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行政应急的价值意义 应急救护的心
得体会(大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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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
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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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应急的价值意义篇一

5月19日，在同学那里得知有急救知识大讲堂这样一个公益活
动，毫不犹豫跟同学一起参加了第三期的培训，在会上学到
了很多急救知识，更加清楚了急救的意义，三个小时的时间
过得很快，会后我积极自愿加入了急救志愿者协会。

5月26日第四期培训，我提前报名作为会场志愿者参加，这次
学到的更多，对这个协会和急救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实际操
作过程中，在医护人员的指导下，学到了更加规范的动作，
还结交了很多朋友。

会场上急救医护人员给我们深度剖析各种急救失败和成功的
案例，让我感触很多，缺乏急救知识，在面对紧急情况时我
们显得多么无奈，一个小小的不经意的动作有可能就会造成
一个生命的流逝。

古人云：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在生活中，医生的数量是
有限的，救护车的速度是交通决定的，太多的不确定因素会
让一个生命稍纵即逝。因此，更需要我们每一个人都实际行
动起来，掌握急救知识，为了每一条神圣的生命。起码让我
们在面对紧急情况时，能做的不再是无奈和等待。

如果人人都行动起来，世界将变得更加美好。我会一直坚持



下去，影响身边更多的人加入，会和所有的志愿者医护人员
们一起努力，让1%的概率不断朝着100%迈进！

行政应急的价值意义篇二

在街道的组织安排下，我参加了苏州市大学生村官培训，观
看了省委党校副教授韩丹《突发公共事件与应急管理》的专
题学习讲座。

突发公共事件是指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严重社会危
害，需要采取应急处置措施予以应对的自然灾害、事故灾难、
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它具有明显的公共性或社会
性、突发性和紧迫性，同时具有危害性和破坏性，必须借助
于公权力的介入和动用社会人力、物力才能解决。公权力在
突发事件应对过程中发挥着领导、组织、指挥、协调等功能，
公权力介入突发事件的应对和处理、妥善解决。

在因突发事件而产生的非常规状态下，政府同样必须依法行
政。依法积极应对突发事件、保障公共安全是政府的法定职
责。政府在应对突发事件过程中应当遵循尊重和保障人权原
则、职权法定原则、正当程序原则和比例原则等依法行政原
则，这些原则在抗击汶川地震过程中得到了切实的贯彻。应
当将非常规状态下的依法行政与常规状态下的依法行政结合
起来。重视非常规突发事件在常规状态下的依法管理。

突发公共事件应对管理是一项全新的工作，无论政府还是公
众，都需要认真学习，努力探索，提高应对的能力。应对突
发事件，关键是把预防和应急准备放在优先的位置，真正做
到防患于未然。只有牢固树立“居安思危、常备不懈”的意
识，逐步把握规律，主动采取防范准备措施，才能从根本上
减少突发事件的发生。同时，在无法完全避免突发事件发生
的情况下，要总结探索如何制度化、科学化、专业化地应对
各类突发事件。



第一，在处理突发事件时必须依法行政，公正文明执法，坚
决防止侵害公民基本权利的行为发生。

第二，建立健全应急管理制度。政府部门应在党中央、国务
院统一领导下，建立健全分类管理、分级负责、条块结合、
属地管理为主的应急管理体制，形成统一指挥、功能齐全、
反应灵敏、运转高效的应急机制。加快应急管理的法制建设，
形成有效应急管理法制体系，把应急管理工作纳入规范化、
制度化、法制化轨道。

第三，制定完善应急预案机制。认真制定突发公共事件应急
预案，健全监测、预测、预报、预警和快速反应系统，加强
专业救灾抢险队伍建设，健全救灾物资储备制度，搞好培训
和预案演练，全面提高政府和全社会的抗风险能力。

第四，加快建设科技应急体系。高度重视运用科技提高应对
突发公共事件的能力，加强应急管理科学研究，提高应急装
备和技术水平，加快应急管理信息平台建设，形成公共安全
和应急管理的科技支撑体系。

第五，以人为本，居安思危。把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
命财产安全作为应急工作的首要任务，最大限度地减少突发
公共事件及其造成的人员伤亡和危害。坚持预防与应急相结
合，做好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的各项准备工作。要在各级党委、
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建立健全“分类管理、分级负责，条块
结合、属地管理为主”的应急管理体制依法规范，加强管理。
使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的工作规范化、制度化、法制化又不失
人性化。

应对突发事件跟我们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涉及到我们每一
个人的切身利益，是我们大家共同的事情。在这个过程当中，
只有政府与公众都履行了自己的职责，充分做好了预防和处
置各类突发公共事件的思想准备、组织准备、物质准备和技
术准备，建立健全了社会预警体系和应急机制，提高了预防



和处置突发公共事件的能力，我们的生活才能变得更加平安
幸福，我们的社会才能变得更加和谐美好。大学生社区工作
者更要积极发挥自己的知识水平，提高应对公共事件的能力
与水平。

行政应急的价值意义篇三

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明确要求提高领导干
部依法行政的能力和水平。按照市、县局安排，我认真学习了
《公务员依法行政读本》及相关资料。通过系统地学习培训，
我增强了依法行政重要性的认识，开阔了视野，拓展了思路，
提高了自身的法律意识和理论素养，进一步明确了今后工作
重点和努力方向。

一、自己的学习体会。

(一)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的根本要求。通过学习懂得了加强
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依法治国，是我们党和政府管理
国家和社会事务的战略方针。法律是人民制定的，法律是人
民意志的体现。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
于人民，"各级政府受人民的委托，管理国家事务。依法行使
行政管理职能，就是贯彻人民的意志，履行人民的重托，保
障人民的合法权益。为了使政府有效而正确地行使人民所赋
予的权力，管理好各项事务，就必须通过正确执法，用法律
来规范、保障和制约政府行为。

(二)依法行政是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客观需
要。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法治经济最主要的问题是如何恰
当地规范政府行为，如何规范好政府与企事业单位、社会团
体和普通公民之间的关系，如何使政府从无所不包，无所不
管的状态顺利过渡到依法统筹，掌握全局，适当管理，做好
服务的轨道上来。政府不仅应按法律、法规做出行政决定，
而且，要求这种决定符合法律的意图和精神，符合公平、正
义等法律理性。



(三)依法行政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宪法原则在行政领域中
的体现。党中央对行政机关提出"依法行政"的要求，是我国
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和政治体制所决定的。我国是人民当家
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行政权力来源于人民，依法行政是人
民民主国家民主政治的本质体现。所以，迫切要求全面地实
行法治，依法规范行政权力。法律至上，一切行政活动都必
须受制于法律。因此，依法行政是对行政活动的一种限制和
约束，也是广大公民监督国家行政机关的一种手段。

(一)认真学习法律法规，增强依法行政观念。进一步加强学
习，积极参加各类依法行政的学习讲座，参加各级党委、政
府组织的集中学习，提高自己的法治观念。同时，加强自学，
确保在实际工作中能够熟练运用法律知识，做到依法行政。
加强党性修养，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加强政治学习和廉政
教育，全面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遵守党纪法规，正确行
使权力、履行职责，争做廉洁从政的排头兵。

(二)转变政府职能，服务经济发展。在实际工作中，把重点
放在为企业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加强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
减少对企业的干预，增强企业发展的税收优惠。我们必须做
知法、学法、守法的人，依法行政，严格执法，切实转变观
念，树立“执法为民”的理念，加强和完善各项工作制度。
加强学习，不断研究新情况、新问题，不断提高自身的应变
能力和办事能力。以经济发展为第一要务，以和谐稳定为第
一责任，以群众满意为第一追求，求真务实做好工作，树立
国税良好形象。

(三)严格依法办事，规范行政行为。有法可依，有法必依。
一切事物均按法律程序办理，杜绝驾驭于法律之上的任何行
为和个人。同时规范自己的行政行为，不做超越法律范围的
事。加强法制宣传教育，增强法律意识，提高法律素养。做
到依法决策，依法行政，依法管理，不断提高工作效率和为
人民服务的本领。



(四)强化法制教育，加强队伍建设。良好的法制观念是廉洁
行政执法的前提。我将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素质和执法水平，
努力抓好队伍建设，加强对税收执法人员的思想政治教育和
业务、法律法规知识的培训，努力实现税收执法人员培训经
常化、内容具体化，不断提高他们的思想政治素质和执法水
平。同时加强税收执法队伍管理，建立一支为政清廉、全心
为人民服务的执法队伍。按照法律法规要求规范税收执法行
为，认真执行"公正执法、严格执法、文明执法、廉洁执法"
的基本要求，努力推进税收执法工作“公开化、透明化”。
对执法违法、执法过错行为，严肃查处，决不姑息迁就，打
造一支高素质的税收执法队伍。

(五)找准自身角色定位，做好领导干部工作。当代领导干部
不仅仅是一个单位事务的管理者、领导者，还是人民群众的
公仆，这是当代领导干部最本质的角色定位，最能体现领导
干部的存在价值。因此，作为领导干部，必须树立正确的理
想信念，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在努力成为
优秀领导者的同时，还应当努力成为广大人民心声的代言人
和忠实的公仆。这就要求领导干部必须具备相关的业务知识、
过硬的政治思想素质、坚韧的意志品格、饱满的精神状态、
严谨的思想作风、积极和谐的身心素质和较高的工作能力，
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还要时刻保持敏锐性，与时俱进，
将税收工作与社会发展统筹起来，提高群众对自身工作的满
意度。

(六)在工作中牢固树立廉洁意识，做一名堂堂正正的干部。
首先要以“自重、自省、自警、自励”的“四自”方针来严
格要求自己。要做到大事不糊涂，小事不马虎，要以廉政模
范人物为“镜”，经常对“镜”自查、自励。堂堂正正做人，
老老实实做事，清清白白做官，做一名人民满意的好干部、好
“公仆”。其次要严格遵守党章、准则以及廉洁自律的各项
规定，自觉做到“四个管住”：管住自己的头，做到头脑清
醒，是非分明;管好自己的嘴，做到不该吃的坚决不吃;管好
自己的手，做到不该拿的坚决不拿;管住自己的腿，做到不该



去的地方坚决不去!

行政应急的价值意义篇四

电影《紧急救援》取材自真实事件，因而塑造的是一群你我
身边的平民英雄。他们在出勤时，是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的
救援队员，但卸下队服，他们也只是普通的丈夫、儿子、父
亲。每个人在生活中，都是普普通通的人，承担着不同的家
庭和社会责任。

这其中有难舍的亲情、有铁血的兄弟情，也有美好的爱情。
正是这些情感的羁绊，让影片能够更加触动人心，同时也更
好地诠释了“热血”的另一面，引得观众们沉浸其中，泪流
满面。

影片的三分之二都是哭着的，彭于晏这次的角色跟以往都不
一样，很勇敢，有父爱，这是一部“让人激动又感动”的电
影，“既有紧张刺激的视觉盛宴却又不失温情与感动”。

在电影预告片中，饰演救援队队长的彭于晏问绞车手王彦霖：
“为什么我们队可以合作这么多年？”王彦霖一脸笃定地回
答：“因为大家相信你”。

彭于晏平静纠正说：“因为我恐惧”。回答后如释重负，一
脸坦然。

看过太多关于救援英雄的电影，《紧急救援》这一次把英雄
还原成人。这样的人，熟悉有温度，熟悉到仿佛就是人群中
的你，仿佛是你我身边的朋友。

就是这样一群跟你我一样，有血有肉，有悲有喜的人，海难
发生之时，第一时间抵达，站在水火咆哮的最前面，守在危
险撤离的最后边，把生的希望送给别人，把死的危险留给自
己。



辛芷蕾饰演的救援队女机长，方宇凌成为了《紧急救援》的
万绿丛中的那点红。低空盘桓、逆风而行、劈波斩浪，每一
个千钧一发中的临危不乱，每一个惊涛骇浪中的九死一生，
都自带一股坚毅的硬核之美。

女人一旦“刚”起来，眉宇间的英气，举手投足间的行云流
水，都有着令人过目难忘的魔力。只是在国内所有救援题材
中却鲜少有活跃于救援一线的女性形象，而辛芷蕾自带的疏
冷和倔强无疑是最契合林超贤电影中那种凌厉的美感，如此
一来，对她饰演的女机长的期待顿时又添了一分。

影片《紧急救援》不仅具有大制作、大场面，能在视效上满
足大家的感官娱乐享受；同时，也注重和观众情感的共振，
以人物个性和真实的力量打动人心，做到以情动人，是一部
有血有肉有情有料的商业大片。

消防部队肩负着扑救火灾和抢险救援的重任，在灭火救援中，
往往会遇到许多危险情况，如危险化学品爆炸、可燃气体泄
漏爆炸燃烧、毒气扩散、建（构）筑物倒塌等，时有造成人
员伤亡，尤其是随着消防部队一警多能和消防社会化的发展，
勤务日益增多，情况复杂多变，扑灭火灾、抢险救援，险情
丛生，如不能实施有力的组织指挥和管理，加强安全防事故
工作，极易出现事故。据资料统计，过去几年间，消防部队
平均每年有20多名官兵因公或灭火救援英勇牺牲，光荣负伤
的就更多。因此，加强灭火救援中安全防事故工作显得尤为
重要。

“愚者用鲜血换取教训，智者用教训避免鲜血”，是的，事
后总结，很大一部分灭火救援中的伤亡事故，是可以避免或
减少的。如何既能完成好灭火救援任务，又能有效避免人员
伤亡，是我们消防部队亟待探讨的问题。

消防战士按照指挥员的命令而行动，保证消防队员的安全则
是指挥员的重要任务和责任。指挥员要有预测能力，充分估



计可能存在的危险，要掌握有关的安全防范知识，无论何时，
在下达命令时都必须考虑安全因素，任何侥幸猜测都是冒险
和不负责任的。指挥员下达命令后，要及时掌握灾情变化情
况，适时调整部署，增强布兵排练的灵活性，保证一旦发生
险情能迅速作出反应。要坚决杜绝下达命令的盲目性，指挥
员在部署力量时，要预先了解掌握属下各队员的行动能力，
要根据队员的体能、业务心理等素质分配任务，不能超限制
能力下达作战任务，否则，不但完不成任务，还会出现险情。
对于危险作业，指挥员应严格执行行动准则，充分做好救援
的相关准备工作，以防万一。指挥员还要学会借鉴以往灭火
救援中的经验做法，吸取教训，避免重蹈覆辙。要积极开动
脑筋，探索新形势下的灭火救援工作，针对新情况，摸索新
对策，确保灭火救援成功，防止事故发生。

搞好安全教育，是增强官兵预防事故自觉性，做好安全工作
的基础。对于消防官兵而言，必须熟练掌握各种器材装备的
性能，特点和操作规程，按章办事。要经常开展安全教育，
工作训练前后、节假日、重大勤务等的安全教育和经常性的
安全教育要时时抓，处处抓。要利用事故案例和防事故先进
典型，进行正反两方面的教育，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提出
防范和加强安全管理的新要求。只有在官兵牢固树立了预防
为主、安全第一的指导方针，才能克服麻痹思想，警钟长鸣，
自觉防范各类事故的发生。

实践证明，健全安全制度，并认真贯彻落实，是抓好安全管
理，防止事故、保证灭火救援顺利进行的有效措施。

要健全安全制度与组织。部队制定了几十项的安全制度，我
们制定的制度都是实践中总结甚至用血的代价换来的，要求
每位官兵严格遵守，在制定各种安全制度的同时，还要健全
各种安全组织，使安全工作得到组织上的保证。灭火救援中，
安全组织也要充分发挥作用，当好参谋，不能硬拼蛮干。

要落实安全责任制。发生了事故，要层层追究责任，不能包



庇了事，大事化小、小事化无。灭火救援中，违反操作规程，
不执行命令造成人员伤亡、财产损毁的，要严肃处理，只有
这样，才能增强领导人员做好安全工作的自觉性，增强官兵
防范事故的自觉性。

要搞好安全预测。对于灭火救援中可能出现的情况问题，要
先知先觉，一旦事发，能沉着应对，不致慌了手脚，乱了阵
法。

要搞好检查评比。检查评比有利于及时发现问题，堵塞漏洞，
消除隐患。

防护装备是消防员在灭火救援中进行危险作业，用于保护自
身安全的必备装备，是部队提高灭火救援作战能力，处置现
代条件下各种复杂火灾和化学灾害事故，抵御危险情况的重
要武器。消防部队要投入必要的资金，购置配备好消防员防
护装备，如空气呼吸器、防火隔热服、防化服、呼救器、照
明灯具等。消防员要熟练操作消防器材装备，不管在什么场
合都要能运用自如，要达到人与装备的完美结合，发挥出最
佳效益。消防人员要加强对器材装备的维护保养，经常检查
测试，发现问题要及时采取措施处置，避免因器材装备缺陷
而发生事故。要加强装备器材的训练，不能怕损坏贵重器材
而不练，把器材当成一种摆设，到了关键时刻卡壳。

要克服或减少灭火救援中事故频发的现象，需要消防部队全
体官兵齐心协力，共同探索，不断总结经验做法，防止重蹈
覆辙，避免新生事故。只有这样，才能达到有效预防的目的，
实现安全的目标。

行政应急的价值意义篇五

按照上级有关部门的.要求，20xx年5月份为应急预案演练
月(以下简称演练月)。我校以演练月为契机，坚持“安全第
一，预防为主”。着力构建和谐、平安学校，大力营造“关



注安全，关爱生命”的浓厚氛围，经过演练月活动，强化师
生的安全意识，提高师生紧急避险，自救自护本事。

学校进取响应，认真制订活动方案，周密部署，严格落
实“一把手”职责制，扎实开展应急预案演练月活动。

学校以演练月为契机，利用国旗下讲话，学校广播、墙刊班
报、宣传栏、举办安全主题班会、开展安全知识讲座、安全
知识竞赛等形式，宣传贯彻有关安全生产应急管理的法律法
规和《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演练指南》，推动应急演练活动深
入开展，提高师生的防范意识和应急本事。

学校依据案演练月活动方案的要求，认真做好应急预案的论
证，确保应急预案的科学性、可操作性及安全性。并于5月20
日进行应急预案演练。经过演练进一步明确各职能组应急管
理工作职责，提高相关部门和应急救援队伍协同应对本事，
掌握社会各类应急资源，推动应急救援体系建设。要从提高
构建和谐、平安学校管理本事，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高度，
加强对演练月活动的领导，精心组织、广泛动员，扎实有效
地开展好演练月活动。

学校经过应急预案演练，及时发现应急管理工作存在的问题，
强化制度建设，完善学校应急预案，补充应急装备。进一步
加强对危险源监测监控，提高师生风险意识和自救互救本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