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地震防范应对工作总结(通用5篇)
对某一单位、某一部门工作进行全面性总结，既反映工作的
概况，取得的成绩，存在的问题、缺点，也要写经验教训和
今后如何改进的意见等。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
总结呢？下面是小编带来的优秀总结范文，希望大家能够喜
欢!

地震防范应对工作总结篇一

为了在突发事件来临时，我厂的应急工作能快速、高效、有
序的进行，从而最大限度的保护全厂员工的生命安全，减少
不必要的人员伤害，于是在月份组织了突发事件应急演练。
现将演练结果总结如下：

一、领导的高度重视

组成了以厂长为总指挥，其他领导、安全员为副总指挥的领
导小组。分别成立了联络组、救护组、信息组等组织机构，
做到了全体员工参与，人员到位，各司其职。

二、演练前的准备充分

厂办公室制定了具有可行性的演练方案，组织厂领导、安全
员认真学习，明确演练目的和指导思想，熟悉演练过程和演
练中的注意事项，确保了演练的顺利进行。

三、演练过程的紧凑合理

模拟指挥部接到地震的报告，办公室人员通知演练开始，到
员工防护措施的过程井井有条。员工按预先制定的路线逃生，
砖坯窑内工人疏散的方法和各主要地点的人员安排，模拟事
故发生后急救方法也非常合理。



四、演练结果的意外和惊喜

地震防范应对工作总结篇二

xxx林业局xx年度突发事件应对工作总

结评估的报告

根据《xxx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做好xx年度突发事件应对总
结评估工作的通知》要求，现将区林业局xx年度突发事件应
对工作总结评估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xx 年来全区共发生森林火灾 起（一般火灾 起，较大火灾
起），过火面积公顷，受害森林面积 公顷，森林火灾受害率
‰，投入扑火人工 个，出动扑火车辆 余次。由于及时应对
处置措施得力，全区未发生重大和特大森林火灾 , 未出现扑
救森林火灾人员伤亡事故。

二、应对工作总结评估

1、组织领导。 我局高度重视森林防火工作，成立了森林防
火领导小组，主要领导亲自抓，分管领导具体抓，并确定了
具体工作人员。多次在党组会议、职工大会上安排部署，并
召开专题会议研究森林防火工作。

区森林防火应急预案体系。

3、完善管理工作。依法治火，加强督促检查，积极开展靠前
驻防和扑火演练工作，确保近年来没有发生大的森林火灾。

一是坚持“预防为主，积极消灭”的森林防火工作方针。认
真贯彻落实森林防火行政首长负责制，加强森林防火工作组



织领导。层层签订了护林防火责任状，将护林防火责任落实
到人头、山头、地块。确保森林防火层层有人抓、有人管。

二是认真贯彻落实森林防火工作各项安排部署，加强森林防
火检查督导工作。在春、夏两季火险高发期，林业局分别派
出工作组赴重点地区、林地检查督导森林防火工作，确保重
点林区安全度过森林防火紧要期，促进社会稳定。

三是强化宣传教育，切实增强干部群众防火意识。做到森林
防火警钟长鸣。普及森林防火知识，将森林防火有关法律法
规、森林扑火安全常识编印成宣传单，利用重要节假日分发
到群众手中，使得人人皆知。在林区道路两旁设置永久性森
林防火宣传牌，使森林防火尽人皆知，做到群防群治。

四是加强野外火源管理，消除火灾隐患。规定戒严区，明确
戒严期，严禁一切野外违法用火行为。加强清明节期间防范，
严格落实护林防火责任制。

五是加强森林防火扑火队建设。目前我区在保持了80人的区
级护林员队伍和六个重点林区乡（镇）、街办组建的专业扑
火队伍的基础上，区上又组织了护林防火灭火大队70人，对
崛围山等重点林区、路口、山头和要害部位实行严封死守，
巡视巡护。

三、存在的问题

1、森林防火专项经费不足，对业务工作正常开展有影响。

2、防火基础设施落后。由于缺少经费，防火物资储备不足，
一些护林站交通、通讯工具落后，遇有火情不能及时报告。

四、工作建议

1、加大经费投入，确保各项经费落实到位，保证突发事件应



对工作正常进行，真正做到“防患于未然”。

2、适时开展突发事件应对机制的演练，并保持定期化，使机
制常新常备。

平舆县xx年度突发事件应对工作总结评估报告

根据《驻马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开展xx年突发事件应对工
作总结评估的通知》和《平舆县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
有关规定和要求，县应急办对我县xx年度突发公共事件应对
工作进行了分析评估，形成了评估报告，现将有关情况报告
如下：

一、突发公共事件基本情况

xx年，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和市应急办的及时指导下，
经过全县上下共同努力，我县应急管理工作取得了积极进展，
各类突发公共事件的发生起数以及造成的死亡人数较往年均
有较大幅度下降。

（一）自然灾害方面。xx年，根据突发事件分级标准，全县没
有发生特大、重大、较大和一般自然灾害。

（二）事故灾难方面。xx年，全县共发生安全生产事故90起，
死亡2人，同比下降33%。全县非煤矿山、危险化学品、水利
农机、建筑施工事故为零，无较大以上事故发生。

（三）公共卫生事件方面。xx年，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络直报系
统进一步健全，传染病、食品安全事件等统计报告更加全面、
及时。没有发生突发事件。

件、恐怖袭击事件、民族宗教事件、经济安全事件、重大络
安全案件、监所事件、群体性事件等，突发社会安全事件发
生起数和参与人数均有明显下降，全县社会安全形势总体稳



定。xx年，查处散发法轮功宣传品案件6起，破获非法聚会案
件3起，摧毁非法聚会点3个，刑事拘留2人，批语教育56人。
发生5起一般性群体性事件全部得到及时妥善处置。

二、突发公共事件应对工作总结评估

平舆县高度重视应急管理工作。xx年，我县认真贯彻上级的各
项部署和要求，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完善应急预案体系，进
一步健全应急管理体制机制，积极做好各项监测预警和防范
处置工作，尽力避免、减少各类突发事件，经济社会保持了
又好又快的发展局面。

（一）健全机构，强化组织领导体系。为加强对突发事件应
急管理工作的领导，我县及时调整了平舆县应急管理工作领
导小组，全县的应急各职能部门均建立健全了组织机构，严
格落实工作责任制。公安、民政、气象、卫生、安监等部门
不断推进各级应急管理工作机构建设，进一步明确和落实应
急管理工作机构的各项工作职能，实行责任追究制，全县各
乡镇、街道也成立了相应机构，健全了组织体系。

人员，确保能够规范、有序、快速处置突发事件。各级各职
能部门在认真编制、完善预案的基础上，根据本级本部门情
况组织了各级各类20余次的实战演练。

（三）加强应急队伍建设，加大物资筹备力度。各相关部门
在充实应急队伍的同时，精心组织业务培训，不断提高工作
人员的综合素质。县应急办组织各牵头单位分别举办了综合
减灾、气象灾害防御和防汛抗旱等方面培训班，国土资源部
门组织村民进行了预防地质灾害培训，县安监局先后培训了
安全生产应急管理人员691人。公安局、卫生局联合开展了消
防武警和交通警察的医疗急救训练。公安部门根据应急工作
需要，加大硬件投入，卫生部门对全县的急救指挥调度系统
进行了全面的维护，保证了120呼救数字、模拟信号双接入，
计算机辅助调度等。



物资储备是做好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的必要条件。我县切实抓
好物资筹备工作，民政部门储备了救灾帐篷、救生衣、棉被；
水利部门储备了石料、大型抢险机械、麻袋、铅丝、木桩、
照明工具等。

息，力争在第一时间获得疫情信息，有效预防了疫情发生；
公安部门由110指挥中心牵头组织每月召开一次治安形势分析
会，把分散于国保、反邪教、治安、刑侦等部门的不安定因
素和涉稳类案件、事件信息，及时收集、整理，坚持编写全
县治安形势分析报告，未雨绸缪，有针对性地提出打防要求。

(五)多措并举，提高应急处置水平。一是加强督查。县应急
办和有关应急牵头部门经常组织有关人员在汛前、三夏、动
植物疫情易发期等时间段，进行督查，查看预案准备和演练
情况，值班情况，同时以明传电报的形式要求各有关部门认
真组织对重点部位进行拉式大检查，挂牌督办；二是加大资
金投入。县政府为应急工作添置了有关设备和物资，为应急
处置打下了物质基础；三是开展了对各类突发公共事件风险
隐患的普查和监控。组织人员认真开展了风险隐患普查工作，
全面掌握了全县各行业和领域各类风险隐患情况，建立了分
级、分类管理制度，落实综合防范和处置措施，实行动态管
理和监控。

（六）大力宣传，努力营造浓厚氛围。一是广泛开展法律、
法规和科普宣传活动。印制宣传资料15万余份，负责向群众
发放。教育、民政、安全监管、公安、卫生、农业、食品药
品监管、气象等有关部门广泛开展中小学公共安全教育、社
区减灾、安全生产、道路交通、消防安全、传染病防控、食
品药品安全、气象灾害应急避险等方面的宣传活动。二是着
力抓好突发事件新闻发布工作。县应急办协调新闻部门积极
开展应急管理宣传，加大政策法规宣传力度，新闻发布方式
更趋多样、覆盖范围更加广泛，有效增强了社会公众的安全
防范意识和避险自救技能。



三、工作建议

一是加强应急管理和突发公共事件个人应对方法宣传，加强
办事机构建设，整合资源力量。二是应建立突发公共事件工
作研判分析机制，加强对各种突发公共事件及不稳定因素发
展变化趋势的预测，加强社会稳定局势的评估，增强工作针
对性、主动性、实效性。三是应加强突发公共事件专业队伍
建设，开展应急处置的日常演练，提高快速反应和攻坚处突
能力。增强各职能部门在处置突发性事件时的协调配合，熟
悉处置突发公共事件的工作方案和预案，提高应急处置的能
力。四是应加强应急救援保障的经费投入，配齐必要的应急
救援物资设备，满足实战的需要。五是应加强应急救援队伍
对突发公共事件方面的知识和能力培训，切实提高突发公共
事件应对处置能力。

平舆县应急管理办公室 二0一0年元月二十八日

**乡xx年度突发事件应对

工作总结

根据区应急办《关于做好xx年度突发事件应对工作总结评估
和典型案例评析工作的通知》文件要求，我乡对xx年度突发
公共事件应对工作进行了认真总结、分析和评估。现将xx年
度突发事件应对工作总结如下：

一、xx年突发公共事件基本情况

（一）自然灾害。入汛以来，**乡先后遭遇四次特大暴雨袭
击，所有村都不同程度受灾，最大降雨量达毫米。全乡因灾
倒房97户287人，房屋室内进水、房前屋后崩坎滑坡797
户2146间，紧急转移安置受灾人员49户125人。直接经济损
失1398万元。农作物成灾面积3106亩，茶园绝收面积1502亩。
直接经济损失1386万元。强降雨过程共导致我乡11条公路遭



受大面积破坏，主要是路基坍塌，边坡塌方，桥涵冲毁、堵
塞。9月以来，由于连续阴雨，在原先受灾的基础上，再度发
生垮方和路基损毁。据统计，全乡累计坍塌方120处3000立方
米，倒塌挡土墙85处约3200立方米，水泥路面受损1880平方
米、砂石路面冲毁35公里，损毁小型桥梁3座。直接经济损
失2550万元。灾情发生后，党委政府紧急应对，全体党员干
部齐心抗灾，确保了大灾面前零伤亡、无大难，取得了抗灾
抢险的胜利。

（二）事故灾难方面。xx年，全乡共发生安全生产事

故5起，死亡4人，无较大以上事故发生。

（三）公共卫生事件方面。xx年，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络直报系
统进一步健全，传染病、食品安全事件等统计报告更加全面、
及时。没有发生突发事件。

（四）社会安全事件方面。我乡严格落实各项稳控措施，大
力加强社会管控，积极开展群体性事件预防、处置和重大矛
盾纠纷调处工作，全乡发生刑事案件2起，全部得到及时妥善
处置。

二、应急工作分析与评估

“十二五”以来，我乡认真贯彻落实全省、市和区应急管理
工作会议精神，成立了乡政府应急管理工作机构，完成了
《**乡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预案》的编制工作，基本形成了辖
区内较为完整的应急预案体系和社会预警体系，预案体系和
预警体系基本覆盖了我乡经常发生的突发公共事件的主要方
面，乡政府保障公共安全和防范处置突发公共事件的能力明
显提高。科学修编各类专项应急预案，强化应急值守和信息
报送工作，妥善处置各类突发公共事件，确保了全乡公共安
全和社会稳定。



召开安全生产大会，每季度召开专题会议，时常召开防范
重-23

应急自救知识相对欠缺，自救能力还不强。二是预案还不够
细。应急预案编制的质量有待进一步提高，少数预案的科学
性和操作性还不够强。三是应急演练规模较小、联动性不高，
针对性尚需加强。四是应急管理队伍的整体素质有待进一步
提高，应急管理专题培训工作需继续加强。

四、对突发事件应对工作的建议

面对多变的经济社会形势，我乡计划通过以下措施，积极做
好突发事件的应对工作。

（一）强化制度，全面落实责任，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按
照分级负责、条块结合的原则和“一岗双责”的要求，重点
落实领导责任制，层层抓好落实，并依照应急目标管理考核
程序和制度，对于责任和措施落实不到位的单位和责任人，
一抓到底，严肃追究领导责任。继续把应急管理工作摆在重
要位置。务求使全乡上下充分认识到，当前我国正处在经济
转换的关键时期，突发事件仍然易发；充分认识到，我乡经
济社会虽然取得了较快较好的发展，城乡面貌发生了巨大的
变化，但是背后往往潜藏着许多的矛盾和危机，各种突发公
共事件也难免出现；充分认识到，继续把应急管理工作摆在
重要位置并长抓不懈，尽快使全乡的应急管理工作进入常态、
稳态是当前工作的重点。

地震防范应对工作总结篇三

今年以来，我单位按照应急办的要求，认真扎实开展环境突
发事件应急管理工作，对应急管理工作开展了自查，现将我
站开展环境突发事件应急管理工作情况自查报告如下：

一、建立环境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领导机构，强化工作责任。



1、领导重视。会议对可能发生的环境突发事件应急管理工作
进行安排部署，按照应急管理工作的要求，全面推进环境突
发事件应急管理工作。

2、建立领导小组。为完善环境突发事件应急机制，迅速、高
效、有序地做好环境突发事件处理工作，建立了环境突发事
件应急领导小组。设立办公室、现场处置组，确定了各组的
工作职责，强化了工作责任。

二、逐步完善环境突发应急预案体系，明确工作措施 今年，
坚持统一领导，按照分类管理，责任到人，分级管理的原则，
在上级部门统一领导下，部门之间加强了的协同和合作，提
高快速反应能力。针对环境污染突发事件,按环境突发事件的
可控性严重程度和影响范围，制定了应急处置工作流程，明
确了各项工作措施，切实做好了环境突发事件应急管理工作。

三、强化应急处置队伍建设，组织应急演练

针对突发事件应急预案，为了强化应急处置队伍建设，
与20xx年x月x日组织开展了突发性环境事件应急演练活动。

地震防范应对工作总结篇四

1、 在各单元门张贴冬季防寒防冻温馨提示、对未入住的户
主张贴防冻温馨提示

2、空置房屋的防冻

物业管理服务企业负责看护的空置房屋的防冻。对于空置房
屋的外门窗(包括阳台门窗)进行检查，缺失的玻璃应补安，
确保门窗关闭严实。因为不供暖的空置房，全楼的上、下水
主管线都在其室内，一旦发生冻害，受影响的就是全楼的
住(用)户必要时还应将上、下水管线用岩棉等保温材料进行
保温，应采取措施避免上、下水管线受冻出现渗漏跑水现象。



3、共用设施、设备的防冻

进入冬季后，小区内共用设施设备也应该做好保温防冻措施。
上、下水管线、消防设施等大多在楼道内或房屋地下室内，
隆冬时节很容易发季冻害：如下水管道冻结造成下水不通，
消防温感报警器冻裂造成漏水等现象。因此，物业工程人员
对这些共用设施、设备进行保温。保温方法是用珍珠岩砌块
围护或橡胶管、岩棉、棕麻缠绑等。

4、楼道的保温防冻

入冬前应将楼道门窗关闭严实，缺损玻璃及时补安。屋面出
入口也要封闭严实。没有闭门器的楼道门应安装门弓子，以
达到楼道门自动回关，起到保温的作用。

地震防范应对工作总结篇五

20xx年冬季保产工作已经结束，我作业区认真梳理结合以往
冬季保产的经验，以不同形式回顾近年来冬季保产的事故和
故障教训，提前筹划措施、提前动手备资、提前引导入位。
为做到安全保障、设备完好、生产顺行。现总结如下：

一、强化安全，提高安全意识

1.利用10月份一个月时间，组织全员学习《道路交通安全
法》、《道路交通运输安全管理实施细则》、《甘肃省道路
交通安全违法行为罚款执行标准规定》、《储运部今冬明春
火灾防控工作专项行动方案》等有关交通运输法律、法规、
制度进行再次学习，进一步提高安全意识，恪守职业道德，
文明行车。

2.做好车辆出车前的安全检查，确保车辆安全装置完好有效，
各区域值班长负责以班组为单位，对出车前车辆的灯光、制
动、转向、雨刷器等安全装置进行专检，确保车辆安全装置



完好有效，严禁车辆带病工作。

二、突出人、机重点，抓住物、环关键

1.严寒气候条件下，挡风玻璃结霜，影响行车视线，应在车
辆行驶前设法消除。

2.寒冷天气行人和骑车人穿着御寒衣服较多，反应迟缓，避
让行动变慢。车辆行驶过程中应注意减速、提醒、提前主动
避让。

3.汽车在冰雪路面上行驶时，应减速慢行，并要避免急转弯
和紧急制动，以免产生侧滑、侧翻等事故。

4.路面结冰后，车辆附着系数减小，制动非安全区域增大。
停车时，应尽量选择干燥地点;如遇故障停车，要对车轮进行
稳固，并按规定置放警示牌。

5.对车辆的密封性和暖风装置要勤检查，有问题及时修复，
保证车辆室内温度尽量满足工作需要。

6.由于车辆后厢板密封不严或装料不及，造成撒料，容易滑
倒自行车、摩托车。车辆应保证后厢板的密合性良好;装载要
适度，杜绝撒料。

7.因路面积雪、结冰，影响车辆起步或正常行驶时，要及时
报告作业区调度室或有关负责人，相关组织人员应积极采取
撒盐、垫渣、除雪等防滑措施。

8.更换车辆拉运物料时，确认车厢内无粘接物料，防止混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