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乡镇防灾减灾工作情况汇报 防灾减灾应
急预案(精选7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以下是小编为大
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乡镇防灾减灾工作情况汇报篇一

电线老化、私拉乱接、违章用电;实验操作不当、易燃易爆物
品使用保管不当、违章动用明火、乱扔烟蒂等都是诱发原因。

二、预防措施

1.校长是学校消防安全第一责任人，对本校的消防安全工作
全面负责。根据消防法律、法规，制定学校消防安全管理体
制，落实学校消防安全责任制。

2.对师生员工进行消防安全教育，普及基本消防知识，学会
正确使用灭火器材，掌握逃生方法。

3.加强检查，发现火灾隐患要及时整改。

4.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不堆积杂物。

三、处理程序

一旦发生火灾，一般应按下列程序处理：

1.打“119”电话报警，同时上报相关单位和部门。

2.按照平时消防演练逃生的线路迅速疏散。



(1)人员疏散：救人是第一原则，学校消防责任人和教师应在
第一时间有序地组织学生疏散转移。

a.火灾时，由于有烟气，能见度差，现场指挥人员应保持镇
静，稳定好人员情绪，维护好现场秩序，组织有序疏散，防
止惊慌造成挤伤、踩伤等事故。

b.利用现场有利条件，快速疏散。下层着火时，楼梯未坍塌
的采取底姿势迅速而下，有条件的可用湿毛巾堵住嘴鼻、用
湿毯子披围在身上从烟火中冲过去。

c.高层着火时疏散较为困难，因此更应沉着冷静，不可采取
莽撞措施，应按照出口的指示标志，尽快从安全通道和室外
消防楼梯安全撤出，切忌用电梯或跳楼。火势确实较大无法
逃生，可躲到阳台、平台或关闭房门用湿毛巾堵塞门缝防止
烟火进入，并用水浇湿房门，等待救护人员到来。

d.火灾时，一旦人体身上着火，应尽快地把衣服撕碎扔掉，
切记不能奔跑，那样会使火越烧越旺，还会把火种带到其他
场所。如果旁边有水，立即用水浇洒全身，或用湿毯子等压
灭火焰着火人也可就地倒下打滚，把身上的火焰压灭。

(2)物资疏散：火场上的物资疏散，目的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减
少损失，防止火势蔓延和扩大。

3.如有伤者，要及时送医院救治，如学生受伤，要及时通知
家长。

4.在等待消防队员到来期间，可组织学校教工义务消防队在
保证安全的前提下灭火。灭火扑救：初起火最易扑灭，在消
防人员未到之前，如能集中起来合力抢救，常能化险为夷，
转危为安。根据不同的起火原因，可采取隔离法、冷却法、
窒息法灭火。火灾现场指挥人员要在第一时间内组织人员将
临近所有灭火器对准火点集中使用，不要零打碎敲，尽量抓



住战机把火扑灭，或控制住火势的发展，最后由消防人员彻
底扑灭火焰。

5.配合消防部门调查事故原因，维持秩序。

6.划出警戒范围，严禁其他车辆和无关人员进入着火现场，
以免发生不必要的伤亡，同时也为火灾扑灭后的起火原因调
查提供有力证据。如果在火灾调查人员未到之前火灾已经扑
灭，失火单位应当把了解的情况向他们介绍，并将火灾现场
保护工作移交给火灾调查组，并配合调查组提供当事人或见
证人。

乡镇防灾减灾工作情况汇报篇二

今年5月12日是我国第14个“防灾减灾日，为进一步提高全社
会防灾减灾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检验各级防空防灾应急预
案的可行性，经主任办公会议研究，决定于5月12日组织全市
防空防灾警报试鸣并开展防灾减灾日系列宣传活动，为圆满
完成今年“防灾减灾日”的各项工作，特制定本方案。

一、活动目的

1、提高社会各界对防灾减灾工作的关注度，进一步增强灾害
风险防范意识;

2、普及灾害自救互救知识，提升综合减灾能力;

3、提升街道、社区人防机构组织应对灾害和突发公共事件指
挥能力;

4、检验社区疏散方案的可行性。

二、活动内容



(一)、防空防灾警报试鸣

1、试鸣时间：5月12日14：28—14：38;其中14：28—14：31
鸣防灾警报信号，14：35—14：38鸣空袭警报信号。

2、试鸣方法：全市统一试鸣，防空防灾警报器，电视、广播、
公共通信、网络等形式同时发放警报信号。

(二)防空防灾知识宣传

开展防空防灾知识图板巡回展示;向市民发放防空防灾宣传资
料;制作防空防灾知识多媒体在市区城市广场电子屏滚动播
放;参加有关部门组织的防灾减灾宣传活动。

(三)组织疏散演练

1、参加演练单位：市人防办将组织迪荡街道剡溪社区、府山
街道水沟营社区居民及昌安实验学校、元培中学、蕺山小学
学生开展疏散演练，市属其它街道人防办要组织1个以上社区
开展疏散演练;市区有关中小学可视情组织疏散演练。各区、县
(市)至少组织一个社区、一所学校开展疏散演练活动。

2、演练重点

(1)社区疏散组织指挥程序;

(2)疏散引导员熟悉职责及引导方法;

(3)居民疏散编组及行动。

3、演练时间：5月12日14：28至14：38分。(与全市防空防灾
警报试鸣同步实施)

4、演练方法：以社区疏散方案为依据，坚持就近就便原则，
可疏散至附近防空地下室或疏散集结地。原则上不组织往疏



散场所疏散。

三、组织领导

市人防办成立“512”防灾减灾活动领导小组，下设计划协调、
警报试鸣、综合保障、工程保障和宣传报道组五个组(详见附
件：《__市__年防灾减灾日活动编组与任务表》)。各级人防
办、开展疏散演练的社区民防工作站也要成立相应的组织。

四、有关要求

(一)要高度重视。开展“防灾减灾日”活动是保障人民生命
财产安全的实质举措;是全面提高基层综合防灾减灾应急管理
能力，防范各类灾害风险，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现
实需要;是人防参与社会管理，扩大社会影响的有效载体。全
市人防系统要高度重视，把“5.12”防灾减灾日系列活动作
为当前主要工作谋划好、组织好。

(二)要精心准备。要根据市人防办统一部署，落实各项准备
工作，把问题想的复杂一些，把工作做得细一些，把方案做
得实一些。要认真检查各种警报发放设备，确保完好率，要
制定应急措施，确保各项工作万无一失;各区、县(市)要根据
此方案，制定一个实施计划，确保把每一项工作落实到实处，
开展疏散演练的社区要制定确实可行的疏散方案，市属参加
的疏散演练的社区、学校的疏散方案，于5月8日前，报市人
防办备案。各项准备工作务必于5月11日前完成。

(三)要严密组织。要严格警报操作规范，落实各项保障措施，
确保警报发放工作“零失误”。社区、学校疏散演练时要指
定指挥员、引导员、安全员等，确保疏散群众安全。

(四)要做好保障。市本级活动经费由市人防办和社区民防工
作站共同承担;活动疏散引导牌，疏散引导员袖章由市人防办
统一制作下发，其它器材由街道、社区自行解决。



(五)要及时总结。要做好宣传报导工作和新闻记者接待采访
工作，做好活动资料的收集保存。各社区要做好居民疏散的
录像、摄影工作。各地于5月13日12时前将活动总结报市办。

乡镇防灾减灾工作情况汇报篇三

20__年5月10日

二、活动地点

附小松风校区报告厅

三、参加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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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活动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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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陈洁)

五、后勤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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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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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乡镇防灾减灾工作情况汇报篇四

为预防各类灾害，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进一步建
立健全应对突发各类灾害紧急救助体系和运行机制，规范应
急救灾行为，提高紧急救助能力，迅速、有序、高效地实施
紧急救助，最大程度地减少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损失，维



护灾区社会稳定，结合我镇实际情况，特制订本预案。

以防为主，防治结合，以人为本，全面部署，镇政府统一领
导、统一指挥、统一管理、统一调度。分级管理，就地负责。
坚持以人为本，最大程度的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依靠群众，充分发挥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和公益性社会团体的
作用。

结合我镇实际情况，凡我镇发生的：

（1）重大洪涝、干旱、冰雪等气象灾害；

（2）机关、学校、民房、商铺等人员密集场所发生火灾和重
大疫情等自然灾害及其他突发性公共事件达到启动条件的，
适用于本预案。

为确保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要求镇政府、镇属单
位、各村委会全体干部应做到：

（1）要提高认识，高度重视，要把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首
位；

（3）要严明纪律，凡因不听指挥调配，工作不落实，人员、
措施不到位，出现因灾害造成群众伤亡的，将追究相关责任
人的行政责任；触犯刑律者，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镇政府成立防灾减灾救灾应急指挥部，镇党委书记任总指挥，
镇长任副总指挥，指挥部成员由党政办、国土规划办、应急
办、农业站、民政所、派出所、卫生院等机构负责人组成。

防灾减灾救灾应急指挥部办公室设在镇党政办，主要职责是
协调各职能部门统一救灾，负责整个救灾工作的灾情收集、
整理，负责向上级政府和有关部门汇报灾情和救灾工作情况。
民政办是自然灾害救助工作机构，在镇指挥部的统一领导下，



组织开展各类灾害的救助、救济工作，指导灾区开展灾后倒
塌民房恢复重建工作；相关成员单位按照各自职责参与镇自
然灾害救助工作。

防灾减灾应急指挥部下设办公室和六个工作组。其组成单位
和职能为：党政办、国土规划办、应急办、农业站、民政所、
财政所、派出所、卫生院，办公室设在应急办。主要职责：

1、负责向各工作组传达救灾应急指挥部工作指令并监督落实；

2、收集各工作组工作进展情况，及时向应急指挥部报告工作
进展情况；

3、负责灾情和救灾工作信息发布及宣传报道；

4、及时收集、评估灾情，向有关部门汇报灾情情况和救灾工
作情况

5、及时协调和处理救灾工作中的有关事宜；

6、完成指挥部交办的其他工作。

综合协调组

组成单位：镇党政办、镇应急办、镇民政办、镇宣传室

职责：负责与镇政府领导、镇各有关部门、灾区联络工作；
传达落实镇人民政府有关救灾工作命令和政策；把救灾工作
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计划及年度计划；负责全镇抗灾救灾综
合协调工作；协调、监督各部门和自然灾害发生地域的应急
工作；收集汇总和上报抗灾救灾的`有关情况，负责编辑灾情
简报与对外发布工作；负责灾区抗灾工作的宣传报道。

灾情评估组



组成单位：镇民政办、镇农业站、镇国土规划办。

职责：负责做好灾害趋势的协商与预测；负责组织自然灾害
评估，确定灾害等级。

转移安置组

组成单位：派出所、镇民政办、镇中心卫生院。

职责：负责灾民的紧急抢救、转移和安置工作；负责灾区卫
生防疫和治安防范及保障工和；负责赴灾区抢险救灾部队调
遣和指挥工作。

物资保障组

组成单位：镇民政办、镇财政所、镇卫生院、镇应急办、镇
农业站。

职责：负责救灾应急所需的交通、通讯、医疗救护、救援物
资的调度、下拨和供应工作；负责救灾资金的分配和管理；
负责救灾捐赠活动的组织和捐赠物的接收与发放。

灾后重建组

组成单位：镇民政办、镇财政所、镇农业站、镇应急办、供
电所、镇国土规划办。

职责：负责灾区灾后重建资金和物资的筹措、使用和管理；
负责制定灾民倒房重建总体方案；负责灾区水利、通讯、交
通、教育、电力设施的恢复建设工作；负责组织指导灾民开
展生产自救和灾民生活救济工作。

审计监察组

组成单位：镇财政所、镇纪检办



职责：负责对各级、各部门安排的救灾资金、物资进行审计、
监督，及时纠正、查处违规违规行为。

（一）物质准备。与本辖区内主要生活用品销售商建立应急
供货协议，当应急救助物资不足时，向上级申请调拨。

（二）救灾装备。根据实际需要配备必需的救灾设备和装备。

（三）人力准备。完善民政灾害管理人员队伍建设，提高其
应对自然灾害的能力。建立健全与各单位、各村及社会救援
队伍的联动机制。培育、发展非政府组织和志愿者队伍。

（四）宣传、培训和演练。开展防灾减灾活动，利用各种媒
体宣传灾害知识，宣传灾害应急法律法规和预防、避险、避
灾、自救、互救、保险的常识，增强群众的防灾减灾意识和
能力。根据自然灾害多发地区，每年应根据灾害发生特点，
适时组织民兵应急分队演练习，检验并提高应急准备、指挥
和响应能力。

根据自然灾害情况统计制度要求，及时收集、汇总灾害信息，
各有关单位应主动及时向镇政府防灾减灾应急办公室报送各
类灾害信息，由镇政府减灾办整理汇总后及时向上级部门汇
报。

乡镇防灾减灾工作情况汇报篇五

1、预警预防防汛的预警，以上级的'通知为主，以广播、电
视、报刊、网络发布的信息为辅，具体由村信息联络小分队
队长负责接收，要求平时每天不少于1次，汛期要随时接收和
关注。

村信息联络小分队队长在接到相关预警信息后，报村应急协
调小组组长，并且经同意后发布，通知相关的小分队和村居
民做好防暴雨、防汛准备。村后勤保障小分队需要按要求准



备好食品、药品和有关物资器材设备。村保安巡逻小分队要
再次进行隐患排查，及时查漏补缺，确保万无一失。

2、信息报送村信息联络小分队队长在获知相关预警信息后，
必须在第一时间报告村应急协调小组组长，根据组长指示，
将此信息迅速通报给辖区信息联络员，并在30分钟内将布置
落实情况报镇乡镇急办。

1、灾前村应急协调小组组织应急救援力量进入应急工作状态。
按照村应急管理责任分工，分区负责各楼道、各户排除安全
隐患。

村后勤小分队负责对抢险物资、工具、用品进行详细检查，
确保备足和性能良好；对生活物资进行购置和清点，确保村
居民吃、穿、住等必要生活条件得到保障。

村抢险救灾小分队负责检查和关闭所有门窗，疏通沟渠、地
漏等排水设施，检查、消除各类建筑物、场所安全隐患，确
保居民生命财产安全。对灾害可能威胁居民生活的，必须组
织转移安置。

村信息联络小分队负责公布并畅通紧急联系电话，随时关注
电台、气象台站有关预报信息，及时向居民通报情况。

村保案巡逻小分队进行警戒巡逻，维护村生活秩序。

村应急协调小组立即研究部署救灾工作和应急措施，经确定
后协调有关部门迅速实施。

2、灾中村抢险救灾小分队和保安巡逻小分队在保证安全情况
下进行巡查，随时救援危险境地人员。

3、灾后村各小分队立即检查、核实受灾情况，统计、汇总相
关信息，及时上报村应急协调小组组长。



村信息联络小分队根据村应急协调小组要求，按损失大小、
困难程度、救助情况分门别类登记造册，如实向乡镇应急办
报告灾情。

村医疗服务小分队负责对伤亡人员进行初步抢救和处置，并
做好卫生防疫工作，防止疫情发生。

村后勤保障小分队负责组织救灾款物，随时发放救灾物资，
确保及时到位。

村保安巡逻小分队负责设置警戒区域，加强巡逻执勤，维护
现场秩序。

村抢险救灾小分队负责对受损建筑物和相关设施进行紧急抢
修。

1、善后处理接到上级防汛应急结束信息后，村应急行动响应
结束。村应急协调小组及时组织村居民和有关群众恢复生产、
生活秩序：对村环境卫生进行清理打扫；对受灾地域进行消
毒防疫；组织疏散居民安全返回；对村树木、临时设施、电
源线路和排水系统等进行检查，排除存在的险情或隐患；逐
户上门进行受灾情况登记，统计汇总，经村书记签发后上报
乡镇政府。

2、调查评估由村后勤保障小分队负责对暴雨、洪灾造成的人
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进行调查统计，交村信息联络小分队，根
据要求逐级上报。同时，村居委会负责对事故的预防预警、
组织指挥、应急求援等处置工作进行全面总结评估，并结合
实际工作提出对预案的修订意见和要求。

乡镇防灾减灾工作情况汇报篇六

为认真贯彻落实肥教函﹝20xx﹞88号《关于进一步加强教育系
统今冬明春火灾防控工作的通知》，筑牢我校消防安全“防



火墙”，增强学校防御火灾的能力，坚决预防和遏制重特大
群死群伤火灾事故的发生，维护学校的安全稳定，特制定本
方案：

认真贯彻落实上级关于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的一系列文件要
求，紧紧围绕冬季防火工作，全面排查学校的火灾隐患，建
立健全火灾隐患排查治理的长效机制，夯三实消防安全基础，
确保学校、师生生命财产安全。

全面排查学校的火灾隐患，努力实现火灾隐患得到有效整治，
消防安全条件明显改善，重大火灾隐患全部销案，不发生较
大以上和有影响的火灾事故，确保学校消防安全。

为加强组织领导，推进工作的.顺利开展，我样成立冬季火灾
防控工作领导小组，配合消防安全部门指导、组织学校冬季
消防安全工作。

组长：赵启超

成员：刘志传、任志鸿、郭君舟、任志、权良瑞、各班主任。

全面排查学校消防安全责任制、消防安全管理、建筑防火、
消防安全疏散，建筑消防设施、室内外装修装饰材料、电气
线路设备等方面存在的火灾隐患，打击假冒伪劣消防产品。
具体包括：

(一)是否贯彻执行消防法律、法规、规章、制度;

(二)消防安全责任制、消防安全制度、消防安全操作规程是
否建立并落实;

(三)是否组织员工消防安全教育培训;

(四)是否制定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并组织演练;



(七)电器线路敷设是否规范;

(八)建筑室内外装修装饰材料是否合格;

(九)建筑门窗是否设置有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广告牌;

(十)消防控制室值班操作人员是否具备处置和操作能力。

(一)动员部署阶段(20xx年11月15日至20xx年11月27日)。

(二)组织实施阶段(20xx年11月8日至20xx年3月20日)学校对
突出重点时段，突出重点部位，逐一开展火灾隐患排查，切
实消防火灾隐患。对校园内教学楼、图书馆和集体宿舍等进
行火灾隐患排查，确保消防安全。

(三)验收阶段(20xx年3月21日至3月28日)学校对各部门的冬
春季火灾防控工作进行督查验收。

(一)加强领导，严密组织。

学校充分认识做好冬季火灾防控工作的重要性、必要性和紧
迫性、切实加强组织领导。确定工作重点，细化工作要求，
明确职责分工，健全工作机制，周密部署，全力抓好火灾防
控工作，严防较火灾事故发生。

(二)全面排查，严格整治。

学校组织人员对校园内的教学楼、图书馆、集体宿舍和食堂
等场所进行拉网式排查，做到底数清、情况明。对检查发现
的火灾隐患，进行及时有效的整治。

(三)强化督导，狠抓落实。

协调公安、消防部门开展联合督查行动;组织督查互查。严格



落实责任倒查追究制度，对排查治理责任不落实、工作不到
位，导致发生重特大火灾事故的，一律追究有关责任人的责
任。

(四)跟踪统计，加强信息报送工作。各部门请于每月26日前
将当月的火灾隐患排查整治情况报送学校火灾防控办公室。

文档为doc格式

乡镇防灾减灾工作情况汇报篇七

第一条编制目的。进一步加强学校地震应急工作，确保破坏
性地震发生后学校应急处置工作迅速、高效、有序地进行，
最大程度地减少人员伤亡；维护社会稳定，构建和谐社会，
制定本地震应急预案。

第二条编制依据。根据《山东省地震应急预案》、《潍坊市
地震应急预案》和《安丘市地震应急预案》，结合学校实际
情况，制定本地震应急预案（以下简称“预案”）。

第三条指导思想。坚持预防为主、防御与救助相结合的方针，
贯彻“统一领导、分级负责，信息畅通、反应及时，加强协
作、整体联动”的工作原则，保证学校及时、准确、有效地
实施预防、控制疏散和自救互救等措施，保障师生身体健康
和生命、财产安全。

第四条适用范围。预案适用于学校各部门及全体师生应对处
置我省及周边省份地域海域发生破坏性地震或受其他破坏性
地震影响，造成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时的地震应急救援工作。

第五条启动条件。我省及周边省份地域海域发生破坏性地震
或学校所在地受其他破坏性地震影响，造成人员伤亡和经济
损失时，立即启动本预案。



第六条组织机构及职责。在学校党委领导下，成立地震应急
工作领导小组，全面负责学校地震应急工作。领导小组下设
办公室、应急疏散组、抢险救灾组、安全保卫组等应急工作
机构。学校地震应急工作领导小组、各工作组组成及职责见
附件1，电话联系表见附件2。

第七条健全制度。学校逐步建立健全包括地震应急救援知识
宣传、日常值班、灾情报告、应急检查与演练等地震灾害防
范和应急处置各项规章制度，并落到实处，常抓不懈。

第八条明确责任。学校建立健全应急岗位责任制度，明确应
急管理机构、应急处置组织、管理人员以及各级各类人员的
震时应急责任。完善各项技术规范和程序，明确人员疏散、
报警、指挥以及现场抢险等程序，做到分工明确、责任到人。

第九条应急准备。坚持预防为主、常备不懈的方针和独立自
主、自力更生的原则，认真做好以下地震应急准备工作：

1.明确应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地点及通讯方式，在学校应急
管理队伍培训会议上宣读，并印发给相关部门和应急人员。

2.指挥部办公室（校办公室）定期修订学校预案，并组织指
挥部成员学习和熟悉预案，适时组织演练；周密计划和充分
准备抗震救灾设备、器材、工具等装备，落实数量，明确到
人。校团委经常组织学校广播、宣传栏开展防震科普知识宣
传。

3.学校利用已有的宣传阵地和载体宣传防震、避震、自救互
救、应急疏散、逃生途径和方法等地震安全知识，并向在校
师生广泛宣传，使其知晓应急疏散路线图。

4.应急疏散组要制定并让全校师生熟悉应急疏散方案、疏散
路线、疏散场地和避难场所。



5.抢险救灾组定期进行训练和演练，熟悉预案，明确职责，
负责抢险工具、器材、设备的落实。

6.制定治安管理措施，加强对重点部门、设施、线路的监控
及巡视。

7.出现地震谣传时，校办公室、团委要及时平息地震谣传或
误传，开展防震科普知识宣传培训，提高师生识别地震谣传
的能力，安定人心，保证学校稳定。

8.备足备齐并及时补充更新地震应急所需要的药品、器械、
消毒、隔离、防护用品等。

9.安排人员负责应急物资储备库管理。预案启动后，应急物
资由抗震救灾指挥部统一调用。

第十条应急演习。学校经常性地开展地震应急工作检查，每
年至少开展1-2次综合性地震应急避险和自救互救演习，提高
学校师生地震应急意识和在地震应急状态下的应变处置能力。

第十一条临震应急反应。学校接到政府发布的地震预报后，
领导小组应及时主持召开应急会议，宣布校区进入临震应急
状态。按本预案做好地震应急的各项准备工作，包括：进一
步学习和熟悉地震应急预案、应急工作程序，开展防震科普
知识的强化培训、避震及疏散演练，落实抢险救灾设备、物
资保障，检查并排除水、火、电、暖设施和危险建筑物等安
全隐患。

校抗震救灾应急工作领导小组开展以下工作：

1.召开校防抗震救灾领导小组工作会议，通报震情趋势，部
署紧急避险和抢险救灾工作。

2.随时了解、掌握地震动态并及时向学校抗震救灾领导小组



各应急工作组通报。

3.检查学校各部门、各应急救援工作组的应急措施和防震减
灾准备工作的`落实情况。

4.督促校重点部位和易发生次生灾害的部位，采取紧急措施
和特殊保护措施，检查消防设施。

5.根据上级指挥机构发布的地震动态宣布临震应急期的起止
时间，根据震情发展趋势决定师生避震疏散时间及范围。

6.强化地震知识的宣传教育，防止地震信息误传和谣传，稳
定社会秩序。

第十二条震时应急反应。破坏性地震发生后，学校地震应急
工作领导小组自动转为学校抗震救灾指挥部，统一指挥、协
调师生疏散、抢险救援等应急处置工作。

1.应急指挥。学校抗震救灾指挥部立即部署、协调和开展应
急救援和救护工作。保持学校与政府抗震救灾指挥部、教育
部门、地震部门的通信联系，向有关部门了解地震震级、发
生时间和震中位置、震情趋势等情况。保证24小时通信畅通。

2.人员疏散。应急疏散组应立即按照应急预案和人员疏散、
转移方案，组织师生按疏散、转移至安全区域。在疏散、转
移时，应采取必要的防护、救护措施。

3.抢救伤员。抢险救灾组应立即组织开展自救互救，抢救被
埋压人员；组织校区内搜救工作，对需要救治的伤病员组织
现场抢救，并帮助其迅速脱离危险环境。协助专业救援队搜
救被埋人员。协助卫生医疗救护队抢救伤病员、开展校区疾
病预防和水源卫生监控等工作。

4.抢排险情。抢险救灾组对震后破坏的供排水、供电、校内



道路、基础设施进行抢排险，尽快恢复学校基础设施功能；
协助公安、消防部队扑灭火灾和保护校内重点文档资料、重
要设施。

5.安全保卫。安全保卫组尽快组织人力，加强治安管理和安
全保卫工作，维护校园秩序，配合公安部门预防和打击各类
违法犯罪活动，保证抢险救灾工作顺利进行。加强对学校公
共财产、救济物品集散点、重点实训室的警戒。

6.信息收集。学校在开展救援工作的同时，立即将伤病员数
量、救治情况、救援力量以及建筑物倒塌、震灾损失的初步
估计等情况报告当地抗震救灾指挥部和教育行政部门。

7.应急响应终止。学校的地震灾害救援工作完成，伤病员在
医疗机构得到救治，师生情绪稳定，并得到妥善安置，学校
及时恢复正常的教学秩序，经批准可宣布地震应急响应终止。

第十三条本预案自公布之日起执行。由学校地震应急工作领
导小组负责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