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乡镇防灾减灾情况报告(实用5篇)
随着个人素质的提升，报告使用的频率越来越高，我们在写
报告的时候要注意逻辑的合理性。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
一篇比较优质的报告吗？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秀的报
告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乡镇防灾减灾情况报告篇一

今年5月12日是我国“防灾减灾日”，5月11日至15日为防灾
减灾宣传周。自强社区根据《国家减灾委员会关于做好20xx
年防灾减灾日的有关工作的通知》的文件精神，结合我社区
实际积极开展防灾减灾文化宣传教育活动，大力推进防灾减
灾知识和技能普及，深入开展灾害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增强
广大居民的防灾减灾意识和自救技能，提高社区综合防灾减
灾能力。现将总结如下：

乡镇防灾减灾情况报告篇二

今年5月12日是我国第x个“防灾减灾日”，主题为“xxxx”。为
认真做好第xx个“防灾减灾日”宣传教育工作，城北小学根
据xx市教育局《关于做好20xx年防灾减灾日有关工作的通知》
精神，结合学校实际，大力营造“防灾减灾”宣传氛围，通
过开展防灾减灾“五个一”系列活动，增强师生防灾减灾观
念，全面提升师生应对各类灾害事件的防范意识和自我保护
能力。现将活动小结如下：

学校成立了以庞丽君校长为组长，蒋敏红副校长为副组长的
防灾减灾日活动领导小组。校长室联合德育处、总务处一起
召开“防灾减灾日”活动领导小组会议，会上对活动要求进
行明确，并制定了“防灾减灾日”活动方案。

安全教育工作是学校教育工作的首要工作。学校利用电子屏、



校园网等平台，向师生、家长宣传防灾减灾知识，各班在黑
板报安全版块进行防灾、避险知识宣传。班主任更是利用晨
会、班会课加强对学生进行防灾减灾的教育，切实增强学生
的安全意识和防范能力。

5月9日升旗仪式，城北小学给全体师生进行了“防灾减灾”
知识讲座。

5月12日(周二)大课间，学校组织全校师生进行应急避震疏散
演练。演练前明确了各责任老师的岗位和职责。当全体师生
听到警报后，各班按照学校制订的紧急疏散路线图，在班主
任老师的带领下，迅速、有序、安全地撤离教学大楼，在操
场集中并对班级人数进行了清点。整个演练过程安排周密，
疏散有序，配合默契，基本上达到了疏散演练的要求，没有
发生拥挤等不安全的事故。

应急疏散演练结束后，蒋敏红副校长对此次应急疏散演练活
动进行了细致的总结，强调了逃生中还值得注意的问题，并
提出了学校安全工作的进一要求。

5月13日班会课，各年级都认真开展了“防灾减灾”主题班会，
低年级班主任结合安全教育读本和安全教育平台，通过具体
事例对学生进行教育;中、高年级大部分班级则由学生主持，
通过小品再现、知识竞猜、案例辨析等活动，学知识、练技
能。

燃气的安全紧系着每一个家庭的幸福，学会一些燃气的安全
知识对于小学生来说也尤为重要。本周四，学校邀请港华燃
气公司的工作人员来校进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燃气知识安全
讲座。工作人员不仅给孩子讲了很多关于燃气安全使用的知
识，还给孩子们准备了丰富的礼物，在与孩子们一问一答的
游戏互动中，让孩子们对燃气知识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乡镇防灾减灾情况报告篇三

5月11日，我镇利用街天宣传面广的优势，在街道摆摊设点，
做好宣传教育发达工作，营造安全教育活动氛围。在5月9日
至15日开展“防灾救灾宣传周”期间，结合我镇实际，动员
各村（社区）、机关、企事业单位、中小学，充分利用广播、
墙报标语以及街天摆摊设点等方式，向广大人民群众进行安
全宣传教育。

乡镇防灾减灾情况报告篇四

学校在扎实抓好主题教育宣传活动的同时，以“防灾减灾
日”主题宣传活动为契机并结合本校实际，因地制宜，有针
对性地全体组织师生开展防汛防洪、防震减灾、防风防雷、
防地质灾害等方面的应急逃生和疏散演练活动。20xx年5月13
日上午，我校组织全校师生开展了应急预案演练活动，此次
演练过程中，全校师生积极配合，服从命令，安全有序，在
不到3分钟的时间内，师生全部按照预定的疏散路线，快速而
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取得了圆满的
成功。通过此次演练活动推动了学校安全教育的深入开展，
提高了广大师生的安全意识和应对突发事件的避险自救能力，
不断增强了全体师生防灾减灾意识和防范能力。

乡镇防灾减灾情况报告篇五

提供一篇工作报告，为您提供帮助！

由于山区气象灾害多，受灾地广，防灾力量弱，防灾减灾任
务艰巨，为了高效、有序开展对突发性灾害的防救工作，全
面提高应急处置能力，最大限度地减轻、避免气象灾害造成
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做到坚持以人为本，加强各项防范
工作，以确保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力争把灾害损失降低到
最少程度。现将一年来的工作汇报如下：



一、建立组织。乡政府建立了以乡长、副乡长、乡气象协理
员为主的气象防灾救灾应急指挥部，各行政村成立了以村民
主任、村气象信息员的领导小组。

二、加强必要的装备建设。乡政府有气象屏幕显示屏，有固
定的气象自动接收装置，有专门的办公场所，有气象协理员
的工作职责，制订并完善了各项制度并挂牌上墙。乡政府装
有大型警报器，乡广播站和各行政村的大喇叭保持全年畅通。
各行政村配备有气象信息员、预警员，配备有小型手摇警报
器，手提广播喇叭编辑、雨量筒、铜锣、强光手电筒等气象
防范器材。有各项工作制度，并列入考核，利用电话手机及
农民信箱等各种现代通讯工具确保在气象灾害来临前，能及
时接收和分发气象灾害预警信息，遇有气象灾害，能做到上
承下达。乡政府及时收集各村上报的由气象灾害引起的各种
受灾情况，向县气象部门、县政府有关部门报告备案。

三、积极组织培训。乡政府制订了全年有培训计划，对特殊
的气象情况、春播育种、防洪防汛、防地质灾害、防山洪爆
发进行培训。在5月份全乡进行了气象防洪防汛、防地质灾害、
防雷的演练，全乡共有300多人参加。

四、建立了以、二个村的科普宣传村，利用[整理得]广播、
宣传栏、橱窗、安全提示牌开展防灾减灾科普宣传，普及气
象防灾减灾知识和避险自救技能，并能定期印制分发县气象
防灾减灾宣传材料，并向市、县气象灾害影响区域的群众分
发明白卡，开展经常性的气象减灾宣传活动，各行政村都设
立了气象台账。

五、乡政府、行政村都建立了避灾点。在突发性情况下，群
众有避难安置点，各避难点都配有群众转移路线图，安置点
都配有专门的管理人员、生活用品、药品等。对大风、大暴
雨和强对流天气，及时通知村民、学校、企业等单位，根据
紧急程度进行停产、停业、停课，防止意外事件的发生。



总之，乡气象灾害应急准备工作在上级相关部门的指导和乡
党委、政府的重视下，做了大量的工作，但工作刚走上轨道，
我们有决心把以后的工作做得更好，更到位，为保证人民的
生命财产安全作出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