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浙江省减灾委员会办公室文件

浙减办〔2020〕5号

浙江省减灾委员会办公室转发

国家减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关于

加强基层应急能力建设做好2O2O年

全国防灾减灾日有关工作的通知

各市、县（市、区）减灾委员会’省减灾委员会各成员单位:

现将《国家减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关于加强基层应

急能力建设做好2020年全国防灾减灾日有关工作的通知》（国

减办明电〔2020〕l号）转发给你们’并提出如下要求’请一并

抓好落实。

一｀紧扣活动主题,开展防灾减灾救灾宣传教育·当前全

省正凝心聚力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抓好自然灾

害风险防范各项工作’加强防灾减灾宣传教育十分重要。各级

各单位要对标我省“努力成为新时代全面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
｜



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窗口’’的目标定位’大力宣传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和应急管理的重要论述’以最实的举措推动

防灾减灾文化宣传进企业、进农村、进社区、进学校、进家庭’

营造全民参与防灾减灾的良好氛围’增强公众防灾减灾意识和

自救互救能力。要紧扣今年“提升基层应急能力’筑牢防灾减灾

救灾的人民防线,’的活动主题’结合本地区灾害特点’发挥线上

传媒优势’通过事故灾害防灾避灾视频、网络公开课、在线访

谈和有奖竞猜问答等载体’并视疫情防控情况’安全有序开放

安全（防灾减灾）体验馆、消防安全教育馆、消防示范安全体

验室（点）等’进一步增强宣传实效。

二｀坚持以防为主,开展灾害风险调查和隐患排查°各级

各单位要按照《全国灾害综合风险普查总体方案》（国减办发

〔20l9〕l7号）的部署要求’认真开展灾害综合风险普查试点

工作’通过建立组织协调机制、编制普查实施方案、落实经费

保障’确保普查各项任务落到实处°要结合全国综合减灾示范

社区和综合减灾示范县创建等工作’针对城市地铁、机场、车

站、码头、地下管网、燃气管道、隧道桥梁、学校、医院、大

型商场、集市等重点部位’引导发动社区居民和社会力量等参

与开展全面系统的灾害事故隐患排查°对排查出的灾害风险隐

患’要提出有针对性的整治措施’明确工作责任和时问进度’

分期分批开展治理行动’最大限度减轻灾害事故风险°

三｀夯实基层基础,打通防灾减灾“最后-公里’,。村（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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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是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第一线’各地在开展宣传活动过程

中’要把村（社区）居民发动起来’推动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

作落地落底°要持续深入推进避灾安置场所规范化建设’发挥

好避灾安置场所在平时宣传展示、灾时安置救助、物资靠前部

署等方面作用·用好应急物资管理信息平台’加强市县应急物

资储备库建设’推进多灾易灾乡镇（街道）及所属各行政村实

现卫星电话、应急发电机和排水泵等重要应急物资全覆盖’确

保基层应急物资装备标配到位·加快建立省＝市ˉ县ˉ乡ˉ村五级灾

害信息员体系’确保全省每个村（社区）至少有1名灾害信息

员。加强基层灾害群测群防体系建设’推进省市县三级应急广

播平台体系建设’实现农村行政村和灾害重点区域户外终端全

覆盖’确保预警信息发布全天候响应并有效传导到村（社区）

到户’打通防灾减灾‘‘最后一公里’’。

请各市和省级有关单位于7月17日前将防灾减灾日活动总

结报省减灾委办公室（联系人:陈星;联系电话:057lˉ83700l35’

87050968＜传真＞;邮箱: 731644452@qq.com）°

室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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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电单位国家减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签发盖章

等级加急.明电 国减办明电〔2020〕1号 中机发 号

国家减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

关于加强基层应急能力建设做好2o2O年

全国防灾减灾日有关工作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减灾委员会,国家减

灾委员会各成员单位’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应急管理厅（局）’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应急管理局:

今年5月12日是我国第12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提

升基层应急能力’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5月9日至15

日为防灾减灾宣传周。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

灾救灾等应急管理重要论述精神’坚决打赢疫情防控人民战争、

总体战、阻击战’加强基层应急能力建设’做好今年全国防灾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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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日各项工作’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突出“提升基层应急能力,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

线,,主题,扎实开展防灾减灾活动

2019年11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十九

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坚持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坚持社会共治’

完善公民安全教育体系’推动安全宣传进企业、进农村、进社区、

进学校、进家庭’加强公益宣传,普及安全知识’培育安全文化’

开展常态化应急疏散演练,支持引导社区居民开展风险隐患排查

和治理’积极推进安全风险网格化管理’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

民防线°针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

社区是疫情联防联控的第一线’要把社区居民发动起来’构筑起

疫情防控的人民防线。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防灾减灾救灾等应急管理重要论述精神’突出“提升基层应急

能力,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主题’认真组织开展今年

全国防灾减灾日各项活动°基层基础是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

推进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前提’要广泛发动群众、依靠

群众’整合资源、统筹力量’切实加强基层应急能力建设’从源

头上防范化解群众身边的安全风险,真正把问题解决在萌芽之时、

成灾之前’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

二｀加大宣传教育力度,普及防灾减灾知识技能

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根据地区和行业特点’通过网络公开

课、新媒体直播、在线访谈等多种形式’面向社会公众普及各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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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害事故的知识和防范应对基本技能。根据疫情防控的不同情况’

有序加大各类科技馆、应急消防科普教育基地、防震减灾科普教

育基地、气象科普教育基地、生命安全教育培训体验基地、重特

大灾害事故遗址遗迹等公益开放力度’设立防灾减灾专区’开展

防灾减灾公众现场或线上体验活动’拓宽公众接受防灾减灾宣传

教育的途径。开发针对不同社会群体的防灾减灾科普读物、教材、

动漫、游戏、影视剧等宣传教育产品’编制印发社区和家庭应急

手册’发送公益短信’充分发挥微博、微信和客户端等新媒体的

作用’丰富活动内容’创新活动载体’大力普及防灾减灾专业知

识和技能’提高宣传教育实际效果°组织新闻媒体对防灾减灾宣

传周活动以及各地区、各部门加强基层应急能力建设的经验做法

进行集中报道’营造防灾减灾良好舆论氛围°

三、强化灾害风险网格化管理,推进灾害事故隐患排查治理

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将防灾减灾救灾与基层社会治理、公

共服务等有机结合’加强灾害风险网格化管理’加强业务培训和

先进技术装备推广应用’提高网格员识别灾害风险隐患的能力。

认真总结近年来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和当前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中的宝贵经验和深刻教训’支持引导社区居民和社会力量等参与’

开展全面系统的灾害事故隐患排查,重点做好城乡社区、学校、

医院、社会福利机构、建筑工地、机场、火车站、地铁、城镇燃

气、城市地下管网、泵站闸门等人员密集场所和重要设施的隐患

排查。对排查出来的灾害事故隐患’如排水管网堵塞、监测预警

系统运行异常、安全设施毁损缺失、电动自行车违规充电等,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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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有针对性的整治措施,明确工作责任和时间进度’尽最大可能

减轻灾害事故风险’切实提高人民群众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

四、落实基层应急物资储备,确保灾害事故发生后物资保障

到位

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建立健全县域应急物资保障部门联动

和社会参与机制’在多灾易灾县（市、区）推行应急物资实物储

备、产能储备、社会储备等多种方式’努力满足可能发生灾害事

故的峰值需求°继续支持多灾易灾县（市、区）建设救灾物资储

备库’鼓励灾害高风险的乡镇（街道）、村（社区）建立储备站点’

实现应急物资靠前部署、下沉部署。建设应急物资物流管理平台

和应急物资捐赠管理平合’充分发挥物流企业优势’实现应急物

资有序调度、快速运输、高效配送、精确溯源’提高重特大灾害

情况下应急物资的快速通达能力。研究制定基层应急物资储备和

装备配备标准及管理办法’推动乡镇（街道）、村（社区）与邻近

超市、企业等合作开展应急物资协议储备°鼓励引导企事业单位

和居民家庭储备基本应急物资和救生避险装备’推广使用家庭应

急包°

五、统筹基层应急力量建设,提高灾害事故救援能力

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推进乡镇（街道）应急消防站所建设’

以站所建设带动乡镇（街道）政府专职消防队、企业专职消防队、

微型消防站、志愿消防队等多元基层消防力量发展。指导各地按

照乡镇消防队国家标准’开展乡镇专职消防队、志愿消防队达标

建设’积极将乡镇消防队纳入消防救援队伍练兵体系。加大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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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度’推进灾害信息员队伍建设°整合基层各类应急信息系统或

网络平合,统筹利用互联网、大数据、自媒体等新技术新手段和

应急广播、大喇叭、吹哨子等传统手段’积极推进应急广播“村

村响”建设经验’努力解决灾害预警“最后一公里”问题°建立

完善社会应急力量管理平台’规范引导社会应急力量在灾害事故

发生后短时间内能够抵达现场并开展先期处置’鼓励支持社会力

量参与灾害风险隐患排查、科普宣传教育等常态减灾工作。

六、加强应急避难场所建设,因地制宜开展预案演练

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充分利用公园、广场、城市绿地、学

校、体育场馆等已有设施’改扩建或新建一批应急避难场所’满

足辖区内居民紧急避险和临时安置等需求。在应急避难场所、关

键路口等位置’设置应急标志或指示牌’张贴应急疏散路线图’

方便居民快速抵达。进一步修订完善基层各类应急预案’注重提

高应急预案的针对性、实用性和可操作性°针对城市内涝、地质

灾害、台风、地震等灾害以及火灾、燃气泄漏、危险化学品等事

故’根据疫情防控的不同情况’可因地制宜开展线上等多种形式

的演练活动’促进公众熟悉灾害事故预警信号和应急疏散路径’

能够及时转移避险’同时完善基层应对各类灾害事故的应急指挥

机制°中央和国家机关可结合实际,组织开展防灾减灾宣传教育

活动’向机关干部和所在社区居民普及自救互救常识和技能。结

合打通‘‘生命通道’’集中治理行动’做好占用、堵塞和封闭疏散

通遭和消防车通道问题专题宣传教育和整治’同时推动加强停车

场等市政建设’从源头上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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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各地区、各有关部门高度重视、精心组织’积极推进基层

应急能力建设’广泛开展全国防灾减灾日各项活动’并将总结报

告于7月31日前报送国家减灾委员会办公室°

联系人及联系方式:李峰’北京市西城区广安门南街70号应

急管理部风险监测和综合减灾司’邮编100054;电话: 010-

83933474、83933400〈传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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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减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

2020年4月10日

抄送: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中直机关事务管理局、国家机关

事务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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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申请公开）（信息公开形式:

2020年4月15日印发浙江省减灾委员会办公室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