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幼儿园寒潮大风应急预案及措施
寒潮大风的应急预案(大全5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下面我给大家整
理了一些优秀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
看吧。

幼儿园寒潮大风应急预案及措施篇一

为做好突发性寒潮的预警、预防、应急处置和灾后生产恢复
等工作，最大限度地减轻灾害造成的损失，保证人民群众生
产安全、持续发展，特制定本预案。

成立由镇党委书记、镇长任组长，各分管领域领导干部为副
组长，各村支部书记、镇直各部门负责人为责任成员的镇寒
潮突发事件应急处置领导小组，各村成立相应领导小组，做
好各自辖区内防范和应对低温寒潮天气的各项工作，形成责
任层层落实、具体工作层层抓的有效体系。

各村、镇直各部门要本着对人民群众高度负责的态度，要进
一步加强应急值班管理工作，严格实行24小时值班制度和领
导带班制度，要及时排查辖区内危房、道路、施工工地、渔
湖业等可能出现灾情的因素和其他安全隐患，迅速摸清辖区
内低保、五保、贫困户、孤寡老人、空巢老人及留守儿童的
基本生活情况，并及时上报，确保恶劣天气下群众不断炊、
不挨冻。

（一）预警信息

1.信息来源渠道。与相关部门和各村保持稳定畅通的信息交
换渠道，定期、不定期会商。主要来源：市气象部门、防汛



抗旱指挥部以及上级业务主管部门关于寒潮预警信息，各村
重大自然灾害发生情况的传真、报告等。

2.采集信息内容。温度、湿度、降水、光照等气候条件，水
文、汛情等水文资料；灾害发生时间、地点、范围；损毁情
况；直接经济损失；已经采取的对策措施等。

（一）水利行业防冻保障工作

1.强化措施，确保农村供水安全。各村饮水设施管理人员要
在岗在位，做好供水管网的防冻害预防处置，要加强对饮用
水管线的巡查和维修，确保饮水设施运行安全；要通知群众
利用水池、水缸等设施提前做好储水工作。

2.强化值守，加强信息报送。各村要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
村主干要在岗带班，加强值守和备勤，密切关注天气变化，
及时处置突发事件。要加强信息报送，提高信息的及时性和
准确性，重大险情灾情要第一时间上报。

（二）农村公路安全保障工作

1.坚持迅速处置、规范报告的原则接到农村公路因自然灾害
引发的严重道路交通堵塞和中断的事故报告后，镇农村公路
管理站和农村公路水毁灾害防抢领导组应立即赶赴现场，进
行现场勘察，掌握情况，按照上报范围及时将情况报告镇党
委、政府和上级主管机关。

2.坚持有序、安全处置的原则有通行条件的应及时疏导群众
和车辆，恢复交通，确保处置工作有序、安全。

（三）电网安全保障工作

1．抢修作业应遵循“灾来我避，灾后我进”的原则，不得野
蛮指挥，强令一线员工冒险作业。抢修作业也要分析班组承



载力，不得疲劳作业。

2.配网抢修要严格执行现场勘察制度。施工队伍要和设备运
行班组共同勘察，确定抢修所需设备、材料和停电、接地等
安全措施的实施方案。

3．要及时办理设备异动。集中抢修期间，设备有更换或改变
结线的，必须在异动生效当天做好设备异动并修改图纸。工
作许可部门要严格按照异动后的方式许可工作。

5．防范倒杆伤害。登杆前应认真检查杆根基础和拉线。对经
过水流冲刷的地带，必须重新核实电杆埋深，对埋深不足、
杆基不牢或拉线松动的电杆必须先培土加固或采取加绑桩等
加固措施，必要时用叉杆或临时拉线加固。拆除未落地导线，
应在承力杆横担上打好临时拉线后方可用机械或人力缓慢松
线，严禁采用突然剪断导线的做法松线。

6.低压抢修作业必须办理工作票。工作人员一律按低压带电
作业的要求配备个人工具和防护用具，抢修作业按低压带电
作业方式〔使用有绝缘柄的工具（外裸的导电部位应采取绝
缘措施），穿绝缘鞋和长袖全棉工作服，并戴护目镜和手套
（有条件的戴低压绝缘手套），站在干燥的绝缘物上〕进行。

7．防范次生灾害。抢修期间，应高度重视周围环境因素，防
止地质灾害、树木倒落等风险。

（四）农业安全保障工作

1.立即召开成员单位会议，安排部署救灾工作，并报告镇政
府。同时将灾情上报镇办公室。

2.向福清市农业农村局申请派出督导组赴灾区指导救灾工作
以及向灾区调拨抗灾救灾物资。



3.派出农业抗灾救灾专家服务组，深入灾区调查了解受灾情
况，指导灾区开展抗灾救灾工作。

4.根据灾区救灾工作的需要，研究提出支持灾区恢复农业生
产的意见，并根据灾害发生范围和程度，建议镇政府从本级
财政中安排农业生产救灾资金。同时，向福清市农业农村局
申请农业生产救灾资金。

5.根据灾情及灾区申请，帮助灾区调用应急救灾物资。

（一）资金保障

争取财政部门为突发事件提供合理而充足的资金保障。

（二）物资保障

为重大自然灾害突发事件储备救灾物资。

（三）信息保障

加强灾害信息体系建设，实现上下畅通，达到早发现、早预
报、早处置的要求。加强通讯设施建设与维护，保障应急工
作中的电话、网络等信息渠道畅通。

（四）人员保障

完善工作机制，建立责任制，保证应急工作有专人负责，并
定期对救灾应急工作专门技术人员进行培训。

幼儿园寒潮大风应急预案及措施篇二

成立由镇党委书记、镇长任组长，各分管领域领导干部为副
组长，各村支部书记、镇直各部门负责人为责任成员的镇寒
潮突发事件应急处置领导小组，各村成立相应领导小组，做



好各自辖区内防范和应对低温寒潮天气的各项工作，形成责
任层层落实、具体工作层层抓的有效体系。

各村、镇直各部门要本着对人民群众高度负责的态度，要进
一步加强应急值班管理工作，严格实行24小时值班制度和领
导带班制度，要及时排查辖区内危房、道路、施工工地、渔
湖业等可能出现灾情的因素和其他安全隐患，迅速摸清辖区
内低保、五保、贫困户、孤寡老人、空巢老人及留守儿童的
基本生活情况，并及时上报，确保恶劣天气下群众不断炊、
不挨冻。

（一）预警信息

1.信息来源渠道。与相关部门和各村保持稳定畅通的信息交
换渠道，定期、不定期会商。主要来源：市气象部门、防汛
抗旱指挥部以及上级业务主管部门关于寒潮预警信息，各村
重大自然灾害发生情况的传真、报告等。

2.采集信息内容。温度、湿度、降水、光照等气候条件，水
文、汛情等水文资料；灾害发生时间、地点、范围；损毁情
况；直接经济损失；已经采取的.对策措施等。

（一）水利行业防冻保障工作

1.强化措施，确保农村供水安全。各村饮水设施管理人员要
在岗在位，做好供水管网的防冻害预防处置，要加强对饮用
水管线的巡查和维修，确保饮水设施运行安全；要通知群众
利用水池、水缸等设施提前做好储水工作。

2.强化值守，加强信息报送。各村要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
村主干要在岗带班，加强值守和备勤，密切关注天气变化，
及时处置突发事件。要加强信息报送，提高信息的及时性和
准确性，重大险情灾情要第一时间上报。



（二）农村公路安全保障工作

1.坚持迅速处置、规范报告的原则接到农村公路因自然灾害
引发的严重道路交通堵塞和中断的事故报告后，镇农村公路
管理站和农村公路水毁灾害防抢领导组应立即赶赴现场，进
行现场勘察，掌握情况，按照上报范围及时将情况报告镇党
委、政府和上级主管机关。

2.坚持有序、安全处置的原则有通行条件的应及时疏导群众
和车辆，恢复交通，确保处置工作有序、安全。

（三）电网安全保障工作

1．抢修作业应遵循“灾来我避，灾后我进”的原则，不得野
蛮指挥，强令一线员工冒险作业。抢修作业也要分析班组承
载力，不得疲劳作业。

2.配网抢修要严格执行现场勘察制度。施工队伍要和设备运
行班组共同勘察，确定抢修所需设备、材料和停电、接地等
安全措施的实施方案。

3．要及时办理设备异动。集中抢修期间，设备有更换或改变
结线的，必须在异动生效当天做好设备异动并修改图纸。工
作许可部门要严格按照异动后的方式许可工作。

5．防范倒杆伤害。登杆前应认真检查杆根基础和拉线。对经
过水流冲刷的地带，必须重新核实电杆埋深，对埋深不足、
杆基不牢或拉线松动的电杆必须先培土加固或采取加绑桩等
加固措施，必要时用叉杆或临时拉线加固。拆除未落地导线，
应在承力杆横担上打好临时拉线后方可用机械或人力缓慢松
线，严禁采用突然剪断导线的做法松线。

6.低压抢修作业必须办理工作票。工作人员一律按低压带电
作业的要求配备个人工具和防护用具，抢修作业按低压带电



作业方式〔使用有绝缘柄的工具（外裸的导电部位应采取绝
缘措施），穿绝缘鞋和长袖全棉工作服，并戴护目镜和手套
（有条件的戴低压绝缘手套），站在干燥的绝缘物上〕进行。

7．防范次生灾害。抢修期间，应高度重视周围环境因素，防
止地质灾害、树木倒落等风险。

（四）农业安全保障工作

1.立即召开成员单位会议，安排部署救灾工作，并报告镇政
府。同时将灾情上报镇办公室。

2.向福清市农业农村局申请派出督导组赴灾区指导救灾工作
以及向灾区调拨抗灾救灾物资。

3.派出农业抗灾救灾专家服务组，深入灾区调查了解受灾情
况，指导灾区开展抗灾救灾工作。

4.根据灾区救灾工作的需要，研究提出支持灾区恢复农业生
产的意见，并根据灾害发生范围和程度，建议镇政府从本级
财政中安排农业生产救灾资金。同时，向福清市农业农村局
申请农业生产救灾资金。

5.根据灾情及灾区申请，帮助灾区调用应急救灾物资。

（一）资金保障

争取财政部门为突发事件提供合理而充足的资金保障。

（二）物资保障

为重大自然灾害突发事件储备救灾物资。

（三）信息保障



加强灾害信息体系建设，实现上下畅通，达到早发现、早预
报、早处置的要求。加强通讯设施建设与维护，保障应急工
作中的电话、网络等信息渠道畅通。

（四）人员保障

完善工作机制，建立责任制，保证应急工作有专人负责，并
定期对救灾应急工作专门技术人员进行培训。

幼儿园寒潮大风应急预案及措施篇三

全街道范围内因寒潮及雨雪冰冻等极端天气引起的有可能给
群众生产、生活及生命财产安全带来影响的各类问题。

应急预案遵循原则

1.保安全。针对寒潮及雨雪冰冻天气，要加强对特殊群体、
老软病残等人员的帮扶工作，确保人员安全。要加强交通、
消防、建筑等领域以及危险地段、人口密集区等重点区域的
坚持整治，全力排查和消除安全隐患，减少各类安全事故的
发生，坚决防止发生群伤群死。

3.保民生。寒潮及雨雪冰冻天气一旦发生灾害，要加大救灾
资金、物资投入，做好灾害救助准备工作，确保受灾群众得
到及时有效的帮助。各行政村、太和社区、相关口线要积极
准备落实救助措施，切实做好查灾、核灾、救灾工作，妥善
安排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

为明确责任分工，确保指挥协调畅通、通信联络畅通，特成
立组织指挥领导小组，具体组成人员如下：

（名单见附件）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负责信息收集、上报。实行信息零报



告制度，各行政村、各相关口线要于每天上午9：00前向卫都
街道联络员报告，有事报事，无事报平安；联络员接到紧急
灾情报告后，要第一时间向办公室报告，办公室接到报告后，
要第一时间向主要领导报告，经主要领导同意后再向县委、
县政府报告，并迅速启动应急预案进行处置。

幼儿园寒潮大风应急预案及措施篇四

为克服冬季气候严寒困难，保证公司的生产顺利进行和人员
安全，实现安全生产目标，为公司冬季生产中防寒防冻积累
经验。

领导小组：

总指挥：

副总指挥：

主要成员：

各单位负责人、驻矿项目经理

工作成员：各单位、各项目部全体员工

预警小组

组长：

成员：

预警小组每天两次查看电视天气预报和网上天气预报，必要
时，打电话给当地气象局，并每天在交接班会上汇报，在当
地气温降至零下14－16℃时，立即启动防冻预警系统，各单
位进入防冻措施预防实施阶段。



（一）正常检查阶段

一、各单位列出重点防冻部位，报领导小组审核批准。

二、各单位安排专人负责防冻工作，并成立防冻重点检查和
抢修小组，报工作小组备案。

三、当气温在0－零下14℃时，各单位检查小组组织防冻重点
检查点进行检查，做好防冻记录，并每天向防冻领导小组汇
报。

四、物业处检查所有室内外供水、供暖管路，对管路达不到
要求的，及时处理，防止管路冻裂、冻堵现象。

五、各单位要及时将防冻液注入支架内，以防将支架冻坏。

六、领导小组每周组织一次对重点项目部位防冻检查。

七、技术部负责对出厂的支架进行逐架检测，检查是否按照
规定注足防冻液，以防途中支架上冻、影响施工。

八、支架制造、支架维修以及各工程项目部，在施工措施中
制定防寒防冻措施充注防冻液的工艺标准。

（二）预警启动阶段

当防冻预警系统启动后，工作小组立即进入工作状态：

二、当出现供电故障时，物业处要在保证水暖管路不被冻住
时，及时将供暖管路水放掉，以防将管路冻裂。

三、各单位要及时清理所辖区域的冰雪工作和各厂房的保暖
工作。

四、办公室要及时给车辆加防冻液和防滑链，保证车辆的正



常运转。

五、如为雨雪天气，各级人员作巡回检查及操作时注意自我
保护以防滑倒伤人。

六、经营规划部提前准备所有防冻、防寒需要的材料、工器
具。

七、当发现到矿支架上冻无法下井时，上井支架防冻，在井
下注防冻液后再上井，施工项目部和公司技术部分管人员必
须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利用井口供暖管道接上高压软管立即
对支架立柱、片阀、管接头等容易上冻的部位进行供暖、化
冻，把影响时间和经济损失降到最低。

八、当启动应急预案后，工作小组必须无条件服从领导小组
的管理和安排。

一、喷灯10个；

二、氧气、乙炔各30瓶；

三、柴油暖风机3个；

四、棉绒手套300副；

五、镐、铁锹各20把；

六、汽油500升；

七、焦炭10吨；

八、焦炭炉20个；

九、劈柴2吨；



十、高压软管100m，管接头10个；

11.工业用盐500kg。

幼儿园寒潮大风应急预案及措施篇五

全镇范围内因寒潮及低温冷冻等极端天气引起的有可能给群
众生产、生活及生命财产安全带来影响的各类问题。

1、保安全。针对寒潮及低温冷冻天气，要加对特殊群体、老
弱病残等人员的帮扶工作，确保人身安全。要加强交通、消
防、建筑等领域以及危险地段、人口密集区等重点区域的检
查整治，全力排查和消除安全隐患，减少各类安全事故的发
生。

2、保畅通。镇政府、各行政村（居）有关单位要进一步落实
寒潮及低温冷冻灾害的各项防范措施，做好应急物资、装备
和队伍的准备，及时组织做好防灾减灾等工作。

3、保民生。寒潮及低温冷冻天气一旦产生灾害，镇政府要加
大救灾资金、物资投入，做好灾害救助准备工作，确保受灾
群众得到及时有效的救助。积极准备落实救助措施，切实做
好查灾、核灾、救灾工作，妥善安排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
对因灾倒房户，各行政村要采取临时安置措施，确保灾民得
到妥善安置。

1、加强监测预警和宣传引导。气象部门要根据上级部门的检
测预警预报，及时发布降温、雪灾、霜冻、道路结冰预警信
息。宣传部门要协调各类媒体单位，及时发布气象预警信息，
加强低温雨雪冰冻灾害防御知识科普宣传，提高公众防护意
识，同时充分运用村广播、电子显示屏、电视、报纸、短信
等方式，高频次发布寒潮冰冻灾害预警信息和简明防灾避灾
知识。



2、确保交通运输安全通畅。交通运输部门要把保安全、保通
畅作为首要任务，针对我镇寒潮影响重点地区，增加保障力
量，加大巡查力度，及时组织力量做好公路设施雨雪冰冻灾
害防御和应急处置准备工作。公安、交警部门要加强警力调
配，维护交通秩序，注意指挥、疏导行驶车辆，及时处理交
通拥堵和道路安全事故，必要时暂时关闭易发生交通事故的
结冰路段，确保交通运输安全有序。

3、确保电力通信正常运行。电力部门要加强输电线路和重要
输变电设备的巡查，及时采取除冰融冰措施，防止因输供电
中断造成大面积长时间停电现象。工信、电力等部门要加强
电网运行调度，合理安排运行方式，确保居民生活和重要用
户用电。通信部门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做好断电和线路中
断情况下的通信保障。

4、确保城乡生产生活秩序正常。城管部门要加强市政公用基
础设施、园林绿化设施防冻措施落实，指导督促相关企业做
好供水、供气保障。水利部门要组织做好农村饮水安全工程
供水官网巡查维护和应急抢修工作。物价、工商等部门要加
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农业、林业等部门要组织做好
农作物、林果苗木花卉、水产畜牧防寒防冻工作，指导群众
及时采取针对性预防措施。

5、切实做好救灾准备。民政部门要切实做好困难群众、弱势
群体的防寒保暖工作，提前开展冬春救助、“寒冬送温暖”
专项行动，把御寒物资第一时间送到群众手中，确保安全温
暖过冬；要积极筹措储备御寒物资并作好统筹调度，确保防
寒及救灾物资随时调度使用。应急部门要第一时间收集掌握
灾情，商财政、粮储部门及时下拨资金、物资。民政部门要
加强对流浪乞讨人员收容和年老体弱、孤寡老人的关心关怀，
加强养老院、福利院、精神病院等机构的安全管理和服务保
障，确保集中供养特困人员、在院老人、儿童等服务对象安
全过冬。



6、做好寒潮低温灾害期间安全生产工作。镇级各有关部门、
单位要切实做好低温雨雪冰冻期间安全生产工作，严格落实
在建工地、交通客运、危化品企业、旅游等安全工作措施，
加强用火、用油、用电、用气安全宣传和警示提醒，防止取
暖引发火灾、煤气中毒等事件造成人员伤亡。消防和安全生
产等应急救援队伍要加强值班备勤，做到应急救援预案、队
伍、装备物资“三到位”，随时做好应急处置救援准备。文
旅部门和景区管理单位要做好寒潮重点影响地区景点设施设
备的安全管理，做好安全警示、游客劝返、紧急疏散和救援
救灾工作。教育部门要上级部门工作安排指示，指导大中小
学做好学生御寒、视情停课等工作。

7、统筹抓好疫情防控工作。镇级各有关部门、单位要始终绷
紧疫情防控的弦，按照“外防输入、内防反弹”要求，坚持
防疫防灾两手抓两手硬，落实预案措施、强化应急准备，切
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与身体健康，加强冷链食品监管，
坚决杜绝聚集性疫情发生。卫生健康部门要切实履行卫生健
康疫情防控职责，指导镇级各有关部门、单位有效落实疫情
防控措施。

8、强化值班值守和指导督导。镇级各有关部门、单位要加强
值班值守，认真做好信息上传下达，遇重大险情和灾情严格
执行突发事件信息报告的有关规定，及时做好工作信息的报
送，加强信息共享，提高应急反应和应急处置效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