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防汛应急演练活动总结(汇总6篇)
总结是在一段时间内对学习和工作生活等表现加以总结和概
括的一种书面材料，它可以促使我们思考，我想我们需要写
一份总结了吧。什么样的总结才是有效的呢？以下我给大家
整理了一些优质的总结范文，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防汛应急演练活动总结篇一

作为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其防台防汛的主要工作职责是：在
县委县政府的统一领导和安排下，全力协助当地政府做好渔
民的防台防汛通知、渔民安全撤离以及灾后渔业生产自救的
指导，保证渔业经济的持续发展和渔民生命财产安全。本着
人员无伤亡、极大程度地减少灾情损失的原则，我们应做好：

1、及时通知渔业船舶停止捕捞、航行，安全回港避风；

2、指导养殖户做好水产养殖设施的加固与防御，从业人员的
安全撤离；

3、协助地方政府做好群众性自然渔港渔船的固定、生活渔船
人员辙离；

4、指导灾后渔民生活自救，落实恢复生产措施，维护渔区社
会的灾后稳定。

5、局机关工作人员与财产的安全渡汛。

（二）组织机构

为加强防台防汛工作，本局成立防台防汛指挥组，局长任总
指挥，副局长任副总指挥，并有局办公室、渔政科、船检科、
执法大队、推广站、资产科以及下属二个渔政中心站负责人
组成防台防汛指挥组成员。下设办公室、二个工作小组、抢



险突击队、物资保障组、宣传报导组、生产自救组等，分别
有各科、室、站负责人担承队长或组长。

防汛应急演练活动总结篇二

根据台风的特点规律，本局将有步骤地启动防台防汛组织机
构的各项功能，逐步落实防台防汛工作措施。

1、台风预警。根据台风走势和官方预警级别，利用电视台、
农民信箱等途径及时向渔业人员发出台风信息和警示通知。

2、突击检查。台风初次预警后，立即组织安全排查，消除事
故隐患，同时了解薄弱环节，完善防台防汛应急措施。

3、宣传教育。开展广泛深入的宣传教育活动，提高渔民群众
的防台防汛的自救防护意识。

4、人员辙离。在台风预警到达最高级别时，协助当地政府采
取有效措施，辙离、安置处在安全隐患场所的从业人员。

5、信息通畅。保持上下信息畅通，随时听从县防台防汛总指
挥部的抢险人员的调动，做好和相关部门的相互协作。

6、灾后自救。开展灾后调查研究和群众的思想工作，组织、
发动、协助群众开展生活生产自救，并在技术、资金上支持
灾民，帮助迅速恢复渔业生产。

防汛应急演练活动总结篇三

在整个台风从初次预警到解除警报，保证领导一线指挥、抢
险人员随时待命、抗灾物资充足，渔政艇、车辆始终处于待
命状态。

1、重要渔业养殖场所发生危险时，及时组织人员抢险，并随



时保证物资的供应。

2、三艘渔政艇、三辆汽车、40多名工作人员随时做好台前、
台中、台后的预防、抢险和灾后自救工作。

3、对一些老弱病残和个别不愿辙离危房危船的，协助当地政
府采取强制措施辙离。

4、协助当地政府及相关部门的其他抢险救灾工作。

防汛应急演练活动总结篇四

为了切实做好防汛工作，认真落实学校安全事故防范措施，
加强学校重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工作，迅速、有序、高效地
处理汛期安全事故，确保在第一时间集中全部力量投入抢险
救助，尽最大努力减少人员伤亡及财产损失，及时消除事故
发生后的连带隐患，最大限度地保障师生和学校安全，根据
上级有关精神，结合我校实际情况，特制定本防汛工作预案：

防汛应急演练活动总结篇五

1、值班制度。接到台风警报后，本局实行24小时全天候值班
制度，值班人员恪守职责，认真做好值班记录，及时上情下
达和下情上报，保证值班通讯联络畅通无阻。

2、台前必检制度。台风预警期间，及时组织人员到各渔区，
生产作业场所，进行严格的排摸检查，发现隐患及时整改。
针对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及时调整防台防汛方案。

3、渔船“定人联船”制度。“定人联船”是本局在实行渔业
安全生产和渔政管理工作中的一项有效措施，同样在防台防
汛工作中也将发挥重要的作用，全县560艘机动渔船和150艘
非机动渔船，有14位渔政工作人员分别联络管理，签订责任
状，并实行积分考核。



4、自身安全制度。在保证渔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前提下，
做好抢险救护人员自身的安全防护措施十分重要，抗灾人员
应配备防滑胶鞋，雨衣、手套等必备用具，临水抢险时，抢
险人员必须穿戴救生衣，同时保证车船的行驶安全。

防汛应急演练活动总结篇六

在遇到高汛期、强台风、暴雨“三兄弟”来临期间，确保施
工现场抗汛抗台抗暴雨的能力，最大限度减少经济损失和确
保人身生命安全。积极抓好防汛防台工作的早落实，积极筹
备抗灾物资，确保施工现场安全，特制定防汛防台应急处理
和救援预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