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防汛防台应急预案演练记录 防台
防汛应急预案演练方案(优质5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以下是小编为大
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防汛防台应急预案演练记录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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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汛防台应急预案演练记录篇二

是一个典型的内陆鱼米之乡，虽近年来传统的捕捞业明显地
萎宿，但其渔业养殖产业得到迅猛的发展。目前，县有19个
渔业专业村组、社（场），渔业总人口6020人，其中捕捞渔
民1091人，养殖渔民1350人，机动渔船563艘，非机动渔
船261艘，固定捕捞场所277处，流动捕捞渔船351艘，渔业养
殖总面积7.8万亩。渔民生活“连家渔船”集居停泊点比较典
型的有2处（大云、西塘）。群众性自然渔港15处,分散在各
（街道）渔业村组。

地处沿海地带，每年受1-3个台风影响。由于我县区域离海面
尚有几十公里距离，故根据台风的特征和以往实况，对我县
影响的台风一般风力在10级左右，最大时可达12级，过程雨
量一般在150毫米左右，最大可超过300毫米。这样的台风灾
害对渔业生产秩序和渔民生命财产安全都造成了威胁。

防汛防台应急预案演练记录篇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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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汛防台应急预案演练记录篇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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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汛防台应急预案演练记录篇五

1、负责现场防汛防台抗灾物资与器材筹备与管理和发放。

2、负责收集汛期台风警报的信息与通知，安排值班人员，组



织、召集抢救小组。

3、负责组织汛期、台风、暴雨降临前安全检查预防工作。

（1）第一组：总负责，施工现场高层塔吊、脚手架、物料提
升机、施工升降机；

具体由负责高层塔吊；

负责施工升降机；

负责物料提升机；

负责脚手架工程；

负责悬挑钢平台；

负责洞口、临边防护、高层临边堆物；

负责各类安全通道、防坠棚；

负责水泥仓库

（2）第二组：总负责基坑工程人防地下室防水排水及现场下
水道疏通；

（3）第三组：总负责临时用电、各部位配电箱、抢救物资现
场支援；

（4）第四组：总负责办公区、生活区宿舍，后勤生活保障救
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