计，在今年这场抗旱中，xx县共启用“三小”配套设施52
处，保障了36村1820户农户的正常育苗，解决了0.4万人及近
万头牲畜的用水困难，有0. 6万亩的油菜、小麦和其它农作
物依靠 “三小”设施没有受到干旱的大的威胁，为受灾群众
生产生活提供了极大的帮助。

听同行的省水利厅“三小”工程管理处同志介绍，目前，省
通过政府投资、社会帮扶和群众投劳等各种投资渠道和方式
共建有 “三小”水源工程设施91.9万件，其中小山塘1.9万
座，小水池、小水窖近90万口，正常蓄水容积达到2.17亿立
方米，在干旱120天的情况下可解决270万人饮水水源问题
和175万亩山区耕地的补充灌溉，成为全省水利工程的重要组
成部分，特别是在没条件修建中小水利工程的山区、半山区，
像去秋今春这种罕见干旱年份都可以有效缓解持续出现的旱
象。

台风灾害抢险救灾事迹篇二

去年夏末以来，我国西南片区遭遇罕见旱情，xx村也未能幸免。
入秋以来的总降雨量不到20毫米。时至今年三月，当周边村
寨都在依靠政府和社会送水救急时，该村却通过农户间自行
调节取用水，目前还没到远处去挑水，也没有申请政府的送
水，除了从山远处的荒芜看出旱象，村民的内心没有感受以
往干旱缺水的恐惧。

xx村村落所处为省南部深石山区，地形条件恶劣，山高坡陡，
不具备修建引水灌溉工程的条件，自然地表透水性强，集蓄
雨水能力差，没有像样的水利设施覆盖，以前一旦出现干旱，
饮用水要到三公里以远去排队守侯，农经作物灌溉更只有望
天兴叹，水——一度成为村民头痛的头等大事。

20xx年以来，该村一部分经济条件比较好的村民开始自发斥



资在自家房前屋后、田边地头修建雨水集蓄利用小水池(窖)，
用于解决人畜饮水和水浇灌溉，节省了很多劳力和时间，田
园经济发展更是欣欣向荣。在这部分人的带动下，得到县水
利局的大力支持帮助，利用争取的中央小型农田水利资金和
省级“三小”水利工程专项资金作为引子，通过 “以奖代
补”、“先建后补”、“一事一议”， 组织发动群众投工投
劳，先后改造了村内的小山塘，新建了100余座集蓄雨水的小
水池和小水窖，不但解决了人畜饮水，还解决了大部分耕地
农作物生长灌溉补充用水。

工程实施中，得到xx县委、政府的重视和关心，水利部门认
真总结并吸取了过去兴修水利的经验和教训，一改过去水利
工程集体所有，经营管理权属不明确，重建轻管，形成“等、
靠、要”以及“公益水、福利水、大锅水、无偿水”的陈旧
观念，实行明晰产权，遵照谁投资，谁受益，谁管理的原则，
报名修建水池的村民愈来愈多，工程建设如火如荼，几年下
来，该村建池数已超过一户一池。工程竣工后，小水窖(池)
交付给农户，小水塘则移交给受益村组自行管理，因而农户
都把“三小”水利工程当作自己的家产来建设和管理，倍加
珍惜，因此建设质量高，工程效益好。近五年来，xx村基本上
实现粮食稳定增产，经济发展快速，农民安居乐业。

xx村所在的xx县，自然地理条件不均衡，全县一半以上地区
属于山区和半山区，水源缺乏，严重制约着农业增效、粮食
增产、农民增收。为了彻底改变这种状况，xx县从1997年起，
在上级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利用小型农田水利和“三
小”工程投资小、见效快，对建设条件无特殊要求，具有普
遍的适应性，不论在田边地角、房前屋后，还是路旁沟边，
均可实现一田一池，一块一窖的特点，开展了收集雨水、拦
蓄地表水，改造劣质水，改善人畜饮水和灌溉用水条件的攻
坚战。20xx年以来，全县共争取到中央和省级补助专项资金
1200万元，地方配套 400万元，群众自筹200万元，投工投
劳168万个工日，先后建成小水池6800口，小水窖280个，新



建、改造小山塘20座，新增、恢复 “三小”工程蓄水容积
达60万立方米，解决人畜饮水0.82万人，解决旱地灌溉面
积2.8万亩。

去年夏末到今春这个严重干旱时段，该县的“三小”工程在
抵御灾情这场战斗中发挥了较大作用。有小水窖的人家，人
畜饮水得到有效缓解;星罗棋布的小山塘、小水池使附近工程
规划的田土得到正常浇灌。该县羡塘乡村支书黄朝礼告诉我
们，羡塘乡瑶山片区年青人结婚后，都要为父母修建一口水
池或水窖，解决他们用水困难的后顾之忧，以报答双亲的养
育之恩。

据统计，在今年这场抗旱中，xx县共启用“三小”配套设施52
处，保障了36村1820户农户的正常育苗，解决了0.4万人及近
万头牲畜的用水困难，有0. 6万亩的油菜、小麦和其它农作
物依靠 “三小”设施没有受到干旱的大的威胁，为受灾群众
生产生活提供了极大的帮助。

听同行的省水利厅“三小”工程管理处同志介绍，目前，省
通过政府投资、社会帮扶和群众投劳等各种投资渠道和方式
共建有 “三小”水源工程设施91.9万件，其中小山塘1.9万
座，小水池、小水窖近90万口，正常蓄水容积达到2.17亿立
方米，在干旱120天的情况下可解决270万人饮水水源问题
和175万亩山区耕地的补充灌溉，成为全省水利工程的重要组
成部分，特别是在没条件修建中小水利工程的山区、半山区，
像去秋今春这种罕见干旱年份都可以有效缓解持续出现的旱
象。

台风灾害抢险救灾事迹篇三

20xx年注定是特别的一年，是多灾多难的一年。

20xx年7月我国南方地区遭遇了百年难遇的洪灾，受灾地区涉
及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重庆、四



川、贵州等27省。

20xx年洪水水位线一度超过了98年，给人们的生活、财产以
及生命安全带来了严重的威胁。

当前长江、太湖流域防汛工作依旧严峻，我国进入了七下八
上防汛关键期，将团结一切人力物力应对防洪挑战。

在大家都为了防洪抗洪忧心，想要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的时
候，湖南冷水江市一气功大师为了退洪发功，称可以让洪水
退去，视频一出，立即受到了网友们的广泛的讨论和关注。

7月10日，湖南冷水江市，一位气功大师站在洪水旁手舞足蹈，
念念有词，只见他忽而跳起发功，忽而坐下打坐，这一番惊
奇的场面，立即引来了路人们不怕命的围观。

许多网友看完视频后表示真的是可气又可笑，一边是防洪一
线人员为了防洪工作拼死抗争的画面，一边是气功大师哗众
取宠的场面，怎么看都让人心里不舒服。

面对20xx年百年难遇的洪灾，大家都很担心都很着急，想要
灾情赶快过去，还大地一片安宁。

在灾情面前，暂且不说封建迷信的“气功退洪”效果如何，
就凭这位湖南冷水江市气功大师借“气功退洪”的噱头，大
肆扰乱抗洪秩序，给抗洪工作带来了麻烦这一点就应该接受
大众的批评。

将自己置身于翻涌的洪水中，这是对自己的不负责，更是对
社会的不负责。

在20xx年南方遭遇百年难遇洪灾这个特别时刻，作为一个普
通人，我们最应该做的就是配合防洪工作，好好待在家。



千万不能学湖南冷水这位气功大师为了自我炒作，哗众取宠
声称气功退洪，真是可气又笑。不给防洪工作添麻烦，这就
是对于防洪工作人员最大的帮助。

台风灾害抢险救灾事迹篇四

根据国家减灾委《关于做好“防灾减灾日”有关工作的通知》
(国减电[20xx]1号)精神，xx自治区结合实际，在全区范围内
开展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防灾减灾宣传活动，并取得了
良好的社会宣传效果。

种类、灾情特点，制定了各自的宣传工作方案，细化了活动
内容，明确了各部门职责，形成了主要领导过问，分管领导
负责，专人落实的工作格局。自治区及各地(市)、县政府共
投入115.5万元用于宣传经费，为我区“防灾减灾日”各项活
动的顺利开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根据《xx自治区5月7日至13日防灾减灾宣传周活动分工方案》和
《“防灾减灾日”宣传一条街活动方案》，全区各地(市)减
灾委、各部门紧密围绕“防灾减灾”这一主题，明确职责分
工，加强协调配合，面向城乡基层，广泛发动群众积极参与，
组织开展了一系列丰富多彩、群众喜闻乐见、通俗易懂的防
灾减灾宣传活动。

一是开展“防灾减灾日”宣传一条街活动。全区7个地(市)
于5月12日上午分别举办了防灾减灾日宣传一条街活动。自治
区及各地(市)减灾委员会各成员单位结合各自业务特点，通
过在主要路段悬挂横幅，散发防灾减灾知识手册、宣传挂图、
宣传单，举办图片展览，现场示范，器材展示，政策咨询，
宣传车流动宣传等多种形式，广泛进行防灾减灾知识宣传，
引起了社会各界对防灾减灾工作的高度关注。

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马如龙、自治区副主席李昭、自治
区政协副主席索朗卓玛、某军区副司令员王桂生等自治区及



各地(市)领导专门赴各宣传活动点检查指导并慰问了现场宣
传工作人员，将宣传活动推向高潮。在5月12日集中宣传活动
期间，全区共散发宣传单7.5万张，宣传手册4.25万册，宣传
挂图9万张，制作防灾音像制品26个，制作宣传图片栏657幅。

二是订购、印制宣传资料。自治区减灾委订购了x套中国社会
出版社印制出版的首个国家“5.12防灾减灾日”活动系列宣
传挂图，同时经征得中国社会出版社同意，以藏汉文合订本
形式翻印了x册《避灾自救手册》(地震、水灾、低温冷冻和
雪灾、火灾、风灾、滑坡泥石流篇)，统一发放到全区各
地(市)、县，各多灾易灾乡(镇)及村委会，各区(中)直党政
机关、企事业单位，各社区居民委员会，各大中小学校进行
张贴宣传。

三是加强防灾减灾教育培训。自治区政府于5月5日专门邀请
国家气象局领导进行防灾减灾专题讲座，各地、各有关部门
组织了967名专业技术人员和专业志愿者，深入城乡社区、学
校厂矿等基层单位宣讲防灾减灾法律法规和避险自救知识。
根据不同年龄段学生特点，自治区教育厅下发了《关于印发
在我区各级各类学校中开展“防灾减灾日”宣传活动方案的
通知》(藏教体卫艺[20x]11号)，全区各级教育主管部门在各
大中专院校和中小学校开展了主题班会、专家讲座、张贴宣
传海报(挂图)、制作避险自救知识学习园地等多种形式的主
题教育活动，深入推进防灾减灾知识进学校、进课堂工作，
切实提高了广大大中小学生的安全防范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

自治区红十字会结合5月8日“五?八世界红十字日”,于5月8
日至12日，分别在x大学、拉萨火车站和拉萨市宇拓路步行街
设立宣传点，开展了以“卫生救护培训、减少灾害危害”为
主题的宣传培训活动。四是充分发挥新闻媒体作用。组织x、
各地(市)电视台，xx日报、xx商报、拉萨晚报等有关媒体，以
新闻、通讯、专题、纪念专版等形式，对我区的防灾减灾工
作和避灾自救、互救知识进行广泛宣传，深入分析了我区的



自然灾害形势以及做好防灾减灾工作的重要意义，全面阐述
了党和政府坚持以人为本、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确保受灾群众基本生活的防灾减灾工作理念，详细介绍了我
区加强防灾减灾体系建设、增强防范处置自然灾害和突发公
共事件能力的重大政策措施。

五是文艺团体下基层。由自治区歌舞团、拉萨市民政局、当
雄县格达乡政府组织文艺小分队，于5月12日在拉萨市当雄县
格达乡举行了“5.12防灾减灾日”慰问演出，为当雄地震灾
害中的受灾群众献上了丰富多彩、积极向上的文艺节目。

在认真开展“防灾减灾日”各项宣传活动的同时，全区各地、
各部门还以此次全国“防灾减灾日”宣传活动为契机，进一
步做好当前防灾备灾的各项工作，深入查找灾害风险隐患和
防灾减灾薄弱环节，制订落实整改方案，完善相关政策措施，
加强救灾物资储备，推动防灾备灾工作深入开展。

一是组织开展了本地、本部门自然灾害和突发公共事件应急
预案制定、落实情况检查。为切实做好自然灾害和突发公共
事件的应急处置工作，自治区制定了《xx自治区突发公共事件
应急预案汇编》，初步形成了较为完善、系统的自然灾害和
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预案体系。通过开展自然灾害和突发公共
事件应急预案制定、落实情况检查，找出了预案中存在的不
足与薄弱环节，并有针对性地进行修改和完善，增强了全区
各级、各类自然灾害和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预案的实用性和可
操作性。

二是林芝等部分地(市)根据本地区多发易发灾害风险，针对
监测预警、抢险救援、转移安置、应急保障、医疗防疫等重
点环节，依据预案，因地制宜，注重实效，组织军区、武警、
民政、地震、消防、卫生、防汛抗旱、大中专院校及中小学
校等单位和部门参与，开展了自然灾害抢险救援、转移安置、
应急保障以及卫生防疫实战演习，消防安全技能练兵等预案
演练活动，切实增强了干部群众对预案的掌握和运用能力。



三是大力加强防灾备灾建设，切实增强救灾应急物资储备。
为加强全区防灾备灾和救灾应急物资储备体系建设，加快形
成区、地、县、乡四级救灾物资储备网络，20xx年，自治区将
部分高海拔乡(镇)和多灾易灾县的救灾物资储备库建设纳入
规划，投资1亿元将在全区部分地(市)、县和高海拔多灾易灾乡
(镇)修建救灾物资储备仓库。同时，自治区还安排近亿元人
民币救灾物资储备经费，采购了大量生存性救灾物资，使我
区的救灾物资储备品种、数量达到了一定规模，大大提升了
自然灾害应急救助能力。自治区、地、县和乡(镇)的救灾物
资储备体系建设日趋完善。

四是加强灾害信息系统建设，提高灾害信息分析、处理能力。
全区各级民政部门按照有关灾情统计标准，及时完善了灾情
统计各要素，建立区、地、县灾情上报机制，形成灾情信息
快报、核报工作机制，同时加强了与各涉灾部门的灾害信息
沟通、会商和通报制度，提高了灾害信息的分析、处理能力。
今年自治区将投入800多万元在全区建立区、地、县三级灾害
信息网络，将有力地提升灾害信息管理能力。

台风灾害抢险救灾事迹篇五

一场又一场无情的暴雨正冲刷着大地，地面塌陷、房屋损毁、
道路被堵、农田被淹，这样的洪涝险情让人民群众的生命财
产安全受到了巨大威胁。面对疫情之后的又一次“大考”，
我省各级党委政府唱起了防洪“三部曲”，争分夺秒抢进度，
分秒必争护民安，只为打赢防洪抢险这场硬仗。

第一部：“预备曲”之防洪，强化灾前预警，上下联动传递
信息为民安。洪涝灾害具有突发性、不确定性的特点，所以
及时传递信息做好防洪准备关乎着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心得体会范文“除净暗礁好行船，事故防患于未然”。居安
思危，防患于未然，是避免灾祸的良方，更是降低损失的措
施。还记得暴雨来临的那一夜，我镇党政办公室彻夜灯火通
明，各位领导干部在里面“吵吵闹闹”。一位同志拿着座机



接听着上级新的信息传递，另一位同志拿着手机拨打着各村
（社区）的电话、安排着值班职守及危险区域人员的转移工
作，还有一位同志拿着笔记本记录着值班领导的安排事项。
这样的场景在这夜深人静的时刻虽显得有些“吵闹”，却让
人觉得十分暖心。只因此时的灯光是为人民群众的“安全之
路”照亮，此时的“吵闹”是为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着想。

第二部：“进行曲”之抗洪，险情就是命令，基层干部落实
行动护民安。经过提前的精密部署，危险区域的人民群众已
全部转移安置。暴雨也随之而来了，暴雨狂泄，河水暴涨，
虽然“内在”人员较安全，但是“外在”人员却存在巨大危
险，情况变得万分紧急，险情就是命令。我镇所有干部没有
丝毫犹豫冲在前线开展抢险救援工作。“不要围观，这边危
险，思想汇报范文快快撤离这里！”“不要过去，河水太猛，
安全最重要！”抗洪道路上传出基层干部们各种各样美妙的
声音；因部分下水道堵塞影响河水流通，我们的干部直
接“撸起袖子弯下腰”去挖通下水道，在抗洪道路上留下的
美丽的身影。天灾无情，人间有爱！虽有狂风暴雨，但并不
影响我们有条不紊地开展抢险救灾工作。在抗洪前线的各种
声音中，在全镇干部的共同努力下，确保了我镇在灾情中无
一人伤亡。

第三部：“后续曲”之治洪，及时灾后救助，党员群众精准
服务得民安。灾情过后，狼藉一片，灾后修复迫在眉睫。这
时候另一股力量出来了，一群“暖心人”走到了受灾群众的
面前。面对群众在受灾受损后产生的不稳定情绪，我们的党
员干部家家户户进行上门走访、开设服务热线、心理辅导等
方式，与受灾群众交流、沟通，保证群众情绪稳定。面对受
灾受损的群众生活情况，我们及时统计报上级部门，并及时
送去应急物资，确保受灾群众能正常有序地生活。面对灾后
的道路被堵，我们的党员、志愿者及时出现在了人民群众视
线里。“虽无公职在身，但有使命在肩”，哪里有需要，他
们就出现在哪里，在各个不知名的道路上留下了美丽的身影。



防洪抢险，我们在行动，党旗在飘扬，防洪“三部曲”唱得
响，抗洪事迹人民群众看在眼里、记在心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