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国减灾防灾心得体会 全国防灾减灾日
活动总结(通用5篇)

心得体会是对所经历的事物的理解和领悟的一种表达方式，
是对自身成长和发展的一种反思和总结。那么你知道心得体
会如何写吗？下面我帮大家找寻并整理了一些优秀的心得体
会范文，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全国减灾防灾心得体会篇一

今年5月12日是我国第8个“防灾减灾日”，主题是：“识别
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xx县减灾委为切实增强全社会防
灾减灾意识，唤起社会各界对灾害事故的高度关注，普及防
灾减灾知识和技能，积极开展系列防灾减灾宣传教育活动。

为做好今年防灾减灾宣传周活动，我县对“防灾减灾日”宣
传周活动进行早安排、早组织、早动员、早行动，成立了宣
传周活动领导小组，制定了《xx县2013年“防灾减灾日”活动
实施方案》，明确职责，落实专人，落实经费，因地制宜，
注重实效，宣传周活动取得良好的社会效果。

1、是宣传普及防灾减灾知识。利用广播、电视、网络等媒体，
突出今年“防灾减灾日”主题，开展水旱灾害、地震灾害等
各类自然灾害知识和防范应对措施宣传，宣传报道全县开展
防灾减灾活动情况。

2、是集中开展防灾减灾知识户外咨询宣传活动。组织各减灾
委成员单位在xx县水镜广场集中开展“防灾减灾日”户外宣
传活动，设置宣传展板和咨询台向群众宣传防灾减灾科普知
识，通过现场发放宣传资料、接受现场咨询、现场答卷、现
场提问等方式集中宣传火灾、地震、洪涝等灾害的基本知识
和避险办法。



3、是开展“五进”活动。“防灾减灾日”宣传周，xx县广泛
开展防灾减灾知识进机关、进学校、进企业、进社会、进家
庭活动。5月6日至12日，全县共开展应急演练。

4、举办防灾减灾专题讲座10场，排查灾害风险隐患260处，
开展家庭灾害风险隐患排查3200户，制作防灾减灾宣传展
板120块，发放防灾减灾图书8000册，发放防灾减灾宣传资
料30000份，张贴防灾减灾宣传挂图6000张，张贴防灾减灾宣
传标语32条，参加活动志愿者600人，参加防灾减灾活
动15000人（次），活动内容丰富多彩，形式灵活多样，宣传
内容深入人心，取得良好的社会效果。

我县通过开展“防灾减灾日”宣传周活动，使广大群众更加
了解防灾减灾知识和防灾减灾法律法规，有力的唤起了社会
各界对各种自然灾害的高度关注，增强了全社会防灾减灾意
识，推动了全民避灾自救技能的普及，提升了综合减灾能力，
进一步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

全国减灾防灾心得体会篇二

为确保“防灾减灾”主题教育活动的实效性，5月6日下午放
学后，我校组织召开了全体教职工会议，根据上级精神，对
各项工作进行了详细部署，并成立了以黄国林校长为组长
的“防灾减灾”主题教育活动领导小组，完善“防灾减灾”
主题教育活动领导机制。会上，学校领导要求全体教师首先
从思想上要引起重视，增强安全意识，在学生中进行安全意
识教育，抓住这次机会，提高应对紧急突发事件的能力。学
校领导还着重强调，对于这样的活动，一定要注意安全，保
障措施一定要到位，以确保这次演练活动顺利进行。

在此次“防灾减灾”主题教育活动工作中，我校把“防灾减
灾”主题教育活动的宣传教育，与学校其它安全教育结合起
来，有针对性，循序渐进地开展了安全教育工作，增强了全
体师生的“防灾减灾从我做起”的意识，积极参与到“防灾



减灾从我做起”工作中来。一是在学校悬挂“识别灾害风险，
掌握减灾技能”的横幅，使全体师生树立“安全第一”的观
念；二是利用国旗下的演讲，做好“防灾减灾从我做起”主
题教育宣传工作；三是各班出一期“防灾减灾从我做起”主
题教育知识板报，使学生增强防灾避险的能力；四是利用安
全教育课，各班开展以“防灾减灾”知识等相关主题教育；
五是利用致家长的一封信向全体家长宣传“防灾减灾”知识，
普及防灾减灾知识。通过宣传教育，大大加强学生良好行为
习惯的培养，克服麻痹思想，让学生牢固树立“时时讲安全、
处处讲安全、安全第一”的思想意识。

5月9日，我校开展了一次安全隐患大排查，查找安全隐患。
针对校园门、窗、栏杆、围栏、教室、活动室、实验室可能
存在的问题认真排查，做好记录，发现隐患，及时解决。

5月10日下午全体师生积极配合学校进行避灾应急疏散演练。
活动中，全体师生都能服从指挥，听从命令，快速、安全地
进行疏散。学生反应迅速有秩序地按指定路线迅速撤离至操
场空地。在撤离过程中，没有不安全现象发生。安全撤离后，
各班主任就参加这次演练活动立即进行分析、小结和再教育。
这次演练活动既是对我们应急避险的一次检验，也是师生的
一次生命体验。不仅再次落实了我校应付突发事件的防范措
施，而且也提高了师生实际应对和处置突发安全事件的能力，
更进一步增强师生防震安全意识真正掌握在危险中迅速逃生、
自救、互救的基本方法，提高抵御和应对紧急突发事件的能
力。

总之，通过这次“防灾减灾日”教育活动，学生的防灾减灾
意识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我们今后将多方面多渠道继续加
强防灾减灾知识和技能的教育，使防灾减灾意识植入每一个
人的心中。

近日，我校根据上级文件精神要求，结合学校实际，积极组
织全校师生扎扎实实地开展了“防灾减灾知识”教育活动。



现将活动有关情况总结如下。

此次活动是加强学生防震减灾知识教育，增强学生安全意识，
提高防御地震灾害和自救互救能力的有效途径，更是全面提
升校园地震安全管理和校园地震安全教育能力，维护校园地
震安全建设环境的重要举措。我校高度重视这项工作的重要
性，切实加强组织领导，成立了工作专班，制定了“防灾减
灾知识”教育的实施方案，在全校上下掀起了一场人人讲防
灾减灾知识、人人学防灾减灾知识、人人做防灾减灾知识模
范的热潮。

学校政教处根据不同年级特点，积极开展“防灾减灾知识”
教育活动。低年级侧重地震安全意识培养和知识教育，中年
级侧重地震安全习惯养成和技能指导，高年级侧重地震安全
技能巩固和应急情况演练。

抓住时机，扎实开展丰富多彩的教育活动形式。首先，学校
办了防灾减灾安全知识宣传栏，挂横幅“参与防灾减灾，构
建和谐社会”。各班办了防灾减灾知识黑板报，组织各班召开
“防灾减灾知识”教育主题班会。

其次，邀请月亮湖消防队中队的消防警官到我校，进行“校
园干粉和泡沫灭火”的示范演练。增强了全体师生的消防安
全意识，进一步推进了月亮湖小学构筑防灾减灾知识教育工
作，并在校园内进行一次食品安全排查。

再次，开展一次防灾减灾知识运用。为增强师生的防震减灾
知识安全意识，再次敲响安全警钟，我校组织了以“防灾减
灾，珍爱生命”为主题的安全知识竞赛。通过此次活动，增
强了师生的防灾减灾安全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预防了校园
里安全事故发生和减少安全事件对小学生造成的伤害，保障
小学生健康成长。

通过开展防灾减灾安全知识竞赛，从而提高全校师生的安全



意识，增强广大师生的逃生自救能力，为打造平安校园筑起
一道安全屏障。

全国减灾防灾心得体会篇三

学院始终把加强安全教育和维护校园稳定工作置于各项工作
的首位，明确提出了学院和谐发展要以和谐校园为前提，和
谐校园必须以平安校园为基础的理念，常抓不懈。

院党委本着分工负责，职责明确的原则，进一步完善学院维
护稳定工作小组、综合治理领导小组、消防委员会等相关领
导机构，并在各班级、各实验室设立治保员、消防员、心理
委员等义务兼职人员，在维护校园稳定工作中充分发挥作用。

为创建安全、稳定、和谐的校园环境，为学院整体发展和深
入改革营造良好的教书育人环境，学院坚持院党政一把手负
总责，坚持“预防为主，惩防结合”的方针。为了预防各类
事故的发生，及时排除不安全、不稳定因素，学院出台了
《重点监控对象管理办法》、《学生家长联系制度》、《材
料学院大学生安全稳定工作办法》、《学生节假日外出登记
汇报制度》、《学生请销假制度》、《班级信息上报制度》、
《学生集中的大型活动请示制度》、《网络安全制度》、
《节假日值班制度》、《安全使用电梯制度》、《门卫制度》
《防范突发事件工作预案》等，通过制度的制定和有效的实
施，积极预防各类事故的发生，及时排除不稳定因素。

我院的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在校党政及其相关部门的领导下，
专职思想政治队伍建设取得很大成效，兼职思想政治工作队
伍主体稳定，并逐步完善了纵横的工作网络。从纵向看，我
院有院领导——学工办——政治辅导员——学生班级为主线
的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梯队；使我院的学生管理体制得到进一
步加强。从横向看，我院有学院党政办——学工办——院团
委——院学生会等思想政治工作的中坚力量，努力发挥其积
极作用。形成了纵横交错，以学工办为枢纽的思想政治教育



格局，并根据现在学生的特点，逐步调整各种有效的教育途
径和管理方法，在工作中因材施教，针对高低年级的不同层
次和研究生、本科生不同类别的实际，积极探索学生思想政
治工作的新思路、新方法，高度重视学生维护安全稳定的意
识，使学生能自觉珍惜我们来之不易的和平发展环境。

学院对于特殊学生、特殊事件一直从安全稳定的角度予以高
度重视，本着特事特办的原则，成功消除了一些安全隐患。
去年夏天，地震事件发生后，学院在安抚学生情绪、处理善
后事宜的同时，结合学校组织的针对辅导员和主要学生干部
进行消防、地震避险方面的培训，积极组织整理有关内容
的ppt，要求辅导员和学生干部通过召开班会、填答试卷等形
式，深入班级、宿舍普及防灾避险知识，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学院领导十分重视我院的消防安全工作，指定专人对学院消
防器材进行管理，并经常督促检查，确保消防设备无丢失，
消防器材无故障。对各重点部门人员落实了防火责任制，学
院除了组织相关人员参加学校的预防地震和消防安全的应急
演练外，还专门对实验室相关人员和门卫值班人员进行了消
防安全培训。在工作中严格实行责任制，坚决贯彻执行“消
防工作，预防为主，消防结合，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
特别是对于人员密集的学生宿舍和检查发现有消防隐患的实
验室进行重点的检查与督促，使师生在思想上时刻绷紧消防
安全的弦，在工作中时刻注意消防安全的事。同时，我们十
分重视对消防知识的宣传，除了配合学校保卫处进行校园宣
传外，还专门购置了消防知识挂图，并制作消防安全的宣传
版面，在全院进行宣传教育，使师生的消防意识等到了很大
的提高。20xx年9月，积极组织学院20xx级学生327名参加学
校消防演练，并邀请太原市万柏林区消防支队崔宁为同学们
进行消防安全知识讲座。这些做法，强化了广大师生的消防
意识，丰富师生的消防知识，使大家做到了未雨绸缪，防患
于未然。



全国减灾防灾心得体会篇四

5月4日至10日，根据宝坻区教育局《关于开展5。12防震减灾
宣传教育及应急演练活动的通知》要求，我校开展了“防震
减灾宣传周”系列教育活动，现将活动情况总结如下。

1、5月12日利用国旗下讲话对全体学生进行防震减灾教育，
并进行了一次地震疏散演练。

2、5月4日下午，以“防灾减灾日”活动为契机，学校组织人
员开展灾害风险隐患排查，对围墙、大门、消防设施、避雷
设备、水电设施进行了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工作，及时消除了
安全隐患。下午，各班出了一期防震减灾的黑板报，由少先
队大队部进行评比，不仅提高了学生的积极性，更是在过程
中学到了很多防震救灾的知识。

3、5月5日下午，以主题班会的形式组织师生进行防震减灾宣
传教育活动，在活动中向广大师生普及防震减灾的安全意识
和防震避震能力知识，重点宣传了地震的应对、防震减灾避
险等知识。

4、5月6日—10日，组织学生以防震减灾为主题进行手抄报比
赛。

1、学生安全知识面更广了，安全意识更强了，对注意安全的
理解更深了。

2、通过对各种灾害避险知识的学习，学生的自我保护能力和
意识更高了。

3、管理机制更加完善，教育责任到人，落实到位了。

4、创建了安全的教学环境，形成了“安全工作重于泰山”的
良好氛围。



全国减灾防灾心得体会篇五

5月12日，是汶川地震x周年纪念日，也是全国第x个“防灾减
灾日”，今年的主题是“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5
月6日至12日为“防灾减灾宣传周”。按照区教育局的部署，
我校积极开展了丰富多彩的“防灾减灾宣传周”系列教育活
动。宣传周活动突出了安全工作为学校工作的重中之重，形
成了家庭、学校、社会合力，狠抓了学生安全防范，提高了
学生安全自护能力。现将“防灾减灾宣传周”活动总结如下：

学校组织全体教师认真学习上级文件精神。建立以校长为组
长的.学校“应急避险大演练”和“防灾减灾宣传周”活动领
导小组;制定了“应急避险演练”和“防灾减灾宣传周”活动
方案。

1、5月6日召开班主任会议，宣传布置活动安排，确保了各项
活动的正常开展。

2、5月6日学校利用国旗下讲话对全校师生进行安全教育。

3、5月7日每班发放一份《小学生防震减灾安全小常识》由班
主任利用晨会对本班学生开展自救自护常识的培训，重点提
高学生的逃生意识和逃生技能。

4、5月12日前每班出了一期防震减灾的黑板报，由学校教务
处和少先队大队部进行评比，这次的黑板报从版面的设计到
内容的选择都是由学生自己完成，出的都非常的棒，因此教
务处决定班班有奖，不仅提高了学生的积极性，更是在过程
中学到了很多防震救灾的'知识。

5、5月8日前由学校安保处和总务处一起对校内一切设施设备
进行全面检查，对存在的安全隐患立即整改。

6、5.10开展自救自护的主题班会，重点防溺水教育。“自救



自护”主题班会

7、5月10日下午14点28分，广播室内传出警报声，同学们在
老师的组织下，用毛巾、红领巾等物品捂住嘴巴，有序地从
楼梯上下来，迅速到达安全地点集合。此次地震逃生演习，
进一步提高了师生自救、自护的能力，提高了师生应对紧急
突发事件的能力。

8、每位班主任老师上交了一份安全教育成功的典型案例。

1、学生安全知识面更广了，安全意识更强了。

2、通过对各种灾害避险知识的学习，学生的自我保护能力和
意识更高了。

3、管理机制更加完善，教育责任到人，落实到位了。

4、创建了安全的教学环境，形成了“安全工作重于泰山”的
良好氛围。

总之，“防灾减灾”宣传周活动，大大加强了对学生的安全
教育，建立起了一个安全的学习环境。在今后的工作中，我
校将继往开来，与时俱进，进一步做好学校的一切安全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