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学校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会议记录
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总结(实用7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以下是我为大家搜集的优质
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学校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会议记录篇一

防灾减灾工作是关系到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重要民生工作，
必须在集中开展宣传教育活动的基础上，把一些行之有效的
方法制度化、经常化，建立健全防灾减灾宣传教育的长效机
制。我社区通过此次活动加强了对居民的防火知识宣传，增
强群众的防灾减灾意识，提高避灾自救和互救的基本技能，
形成全体居民共同关心和参与防灾减灾工作的良好局面。另
外我社区通过加强责任制建设，建立健全预警机制建设，为
防灾减灾工作打好基础。

学校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会议记录篇二

今年5月12日是全国第x个“防灾减灾日”，为贯彻落实自治
区交通运输厅新交安监〔20xx〕18号文件要求，为有效提高社
会民众的防灾减灾意识，坚决遏制和避免道路重大道路安全
事故的发生，叶城路政管理局充分营造“防灾减灾”宣传氛
围，加大社会各界的“防灾减灾”宣传力度，开展落实了道
路安全、减灾防范工作。具体总结如下：

学校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会议记录篇三

今年5月12日是我国第8个“防灾减灾日”，5月为防灾减灾宣
传月。为了推进我校“平安校园”建设，增强师生防灾减灾



意识，根据丰南区20xx年“防灾减灾宣传月”活动方案精神
和教育局“20xx年防灾减灾宣传月活动方案”，结合我校实际
情况，学校在20xx年5月开展了防灾减灾宣传活动并取得了一
定的实效。现就防灾减灾月开展活动情况总结如下：

学校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会议记录篇四

我镇在集市贸日上开展了“防灾减灾”集中宣传日活动，连
同县科技局和镇应急办、安全办多名工作人员参加了本次活
动，现场通过悬挂横幅标语、发放宣传资料、回答咨询问题
等方式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宣传，共发放宣传资料1000余份，
接受群众咨询100余人次，有效提高了干部群众的防灾减灾意
识。

学校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会议记录篇五

夏季管理工作以提产、提质、增效为中心，以抗低温、促早
熟、防病虫、化控防倒伏为主要措施，农场细化了夏管生产
实施方案及防灾减灾预案。通过抢前抓早，适时进行深松、
中耕、追肥、促早熟及病、虫、草害防治等农业措施的有效
实施，保证了作物健康快速生长。使作物灾年长势良好，为
全作物、全面积实现高产、高效夯实了基础。

一是抢积温早深松、勤中耕。抢积温早深松、勤中耕。4.896
万亩玉米、16.981万亩大豆全面积深松一遍、中耕两遍。

二是多措并举抓灭草。采取人、机、药综合灭草措施到位：
做到了全田农作物生长发育健壮，无草荒面积、无药害面积。

三是抢前赶早抓追肥。结合中耕管理，玉米全面积进行根际
追肥作业一遍，防止了后期脱肥现象发生，为玉米健康生长
夯实了基础。

四是全面多次实施促早熟增产措施。玉米、大豆全面积进行



叶面给养作业，机械喷施磷酸二氢钾等叶面肥两遍。

五是因作制宜抓化控。根据玉米长势，采用进口迪尔喷药机
喷施化控剂―密高对于玉米进行化控防倒伏处理。

六是严格防控病虫害。4.986万亩玉米全面积进行病虫害防治
一遍，保证了作物生长安全。

七是农场及时召开了由各单位主要领导及农业农机助理参加
的深松、中耕等主要生产环节现场定标会,通过现场定标会议，
提高了标准、统一了认识、增强了防灾减灾意识，确保了在
有效的时间内高标准、高质量的完成夏管各项生产任务。

学校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会议记录篇六

完善修订了《北庭镇防震减灾应急预案》，适时组织地震应
急预案的演练，进一步熟悉掌握启动应急预案的方法、步骤，
明确在应急行动中的职责，达到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
能胜的效果。加强抗震救灾指挥体系建设，及时充实抗震减
灾应急队伍及应急小分队成员，建立应急队伍信息库，确保
预案启动及时、运转顺利。严格值班制度，在汛期及历年自
然灾害发生频繁时期，要求各村及相关部门实行值班制度，
保证手机24小时开机，及时上报各种突发性自然灾害。

虽然我镇在防震减灾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并取得了一定成
绩，但也存在一些困难和问题。一是缺乏防震减灾工作经费，
各项工作开展难度大；二是村镇建筑民居抵御自然灾害的能
力低，达不到抗震要求，全镇部分群众还居住在抗震能力低
或不具备抗震性能的房屋内；三是社会公众防灾意识有待加
强。

在下步工作中，我们将严格按照上级有关部门的要求，进一
步完善各项防震减灾制度，健全紧急救援体系，加强对群众
的防震知识教育，提高群众防震意识，减小灾害损失。



学校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会议记录篇七

1、农场细化了区管理主任及农业、农机助理的岗位职责。2、
农场配齐了管理区、居民组的农业、农机助理。3、将分配到
管理区、组的大学生充实到农业、农机各生产环节，协助农
业、农机助理做好农业生产的各项工作。4、气象站、农机管
理站及种子检验室建设日趋完善，内业管理规范，资料档案
齐全，服务水平不断提高。5、增雨防雹作业人员接受专业培
训，防雹设备清理干净，并集中停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