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自然灾害应急预案及演练内容 自
然灾害应急预案集锦(优秀5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
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以下是我为大家搜集的优质范文，仅
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自然灾害应急预案及演练内容篇一

自然灾害事故应急预案是灾害发生后，对受灾师生学习、生
活进行救助的紧急行动方案。本预案适用于洪灾、旱灾、地
震、冰雹及暴雨（雪）等因素而造成学校校舍倒塌、校园淹
没、道路阻塞等情况的应急救助反应。

成立自然灾害应急领导小组，负责预防、指挥、协调、处理
工作。

组长：

副组长：

成员：

1．加强自然灾害危害性的教育，提高学校全体师生员工自我
保护意识。

2．完善自然灾害事故的络，做到早预防、早报告、早处置。

3．建立快速反应和应急处理机制，及时采取措施，确保不因
自然灾害而危及师生安全和财产损失。

1．预防为主，常抓不懈。经常宣传自然灾害事故的预防知识，



提高师生员工的安全保护意识。加强日常检查，发现隐患及
早采取有效的预防和控制措施，努力减少自然灾害事故的损
失。

2．依法管理，统一领导。严格执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对自
然灾害事故的预防、报告控制和救治工作实行依法管理，对
于违法行为，依法追究责任。

3．快速反应，高效运转。建立预警快速反应机制，增强人力、
物力、财力储备，提高应急处置能力。一旦发生自然灾害事
故，快速反应，及时高效地做好处置工作。

1．高度重视，切实加强对自然灾害事故的领导和管理。将预
防自然灾害事故的工作纳入学校目标管理考核，并定期开展
专项督查检查，发现问题及时采取整改措施。

2．经常性地对校舍、场地、围墙、水沟、电线等建筑开展自
查，发现问题，及时消除安全隐患。

3．在自然灾害事故发生前进行师生员工疏散演练。

4．增加投入，切实加强易发自然灾害事故的基础设施。

5．不乱拉乱接临时线路，不违章使用电器，严格控制易燃易
爆物品的使用及管理。

6．开展火灾自救、恶劣天气自救逃生知识演习活动。

7．按规定使用和管理好消防器材，落实学校消防责任制度。

8．暴雨、雷、电等恶劣天气，严格按规定停止教学活动，请
家长配合接送学生上下学。

1．在暴雨、地震等自然灾害期间，建立24小时值班制度，并
设立和开通值班电话。



2．严格执行学校重大自然灾害事故报告制度。对发生的事故
做到按程序逐级报告，并以最快的通信方式报告有关部门，
确保信息畅通。

3．不隐瞒、缓报、谎报，或授意他人隐瞒、缓报、谎报。

4．建立自然灾害事故举报制度。任何部门和个人有责任和权
利向学校举报自然灾害事故的隐患，有权向教育行政主管部
门或上级政府部门举报有关学校不履行自然灾害事故应急处
理规定和职责的情况。

根据自然灾害事故的发生情况，启动响应的自然灾害事故的
应急预案，作出应急反应和处置。保证组织落实，人力落实，
财力落实，以最快、最高效的办法处置事件，确保师生的安
全。

1．学校发紧急撤离、集中信号。

2．学校立即停止一切教学活动，所有在场教师参加救援和疏
导。上课的由各任课教师带领学生按规定路线到指定地点集
中，班主任立即到班，老师在确认没有学生时最后一个撤离。

3．任课教师、班主任应按照平时疏散演练逃生的路线有组织、
迅速地疏散学生，地震、火灾等其他灾害发生时如安全通道
被破坏无法安全撤离时要稳定学生情绪，并引导学生转移到
相对安全区等待救援。

4．紧急撤离时，学生应停止一切活动，不得携带书包，迅速
离开现场，听从老师指挥，互相照顾，帮助弱小、有病同学
撤离。

5．门卫听到信号后打开所有大门，工作人员立即检查应急通
道是否打开畅通。



6．工作时间发生火灾时，发现者除拨打119、110报警外，迅
速报告学校领导，校领导应立即指挥工作人员关闭电源；夜
间发生火灾时，发现者要大声呼救，立即打119、110报警电
话，并报告学校领导。

7．发生漏水现象危及学生安全的应立即切断水源（消防用水
除外）、电源。

8．在报警的同时校领导应立即到一线进行指挥，校园应急领
导小组迅速作出反应，指挥各小组迅速到达指定位置。

9．除不可抗力的地震等自然灾害外，人为引起的灾害应急应
保护好现场，协助公安、消防部门进行事故现场分析，查明
原因。

根据法律法规及有关规定的要求，实行责任追究制，对所发
生的自然灾害事故特别是重特大事故，要进行严肃查处。对
于玩忽职守，疏于管理，造成学校安全事故者，应视情节轻
重，给予有关责任人相应处分。

自然灾害应急预案及演练内容篇二

为加强冰雪天气时我街道、社区道路、居民区、厂房防雪除
雪救灾应急工作的统一组织和指挥，合理使用应急资源，明
确街道应急工作各部门的责任和义务，做到迅速、积极、有
序、高效地处置、控制突发事件，将冰雪天气带来的影响减
少到最小，确保辖区生产、生活正常进行，根据国家、省、
市、区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街道实际，制定本预案。

在区、街应急办统一领导下开展冰雪天气各项应急工作，形
成社会整体合力。明确街道各部门、各社区职责，规范冰雪
天气防雪除雪救灾应急工作的组织、协调、指挥，提高防雪
除雪救灾应急工作的效率。重点保障社区道路、居民区特别
是城中村、菜市场、仓储企业等人员密集场所人民群众生命



财产安全和交通要道车辆出行安全。

（一）按照属地化原则。街道各部门按照责任区划分，与社
区一起负责区域范围内的防雪除雪救灾应急工作。在落实工
作责任的基础上，要充分调动驻地单位、志愿者的作用，就
近协调力量，提高防雪除雪应急救灾快速反应能力。

（二）快速反应原则。保持快速、高效、通畅的通讯联络，
收集、传达、反馈、汇总有关信息，接到信息后请示快、处
理快、反馈快。

（三）协同配合原则。及时进行全行业救援、配合，通力协
作。

（一）街道设立应急指挥部。设总指挥两名，由街道党工委
书记刘群，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张俊担任，负责协调
处置防雪救灾应急各项工作。指挥部办公室设在街道应急办，
由尚乃洪同志任办公室主任，负责辖区内防雪除雪救灾应急
工作日常运行管理和突发事件处置。

（二）应急指挥部工作职责

1、贯彻执行上级有关防雪除雪救灾应急工作的有关指示。

2、建立由应急办、城市建设管理办公室、社会事务办组成的
应急救援系统，提高冰雪天气应急救援快速反应能力。

3、实时掌握降雪信息，并将情况及时进行通报。

4、代表区政府、街道统一组织、协调和指挥辖区内的防雪除
雪救灾应急工作。

5、组织召开辖区内有关部门和单位工作会议，研究解决存在
的问题。



6、做好冰雪天气预防和宣传工作，不断提高辖区内人民群众
冰雪天气安全和积极参与防雪除雪救灾应急工作的意识。

7、遇有降雪天气，做好昼夜值班制度，并立即组织社区群众
做好防雪除雪工作，同时加强信息反馈。

（三）街道防雪应急成员单位的构成

由街道党政办、经济办、城市建设管理办公室、综治办（安
监站）、社会事务办、派出所、社区组成。

（四）街道防雪应急成员单位职责

1、贯彻执行上级有关防雪除雪救灾应急工作的有关指示。

2、在街道应急指挥部领导下做好冰雪天气预防、宣传、除雪、
应急等工作。

3、参加街道应急指挥部召开的工作会议。

4、城市建设管理办公室全面负责防雪除雪工作；

街道经济办负责防雪除雪工作经费保障；

党政办负责清雪除雪物资调配、宣传工作；

综治办负责仓储、厂房、工棚等屋顶积雪排查清除工作；

各社区负责各自辖区的防雪清雪；

街道各部门还负责包干区域内道路、树木枝丫、屋顶等除雪
工作。

5、建立应急队伍。建立一支防雪除雪救灾应急队伍，成员为
街道所有男职工。



街道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应根据气象预警信息，及时启动本应
急预案，并通知街道各部门和社区。街道应急成员单位应采
取相应的`防范措施，做好参与冰雪天气应急行动的准备工作，
将冰雪天气带来的影响降至最低。

（一）街道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密切关注冰雪天气形势的发展
态势。

（二）加强值班、值守，采取相应的防范措施，应急值班根
据冰雪天气随时进行安排。

（三）应急设备、物资由街道城市建设管理办公室、经济办
统一调度准备。

（一）街道应急指挥部将酌情对在防雪除雪救灾应急工作中
成绩突出的部门和个人给予表彰。

（二）对于在防雪除雪救灾应急工作中拒不执行本预案，玩
忽职守，造成损失或影响的部门或个人，街道应急指挥部将
予以通报批评，同时追究相关部门和人员责任。

自然灾害应急预案及演练内容篇三

为了提高我校自然灾害事故应急反应能力和救灾工作整体水
平，建立和完善灾害救助应急体系，最大限度地减轻或者消
除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确保广大师生员工的生命财产和校
舍安全，维护校园稳定，特制定本预案。

一、总则

自然灾害事故应急预案是灾害发生后，对受灾师生学习、生
活进行救助的紧急行动方案。本预案适用于洪灾、旱灾、地
震、冰雹及暴雨（雪）等因素而造成学校校舍倒塌、校园淹
没、道路阻塞等情况的应急救助反应。



二、灾害救助应急机构

成立自然灾害应急领导小组，负责预防、指挥、协调、处理
工作。

组 长：万季权

副组长：鱼小龙 曹永红 段英俊

成 员：高 强 樊永昌 王德锁 魏东江 陈荣瑞 李宏斌 陈孝
军

何斌社 郭 婷 张鹏亮 魏宝江 王彦博 毛建英 曹继平

杨 超 任 云 杨 荣

三、工作目标

1．加强自然灾害危害性的教育，提高学校全体师生员工自我
保护意识。

2．完善自然灾害事故的络，做到早预防、早报告、早处置。

3．建立快速反应和应急处理机制，及时采取措施，确保不因
自然灾害而危及师生安全和财产损失。

四、工作原则

1．预防为主，常抓不懈。经常宣传自然灾害事故的预防知识，
提高师生员工的安全保护意识。加强日常检查，发现隐患及
早采取有效的预防和控制措施，努力减少自然灾害事故的损
失。

2．依法管理，统一领导。严格执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对自
然灾害事故的预防、报告控制和救治工作实行依法管理，对



于违法行为，依法追究责任。

3．快速反应，高效运转。建立预警快速反应机制，增强人力、
物力、财力储备，提高应急处置能力。一旦发生自然灾害事
故，快速反应，及时高效地做好处置工作。

五、自然灾害事故的预防

1．高度重视，切实加强对自然灾害事故的领导和管理。将预
防自然灾害事故的工作纳入学校目标管理考核，并定期开展
专项督查检查，发现问题及时采取整改措施。

2．经常性地对校舍、场地、围墙、水沟、电线等建筑开展自
查，发现问题，及时消除安全隐患。

3．在自然灾害事故发生前进行师生员工疏散演练。

4．增加投入，切实加强易发自然灾害事故的基础设施。

5．不乱拉乱接临时线路，不违章使用电器，严格控制易燃易
爆物品的使用及管理。

6．开展火灾自救、恶劣天气自救逃生知识演习活动。

7．按规定使用和管理好消防器材，落实学校消防责任制度。

8．暴雨、雷、电等恶劣天气，严格按规定停止教学活动，请
家长配合接送学生上下学。

六、自然灾害事故的报告

1．在暴雨、地震等自然灾害期间，建立24小时值班制度，并
设立和开通值班电话。

2．严格执行学校重大自然灾害事故报告制度。对发生的事故



做到按程序逐级报告，并以最快的通信方式报告有关部门，
确保信息畅通。

3．不隐瞒、缓报、谎报，或授意他人隐瞒、缓报、谎报。

4．建立自然灾害事故举报制度。任何部门和个人有责任和权
利向学校举报自然灾害事故的隐患，有权向教育行政主管部
门或上级政府部门举报有关学校不履行自然灾害事故应急处
理规定和职责的情况。

七、自然灾害事故的应急反应

根据自然灾害事故的发生情况，启动响应的自然灾害事故的
应急预案，作出应急反应和处置。

保证组织落实，人力落实，财力落实，以最快、最高效的办
法处置事件，确保师生的安全。

1．学校发紧急撤离、集中信号。

2．学校立即停止一切教学活动，所有在场教师参加救援和疏
导。上课的由各任课教师带领学生按规定路线到指定地点集
中，班主任立即到班，老师在确认没有学生时最后一个撤离。

3．任课教师、班主任应按照平时疏散演练逃生的路线有组织、
迅速地疏散学生，地震、火灾等其他灾害发生时如安全通道
被破坏无法安全撤离时要稳定学生情绪，并引导学生转移到
相对安全区等待救援。

4．紧急撤离时，学生应停止一切活动，不得携带书包，迅速
离开现场，听从老师指挥，互相照顾，帮助弱小、有病同学
撤离。

5．门卫听到信号后打开所有大门，工作人员立即检查应急通



道是否打开畅通。

6．工作时间发生火灾时，发现者除拨打119、110报警外，迅
速报告学校领导，校领导应立即指挥工作人员关闭电源；夜
间发生火灾时，发现者要大声呼救，立即打119、110报警电
话，并报告学校领导。

7．发生漏水现象危及学生安全的应立即切断水源（消防用水
除外）、电源。

8．在报警的同时校领导应立即到一线进行指挥，校园应急领
导小组迅速作出反应，指挥各小组迅速到达指定位置。

9．除不可抗力的地震等自然灾害外，人为引起的灾害应急应
保护好现场，协助公安、消防部门进行事故现场分析，查明
原因。

八、责任追究

根据法律法规及有关规定的要求，实行责任追究制，对所发
生的自然灾害事故特别是重特大事故，要进行严肃查处。对
于玩忽职守，疏于管理，造成学校安全事故者，应视情节轻
重，给予有关责任人相应处分。

自然灾害应急预案及演练内容篇四

为建立健全应对各种突发性重大自然灾害紧急救助体系和运
行机制，规范紧急救助行为，提高紧急救助能力，迅速、有
序、高效地实施救助，最大限度地减少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
安全和财产损失，维护灾区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健康发展，
根据上级有关文件精神，结合我乡实际情况，制定本预案。

一、总则



（一）工作原则

以人为本。把保障人民生命安全作为自然灾害紧急处置的首
要任务，最大限度地减少自然灾害对人民生命的威胁和危害，
不断完善对弱势群体的救助手段，提高对突发性重大自然灾
害紧急救助能力。

以防为主。把灾害预防作为减灾工作的中心环节和主要任务，
完善工作机制，运用信息化手段，使测、报、防、抗、救、
援六个环节紧密衔接，提高对自然灾害发生发展全过程的紧
急处置能力。

分级管理。按照“两级政府、三级管理、四级网络”的体制，
实行“分级管理、按级负责”。除全市性特大、特殊自然灾
害外，一般及重大等级区域性自然灾害由乡政府负责组织处
置，责任单位和相关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分工负责，密切配
合，有效开展应急救援和善后处理工作。

（二）适用范围

凡在杨米涧乡地域范围内因发生的局地暴雨洪水、河流超标
准洪水、水库垮坝洪水和干旱缺水等水旱灾害，暴雨、冰雹、
暴雪、龙卷风、浓雾、高温、雷击、沙尘暴、寒潮、霜冻等
气象灾害，地震灾害，山体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
以及森林火灾和重大生物灾害等及其它突发的重大自然灾害，
适用于本预案。

二、本预案启动条件

凡出现下列任何一种情况，启动本预案。

（一）预警性自然灾害。县民政局和县气象台以及县防汛指
挥部等灾害管理部门发出自然灾害预警性通知，相关预案即
启动。



（二）广泛性自然灾害。造成全乡较大范围群众无法维
持“吃、穿、住”等方面的基本生活必要条件的状况。

（三）区域性自然灾害。受灾地区在实施救助过程中，提出
紧急援助请求或需要给予紧急援助的灾情。

（四）其他重大自然灾害。直接危及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的灾
情。县级预案启动的同时，本预案相应启动。

三、紧急处置指挥体系及职责任务

杨米涧乡自然灾害应急指挥部由乡党委书记白玉鹏担任总指
挥，乡长郑晓东担任副总指挥，其成员由乡属各单位主要领
导、派出所所长、乡卫生院院长、学区校长、各村支部书记
和村主任、乡分管民政领导和民政工作站站长组成，在乡党
委、政府领导下，在乡人民政府突发公共事件应急管理委员
会和乡防汛指挥部的直接指导下，负责救灾紧急援助工作的
组织管理和协调工作。

（一）杨米涧乡自然灾害应急指挥部主耍职责是：

预案启动后，会同乡有关站所、乡属有关单位及各村委及时
调查统计灾害影响范围和受灾程度，评估、核实自然灾害所
造成的损失情况以及开展救灾紧急援助工作的综合情况，及
时报上级部门并向社会公布。同时，根据具体受灾情况和救
灾紧急援助实际需要情况，经乡政府批准后，统一组织实施
救灾捐赠活动。

指导乡民政工作站迅速设立灾民安置场所和救济物资供应站，
做好灾民安置和救济款物的接收、发放、使用与管理工作，
确保受灾市民的基本生活，并做好灾民及其家属的安抚工作；
及时处理和焚化遇难者尸体。

（二）杨米涧乡自然灾害应急指挥部下设综合协调、宣传动



员、后勤保障、转移安置、接受捐赠（募集）、恢复重建以
及遗体处理等专门工作小组。职责分工如下：

综合协调：主要负责灾情信息的收集、整理和上报等工作，
及时掌握灾情动态，提出工作建议，制订具体措施；协助指
挥部处理日常事务，办理指挥部交办的其他工作；统计灾民
中外籍人士的具体情况，及时上报政府及民政局自然灾害应
急指挥部。

宣传动员：主要负责灾民疏散转移的宣传动员工作；受灾信
息在乡政府应急领导下，统一向社会公布，应及时、准确、
客观、全面的向媒体提供灾民救助情况及其他公众须知的信
息。

后勤保障：主要负责协调应急救灾物资的调配使用；配合有
关单位和村委做好应急救灾物资的组织、运输供应和疏散群
众工作；保障灾区困难群众“吃、穿、住、医”等基本生活。

转移安置：主要负责组织协调受灾或即将受灾居民的转移安
置工作，制定转移疏散方案，确定疏散转移的范围、路线，
指定安置场所。

社会捐赠（募集）：主要在本行政区域内负责发动组织社会
各界开展救灾捐赠活动；做好捐赠款物的接收分配和管理工
作。

恢复重建：主要负责调查统计灾区群众生活状况，制定灾民
口粮救济、衣被救济、伤病救济等救助标准以及危房修缮和
倒房恢复重建的救助规划方案；协助有关单位和部门做好灾
后困难群众的生产生活等工作；灾情稳定后，负责做好善后
移交工作。

遗体处理：主要负责收集管理遗体，组织群众认领遗体；及
时进行遗体火化；对无人认领的遗体进行统一火化安葬或就



地掩埋，并做好消毒防污。

四、应急准备

（一）资金准备

按照救灾工作分级负责，救灾资金分级负担的原则，乡政府
及乡民政工作站应制定救灾资金预算。根据受灾地区群众基
本生活状况作出具体安排方案抱县政府和民政局，并建立救
灾资金动态调整机制。救灾经费要重点用于灾民基本生活救
助。

（二）物资准备

按照救灾物资储备规划，乡民政工作站建立动态的灾民救灾
物资储备机制。经常与县民政局保持联系，确保县民政局相
关救灾物资的库存保持在一定的数量水平上，以备应急状态
下确保急需。

（三）灾时票据准备

制作灾时临时粮票等票据。当灾害发生时，向灾民发放临时
票据，在灾民的临时安置点附近设置发放点，由灾民凭借临
时票据向发放点领取相应的食品等生存必备物品，防止舞弊
和浪费。

（四）救灾装备准备

杨米涧乡根据《杨米涧乡自然灾害应急处置预案》的通知要
求，配备救灾必需的设备和装备。

（五）人力资源准备

在乡自然灾害应急指挥部和防汛指挥部的领导下，组织人员，
重点开展灾区的现场讦估及灾害管理工作。建立健全与公安、



武警、消防等专业救援队伍的联动机制，依托乡属各单位、
各村委，培育非政府组织和志愿者组织，建立“灾区紧急救
灾队”，并对其进行培训指导和专业支持，参与灾区防灾工
作；当灾害发生时，能够协助本区积极组织群众开展自救互
助，最大限度减少本区的受害伤亡程度。

（六）灾民安置准备

指导乡政府做好重点防控区域和单位的划定及乡转移安置区
域的协调工作，建立杨米涧乡重点防控区、单位和安置场地
的档案。同时，乡政府根据本地区成灾规律、人口密度、地
理环境等情况，按乡、村行政区域，分级规划和设定安置场
所，划定疏散转移路线。已确定为疏散转移通道的，应在显
著位置设置引导标志（牌）。乡政府应当设定村、户的对口
安置场所，建立相互联系方式及联络卡。

（七）社会动员准备

鼓励企事业单位、民间组织和个人为灾民救助工作提供资金
和物品援助，规范突发自然灾害社会捐助工作。充分发挥现
有经常性社会捐助接收站（点）作用，健全经常性社会捐助
接受网络，完善社会捐助表彰制度，为开展社会捐助活动创
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八）防灾减灾准备

配合乡防汛指挥部积极开展全民减灾教育，通过乡民政办、
乡派出所、乡医院等，开展减灾进村入户活动，有组织有计
划的为群众提供防灾减灾知识和技能培训。宣传应急法律法
规和预防、避险、避灾、自救、互救的常识，增强人民的防
灾减灾意识。

五、应急响应和灾后救助



（一）灾害预警

灾害预报部门发出灾情预警后，在乡政府应急指挥机构和乡
防汛指挥部的统一指挥下，乡政府应迅速按规程启动预案。

（二）灾情核定及报送

乡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发生的重大突发性灾情报送工作。
灾情发生时，要迅速组织力量赶赴现场核实灾情，在2小时内
向县政府和县民政局报告，并通报相关职能部门，灾情严重
的，可同时越级上报。并立即组织人员现场核实、评估灾情。
灾情报告内容主要包括：灾害发生的背景、时间、区域、影
响范围，受灾的严重程度和等级，人口受灾情况、人员伤亡
数字，房屋倒塌和损坏情况，农作物和其他经济损失情况，
救灾工作情况以及灾区存在的主要困难和问题。灾情稳定前，
各村委、民政工作站、和乡政府执行24小时灾情零报告制度，
并与乡救灾指挥机构保持不问断通讯联络，及时掌握灾情动
态，并随时上报。灾情稳定后，乡政府及相关单位、各村委
应组织力量，全面开展灾情核定工作，保证灾情数据的准确。
乡民政工作站会同乡政府在全面核定灾情的基础上，对因灾
死亡、失踪人员情况、房屋倒塌、损坏情况及灾民生活困难
情况等必须逐户进行核实，登记造册，为实施灾民生活救助
提供依据。

（三）紧急转移安置

接到重大灾情预警，在乡政府的统一领导下，乡民政工作站
应配合有关单位迅速引导灾民按指定路线疏散转移到临时指
定安置场所，实施紧急避险。安置受灾群众一般采取三种形
式，一是场地集中安置；二是征用设施安置；三是对口转移
安置。

（四）灾民生活救助



受灾群众疏散转移后，乡政府及乡民政工作站应在最短时间
内迅速组织救灾物资和生活必需品的调拨，并及时发放到灾
民手中，保证衣被、帐篷、饮水、食品等生活必需品的供应。
乡政府应根据灾情和灾害损失程度，按照“依靠群众，依靠
集体，生产自救，互助互济，辅之以国家必要的救济与扶
持”的救灾救济工作方针，以保证灾民基本生活需要为原则，
制定阶段性灾民生活保障计划，并向县财政部门申请安排救
灾资金，必要时可申请应急资金。同时，视灾情严重程度及
灾情的发展，及时向上级汇报灾情，申请给予救灾资金及物
资支援。县政府安排的救灾资金主要用于灾民转移安置、生
活必需品供应、住房恢复重建、灾后生活安排等基本生活的
需要和伤员的紧急医疗。

（五）组织和接受社会捐赠

预案启动后，根据县民政局的统一部署，乡民政工作站应立
即开通24小时捐赠热线，动员社会各界为灾区提供援助。必
要时，乡政府成立专门的接受捐赠领导机构和工作队伍，合
理安排接受场所和仓储设施，保证接受捐赠的需要。接受的
捐赠款物应坚持尊重捐赠者意愿和专款专用的原则，按照规
定程序，迅速安排使用，为灾民救助工作提供及时有效的支
持。

六、附则

本预案是《杨米涧乡人民政府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
的组成部分，在有关责任部门启动各类自然灾害应急预案的
同时启动本预案。

乡属各单位及各村委应根据辖区情况，制定相应的`自然灾害
的应急预案。

本预案根据《杨米涧乡人民政府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
实施过程中调整作相应的调整。



自然灾害应急预案及演练内容篇五

根据气象部门发布预报，近段时间我县将以阴雨、低温天气
为主,今年是近几年来最寒冷的冬天，为了有效提高应急处置
学校自然灾害事件的能力和水平，规范应急处置工作，减轻
自然灾害的危害，保障全体师生员工的人身安全，减少学校
资产损失，根据国家有关预防自然灾害的规范性文件，特制
定本应急预案。

学校切实加强领导，成立预防自然灾害工作领导小组，一旦
发生自然灾害事件，立即启动应急预案，领导小组快速有效
开展工作。

学校预防自然灾害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

副组长：吴济平、张建华

组 员：辛小兵、马卓亚、邱燕萍、李卫兵、刘晓英、林华林、
江玲玲

1、加强自然灾害危害性的教育，提高学校和广大师生员工自
我保护意识。

2、完善自然灾害事件的报告网络，做到早预防、早报告、早
处置。

3、建立快速反应和应急处理机制，及时采取措施，确保不因
自然灾害而危及师生安全和财产损失。

1、预防为主，常备不懈。经常宣传自然灾害事件的预防知识，
提高学校和师生员工的安全保护意识。加强日常检查，发现
隐患及早采取有效的预防和控制措施，努力减少自然灾害事



件的损失。

2、依法管理，统一领导，严格执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对自
然灾害事件的预防、报告控制和救治工作实行依法管理，对
于违法行为，依法追究责任。在当地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的
统一领导下，成立学校自然灾害事件应急处置领导小组，负
责预防、指挥、协调、处理工作。

3、快速反应，运转高效

建立预警快速反应机制，增强人力、物力、财力储备，提高
应急处理能力。一旦发生自然灾害事件，快速反应，及时高
效地做好处置工作。

1、高度重视，切实加强对自然灾害事件的领导和管理。将预
防自然灾害事件的工作纳入学校目标管理考核，并定期开展
专项督查检查，发现问题及时提出整改措施。

2、学校应经常性地对校舍、场地、围墙、水沟、烟囱、电线、
树木等建筑定期开展自查，尽早发现问题，及时消除安全隐
患。

3、学校应在自然灾害事件发生前做好师生员工的疏散安排工
作。

4、增加学校投入，切实加固好自然灾害事件易发生的基础设
施。

1、学校在台风、暴雨、地震等自然灾害期间，应建立24小时
值班制度，并设立和开通值班电话。

2、严格执行学校重大自然灾害事件报告制度。对发生的事件
做到按程序逐级报告，并以最快的通讯方式在2小时之内报告
有关部门，确保信息畅通。



3、任何部门和个人都不得隐瞒、缓报、谎报，或授意他人隐
瞒、缓报、谎报。

4、建立自然灾害事件举报制度。任何部门和个人有责任和权
力向学校举报自然灾害事件的隐患，有权向教育行政主管部
门或上级政府部门举报有关学校不履行自然灾害事件应急处
理规定和职责的情况。

根据自然灾害事件的发生情况，结合学校的特点，学校应启
动相应的自然灾害事件的应急预案，作出应急反应和处置。

保证组织落实，人力落实，财力落实，以最快、最高效的办
法，处置好事件发生情况，确保师生的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