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校防灾减灾活动通知方案 学校防灾减
灾方案(模板9篇)

当面临一个复杂的问题时，我们需要制定一个详细的方案来
分析问题的根源，并提出解决方案。优秀的方案都具备一些
什么特点呢？又该怎么写呢？接下来小编就给大家介绍一下
方案应该怎么去写，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学校防灾减灾活动通知方案篇一

各学院（部）团委：

今年5月12日是我国第xx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为进一步增强师
生的防灾减灾意识，普及防灾减灾知识和技能，提高学校防
灾减灾能力，保卫处决定在校内开展防灾减灾系列教育活动，
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通过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学生安全教育活动，寓教于
乐，寓学于乐，增强广大学生的'安全防范意识，提高学生的
安全防范能力，进一步降低安全风险。

4月20日—5月13日

xx工业大学学生处、xx工业大学团委、xx工业大学保卫处

xx工业大学大学生校园安全管理委员会

（一）“防范意识在心中，共筑校园安全梦”主题征文；

（二）512消防知识培训及疏散演练；

（三）“512防灾减灾”宣传活动；



（四）“512防灾减灾”教育片观看；

（五）xx工业大学第三届安全技能大比武。

（二）各团委按附件一表格要求填报比赛项目和人员组成；

（三）大比武报名截止时间为5月4日；

（四）报名表报纸质版加盖学院（部）公章送至办公楼122室，
电子版发送至，联系人：。

学校防灾减灾活动通知方案篇二

今年5月12日是我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减少灾害风险，
建设安全城市”， 5月9日至15日为“防灾减灾宣传周”。
为认真做好“防灾减灾日”宣传教育工作，切实提高广大师
生防范各类自然灾害的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根据我市教育局
《关于做好防灾减灾日有关工作的通知》精神，结合我校实
际情况，特制定本活动实施方案：

坚持以人为本，预防为主，以保障广大师生生命安全为根本，
以提高学校预防和应对突发灾害、突发事件的减灾能力为重
点，全面增强师生的防灾减灾观念，切实提高师生的避灾自
救能力。

5月12日为“防灾减灾日”，5月9日至15日为防灾减灾宣传周。

（一）大力营造防灾减灾宣传活动的浓厚氛围

紧紧围绕今年“防灾减灾日”主题，大力弘扬近年来在应对
汶川、玉树、雅安地震中凝聚的“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不
畏艰险、以人为本、尊重科学”的抗震救灾精神。通过开展
有针对性的防灾减灾科普宣传活动，普及应急避险知识，提
高逃生避险基本技能，提升学生在紧急情况下自救互救能力，



最大限度减少生命财产损失。

1、在校园内书写标语，营造防灾减灾活动的浓厚氛围。

2、出一期以防灾减灾为主题的防灾减灾黑板报、手抄报等，
宣传防灾减灾科普知识及有关法律法规。

3、联合家长、社会力量，配合学校做好防灾减灾宣传教育工
作。

（二）扎实开展防灾减灾系列教育活动

通过国旗下讲话、主题班会、专题教育等活动，利用黑板报、
手抄报等形式，以观看灾害题材影视片、应急逃生演练等为
内容，推进学校防灾减灾宣传教育活动深入进行。提升紧急
情况下自救互救能力，最大限度减少生命财产损失。

（三）认真开展校园安全隐患排查和整改

活动期间，我们要树立“隐患就是事故”的观念，对教室、
微机室、过道、厕所、围墙等公共建筑设施，以及校园周边
环境进行一次全面排查，做好排查记录，做到不走过场、不
留死角，发现隐患及时整改，防患于未然。

（四）积极开展防灾减灾应急演练活动

我校要根据《沙河市学校安全教育“每月一主题”活动实施
方案》文件精神，紧紧围绕今年“防灾减灾日”主题，进一
步完善各类防灾减灾应急预案，因地制宜组织开展应急演练
活动，提高预案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进一步规范各类灾害
的应对处置程序，确保师生熟悉灾害预警信号和应急疏散路
径，责任明确到人、落实到位，提高校园综合防灾减灾能力。

（一）各年级高度重视“防灾减灾日”活动，加强领导，认



真策划，周密部署，保证防灾减灾活动顺利开展。

（二）根据学校实际情况，各年级采取适合学生特点、寓教
于乐的方式，多题材、多角度、有针对性地进行宣传教育，
防止图形式、走过场，确保防灾减灾宣传教育活动取得实效。

（三）要广泛发动，加强联系，主动与有关部门沟通协调，
借助社会力量共同做好学校防灾减灾工作。

（四）要认真总结“防灾减灾日”活动的经验和取得的成效，
保存好活动资料。并在集中开展宣传教育活动的基础上，把
一些行之有效的形式和方法制度化、经常化，建立健全防灾
减灾工作的长效机制，推动我校防灾减灾工作长期有效地开
展。

学校防灾减灾活动通知方案篇三

各学院（部）团委：

今年5月12日是我国第xx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为进一步增强师
生的防灾减灾意识，普及防灾减灾知识和技能，提高学校防
灾减灾能力,保卫处决定在校内开展防灾减灾系列教育活动，
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通过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学生安全教育活动，寓教于
乐，寓学于乐，增强广大学生的安全防范意识，提高学生的
安全防范能力，进一步降低安全风险。

4月20日—5月13日

xx工业大学学生处、xx工业大学团委、xx工业大学保卫处

xx工业大学大学生校园安全管理委员会



（一）“防范意识在心中，共筑校园安全梦”主题征文；

（二）512消防知识培训及疏散演练；

（三）“512防灾减灾”宣传活动；

（四）“512防灾减灾”教育片观看；

（五）xx工业大学第三届安全技能大比武。

（二）各团委按附件一表格要求填报比赛项目和人员组成；

（三）大比武报名截止时间为5月4日；

（四）报名表报纸质版加盖学院（部）公章送至办公楼122室，
电子版发送至，联系人：。

学校防灾减灾活动通知方案篇四

今年5月12日是我国第xx个“防灾减灾日”，5月9日至15日
为“防灾减灾宣传周”。为认真做好“防灾减灾日”宣传教
育工作，切实提高广大师生防范各类自然灾害的意识和自救
互救能力，根据我市教育局《关于做好防灾减灾日有关工作
的通知》精神，结合我校实际情况，特制定本活动实施方案：

坚持以人为本，预防为主，以保障广大师生生命安全为根本，
以提高学校预防和应对突发灾害、突发事件的减灾能力为重
点，全面增强师生的防灾减灾观念，切实提高师生的避灾自
救能力。

5月12日为“防灾减灾日”，5月9日至15日为防灾减灾宣传周。

（一）大力营造防灾减灾宣传活动的浓厚氛围



紧紧围绕今年“防灾减灾日”主题，大力弘扬近年来在应对
汶川、玉树、雅安地震中凝聚的“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不
畏艰险、以人为本、尊重科学”的抗震救灾精神。通过开展
有针对性的防灾减灾科普宣传活动，普及应急避险知识，提
高逃生避险基本技能，提升学生在紧急情况下自救互救能力，
最大限度减少生命财产损失。

1、在校园内书写标语，营造防灾减灾活动的浓厚氛围。

2、出一期以防灾减灾为主题的防灾减灾黑板报、手抄报等，
宣传防灾减灾科普知识及有关法律法规。

3、联合家长、社会力量，配合学校做好防灾减灾宣传教育工
作。

（二）扎实开展防灾减灾系列教育活动

通过国旗下讲话、主题班会、专题教育等活动，利用黑板报、
手抄报等形式，以观看灾害题材影视片、应急逃生演练等为
内容，推进学校防灾减灾宣传教育活动深入进行。提升紧急
情况下自救互救能力，最大限度减少生命财产损失。

（三）认真开展校园安全隐患排查和整改

活动期间，我们要树立“隐患就是事故”的观念，对教室、
微机室、过道、厕所、围墙等公共建筑设施，以及校园周边
环境进行一次全面排查，做好排查记录，做到不走过场、不
留死角，发现隐患及时整改，防患于未然。

（四）积极开展防灾减灾应急演练活动

我校要根据《沙河市学校安全教育“每月一主题”活动实施
方案》文件精神，紧紧围绕今年“防灾减灾日”主题，进一
步完善各类防灾减灾应急预案，因地制宜组织开展应急演练



活动，提高预案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进一步规范各类灾害
的应对处置程序，确保师生熟悉灾害预警信号和应急疏散路
径，责任明确到人、落实到位，提高校园综合防灾减灾能力。

（一）各年级高度重视“防灾减灾日”活动，加强领导，认
真策划，周密部署，保证防灾减灾活动顺利开展。

（二）根据学校实际情况，各年级采取适合学生特点、寓教
于乐的方式，多题材、多角度、有针对性地进行宣传教育，
防止图形式、走过场，确保防灾减灾宣传教育活动取得实效。

（三）要广泛发动，加强联系，主动与有关部门沟通协调，
借助社会力量共同做好学校防灾减灾工作。

（四）要认真总结“防灾减灾日”活动的经验和取得的成效，
保存好活动资料。并在集中开展宣传教育活动的基础上，把
一些行之有效的形式和方法制度化、经常化，建立健全防灾
减灾工作的长效机制，推动我校防灾减灾工作长期有效地开
展。

学校防灾减灾活动通知方案篇五

以“行动起，减轻身边的.灾害风险”为主题。通过防灾减灾
系列宣传活动，努力增强学校师生防灾减灾意识，从注重灾
后救助向注重灾前预防转变，从应对单一灾种向综合减灾转
变，从减少灾害损失向减轻灾害风险转变，提升防灾减灾救
灾综合能力。

围绕今年全国防灾减灾日的活动主题，进一步面向师生普及
洪涝灾害、台风灾害、地震灾害、风雹灾害、地质灾害、森
林草原火灾、生物灾害、生态环境灾害、火灾等各类灾害知
识和防范应对基本技能。

（一）主题讲座



活动时间：20xx年月4日下午1：0

参加对象：三年级师生

地点：七彩舞台

拍照报道：曾xx

组织安排、会场纪律：黄xx

1开展防灾减灾主题宣传讲座。为老师、学生普及防灾减灾专
业知识和技能，特别是关于台风、地震、火灾逃生等提升应
急避险和自救互救能力。

2亲子绘制家庭安全逃生疏散图。老师教学指导如何绘制家庭
安全逃生疏散图；由学校老师当天布置学生回家亲子共同完
成绘制家庭安全逃生疏散图的家庭作业，纸张由会场组织提
供。月7日上午班主任把学生作业全部收集起，交给同心社工
和火凤凰进行评比，计划从各班分别选出前10名学生作品进
行奖励，再从70个作品中选出前10名进行奖励。这70份作品
将在市级防灾减灾日宣传周活动现场进行展示倡导行动起，
减轻身边的灾害风险，提升家庭应对风险的防范意识和自救
能力。

（二）应急演练

活动时间：20xx年月4日下午16：00

参加对象：艺体组全体教师、保安人员

地点：学校操场

维持铁序：叶xx



拍照报道：叶xx

签到：叶xx

音响：颜xx

现场指导学校保安、老师学习灭火器的正确使用，并开展灭
火实操演练，提升防灾减灾救灾的能力。（保安、团员、教
师上台实操演练）

学校防灾减灾活动通知方案篇六

今年5月12日是我国全国防灾减灾日，为进一步增强师生的防
灾减灾意识，普及防灾减灾知识和技能，提高学校防灾减灾
能力,保卫处决定在校内开展防灾减灾系列教育活动，现将有
关事项通知如下：

通过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学生安全教育活动，寓教于
乐，寓学于乐，增强广大学生的安全防范意识，提高学生的
安全防范能力，进一步降低安全风险。

4月20日—4月1日

xx工业大学学生处、xx工业大学团委、xx工业大学保卫处

xx工业大学大学生校园安全管理委员会

（一）“防范意识在心中，共筑校园安全梦”主题征；

（二）12消防知识培训及疏散演练；

（三）“12防灾减灾”宣传活动；

（四）“12防灾减灾”教育片观看；



（五）xx工业大学第三届安全技能大比武。

（二）各团委按附一表格要求填报比赛项目和人员组成；

（三）大比武报名截止时间为月4日；

（四）报名表报纸质版加盖学院（部）公送至办公楼122室，
电子版发送至，联系人：。

学校防灾减灾活动通知方案篇七

为贯彻落实福建省减灾委《关于做好防灾减灾日有关工作的
通知》精神，加强学校防灾减灾宣传教育，提高学校及师生
自救自护能力，经研究，决定从5月11日至17日在全县各学校
广泛开展“科学减灾依法应对”为主题的全国第七个“防灾
减灾日”宣传教育周活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突出“科学减灾依法应对”主题，认真抓好防灾减灾工
作

各学校要紧紧围绕“科学减灾依法应对”主题，科学分析和
研究教育系统和学校防灾减灾重点工作任务，充分发挥科学
技术对防灾减灾的重要支撑，加大防灾减灾科学知识普及力
度，提升学校综合减灾能力。同时，要进一步健全学校防灾
减灾救灾预案，普及防灾减灾法律知识，将科学思维和法制
理念贯穿于防灾减灾救灾的全过程。要根据学校环境特点，
研究学校主要灾害风险，分析重点设施和人员密集场所的薄
弱环节，提出应对措施，努力提升学校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
制度化、科学化和规范化水平。

二、加强宣传教育，大力普及防灾减灾知识技能

要高度重视“5.12”防灾减灾宣传教育周活动的开展，切实
把防灾减灾安全教育和应急避险知识宣传作为加强学校安全



管理、保障师生生命安全、预防校园安全事故发生的有效手
段，加强领导、精心组织、周密安排、明确分工，制定具体
活动方案。要充分利用广播、电影、电视、报刊、班会课、
宣传挂图(栏)、板报专栏、横幅标语、微信、微博、手机短
信、校园网、知识讲座、演讲征文和致家长一封信等多种形
式和手段，大力宣传普及防灾减灾知识和自救互救技能，切
实提高师生防灾减灾意识和应急避险能力，确保活动起
到“教育师生、带动家庭、影响社会”的效果。

三、开展隐患排查，整治灾害风险隐患

各学校要在活动周期间集中开展一次全面系统的防灾减灾安
全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行动。重点针对暴雨、洪涝、台风、地
震、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易发灾害带来的威胁，对排查出的
灾害风险隐患，要提出有针对性的整治措施，明确工作责任
和时间进度，分期分批抓好整改，确保校舍等基础设施安全。

四、完善应急预案，开展防灾减灾应急疏散演练

各学校要积极会同有关部门并邀请地震、消防等有关部门专
家到学校组织开展“防灾减灾日”主题宣传活动，进一步修
订、完善、细化各类防灾减灾应急预案，重点针对地震、暴
雨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台风、冰雹以及火灾、煤气泄
漏等事故，并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因地制宜组织全体师生
开展应急预案演练，强化熟悉灾害预警信号和应急疏散路径，
做到人人知晓、个个熟悉各类灾害应急疏散预案，通过演练，
确保在灾害发生时能够做到科学避险、有序撤离。演练结束
后,学校要及时进行总结,针对暴露出的问题和不足,制定并落
实改进措施,对预案进行修订完善,使预案更具针对性、实用
性和可操作性。

各学校要切实加强防灾减灾组织领导，及时总结防灾减灾宣
传教育周活动情况和好的经验做法，认真统计相关数据，各
学校于5月18日前将活动周总结和统计表报县教育局学校安全



工作股。

学校防灾减灾活动通知方案篇八

今年5月12日是我国第八个防灾减灾日，主题是“减少灾害风
险建设安全城市”，5月9日至15日为防灾减灾宣传周。为做
好今年防灾减灾日各项工作，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突出“减少灾害风险建设安全城市”主题，扎实开展防
灾减灾活动

防灾减灾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和谐稳定，
面对日趋严峻的灾害风险形势，必须进一步加强防灾减灾救
灾各项工作。各中小学(园)要紧紧围绕“减少灾害风险建设
安全城市”这一主题，科学分析和研究防灾减灾重点工作任
务，充分发挥科学技术对防灾减灾的重要支撑作用，加快科
技成果在防灾减灾领域的集成转化和推广应用，加大防灾减
灾科学知识普及力度，提升综合减灾能力。同时，要健全防
灾减灾救灾法治，坚持依法行政，普及防灾减灾法律知识。
要通过开展一系列防灾减灾活动，将科学思维和法制理念贯
穿防灾减灾救灾的全过程，有力提升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科
学化和法制化水平。

二、不断丰富宣传教育内容，大力普及防灾减灾知识和技能

各校要将防灾减灾纳入学校整体工作计划，认真研究主要的
灾害风险，分析重点设施和人员密集场所的薄弱环节，总结
灾害应对的基本知识和技能，把宣传教育作为防灾减灾工作
的重要抓手，不断丰富内容，创新活动形式。要充分利用广
播、led屏、橱窗、板报等传统媒体和互联网、微博、微信等
新兴媒体，向学生及家长普及灾害风险知识和自救互救技能，
切实提升全民防灾减灾意识。重点宣传《自然灾害救助条
例》、《消防法》、《突发事件应对法》、《防震减灾法》、
《地质灾害防治条例》、《防洪法》、《气象法》、《森林



防火条例》、《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法律法规和应对洪涝灾
害、地质灾害、气象灾害、地质灾害、森林火灾、重大动物
疫情和人禽流感、甲型h7n9流感等灾害的有效处置方法和应
对措施等应急知识。

三、深入推进灾害风险隐患排查，加大集中整治力度

各校要根据灾害风险特点，集中开展一次全面、系统的灾害
风险隐患排查。对排查出的灾害风险隐患，要提出有针对性
的整治措施，明确工作责任和时间进度，最大限度减少灾害
造成的损失。

四、修订完善应急预案，组织开展防灾减灾演练

各校要按照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要求，尊重科学，依靠法制，
进一步修订完善各类防灾减灾应急预案，重点针对地震、洪
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以及火灾、燃气泄漏等事故，
因地制宜组织开展应急预案演练活动，提高预案的针对性和
可操作性，进一步规范应急处置程序和综合防范措施，确保
责任到人、措施到位。继续开展每月一次的应急疏散演练，
强化熟悉灾害预警信号和应急疏散路径，提高师生综合防灾
减灾能力。

五、加强组织领导，务求各项工作取得实效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校要加强对“防灾减灾日”各项工作
的组织领导，制定切实可行的活动方案，合理安排时间进度，
确保各项活动顺利推进。

(二)务求取得实效。要充分利用已有的宣传教育资源，广泛
发动师生员工积极参与推动防灾减灾知识进学校、进课堂、
进社区，进一步推动防灾减灾工作深入开展。

(三)加强督促指导。教育局将组织人员对此项活动开展情况



进行检查督导。“防灾减灾日”主题活动结束后，各校要认
真总结活动经验和成果，形成书面报告，连同活动照片3-5张
等材料，于5月16日前报局安监科，邮箱：snjyajk@。联系人：
祁大伟672115。

学校防灾减灾活动通知方案篇九

20xx年5月10日下午1:302:50(学生1:55分之前入座报告厅)

附小松风校区报告厅

省市县民政部门领导省市县科协领导平湖市政府领导市教育
局领导等(15位左右)(就座报告厅第一排)

五年级全体班主任老师全程参与(提醒学生参与活动过程中保
持安静，注意倾听。)

附小松风校区五年级学生(赵耐芳老师提前落实好各班学生入
座位置，活动当日现场指挥就座位置;五年级班主任尽量将周
二下午第二调整为班队课或品德课)。

1、1:30-1:50专家参观地震科普馆(朱建平老师负责，活动前
将馆内坏掉的设备修好。当日提前开启馆内设备。)

2、1:55-2:05领导讲话

3、2:05-2:10学生接受赠书(赵耐芳负责，五(5)落实10位长
短差不多的孩子，着班服，佩戴干净的红领巾，并提前模拟
培训下接书的礼仪。)

4、2:10-2:45学生聆听安全自救的专家报告。

总负责：林常青



1、来宾接待：陆忠民、林常青

2、会场卫生、桌椅摆放：方俊杰(5月9日中午前落实好保洁
员打扫好四楼报告厅会场，舞台上的桌椅全部拿掉，中央放
一个论坛立台供领导致辞用;赠书仪式结束后，搬一张专家授
课用的桌子和两把椅子)

3、茶水准备：陆喜(提供热水、茶叶、水杯等专家20人)

4、台签牌制作：曹雅敏(专家名单来了后再发过来)

5、音响、媒体：周云(周二上午调试好，周二中午1:00前再
次调试。)

活动地点：修德楼四楼报告厅

7、活动录像：周云负责

8、摄影报道:马国强

未尽事宜处，请与林常青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