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救灾减灾方案 防灾减灾救灾工作
总结(汇总5篇)

确定目标是置顶工作方案的重要环节。在公司计划开展某项
工作的时候，我们需要为领导提供多种工作方案。方案能够
帮助到我们很多，所以方案到底该怎么写才好呢？以下是小
编为大家收集的方案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救灾减灾方案 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总结篇一

一是学校紧紧围绕主题，采取多种形式，充分利用班（队）
会、板报等载体，通过组织“体验式、参与式”的主题班会
和教育活动等宣传形式，普及应急避险知识，提高逃生避险
基本技能，提升学生在紧急情况下自救互救能力，最大限度
减少生命财产损失；二是学校以“防灾减灾宣传周”活动为
契机，立足实际、因地制宜，组织师生全面开展一次以消防
安全、逃生自救等为的应急演练活动，提高学生防灾自救意
识和应急避险能力；三是学校将此次防灾减灾宣传教育活动与
“校园安全大检查活动”紧密结合，加强安全隐患排查治理，
采取有效防范措施，及时消除各类隐患，对存在的问题及时
进行了整治。

1.切实做好灾害性天气的防范工作。春夏季节是暴雨、 山洪、
雷电等自然灾害多发期，我们高度重视，克服侥幸心理，加
强做好灾害性天气的防范工作。对可能出现泥石流、内涝、
洪水、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的学校，要按照“不漏一处，不
存死角”的要求，进一步加强了对师生的宣传教育。

2.切实加强预防学生溺水工作。学校切实加强了预防溺水教
育，通过宣传教育，让学生清楚私自下水玩耍极端危险，知
晓当同伴溺水时的正确救援办法，不要贸然手拉手施救。对
学校或村镇附近的水坝、山沟、山崖等危险水域或地段告知
学生，教育学生不得前往，告知每个学生家长切实担负起学



生离校后的监护责任。

3.认真做好学校交通安全工作。广泛开展了交通安全知识宣
传教育、落实了“路队制”，加强了学生上、放学路途的安
全管理，教育和要求学生拒乘农用车、黑车、超载超速车、
摩托车等不安全车辆。

4.切实做好学校卫生防疫和食品（含营养餐）安全工作。 严
防群体性食物中毒或传染病爆发流行，提高了广大师生自我
保护意识和能力。

5.切实做好学校消防安全工作。重点检查校园消防设施、 电
器线路、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是否达标，切实做消防安全
工作，确保了不出现火灾或师生拥挤踩踏等事故。

6.积极开展应急疏散演练。按照教育部印发的《中小学幼儿
园应急疏散演练指南》要求，认真开展了应急疏散演练工作。

学校始终坚持“安全第一、常备不懈、以防为主、全力抢
险”的工作方针，立足于“防大讯、抗大灾”，科学防控、
群防群控，严格按照教育局近期下发的《榆中县教育系
统20xx年防洪度汛方案》和《关于认真做好学校防汛及地质
灾害防治工作的通知》等文件精神，切实做好学校地质灾害
防治工作，确保我校师生安全。

救灾减灾方案 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总结篇二

1、凡发生防汛灾情的学校必须在第一时间报告片区学校、片
区学校报告中心学校，再由中心学校报告区教育局、乡人民
政府。并在40分钟内再以书面报告的形式将汛情时间、地点、
伤亡损失、事故经过、抢险救灾等情况报中心学校，再由中
心学校按规定逐级上报。

2、一旦收到事故报告，各应急救援工作组必须迅速赶到事故



现场，疏散、抢救人员、转移财产和物资，把伤亡和损失减
少到最小限度。

（一）为切实加强防汛抢险救灾工作的组织领导，决定建
立“xx乡中心学校防汛抢险救灾领导组”。

组长：中心学校校长副组长：中心学校副校长成员：中心学
校各处室负责人、片区校、初中、中心园校（园）

长工作职责：负责指挥重特大事故的抢险救援工作，决定救
援工作中的重大问题的决策和处理，负责对上级请示汇报抢
险救援工作开展情况。

（二）领导组下设办公室、现场指挥组、抢险救护组、事故
调查组、后勤保障组。

1、抢险救援领导组办公室主任：

成员：

职责：负责综合协调工作，传达领导组指示，汇总各工作组
工作开展情况，拟草有关文字材料，作好正面引导宣传，为
领导组决策提供依据。

抢险救援办公室，设在中心学校办公室（联系电话：）

2、现场指挥组：

组长：

成员：

职责：负责救援现场指挥，综合协调安排各组工作，配合地
方党政，处理现场重大问题，及时向领导组请示汇报工作。



3、抢险救护组组长：

成员：

职责：负责事故的抢险救援工作，配合地方党政和学校做好
人员疏散、物资转移等。

4、事故调查组组长：

成员：

职责：负责开展事故调查工作。查明事故原因，确定事故性
质，划分事故责任，写出事故调查报告。

5、后勤保障组组长：

成员：

职责：负责保护事故现场，维护现场秩序，负责抢险救援工
作所需资金、物资、车辆、生活等后勤保障。负责对死、伤
者家属的安抚、慰问工作，做好亡、伤者的抚恤及理赔工作。

（三）各中小学（园）要根据学校实际情况，建立相应的组
织，健全应急机制。各校要建立监测和预警机制，制定详细
的师生避险工作预案，预案要明确责任人，并根据学校实际，
确定预警方法、避险转移路线、临时安置点，把防御措施落
实到每个学校、每个班级、每个学生。一旦发生汛情灾害等
紧急情况，及时启动预案，各工作小组立即进入工作状态，
有序组织师生安全转移，确保人员安全。

先人后物、先重后轻、及时有效。事故发生地学校按本预案，
在现场指挥组的统一布置下积极配合，有序开展工作。

1、抢险救援办公室实行24小时值班，值班电话：



2、一切行动听指挥，按照领导组的统一安排进行。

3、保护好事故现场，维护现场秩序。

4、各工作组及时向领导组报告工作开展情况，如发现新情况
立即报告领导组。各工作组要保持通讯畅通，随时报告工作
进展情况。

5、在抢险救援中，领导组要抽调有关人员和调用车辆，任何
单位和个人必须服从统一安排。

本预案一旦启用，各单位应在领导组的统一领导下，各司其
职，各尽其责，通力合作，协同作战，采取有效措施，把伤
亡和损失减少到最小限度。

救灾减灾方案 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总结篇三

历史将永远铭记08年5月12日14时28分地动山摇的发一刻，人
类在灾害面前是那么的无助，但从未停止过与自然灾害的抗
争，有血的教训，也有成功的经验。另据统计，我国每年大
约有一万六千名中小学生非正常死亡，中小学生因安全事故、
食物中毒、溺水、自杀等死亡的，平均每天有40多人，也就
是说每天将有一个班的学生在“消失”。

专家指出，通过安全教育，提高我们中学生的自我保护能力，
80%的意外伤害事故是可以避免的。所以学校把安全教育作为
重要工作来抓。根据苏州地区的灾害发生的特点和我校实际，
今天重点谈谈火灾和水灾的自护自救和互救。

如果学校寝室、教室、实验室、会堂、饭店、食堂和家庭着
火时，可采用以下方法逃生。首先要镇定冷静，不能惊慌失
措。

（1）毛巾、手帕捂鼻护嘴法



因火场烟气具有温度高、毒性大、氧气少、一氧化碳多的特
点，人吸入后容易引起呼吸系统烫伤或神经中枢中毒，因此
在疏散过程中，应采用湿毛巾或手帕捂住嘴和鼻（但毛巾与
手帕不要超过六层厚）。注意：不要顺风疏散，应迅速逃到
上风处躲避烟火的侵害。由于着火时，烟气太多聚集在上部
空间，向上蔓延快、横向蔓延慢的特点，因此在逃生时，不
要直立行走，应弯腰或匍匐前进，但石油液化气或城市煤气
火灾时，不应采用匍匐前进方式。

（2）遮盖护身法。将浸湿的棉大衣、棉被、门帘子、毛毯、
麻袋等遮盖在身上，确定逃生路线后，以最快的速度直接冲
出火场，到达安全地点，但注意，捂鼻护口，防止一氧化碳
中毒。

（3）封隔法。如果走廊或对门、隔壁的火势比较大，无法疏
散，可退入一个房间内，可将门缝用毛巾、毛毯、棉被、褥
子或其它织物封死，防止受热，可不断往上浇水进行冷却。
防止外部火焰及烟气侵入，从而达到抑制火势蔓延速度 、延
长时间的目的。

（4）卫生间避难法。发生火灾时，实在无路可逃时，可利用
卫生间进行避难。因为卫生间湿度大，温度低，可用水泼在
门上、地上，进行降温，水也可从门缝处向门外喷射，达到
降温或控制火势蔓延的目的。

（5）多层楼着火逃生法。如果多层楼着火，因楼梯的烟气火
势特别猛烈时，可利用房屋的阳台、水溜子、雨蓬逃生，也
可采用绳索、消防水带，也可用床单撕成条连接代替，但一
端紧拴在牢固采暖系统的管道或散热气片的钩子上（暖气片
的钩子）及门窗或其它重物上，在顺着绳索滑下。

（6）被迫跳楼逃生法。如无条件采取上述自救办法，而时间
又十分紧迫，烟火威胁严重，被迫跳楼时，低层楼可采用此
方法逃生，但首先向地面上抛下一些后棉被、沙发垫子，以



增加缓冲，然后手扶窗台往下滑，以缩小跳楼高度，并保证
双脚首先落地。

3、火场求救方法。

洪水到来之前，要尽量做好相应的准备。

1、根据当地电视、广播等媒体提供的洪水信息，结合自己所
处的位置和条件，冷静地选择最佳路线撤离，避免出现“人
未走水先到”的被动局面。

2、认清路标，明确撤离的路线和目的地，避免因为惊慌而走
错路。

3、自保措施：

备足速食食品或蒸煮够食用几天的食品，准备足够的饮用水
和日用品。

扎制木排、竹排，搜集木盆、木材、大件泡沫塑料等适合漂
浮的材料，加工成救生装置以备急需。

将不便携带的贵重物品作防水捆扎后埋入地下或放到高处，
票款、首饰等小件贵重物品可缝在衣服内随身携带。

保存好尚能使用的通讯设备。

洪水到来时的自救

1、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高
地、楼房、避洪台等地转移，或者立即爬上屋顶、楼房高层、
大树、高墙等高的地方暂避。

2、如洪水继续上涨，暂避的地方已难自保，则要充分利用准
备好的救生器材逃生，或者迅速找一些门板、桌椅、木床、



大块的泡沫塑料等能漂浮的材料扎成筏逃生。

3、如果已被洪水包围，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防汛部门取得
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

注意：千万不要游泳逃生，不可攀爬带电的电线杆、铁塔，
也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

4、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
东西，寻找机会逃生。

6、洪水过后，要做好各项卫生防疫工作，预防疫病的流行。

救灾减灾方案 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总结篇四

大家好！今天合肥一中校园广播的内容是防震减灾科普知识。

动物行为异常大体有三种：兴奋型异常，如惊恐不安、不进
圈、狂吠、如癫如狂，仓皇逃窜、惊飞、群迁等；抑制型异
常，如行为变得迟缓、或发呆发痴、不知所措、不肯进食等；
生活习性变化，如冬眠的蛇出洞、老鼠白天活动不怕人、大
批青蛙上岸活动等。

地声多数出现在临震前或震时，但也有出现在震前几个小时
甚至几天的；声音类似于机器轰鸣声、雷声、狂风呼啸声、
石头相互摩擦声等。地光：一般出现在临震前或震时，也有
出现于震前数小时或更早的`；形状各异，有带状光、片形光、
球状光、火样光、柱状光等；颜色多呈红、白、紫、橙等色。

抓住时机，利用预警时间紧急避震。大地震的发生虽然十分
突然，但在大地强烈震动之前，仍能出现一些人们能够感觉
到的有关现象。据统计，预警时间可达十几秒，少数可达20
秒以上，在20秒以内的占83%，平均预警时间为13。6秒。地
震时，人们如果能抓住预警时机就会有生的希望。



一、如果你住楼房，地震时不能滞留在床上，不能站在房间
中央。因为这都是身体最暴露、最不安全的地方。应立即躲
在牢固的桌下或床下；低矮、牢固的家具边；开间小、有支
撑的房间，如卫生间；内承重墙墙角。千万不能跳楼，不要
到阳台、外墙边或窗边去，也不要到楼梯去，更不要去乘电
梯。如果你住平房，地震时应立即躲在炕沿下；牢固的桌子
或床下；低矮、牢固的家具边。不要躲在屋顶大梁下、窗户
边；不要靠近不结实的墙体；不要破窗而逃，以免被玻璃扎
伤或摔伤。如果你正在学校上课，就要在老师的指挥下，迅
速抱头、闭眼，躲在各自的课桌下，震时千万不能慌乱拥挤
外逃，待地震过去后再由老师带领，有组织地疏散；如果教
室是楼房，一定要记住不要跳楼，不要拥向楼梯。当你在操
场或室外时，若在开阔地方，可原地不动，蹲下，双手保护
头部；注意避开高大建筑物或危险物；千万不要回到教室去；
不要乱跑、乱挤，待地震过去再按老师指挥行动。

二、如果你在影剧院、体育馆等处时，就地蹲在排椅下，用
书包等保护头部；避开吊灯、电扇等悬挂物。等地震过后，
听从服务员指挥，有组织地撤离。在商场、书店、展览馆等
处，应选择结实的柜台、商品（如低矮家具等）或柱子边，
以及内墙角等处就地蹲下，用手或其他东西护头；避开玻璃
的门窗、橱窗和玻璃柜台；避开高大不稳和摆放重物、易碎
品的货架；避开吊灯、广告牌等悬挂物。

三、如果你在户外，注意避开高大建筑物和构筑物。如楼房，
特别是玻璃幕墙的建筑、高烟囱、水塔等。注意避开危险物、
高耸或悬挂物、变压器、电线杆、广告牌等。注意避开其他
危险场所，危旧房屋、狭窄的街道、墙等。

四、如果你在野外，应迅速离开山边、水边等危险场地，选
择开阔、稳定地方就地避震；蹲下或趴下，以防摔倒；背朝
风向，以免吸进有毒气体。避开河边、湖边，以防河岸坍塌
而落水。避开陡峭的山坡、山崖，变压器、高压线及生产危
险品的工厂或危险品仓库，以防发生意外事故时受到伤害。



地震发生后，如果被埋压不能自行脱险时，一定要沉住气。
先试着把双手从压埋物中抽出来，保护自己不受新的伤害。
震后，余震还会不断发生，你的环境还可能进一步恶化，这
时你要保持呼吸畅通，尽量挪开脸前、胸前的杂物，清除口、
鼻附近的灰土；设法避开身体上方不结实的倒塌物、悬挂物
或其他危险物。如果暂时不能脱险，就要保存体力，不要大
声哭喊，勉强行动，尽量闭目休息，维持生命。同时还要与
外界联系，当听到人声时用石块敲击铁管、墙壁以发出呼救
信号，耐心等待救援。

敬爱的老师、亲爱的同学们只要你掌握了以上知识，灾难面
前，胜利永远属于我们！

救灾减灾方案 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总结篇五

安全职责重于泰山，防汛安全无小事，为了使学生有效避雷
避汛，举行避雷和溺水自救救助演练，为了保证学生能够处
危不乱，科学避险，减少安全事故的发生，学校曾多次组织
安全疏散演练。

4.警钟常鸣，把工作做细做实。

由于认识明确、措施到位，一年来，我校从未发生过安全方
面的意外事故。安全高于一切，防汛工作任重道远，学校防
汛安全工作是一个艰巨的长期的任务，不是一劳永逸的事情。
我们在加强日常工作管理和阶段状况总结的同时，树立了防
患于未然的安全意识。每名教师都能关心防汛安全，在全校
教职员工的共同努力下，陕飞二小小学防汛安全工作会做得
更好。

根据《总公司防汛工作基本预案》和总公司紧急防汛会议精
神，我站各级领导高度重视暑期防汛工作，提前做好了防洪、
防涝的思想及物资准备，并召开了防汛专题紧急会议，认真
制定抢险预案，组织防汛人员队伍，对站区进行全面隐患排



查。确保了汛期不出现险情。

1.领导重视，组织保证。

在暑期安全供气和十八大召开的关键时刻，站领导充分认识
今年防汛工作面临的严峻形势，高度重视汛期抢险工作，要
求汛期抢险工作要和今年汛期险情特点紧密结合，汛期抢险
工作要和安全生产保证供给工作紧密结合，成立了由站长任
组长，班子副职任副组长，中层干部为成员的抢险领导小组。
同时召开了防汛工作专题会议，宣传做好防汛工作的总要性
和总要意义，要求全站职工提高认识，动员全体职工积极行
动起来，做好防范，确保安全渡汛。

2.突出重点，抓住关键环节，全面落实防汛措施

根据今年出现的洪涝形势，按照统筹兼顾、突出重点、轻重
缓急、确保防汛安全的原则，抓关键环节，全面落实防汛措
施。

一是在防汛期间增设值班人员，由站领导轮流带班，加强重
点部位、重点设施的巡视检查力度。

二是严格要求中层以上干部、抢险人员和技术工人的手机必
须24小时开通，以备随时接受抢险指令。

三是把站内防汛工具摆放至值班室，随时应对突发险情。

四是指定运行值班人员对站内因雨水过大容易渗水的自来水
总阀室和新水泵房严加看守，如遇渗水情况，尽快用水泵抽
水排空，确保泵房安全。

通过我站干部职工的共同努力，在前期的防汛工作中没有发
生任何险情。今后，我们要不断加大防汛工作的力度，发扬
成绩，弥补不足，克服困难，不断创新，踏踏实实地将防汛



工作做得更好，确保安全生产。

3.下阶段防汛工作安排。

防汛工作取得了阶段性胜利，但防汛形势还十分严峻，我们
绝不能掉以轻心，要总结前阶段经验，查找不足，为确保今
年安全度汛，我站重点做好以下八方面工作。

1）、召开专题会议，总结前阶段防汛工作，布置下阶段防汛
工作重点。

2）、对站区的避雷设施进行一次全面检查。

3）、对站区的排水沟、雨水管道等设施进行检查，有问题的
及时进行疏通清理。

4）、对站区配电室、用电设备、设施、和生活用电情况进行
一次专项检查。

5）、从储供公司借一台大功率潜水泵，做到一用一备，以应
对更大险情。

6）、严格防汛值班制度，汛期保证全天24小时不缺岗，并增
加巡视检查次数，做好值班记录。

7）、严格要求中层以上干部、抢险人员和技术工人的手机必
须24小时开通，以备随时接受抢险指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