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防汛工作动员讲话 防汛抗旱工作心得体会
(汇总5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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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汛工作动员讲话篇一

近年来，我国频频发生的洪涝灾害和严重旱情给人们的生产
生活带来巨大的困扰。在应对这些自然灾害中，我们的政府
和人民付出了巨大的努力，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教训。在这里，
我将分享我参与防汛抗旱工作的心得体会。

首先，在防汛抗旱工作中，做好信息的收集和传播至关重要。
及时准确地获取和传递信息，可以提高人们的防范意识和提
前采取相应的措施，减少灾害损失。因此，我们在工作中要
通过各种渠道收集来自气象、水文等方面的信息，并及时发
布给大众。同时，我们也要把一线工作人员与研究人员联系
起来，不断改进预报技术和方法，提高准确度和及时性。

其次，要加强基础设施的建设，提高灾害防范和抗灾能力。
抗洪抗旱的基础设施建设对预防灾害、提高抗灾能力起着至
关重要的作用。我们应该优先投资于蓄洪区建设、防护堤建
设和水库水闸的修建，以增加河流的调节能力和水库的蓄水
能力。此外，还要加强农田水利设施的建设，提高农田排水
能力，减少旱灾的发生。只有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才能更好
地防范和抗击洪涝灾害和旱情。

再次，要贯彻落实科学合理的水资源规划和水务管理制度。
水资源是人类赖以生存的重要资源，科学合理的水资源规划



和水务管理制度对于防汛抗旱工作至关重要。我们要制定完
善的水资源管理法规，加强水资源的统筹管理，确保供水安
全和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同时，我们也要加强河流和水库
的维护和管理，定期进行清淤疏浚和巡查，并加强卫星遥感
等技术的应用，及时发现河流漫堤、水库渗漏等问题，并采
取相应措施加以解决。

此外，要建立健全的应急机制，加强防汛抗旱的组织和协调
能力。在抗洪抗旱的工作中，灾害的发生往往是突然的，因
此我们要建立健全的应急机制，提高抗洪抗旱的组织和协调
能力。我们要成立专业的防汛抗旱部门，加强与各级政府、
科研机构和社会组织的合作，形成合力应对灾害。同时，要
完善抗洪抗旱的预案和预警系统，提前制定相应的应急措施
和行动计划，并加强人员的培训，提高应急处置和抗灾能力。

最后，要加强宣传教育，提高公众的防灾意识。在防汛抗旱
工作中，公众的参与至关重要。我们要加强宣传教育，提高
公众的防灾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通过开展宣传活动、发放
宣传资料、举办讲座等方式，向公众普及防洪抗旱知识，提
高公众的应对能力。同时，要加强与学校、社区、媒体等的
合作，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防汛抗旱工作的良好氛围。

总结起来，防汛抗旱工作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任务，需要政
府、科研机构和社会组织的共同努力。只有全社会共同参与，
齐心协力，才能更好地应对洪涝灾害和旱情，保护人民的生
命财产安全。我相信，在各级政府和人民的共同努力下，我
们的防汛抗旱工作一定会取得更大的成就。

防汛工作动员讲话篇二

我校为认真贯彻落实“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
方针，根据__县教育局《关于做好汛期学校防汛安全工作的
通知》文件精神，切实做好汛期学校安全工作，现就学校防
汛安全排查工作总结如下：



一、牢固树立“安全第一”的思想，居安思危，切实落实学
校安全工作责任制

一是成立防汛工作领导小组，由张秀春校长任组长，确定政
教处主任周华贵负责好汛期师生安全教育，总务处主任刘建
华负责汛期校舍的安全，要求政教处、总务处落实好学校安
全值班制度，保持信息畅通渠道。二是4月至6月是各种安全
事故的易发期和高发期，要求各处室负责人抓紧完善落实防
范措施，集中力量做好各项安全工作，确保师生生命安全和
学校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

二、认真排查事故隐患，积极组织整改

学校对校舍、危险用品、车辆、设施、事件等因素进行全面
排查，特别是针对汛期到来后极易造成的房屋基础浸泡、下
陷、墙体酥松、屋顶漏水等不安全因素，组织专门人员进行
排查。对d级危房要立即组织拆除，防止伤及无辜。

对学校周边无法立即拆除或清除的危房、危墙、危路等隐患，
设立明显的安全标示，并将有关情况立即上报。排查工作要
做到即查即改，不留死角，不留隐患，凡有安全隐患的，要
立即整改，确保师生的生命安全。

三、依法做好学校防雷、防汛安全工作

学校按照法律法规规定和相关防雷标准及时整改，切实排除
雷击隐患。改建工程必须要依法取得防雷装置设计审核标准
书后方可开工建设，在取得防雷装置竣工验收合格证书后方
可投入使用。防雷装置必须由持有相应防雷工程专业资质的
单位设计、施工。对于已投入使用的防雷装置，必须由具有
相应资质的防雷专业技术服务机构依法进行年度定期检测，
确保防雷装置发挥作用。

四、积极做好预防溺水事故安全工作



学校安全事故中，溺水是造成广大中小学生发生非正常死亡
的主要杀手之一。随着夏季的来临，中小学生发生溺水事故
又进入了高发期，杜绝学生在上放学途中到池塘边失足溺水，
严防在双休日学生外出不慎掉入水中溺亡。这些溺水事故的
发生，给死亡学生的`家庭带来了巨大的精神伤害和无法弥补
的损失。为认真吸取教训，杜绝此类事件发生，最大限度地
预防和减少学生溺水事故，学校采取了一系列预防措施：

一是要高度重视预防学生溺水事故工作。学校要进一步做好
学生预防溺水的安全意识、安全知识和自护自救技能教育，
确保学生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二是要加强预防溺水事故的宣传、教育工作，建立预防溺水
事故的安全教育制度，通过播放安全教育光盘、开展主题班
队会、晨会等多种途径和方式，组织开展一次专题的预防溺
水安全教育活动明确要求中小学生不得擅自下水游泳，不在
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
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利用家长会、家
访等途径，通过给家长发送受机短信等形式，及时提醒和教
育学生家长做好学生的安全监护，特别要注意“双休日”、
节假日期间孩子的游泳安全。加大预防学生溺水事故的宣传
力度，营造全社会关心预防学生溺水的良好氛围。

三是要进一步落实安全责任制。进一步强化安全责任制，落
实好学生死亡事故上报制度以及安全责任事故追究制度。

五、建立和完善汛期学校防汛安全防范预警机制

学校与防汛，防灾等有关部门密切联系，及时掌握灾情预测、
预报信息，结合实际完善安全工作措施和应急预案，并确保
责任、人员、必备物资的“三落实”，随时处置灾害事故。
遇到高危天气和突发灾情，根据实际情况采取必要的应急措
施，以确保师生生命安全。



防汛工作动员讲话篇三

贺家坪村位于直罗镇镇区以西2公里处309国道沿线，青兰高
速穿境而过。全村共有89户379人，其中外出务工经商的20多
人;有贺家坪和闫家村两个自然村。村两委成员有6人在家，
村有党员14人。全村有危房户4户，均为土木结构且年久失修，
经常受暴雨等自然灾害影响。

经调查，目前全村有遇灾危险房屋23间，危房人员10人，其
中常住人员10人。

二、遵循原则

(一)以人为本。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是防汛及地质灾害
防治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通过采取有效措施，落实各种
防台职责，最大限度减少因自然灾害造成的人员伤亡。

(二)以防为主。有效预防各种自然灾害的发生，对无法防止
或已经发生的，尽可能避免其造成恶劣影响和灾难性后果。

(三)反应迅速。落实防汛及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村支部书记总
负责的工作机制，在接到镇防汛信息后要及时全面启动本村
防汛预案。

(四)公众参与。发挥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以群防、群控、
群救为核心，事发前广泛开展村内有潜在危害的`分析、预防
和报警等工作;事发时准确发布预警、处置遭受自然灾害的相
关工作;事发后组织可动用的力量开展重建、善后工作。

三、防汛方案

本村防汛工作办公室设在村办公室，防汛办公室主任由村支
部书记石华勤担任，副主任由村主任李远宝担任，成
员：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联系电话：1357115xxxx，联系人：xxx。

防汛工作动员讲话篇四

防汛抗旱工作是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维护国家经济社会
稳定的重要任务。然而，面对日益严重的气候变化和极端天
气事件，防汛抗旱工作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因此，我们需要
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不断改进工作方法，提升防汛抗旱工
作的效益和全面性。

第二段：加强防汛抗旱救灾体系的建设

为了应对洪涝、干旱等灾害，我们要加强防汛抗旱救灾体系
的建设。首先，要完善监测预警体系，提高灾害预测能力。
其次，要加强防汛抗旱设施和基础设施的建设，包括水库、
水闸、堤坝等。同时，要加强应急救援力量的建设，包括人
员培训、物资配备等。只有做好这些工作，才能更好地应对
灾害，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第三段：加强水资源管理，提高抗旱能力

水资源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对于农业生产、工农业用
水等方面至关重要。因此，我们要加强水资源管理，提高抗
旱能力。首先，要加强水资源的科学调配和利用，提高水资
源利用效率。其次，要加强水资源保护，保护水源地和水生
态环境。同时，要加强水资源的节约利用，促进节水型社会
的建设。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应对干旱灾害，确保水资源的
可持续利用。

第四段：加强社会组织和群众参与

防汛抗旱工作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参与。政
府应加强对防汛抗旱工作的领导和支持，加强组织协调，提
供足够的资金和物资支持。同时，要加强与各有关部门的沟



通和合作，形成合力。此外，要加强群众的宣传教育，增强
群众的防灾意识和应急能力。只有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和群众
的积极性，才能取得防汛抗旱工作的全面胜利。

第五段：总结经验教训，不断创新完善工作机制

在防汛抗旱工作中，我们要总结经验教训，不断创新完善工
作机制。首先，要加强对过去灾害的分析和总结，总结出科
学有效的方法和经验。其次，要加强技术研究和创新，提升
防汛抗旱工作的科技含量。同时，要加强国际合作，借鉴他
国的成功经验，提高防汛抗旱工作的水平。只有不断创新完
善工作机制，才能更好地应对气候变化和极端天气事件的挑
战。

总结：防汛抗旱工作是一项重要而艰巨的任务。加强防汛抗
旱救灾体系的建设，加强水资源管理，提高抗旱能力，加强
社会组织和群众参与，以及总结经验教训，不断创新完善工
作机制，是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关键。只有付出更多的努力，
才能更好地应对灾害，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防汛工作动员讲话篇五

防汛抗旱是我国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中至关重要的工作之一。
在多年的实践中，我们总结出了一系列的心得体会，为今后
的防汛抗旱工作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下面将从四个方面进行
阐述，分别是夯实基础、科学调度、加强宣传和提高应急能
力。

首先，夯实基础是防汛抗旱工作的关键。我们深知，一切工
作的开展都离不开基础的夯实。在防汛抗旱工作中，基础主
要包括四个方面，即基础设施建设、人员队伍建设、法规制
度建设和群众组织建设。我们要打造完善的排涝设施和水库
体系，提高排涝能力；建立健全的人员队伍，加强培训和技
术交流，提高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完善防汛抗旱法规制度，



确保工作有法可依；加强群众组织建设，做好群众的思想工
作，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氛围。

其次，科学调度是防汛抗旱工作的重要保障。在工作过程中，
我们要根据气象预报和水情状况，科学合理地制定防汛抗旱
方案，精确预判水情发展趋势，及时采取措施。同时，要加
强对水资源的调度和利用，优化农业生产结构，提高灌溉效
率，确保农作物的正常生长。此外，还要做好水库泄洪、河
道疏浚等工作，确保排涝畅通，防止洪水灾害的发生。

第三，加强宣传是防汛抗旱工作的重要环节。我们要充分认
识到宣传的重要性，深入群众，普及防汛抗旱的知识，提高
群众的自救自护能力。要利用各种渠道，包括媒体、社区、
学校等，广泛宣传防汛抗旱的基本知识和技能，让群众了解
到防汛抗旱的重要性和意义，增强群众的参与意识，形成全
社会的共同合力。

最后，提高应急能力是防汛抗旱工作的关键。在防汛抗旱工
作中，突发事件时有发生，我们要提高应急处理的能力，做
好各项预案的制定和演练。要建立健全应急机制，完善应急
预案，加强应急队伍的培训和装备，确保能够快速、有效地
响应和处置突发事件。同时，要加强与相关部门的合作，形
成联防联控的工作格局，提高应对突发事件的综合能力。

综上所述，防汛抗旱工作是一项复杂的任务，需要我们不断
总结经验，不断完善工作制度。夯实基础、科学调度、加强
宣传和提高应急能力是关键环节。只有通过不懈努力，我们
才能在防汛抗旱工作中取得更好的成绩，为保障农业生产和
人民生活提供有力的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