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元旦安全应急预案(精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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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接
下来小编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写，我们一起
来看一看吧。

元旦安全应急预案篇一

企业生产、储存、经营性质不同，规模各异，应编制什么样
的预案能满足应急方面的基本要求？应急预案包括哪些基本
内容？预案有多少功能？如何进行应急准备、应急响应、应
急恢复？接下来分享关于企业环境事故应急预案，与大家共
同学习参考。

在制定应急预案前首先应对企业生产现状进行危险辩识与风
险评价。危险因素是指：能够对人造成伤亡对物造成损失的
因素。有害因素是指：能够影响人的身体健康，导致疾病或
对物造成损害的因素。通常两者不做严格区分。危险有害因
素的辩识，是企业编制应急救援预案的前提和基础。通过辩
识确认危害的存在及其特性，找出引发事故后果的材料、系
统、过程和特征，评估可能发生的事故后果。

（一）按导致事故原因分为六类：

1、物理性危害因素（设备缺陷、电危害、噪声、振动、电磁
辐射、明火、高温、抛物线、粉尘、作业环境等）

2、化学性危害因素（易燃易爆物品、自燃、有毒、腐蚀品）

3、生物性危害因素：（致病微生物、防害动物、致害植物、
传染病）



4、生理、心理性危害因素（心理异常、健康异常、负荷超限、
功能缺陷、禁异作业）

5、行为性危害因素（指挥、操作、监护错误）

6、其它危险有害因素。

（二）按引起事故的诱导性、致害物、伤害方式进行分类：

1、物体打击

2、车辆伤害

3、机械伤害

4、起重伤害

5、触电

6、淹溺

7、灼烫

8、火灾

9、高处坠落

10、坍塌

11、冒顶

12、透水

13、爆破



14、爆炸（锅炉、瓦斯、容器、危化品）

15、中毒

16、其他。

（一）企业基本情况

作业环境，毒物、噪声、振动、高温、低温、辐射、粉尘及
其它有害因素和作业部位情况；

企业安全管理组织机构，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安全操作规程，
特种作业人员培训，日常安全管理情况。

（二）危险化学品泄漏扩散后果分析

1、了解主要泄漏设备及泄漏情况。

2、分析造成泄漏的原因。如：设计原因，设备原因，管理原
因，人为失误；

3、分析预产生的后果。可燃气体泄漏，有毒气体泄漏，液体
泄漏，泄漏后的扩散及范围。

（三）危险化学品火灾后果

1、燃烧财产、建筑损失

2、爆炸

3、死、伤人

4、气体中毒

脆弱性分析是要确定，一旦发生危险事故，企业哪些地方能



受到破坏

（一）受事故灾害严重影响的工艺和设备及重大危险源。

（二）预计位于脆弱带中的人口数量和类型。主要有居民区、
学校、医院、办公楼、商场等。

（三）可能遭受的财产破坏。主要有基础设施、变配电站、
建筑物。

（四）可能造成的环境影响。企业所在地理条件、气象条件、
四周环境等。

应急资源主要指：城市应急救援的力量，如公安、部队、消
防、医疗救护、劳动、环保、安监、救援专家，水、电、气、
热管理部门及通讯、车辆装备设施和企业应配备的`必须设备
和物资以及个人防护设备，监测、检测设备、，应急电力设
备，重型起重设备等。

应急能力评估，主要用于评估资源的准备状况和从事应急活
动所具备的能力，确保应急救援的有效性，提高企业应急水
平。企业应急评估可与应急资源准备情况结合起来。

编制应急预案必须考虑企业的现状和需求，在事故风险分析
的结果上，大量收集和参阅已有的应急资料，以尽可能的减
少工作环节。完整的应急预案应包括以下六项内容：

（一）方针与原则

无论是何级何类的应急救援体系，首先必须有明确的方针与
原则，作为开展应急工作的纲领。方针与原则反映应急救援
工作的优先方向、政策、范围和总体目标，应急的策划和准
备、应急策略的制订和现场应急救援及恢复，都应围绕方针
和原则开展。



应急救援工作是在预防为主的前提下，贯彻统一指挥，分级
负责区域为主，单位自救和社会救援相结合的原则。应急救
援也是预防事故的重要组成部分，主动落实好救援工作的各
项准备措施，做好预先有备，一旦发生事故就能及时实施补
救，最大限度的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二）应急策划

应急预案最重要的特点是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因此，应急策
划必须明确预案的对象和可用的应急资源情况，深刻分析评
价潜在事故类型及其性质、区域、分布、事故后果。根据分
析评价的结果，评估企业中应急救援的力量和资源情况，为
应急准备提供建设性意见。应急策划时，还应列出国家、地
方相关的法律法规，作为制定预案的依据。因此，应急策划
包括危险分析，应急能力、评估和法律法规三个要素。

（三）应急准备

应急准备是应急策划的结果，要明确所需要应急组织及其职
责权限，应急队伍建设和人员培训，应急物资的准备、预案
的演习、公众应急知识培训和签订必要的互助协议等。

（四）应急响应

企业应急响应能力的体现，是在应急救援过程中的核心功能
和任务。这些核心功能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关联性，构成应
急响应的整体，共同完成应急救援的目的。应急响应的核心
和任务包括：接警与通知、指挥与控制、警报与紧急公告、
通信、事态监测与评估、警戒与治安、人群疏散与安置、医
疗与卫生、公共关系、应急人员安全、消防和抢险、泄漏物
控制等。

（五）应急现场恢复



现场恢复是事故发生后期的处理，包括泄漏物的污染处理、
伤员救助、保险索赔、死者抚恤、生产程序恢复等一系列问
题。

（六）预案管理与评审改进

在事故后或污染后，对预案不适宜的部分进行不断的修改和
完善，适应企业应急工作的需要。

总之，编写应急预案，应成立编制小组，对企业工艺、设备、
作业场所环境、危化品、防护品、医疗救护条件、消防与治
安等多方面进行危害辩识与风险评估，充分考虑各种应急救
援的人力、物力、财力和社会应急处置的能力，确定方针目
标和编写计划，明确工作职责，工作任务，不断的提高和改
进应急预案的时效性、适应性、实用性。

元旦安全应急预案篇二

为提高全县校园应急演练的计划性和针对性，进一步检验预
案、锻炼队伍、完善准备、磨合机制，增强师生应急意识，
提高校园应对突发事件的潜力，维护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
特制定《2014年沂源县校园应急预案演练计划》如下：

1、春季演练。结合3月31日“全国中小学安全教育日”(主题是
“强化安全意识，提升安全素养”)、5月12日“全国防灾减
灾日”，分别组织开展一次防外来侵害演练、防震疏散演练
活动。

2、夏季演练。结合夏季汛期特点，完善校园防汛、防台风应
急预案，组织开展校园防汛应急疏散演练，提高校园应对暴
雨天气处置潜力。

3、秋季演练。结合“9.18”防空警报试鸣，组织开展防空袭
疏散演练，使新生熟悉疏散路径和疏散位置，防止拥挤踩踏



事故发生。

4、冬季演练。结合11.9“消防宣传日”，针对冬季气候特点，
组织开展校园防火逃生和校车事故自救演练。

5、日常演练。各校园根据自身特点，编制完善各类专项应急
预案，利用课间操、升旗、放学等时机，组织开展专题疏散
演练，逐步实现疏散演练的经常化和规范化。

况适时开展演练。

2、注重演练过程管理。各校园根据制订的'专项预案要有计
划地开展实战演练，防止成为“纸上预案”。开展演练活动
前，要制定实施方案和保障措施，检查预案的可操作性和科
学性，参加演练的教师要明确职责、到岗到位，对疏散路线
和集结地点要实地查看，确保疏散路线畅通和集结地点安全，
确保整个演练活动安全有序，防止发生拥挤踩踏事故。有条
件的校园可聘请相关部门的专家现场对演练活动进行指导。

3、强化演练常规管理。坚持将演练与学生的日常生活、学习
结合起来，充分利用课间操、升旗、群众活动、放学等时间，
强化师生应急意识，养成良好心理素质，提高突发事件应对
潜力，实现校园应急工作的常规化。

4、突出演练的针对性。根据消防、防震、防汛、防外来侵害
等应急演练的不同特点，制定针对性强、可操作的应急预案，
透过演练使师生掌握不同的逃生自救知识、技巧和潜力。使
用校车的校园，能够定期组织乘车学生开展校车事故应急处
理演练;寄宿制校园可组织学生进行宿舍应急疏散演练。

5、加强预案动态管理。演练结束后，都要认真总结实战经验，
查找演练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检验预案的可行性和实
用性，针对存在的问题，进一步修订完善预案，逐步提高演
练的实效性和科学性。



体局安全卫生管理办公室。

1、高度重视。应急演练工作是检验预案、锻炼队伍、完善工
作、磨合机制、增强师生应急意识、提高各类突发事件应对
潜力的重要手段，各单位要严密组织、精心筹划，认真分析
本单位应急工作面临的新形势，制定好相应的演练计划和演
练实施方案，确保应急预案演练的实用性、可操作性。

2、合理规划。各单位在确定年度应急预案演练数量和种类状
况下，适时加强课间操、升旗等时间段的疏散演练，让学生
熟练掌握怎样跑位、怎样防护、怎样躲避、怎样自救及互救，
以便在综合性演练中，能够快速有序的完成疏散。各单位既
要突出重点，又要兼顾不同形式的应急预案演练，做到每学
期预案演练项目不少于2项。本年度将防外来侵害演练作为规
定演练，其他演练作为自选，随形势及季节的不同组织执行。

3、加强督导。县教体局、各教体办要安排专人参加校园应急
预案演练活动，现场指导观摩，演练结束后，会同校园相关
人员对演练活动进行分析总结，构成书面记录，以备检查。
防外来侵害演练的预案制定、演练过程等要同校园所在地公
安派出所密切联系，并邀请公安部门派员参加和指导。

4、各单位要根据实际状况制定本单位年度应急预案演练计划，
并参照演练计划、应急预案开展相关演练。应急预案、演练
方案、图片资料、演练总结及演练报告表(演练时间、地点、
组织单位、参与人数、演练科目、演练过程、演练效果及演
练中存在的问题和改善措施)一并收集存档，以备检查。

各教体办，各局属、民办校园于3月13日前，将20xx年度应急
预案演练计划纸质文稿报县教体局安全卫生管理办公室。

元旦安全应急预案篇三

根据《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演练指南》(aq/t9007)、《生产安全事



故应急预案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为适应突发
事故应急救援的需要，透过演练，进一步加强公司应急组织
机构各小组之间的协同配合，提高应对突发事故的组织指挥、
快速响应及处置潜力，营造安全稳定的氛围，特制定公
司20xx年度应急救援预案演练计划。

1、检验预案，透过开展应急演练，查找应急预案中存在的问
题，进而完善应急预案，提高应急预案的可用性和可操作性。

2、完善准备，透过开展应急演练，检查应对突发事件所需应
急队伍、物资、装备、技术等方面的准备状况，发现不足及
时予以调整补充，做好应急准备工作。

3、锻炼队伍，透过开展应急演练，增强演练组织单位、参与
单位和人员对应急预案的熟悉程序，提高其应急处置潜力。

4、磨合机制，透过开展应急演练，进一步明确相关单位和人
员的职职责务，完善应急机制。

5、科普宣传，透过开展应急演练，普及应急知识，提高职工
风险防范意识和应对突发事故时自救互救的潜力。

1、结合实际，合理定位，紧密集合应急管理工作实际，明确
演练目的，根据资源条件确定演练方式和规模。

2、着眼实际，讲求实效，以提高应急指挥人员的指挥协调潜
力、应急队伍的实战潜力为着重点，重视对演练效果及组织
工作的评估，总结推广好经验，及时整改存在的问题。

3、精心组织，确保安全，围绕演练目的，精心策划演练资料，
周密组织演练活动，严格遵守相关安全措施，确保演练参与
人员及演练装备设施的安全。

4、统筹规划，厉行节约，统筹规划应急演练活动，充分利用



现有资源，努力提高应急演练效应。

1、在开展演练准备工作以前应制定演练计划，包括演练的目
的、方式、时

间、地点、日期安排、演练策划领导小组组成、经费预算和
保障措施等。

2、演练准备阶段的主要任务是根据演练计划成立演练组织机
构，设计演练方案，并根据需要针对演练方案对应急人员进
行培训，使相关人员了解应急响应的职责、流程和要求，掌
握应急响应知识和技能为演练实施奠定基础。

3、演练实施是对演练方案付诸行动的过程，是整个演练程序
中核心环节，演练实施当天演练组织机构的相关人员应在演
练前提前到达现场，对演练设备进行检查，确保正常工作，
确认无误后按时启动演练，填写演练记录表。

4、演练结束后，应对演练中暴露出的问题，组织参加演练单
位和个人按照改善计划中规定的职责和时限要求，及时采取
措施予以改善，修改完善应急预案、有针对性的加强应急人
员的教育和培训、对应急物资装备有计划的更新等。

元旦安全应急预案篇四

通过公司工程技术和安全部门、项目部负责人对本工程的基
本情况，施工组织设计要求和施工现场的具体情况进行考核
分析，确定本项目的主要危险源如下：

1、施工临时用电；

2、塔式起重机的安装、拆除、使用；

3、高处坠落、物体打击、外架搭设。



〈一〉施工临时用电：

4、对电工班进行安全技术交底，电工必须持有××省劳动厅
颁发的操作证书，持证上岗；

5、严格执行电工值班巡视制度，及时处理发现的问题；

6、严禁非电工人员私自改动用电线路或私拉乱接电线；

7、电工作业时实行挂牌制，并由项目部指定专职人员进行监
护；

8、对各种电器设备要采取防潮、防雨、防雷等设施；

9、照明线路使用三芯电缆，杜绝使用护套线；

10、室内照明灯具安装高度必须大于2.4m，室外照明灯具安
装高度须离地面3m以上，且有可靠的防雨、接地等措施。

〈二〉塔式起重机：

1、塔式起重机必须是省建设厅的备案产品，且在××市建委
安全监督站进行登记备案；

3、塔式起重机的安装人员必须持有相关的上岗资格证，安装
时有专人监护；

4、塔式起重机的钢筋混凝土基础必须按施工方案施工；

5、塔式起重机的各种限位装置、安全保护装置和信号装置必
须可靠、灵敏、安全；

6、塔式起重机在使用中，操作人员必须持有市质量技术监督
局颁发的有效的上岗证；



7、对塔式起重机的操作人员必须进行书面安全交底；

8、塔式起重机操作人员必须严格按照塔式起重机的操作规程
进行操作。执行“十不吊”的规定。服从信号指挥人员的正
确指挥。

〈三〉高处坠落、物体打击、外架搭设：

1、施工现场和建筑物的临边，包括预留洞口、楼梯口等必须
设置可靠的防护措施；

2、2m以上处进行作业的人员必须按要求正确使用安全带；

3、禁止主体交叉作业；

5、按要求设置安全通道；

6、进入施工现场必须正确佩戴安全帽；

7、高处作业人员要采取措施，确保工具、砖块等小物品放置
安全。严禁向下抛掷物品；

8、编制外脚手架施工方案，并报公司技术负责人和总监理工
程师批准后进行安装；

9、架子搭设人员必须持有有效的登高架设作业操作证，按照
批准的搭设方案进行施工；

11、外架使用的钢管、扣件必须符合要求，杜绝使用劣质管
件；

12、外架搭设完成后必须经项目部技术负责人组织验收后方
可使用；



元旦安全应急预案篇五

1.1、编制目的

为了提高本公司对各类消防安全事故的应急响应和处理能力，
建立快速、有效的抢险、救援 机制，最大限度地减轻火灾、
消防安全事故造成的损失，结合本公司实际情况制定本预案。

1.2、编制依据

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消防法》为法律依据。

1.3、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本公司范围内发生的消防安全事故。

1.4工作原则

应急处置应按照轻重缓急的原则进行，本公司各单位及各部
门在火灾事故预防与应急处理工作中，必须遵循“预防为主、
常备不懈”的方针，贯彻“集中领导、分级管理、统一指挥、
运行高效”的原则。

2、应急培训

2.1、消防器材的使用原理及方法

2.1.1、手提式干粉灭火器

2.1.1.1、abc干粉灭火器主要由盛装粉末的粉桶、贮存二氧化
碳的钢瓶、装有进气管和出粉管的器头以及输送粉末的喷管
组成。



2.1.1.2、abc干粉灭火器主要适用于扑救石油及其产品、可燃
气体和电器设备的初起火灾。

2.1.1.3、使用abc干粉灭火器时，应先拔掉保险销，一手握
住喷粉管最前端，使喷嘴对准火源，另一手紧握导杆提环，
将顶针压下，干粉即喷出。

2.1.1.4、abc干粉灭火器应保持干燥、密封，以防止干粉结块。
同时要防止日光曝晒，以防二氧化碳受热膨胀而发生漏气现
象。应定期检查干粉是否结块，二氧化碳气量是否充足。干
粉灭火器分为手提式和推车式两种。

2.2、其它消防用具

2.2.1、消火栓：消火栓是连接消防供水系统的阀门装置，分
室内消火栓和室外消火栓两种。

2.2.2、水龙带：常用的水龙带有内扣式和压簧式两种。水龙
带平时应卷好存放在通风、干燥的地方，防止腐烂。水龙带
是连接消防泵(或消火栓)和水枪等喷射装置的输水管线。

2.2.3、消防水枪：水枪是一种增加水流速度、射程和改变水
流形式的消防灭火工具。根据水枪喷射出的不同水流，分为
直流水枪、开花水枪、喷雾水枪和开花直流水枪等，它们的
作用如下：直流水枪是用来喷射密集充实水流的水枪。开花
水枪是用来喷射密集充实水流的水枪，它还可以根据灭火的
需要喷射开花水，用来冷却容器外壁、阻隔辐射热，掩护灭
火人员靠近着火点。喷雾水枪是在直流水枪的枪口上安装一
只双级离心喷雾头，使水流在离心力作用下，将压力水变成
水雾。喷雾水枪喷出的雾状水流，适用于扑救油类火灾及油
浸式变压器、多油式断路器等电气设备火灾。开花直流水枪
是一种可以喷射充实水流，也可以喷射伞形开花水流的水枪。

2.3、每年由指定负责人对运行、检修、安全生产管理等应急



人员进行一次预防和扑救火灾方面的知识、技能培训。包括：
如何报火警、如何使用灭火器、火场逃生、烧伤烫伤处理、
外伤止血包扎等。

2.4、本预案每二年由安保部门负责组织各单位及相关部门应
急人员进行一次全面演练，每年进行一次组合演练或单项演
练。演练结束后，需对演练的结果进行总结和评估，对本预
案在演练中暴露出的问题和不足应及时修订完善。

2.5、每年由安保部负责对本公司员工进行一次防火安全教育，
使其了解各种火灾事故的发生原因，了解事故现场救护的方
法，了解各种警报的含义和应急救援工作的有关要求。不断
增强本公司员工的消防安全意识，减少和避免火灾事故的发
生。

3、应急措施

3.1、火灾事故的应急过程主要以扑救火灾、医疗救治、抢救
贵重设备等为主要任务。

3.2、在消防安全事故突发时能及时有效地进行应急处置，全
本公司所有人员在保证自身安全的情况下，服从专人指挥最
大限度地保证职工人身安全和本公司财产安全，按照“救人
第一和快速有效”的处理事故原则，及时灭火、抢险、消除
险情、控制事态发展，将事故损失降低到最小程度。

3.3全本公司消防设备，指定的车辆、照明装备、防护装备、
救护物品等，均可作为应急装备资源。

4、应急联络

4.1、应急联络

内部应急电话：



外部救缓电话：119、120

5、应急救援指挥机构设置

5.1、本公司成立消防安全应急救援指挥领导小组

组长： 王 宁 江仙增

5.2、应急指挥领导小组职责

5.2.1、现场办公，在组长领导下负责组织、协调应急处置工
作，在处置过程中，根据现场应急指挥组的即时信息汇报，
确定应急处置方案。

5.2.2、协调各有关部门全力保障施救现场的物资、资金、人
员、交通工具的需求。

5.2.3、负责向上一级主管部门报告火灾情况。

5.2.4、组织对火灾的调查，分析，结案工作。

5.3、应急指挥办公室主要职责是：

负责消防安全应急救预案的制定，督促所属单位制定相应的
应急救援预案和组建消防应急救援队伍，对较大火灾事故发
生后，传达公司领导小组组长的指令，协调所属单位和协助
单位应急救援队伍参与抢险救灾工作，及时了解和掌握火灾
抢险进展情况，向政府和相关部门报告。

6、现场应急指挥组成员及职责：（应急救援结束后转入常态
事故调查处理工作组）

组 长：事发一级指挥

副组长：事发二级指挥



成员：行政部有关人员、事发二级单位安全经理、科长、安
全管理人员（若干人）

组长职责：

6.1、负责对火灾事故的调查及应急处置，领导各专业小组开
展工作。

6.2、及时准确向应急指挥领导小组组长汇报火灾应急处置进
度及最新情况，提出下一步工作建议，按应急指挥领导小组
指令开展工作。

6.3、特殊紧急情况可先处置后上报。

7、医疗救护组成员及职责：

由各单位负责组织，并定人定位定责。

7.1、火场救人：

7.1.1、疏散人员，在疏散时使受困人员有秩序地撤离火场。

7.1.2、寻找人员的方法和地点：进入室内主动呼喊，观察动
静，注意倾听辨别哪里有呼救声、喘息声和呻吟声，要注意
搜寻出口(如门窗、走廊等处)。

7.1.3、救人的方法：对于神志清醒，但在烟雾中辩不清方向
或找不到出口的人员，可指明通道，让其自行脱险，也可直
接带领他们撤出；当救人通道被切断时，应借助消防梯、安
全绳等设施将人救出；遇有烟火将人员围困在建筑物内时，
应借用消防水枪开辟出救人的通道，并做好掩护；抢救人员
也可以用浸湿的衣服、被褥等将被救者和自己的外露部位遮
盖起来，防止被火焰灼伤。

7.2、转移物资



8、警戒与治安

由行政人事部保安负责在火灾事故现场周围建立警戒区域，
实施现场通道封闭，维护火灾现场治安秩序，防止与应急救
援无关的人员进入火灾现场，保障救援队伍、物资运输和人
群疏散等交通的畅通。

9、后勤保障组：由公司和各单位办公室、工会派人组成。主
要任务是为火灾事故处理所需车辆的调配使用及处理事故时
所需物品的采买，抢险物资器材，生活用品的保障。

10、善后处理组

由人劳部、工会、财务部、法律事务部、安保部组成，负责
伤亡人员家属的接待、安抚、抚恤和善后处理工作，负责因
处理事故引起的法律诉讼、保险索赔等事宜。

11、应急行动组织实施

11.1火灾发生时，根据火势严重程度，组织本单位消防成员
灭火或向119指挥中心报警，同时向本单位第一责任人和第一
指挥人汇报，第一指挥人根据情况可随时调集消防成员赶赴
火灾现场。在第一责任人、第一指挥人内部或外部增援力量
未到事故现场以前，发现事故人员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应迅
速实施灭火扑救，首先要切断电源，利用就近的灭火器，消
防栓，铁锨，沙袋等工具进行灭火，以足够的灭火力量和最
快的速度消灭初起火灾。

11.2、各单位第一责任人在火灾发生后要及时抽调人员成立
临时指挥组，负责调动人员、车辆、疏散、供水、医疗及抢
救等工作，配合消防部门灭火，查明火灾原因及损失，并拿
出处理意见。

11.3、人群疏散与安置



在火灾事故应急预案中，应对疏散的紧急情况和决策、预防
性疏散准备、疏散区域、疏散距离、疏散路线、疏散运输工
具、安全蔽护场所以及回迁等做出细致的规定和准备，应考
虑疏散人群的数量、所需要的时间及可利用的时间、环境变
化等问题。对已实施临时疏散的人群，要做好临时安置。

12、应急行动组织善后、恢复

12.1、现场恢复

应急抢险单位在火灾事故抢险工作结束后，对参与火灾事故
应急的人员进行清点，使用的抢险物资与装备安排专人进行
清点和回收。对使用现场配置的消防器材要及时扑配到位。

12.2、应急结束

在充分评估危险和应急情况的基础上，经本公司消防安全应
急救援指挥领导小组批准，由现场指挥人员宣布应急结束。

元旦安全应急预案篇六

为有效预防、及时处理和解决档案管理工作中的突发事件，
提高应对各种险情的应急救援能力，达到快速有效救援，减
少损失，确保档案资源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
和国家档案局《档案工作突发事件应急处置管理办法》等法
律法规规定，制定本预案。

为做好档案管理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经研究决定，成立
档案管理突发事件应急工作领导小组，与档案工作规范化管
理领导小组合署办公。

档案管理突发事件应急领导小组的主要职责是：档案库房发
生重大事故或灾害时，具体负责组织事故处理、救灾管理和
协调工作，及时统计受灾影响范围和受灾程度，向党委、政



府和档案业务主管部门及时汇报。

档案优先的原则。档案是不可再生资源，当面临其他财产损
失和档案安全的选择时，要把保障档案的安全作为重大事故
和自然灾害紧急处置的首要任务，最大限度地减少其对档案
安全的影响。

预防为主的原则。把灾害预防作为档案安全工作的中心环节
和主要任务，健全工作机制，强化安全管理，完善防范手段，
建立安全预警机制，提高对重大事故和自然灾害的紧急处置
能力。

安全保密的原则。在档案管理工作发生突发事件时，要从抢
救、包封、运输、存储等各个环节确保档案安全，对涉密档
案资料要绝对保密。

（一）预案启动

1、发生重大档案管理突发事件，由领导小组提出启动本预案
的建议经中心主任办公会议讨论决定后报主管部门批准实施。

2、请示启动本预案的主要内容包括：事件概况、启动建议、
参与处置的部门或单位名单。

3、档案管理突发事件应急领导小组办公室根据需要可设置：
信息宣传组、现场处置组、综合协调组、善后处置组等具体
工作机构，本中心相关科室承担相应职责，并指定工作人员
（1-2人）参与相关工作组的工作。

（二）处置程序

1、档案管理突发事件应急领导小组办公室通知各相关部门或
科室参与应急处置，各相关部门或科室应确定专人负责处置
工作，严格实行24小时值班制度和情况报告制度。



2、在档案管理突发事件应急领导小组的统一领导下，各相关
部门或科室要加强协调、密切配合。

3、档案管理突发事件应急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汇总各有关档
案管理突发事件信息后向市应急办、档案主管部门报告并通
报相关情况。

4、由组长召**议研究部署应急处置工作，相关会议事宜由档
案管理突发事件应急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承办。

5、应急处置过程中，档案管理突发事件应急领导小组办公室
负责督促检查各项决策和应对措施的落实情况，确保取得实
效。

6、档案管理突发事件处置完毕，由档案管理突发事件应急领
导小组办公室提出终止应急状态的建议，经市应急办批准后，
终止应急响应并由档案管理突发事件应急领导小组办公室通
知相关部门或科室。

（一）资金保障

财务科按相关财政应急保障预案的规定，负责档案管理突发
事件应急处置的资金保障工作。

（二）物资保障

秘书科负责档案库房应具备必要的安全防护设施，配置灭火、
去湿、消毒、除虫等必要的档案安全保护设备和耗材。突发
事件发生后，要及时为救灾工作提供必要的车辆和应急物资，
协调安排充足的应急场地，落实安全、治安、卫生管理等项
措施。

（三）人力保障



组织救灾队伍，建立健全与公安、消防等专业救援队伍的联
动机制，依托专业救灾人员，培养和训练自救队伍，并对其
进行培训指导和专业支持。当事故或灾害发生时，能够协助
专业救灾部门自救互助，最大限度减少灾害损失。

（一）及时报警，在第一时间上报档案管理突发事件应急领
导小组办公室，同时通知专业抢险救援部门和相关人员。

（二）组织救援遇险人员，转移和妥善安置受威胁档案。迅
速控制危险源，标明危险区域，关闭和限制使用有关设备、
设施，采取防止发生次生、衍生事件的必要措施。

（三）对突发事件可能造成的危害和损失做出初步判断，启
动相关应急处置预案。

（四）对灾害事故造成的受损档案，立即组织力量进行抢救。
特别是对受水淹档案，要及时采取冷冻或干燥的办法稳定档
案的状态，避免灾情进一步恶化。

（一）灾害预警

灾害预报部门发出灾情预警或档案室工作人员发现灾情后，
档案管理责任部门应按规程启动预案。

（二）灾情核定及报送

灾情发生时，要迅速组织力量赶赴现场查看灾情，在2小时内
向同级行政主管部门和档案管理部门报告，并通报相关职能
部门，灾情严重的，应同时越级上报。灾情报告内容主要包
括：灾害发生时的背景、时间、区域、影响范围、受灾严重
程度和等级，档案损失情况，人员和其他财产损失情况，救
灾工作情况以及抗灾救灾存在的主要困难和问题。在灾情稳
定前，要建立24小时灾情报告制度，保持不间断通讯联络，
及时掌握灾情动态并随时上报。



（三）紧急转移安置

接到重大灾情预警，在党委、政府统一领导下，按照有关救
灾部门的要求，按指定路线将档案转移到临时指定的安置场
所，实施紧急避险。

（四）档案抢救保护

档案转移后，应做好档案安全防护工作，视灾情严重程度及
灾情的发展，及时向党委、政府和档案主管部门汇报灾情，
申请给予救灾支援。

加强应急预案的宣传和贯彻落实工作，普及应急救援基本知
识和技能，教育干部职工树立档案意识、危机意识和应变意
识，加强档案突发事件处置工作研究、开展培训与模拟演练
活动，提高突发事件的应对处置能力。

档案管理工作纳入各科室和工作人员年度考核内容。突发事
件发生后，参与处置工作的人员要各司其职、反应迅速、行
动有序、处置得当。对在处置工作中表现突出的科室和工作
人员，按有关规定给予表彰；对**、不负责任、办事不力、
扯皮推诿、造成严重后果的人员，依照相关规定给予行政处
分直至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本预案自印发之日起实施。

元旦安全应急预案篇七

为防止重大安全生产事故和消防火灾的发生，完善应急管理
机制，迅速有效地控制和处置可能发生的事故，保护员工人
身安全和公司财产安全，本着预防与应急并重的原则特制定
本预案。

（一）企业概况



本公司位于重庆市九龙坡区金凤镇虎峰村，占地3000平方米，
主要生产经营非标准、标准机械零部件。

（二）危险性分析

本公司是机械制造行业，主要设施有车床、铣床、冲床、钻
床、冷镦和切割，部分作业接触到润滑油料、油脂、电气焊
以及砂轮机等，易产生机械伤害事故和火警。

公司成立安全事故和火灾应急救援指挥部和应急救援组织机
构。

（一）指挥部组成人员和职责

总指挥：

副总指挥：

主要成员：

指挥部主要职责：

2、生产部负责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及安全隐患排查和整改，组
织制定应急预案演练。

3、生产部经理和行政部主任负责现场应急救援的指挥工作并
及时、准确通报事故现状和向上级相关部门报告。

4、财务部负责安全生产和应急救援的资金保障；

（二）工作组成员和职责

抢险组：负责安全事故紧急抢险和火灾的扑救工作。

成员：张俊罗玉贵唐良华唐绪强邱培江袁德胜粟小龙



救护组：负责现场医疗、救护。

成员：钱丰英张素芬王丽

运输组：负责运送伤员及物资转移。

成员：张有强坤必邓邓楚辉及其临时成员。

警戒组：负责治安、交通管理。

成员：邹锡彬陈启宗

联络组：负责通讯、供应、后勤。

成员：覃啟芬张素唐永真

（一）事故预防措施

1、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制订安全落实措施和安全生产责
任；

2、定期进行安全检查，强化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

3、车间、厂房加强通风，完善避雷设施；

4、采用便捷有效的消防、治安报警措施；

5、保证消防设备、设施、器材的有效使用。

（二）报警与通讯

报警电话：

火警：119



治安：110

急救：120

（一）安全事故处置方案

2、总指挥根据事故报告立即到现场进行指挥，总指挥不在时
由副总指挥负责指挥；

3、应急预案组织成员必须听从总指挥或副总指挥的统一调动
和部署；

4、救护组进行现场救护，如有重伤人员应立即采取临时伤情
处理并拨打急救电话送至医院抢救；现场工作人员施救时要
注意自身安全和伤者再次受伤。

（二）事故和灭火处置方案

2、抢救组按照应急预案处置程序采用适当的消防器材进行扑
救；

4、救护组进行现场救护，如有重伤人员要立即现场简易护理
后送往就近医院救治；

6、现场工作人员施救时要注意自身安全和他人伤害事故。

（一）全员培训使所有员工都知道应急救援预案的内容和应
急救援措施的常识，在事故发生时知道如何采取应急措施，
有针对性地对可能发生的事故情景进行演练。

（二）应急专业队培训对各应急专业队进行培训，熟知自己
的岗位责任、抢险任务，以及各专业队之间的工作协调和紧
密配合。

（三）训练和演习各应急专业队要组织训练，熟练掌握应急



抢险业务。公司每年进行一次模拟演习，通过演习提高预案
执行效果。

事故后的`生产恢复，以生产部和行政部为恢复行动领导小组。
对事故或火灾进行详细调查，评估事故损害程度或火灾经济
损失。召开事故分析会议，作出事故调查报告，吸取教训杜
绝类似事故的再次发生，组织各级管理成员尽快恢复生产。

（一）预案管理与更新本预案每年经本公司安全生产组织机
构成员评议审订一次，邀请有关部门及专家参与修订。

（二）预案生效日期本预案从发文之日起开始实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