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制定应急预案的基本要求(优秀5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接下来小编就给大家介绍一
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写，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制定应急预案的基本要求篇一

树立全校师生安全无小事的意识，提高火灾发生后学生的应
急潜力，做到防范于未然。

组长：黄立华

副组长：吴绍孔(具体组织本次预案演练工作)组员：全校教
师

本校全体师生员工57人。

1、宣传动员阶段，各班应结合生活实际做好宣传动员工作，
明确本次应急预案演练的好处及注意事项，确保本次演练顺
利实施，到达预期目标。

2、各班班主任负责组织本班学生参演，是第一职责人，根据
校园演练工作领导小组的安排，做到按时、按质按量的完成
演练任务，并具体负责演练过程中各班学生的安全。

3、各班疏散线路

一、三年级沿左边楼道按顺序疏散到校园院子，四年级、二
年级按顺序沿右边楼道疏散到校园院子，学前班直接沿台阶
疏散到校园前面的院子。

4、具体要求



(1)指挥员第一声哨响为准备时间：半分钟，各参演人员拿出
毛巾(无毛巾者用衣服代替)捂住口鼻，防止将烟尘吸入;第二
声哨响即开始疏散，时间为半分钟。各班在规定时间内需全
部疏散到指定地点。

(2)各班应认真组织宣传，疏散过程中严守纪律，不得大声喧
哗，杜绝拥挤和踩踏事件的发生。

(3)演练结束后，各班集中到校园，进行本次应急预案演练的
总结。

制定应急预案的基本要求篇二

一、指导思想：

落实上级安全教育的精神，坚持“预防为主、综合整治、安
全第一”的原则，建立安全和谐校园。为确保校园万一发生
破坏性地震时，全体师生及幼儿能迅速地、有秩序地撤离教
学楼，最大限度地减少人员伤亡。透过地震演练，让全校师
生及幼儿在发生地震时能够采取正确的方法自救，能够迅速、
有序、安全地撤离疏散，提高师生的安全应急意识。特制定
本校发生地震演练计划。

二、防震应急领导小组：

组长：花日

副组长：苏雅拉其其格安格丽玛

成员：全体教师

三、演练要求：

1、演练时间：5月13日上午9：00



到9：30

2、全体领导小组成员和师生及幼儿务必要高度重视，根据布
置和安排，落实每个老师的岗位、职责和学生及幼儿疏散通
道、顺序和集合地点（活动场）。

3、地震灾害发生或演练，均以广播警报声或应急领导小组成
员的呼喊为警报信号。

4、师生及幼儿听到警报信号后，立即停止上课，所有老师立
刻到达指定岗位，组织学生及幼儿迅速撤离教学楼。

迅速转移到指定位置。如果有同学跌倒，要尽快扶起来。

6、疏散过程中，能够用双手护头，以防被砸伤。

7、各楼层负责指挥的老师疏散完所在年级的学生及幼儿后，
跟随所在年级的学生及幼儿立即撤离，路上如有学生及幼儿
摔倒或受伤，立刻把他们扶起来抬到指定的集合地点，各岗
位的教师迅速按指定地点分班级集合。

8、集合地点：操场。各班学生及幼儿到达集中地后，要立即
原地蹲下，保护头部。集合时每班排二列纵队，学生及幼儿
全体坐下，安静，班主任在队伍前面，副班主任在队伍后面。
班主任和副班主任迅速清点人数，报告班级组长，组长统计
完本年级各班人数及教师人数后，报告花日校长或安格丽玛
主任。

四、学生及幼儿自救方法、疏散楼梯安排及次序：

强烈地震发生时，一般伴有隆隆声、地光及地面抖动。从地
震发生到房屋倒塌有几秒到十几秒的时间，此时要教育学生
及幼儿必须要沉着冷静，不要恐惧慌乱，更不要无目的乱跑，
须在校园地震应急工作领导小组的统一指挥下开展应急疏散



演练。

1、地震时室内、外避险

听到地震警报后，处于教学楼内的师生立即停止教学活动，
告诉学生及幼儿不要慌乱，并指挥学生及幼儿将身体尽量缩
成一团，迅速抱头、闭眼、躲在各自课桌下，靠围墙的学生
尽量往里靠。躲避的姿势：将一个胳膊弯起来保护眼睛不让
碎玻璃击中，另一只手用力抓紧桌腿。在墙角躲避时，把双
手交叉放在脖子后面保护自己，能够拿枕头或其他保护物品
遮住头部和颈部。

在操场上的师生及幼儿就应到操场地或疏散区去躲避，就地
不动蹲下，用手保护头部，注意避开大建筑物或危险物（如
围墙、电线杆等）。

2、紧急疏散避险

等到地震结束后，为了防止较大的余震发生，就应立即进行
有秩序地疏散，到安全的地方去躲避余震。如家长来校接孩
子，准许家长到各班班主任处签字接走学生。

排，离门最近的学生及幼儿把门固定住，以免门被关上，影
响逃生时间。等所有同学都撤离了，他们才跟在队伍最后。

一楼动作要快，要小跑，迅速撤完，二楼再撤，以此类推。
下楼梯靠右走，楼梯上也是两路纵队，留出位置给抢救队通
行。不准在楼梯或走廊内互相拥挤，楼下的快一点，楼上的
慢一点，避免跌倒，发生踩踏事件。

五、岗位安排：

1、广播指挥：乌拉



2、楼层指挥：一楼：乌热

二楼：张海瑞

3、楼梯口负责人：一楼：牧仁陈培培

二楼：杜娟王俊佳

3、操场指挥：花日

4、计时：安格丽玛（计时从发出警报开始至全部师生到达集
合地点结束）

5、安全地带秩序负责：安格丽玛

6、各班级组长：自己班级的师生

7、各班班主任：自己班级的学生

8、抢救队成员：抢救组

9、摄影：吴苏雅拉其其格

六、临震应急行动

1、接到上级地震、临震预(警)报后，领导小组立即进入临战
状态，依法发布有关消息和警报，全面组织各项抗震工作。
各组随时准备执行防震救灾任务。

2、组织有关人员对所属建筑进行全面检查，封堵，关掉危险
场所，停止各项教室内大型活动。

3、加强对易燃易爆物品的管理，加强对食堂、门卫室等场所
的防护，保证防震减灾工作顺利进行。



4、加强对师生及幼儿宣传教育，做好师生、学生家长思想稳
定工作。

5、加强各类值班值勤，持续通信畅通，时掌握各种状况，全
力维护正常的教学工作和生活秩序。

6、各项物资准备。

七、震后应急行动

1、无论是否有预报、警报，当发生破坏性地震后，校园防震
应急领导小组成员立即赶赴校园，其他在校防震应急领导小
组成员务必在震后5分钟内在本校操场集合待命。

2、各防震应急领导小组成员在校长统一组织指挥下，迅速组
织人员参加本校抢险救灾。

（1）迅速发出紧急警报，组织仍滞留在各种建筑物内的所有
人员撤离。

（2）迅速关掉、切断输电、供水系统(应急照明系统除外)和
各种明火，防止震后滋生其它灾害。

（3）迅速开展以抢救人员为主要资料的现场救护工作，及时
将受伤人员转移到附近救护站抢救。

（4）加强对重要设备、重要物品的救护和保护，加强校园24
小时行政值班值勤和巡逻，防止各类犯罪活动。

2、用心协助政府做好广大师生及幼儿的思想宣传教育工作，
消除恐慌心理，稳定人心，迅速恢复正常秩序，全力维护社
会安全稳定。

3、迅速了解和掌握本校受灾状况，及时汇总向上级汇报。



八、其它

1、进入防震紧急状态后，校园指挥部将透过各种新闻媒介发
布各种命令、指示，防震减灾领导小组将透过电话、口授等
形式传达各种命令、指示。

2、在抗震减灾应急行动中，要密切配合，服从指挥，确保政
令畅通和各项工作落实。

制定应急预案的基本要求篇三

组长：

副组长：

通信联络组：组员：架子工全体成员。

抢救组：组员：钢筋工全体成员、机修组全体成员。

后援救治组：组员：瓦工全体成员、力工组全体成员。

秩序维持组：组员：木工全体成员。

善后处理组：组员：

2）确定消防器具，保证施工现场消防器具三套，并能正常使
用。

3）确定火源地点：施工现场外距离围墙3m的空地。

4）确定木材为火场燃烧物，点燃前在燃烧物木材上浇上汽油
助燃。

5）着火点燃烧范围：长×宽=2× 2m，高0。5m。



6）为避免由于风向因素导致使用灭火器造成适得其反的结果
和损失，经咨询气象部门：20xx年5月15日———5月20日均为
无风天气，故将演习计划定为：20xx月5月18日8：30时开始。

7）确定疏散防火通道。

8）演习前将演习书面计划报至演习实施地辖区医疗单位、消
防和公安部门。

9）火警电话：119。

2。1。3火灾事故应急救援演习过程

1）20xx年5月18日8：30时在着火点燃烧物木材上（2×
2×0。5m）浇上汽油，点燃木材。

2）职工向项目部报告：施工现场木材堆放区发生火灾。

3）、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领导小组立即展开工作，将情况上报
公司及工程监理部、工程建设指挥部。

4）第一时间同消防部门联系，同时启动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
案。在事故应急救援领导小组指挥下，各小组按预案要求、
迅速进入工作状态。

5）确认现场情况：燃烧物为木材，燃烧范围：2× 2×0。5m，
火势凶猛，距火点北侧5m为木方堆放区，东北侧约15m处为
原有六层建筑物，墙体为砖砌，东侧为水泥罐及砂石料场，
无人员受到伤害。

6）起火时间虽是无风天气，一旦起风、火势有可能会转移到
距火点东侧5m的木方堆放区。现场抢救组迅速分为三组：灭
火第1组利用灭火器在火点北侧以防控火势不蔓延为原则进行
灭火；灭火第2组利用灭火器在着火点东、西、南三个方向进



行灭火；灭火第3组迅速转移距火点北侧5m的木方堆放区进
行灭火（从木方堆放区火点侧开始）。

7）着火点被扑灭，火情解除。

8）对到达的辖区消防中队说明情况，将着火点被扑灭情况汇
报公司及工程监理部、工程建设指挥部。并通知演习实施地
辖区医疗单位和公安部门。

9）查明着火点起火原因，将事故过程及处理结果以书面形式
上报公司及工程监理部、工程建设指挥部及相关职能部门。

10）清理好火灾现场，恢复至原貌。

11）演习过程做好演习记录，演习结束后由指挥做现场总结。

（1）找出发生事故的潜在因素，及时解决。

（2）对演习情况做一次分析，掌握应急组织机构中各个环节
的运行速度和各个责任人员的熟练程度，以及整个应急程序
的有效程度，提出其中存在问题的环节，并制定有针对性的
调整方案。

（3）做好现场总结记录。

制定应急预案的基本要求篇四

各单位要坚持“预防为主、常抓不懈”的指导思想，按
照“统筹规划、着眼实战、注重实效”的原则，针对行业特
点以及安全生产和应急管理工作的薄弱环节，充分分析可能
存在的重大风险隐患，认真研究确定2021年应急演练内容。

二、演练目的



1、检验预案，通过开展演练，检验应急救援队伍的协调反应
和处置安全生产事故的应对能力。查找应急救援预案的不足
和缺陷，从而进一步完善应急救援预案，使其更具有科学性、
实用性和可操作性。

2、完善准备，通过开展应急演练，检查应对突发交通事故所
需应急队伍、物资、装备、技术等方面的准备情况，发现不
足及时予以调整补充，做好应急准备工作。

3、锻炼队伍，通过开展应急演练，增强演练组织单位、参与
单位和人员对应急预案的熟悉程序，提高其应急处置能力。

4、磨合机制，通过开展应急演练，进一步明确相关单位和人
员的职责任务，完善应急机制。

5、科普宣传，通过开展应急演练，普及应急知识，提高职工
风险防范意识和应对突发事故时自救互救的能力。

三、突出重点，严格演练内容和标准。

一是周密部署、统一指挥。各单位要结合年度工作重点和应
急预案制定演练计划，统一组织实施。

二是依法依规、保证质量。我局于本年度至少组织生产安全
事故应急救援演练及自然灾害应急救援演练各1次。“两客一
危一货”单位至少每半年组织1次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
演练。其它单位可参照“两客一危一货”单位应急救援演练
频次组织开展。演练方式主要以实战演练形式为主，演练内
容既要有综合性演练，也要有专项演练。各单位在确定演练
内容时要按照要求安排部署演练任务。

三是结合实际、注重实效。各单位实施演练过程中，要注重
实际与案例结合，有针对性制定演练内容，坚决避免形式主
义，真正达到演练队伍、检验预案的目的，确保演练取得实



际效果。

四、演练原则

1、结合实际，合理定位，紧密集合应急管理工作实际，明确
演练目的，根据资源条件确定演练方式和规模。

2、着眼实际，讲求实效，以提高应急指挥人员的指挥协调能
力、应急队伍的实战能力为着重点，总结推广好的经验，及
时整改存在的问题。

3、精心组织，确保安全，围绕演练目的，精心策划演练内容，
周密组织演练活动，严格遵守相关安全措施，确保演练参与
人员及演练装备设施的安全。

4、统筹规划，例行节约，统筹规划应急演练活动，充分利用
现有资源，努力提高应急演练效应。

五、工作要求

1、在开展演练准备工作之前制定演练计划，包括演练的目的、
方式、时间、地点、日期安排、演练策划领导小组组成、经
费预算等。

2、演练准备阶段的主要任务是根据演练计划成立演练组织机
构，设计演练方案，并根据需要针对演练方案对应急人员进
行培训指导，使相关人员了解应急响应的职责、流程和要求，
掌握应急响应知识和技能为演练实施奠定基础。

3、演练实施是对演练方案付诸行动的过程，是整个演练程序
中核心环节，演练实施当天演练组织机构的相关人员应在演
练前提前到达现场，对演练设备进行检查，确保正常工作，
确认无误后按时启动演练，并留有影像记录。



4、演练结束后，应针对本次演练组织相关人员进行点评和总
结，并从各自的角度总结本次演练的经验教训，确认评估报
告内容，对不足之处加以改进。

5、对演练中暴露出的问题，组织参加演练单位和个人，及时
采取措施予以改进，修改完善应急预案、有针对性的加强应
急人员的教育和培训、对应急物资装备有计划的更新等。

6、演练结束，由相关领导做此次演练总体评价并宣布此次演
练结束。

7、各单位确定专人按照演练完成情况按期报送演练档案。

制定应急预案的基本要求篇五

为开展好应急管理宣传周活动，我局制定了《凤城市安监局
应急管理宣传周活动方案》，对应急管理宣传周活动的组织
领导、活动内容、活动形式和活动重点等作了具体部署，对
应急管理宣传日活动、宣传咨询日活动、宣传报道、活动总
结等工作做出了明确安排。

10月12日，在市工人文化宫门前，开展应急管理上街宣传活
动，发放了《^v^突发事件应对法》和《辽宁省突发事件应对
条例》宣传品2000余份，并进行解读，使广大群众深入了解
两部法律法规的主要内容，了解立法的目的和重要性，对这
两部法律及应急救援的重要性能有深刻的认识。

通过张贴宣传画、悬挂宣传条幅、发放宣传材料、和深入到
企业等多种形式，大力宣传应急管理的法律、法规、安全知
识和灾害中的自救互救知识，进一步加强广大人民群众对安
全生产的意识。通过宣传学习，使广大群众初步掌握了遇到
突发事件如何有效处置和应对，如何自救、如何互救等相关
知识，确保将突发事件的损失降到最小。



总之，通过这次“应急管理宣传周”的活动，使广大群众对
《^v^突发事件应对法》和《辽宁省突发事件应对条例》有了
深刻的了解和认识，对突发事件的应急救援工作得到了进一
步的加强，安全防范意识上升了一个新的高度，为保证平安
凤城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