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小班幼儿园家长寄语的话 幼儿园
小班家长寄语(模板8篇)

总结是对过去一定时期的工作、学习或思想情况进行回顾、
分析，并做出客观评价的书面材料，它有助于我们寻找工作
和事物发展的规律，从而掌握并运用这些规律，是时候写一
份总结了。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总结吗？
那么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总结怎么写才比较好，我们一起
来看一看吧。

防抗台风工作总结 防汛防台风工作总结篇一

一、早落实、早安排

一是6月初公司成立防汛工作领导小组，对防汛隐患的排查

和整改做出了详细安排，要求各站进行自查，切实加强防汛
值班工作，全面落实防汛责任，同各班组签订汛期安全生产
责任书。

二是根据公司实际情况，进一步修订完善“防汛预案”
和“水上应急救援预案”。为确保浮桥拆除和应对洪汛突发
事件各项准备工作到位，站主要领导亲自带班，对拖轮、快
艇、装载机等重要抢险设备进行全面检修，加足油料，确保
随时可用。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密切关注汛情变化，
随时按照市、区水务部门要求和汛情发展态势，及时拆除浮
桥。

三是及时确定了2013年度防汛工作责任名单。进一步强调防

汛工作首长责任制、明确防汛成员的职责、对危险区和重点
防御相关人员进行调整，在善道交通集团安委会和地方海事
局的指导下，在星海湖进行了防汛演练。



二、抓好现场管理

切实汲取相关单位事故教训，坚持安全第一，严把车辆上桥
关，坚决杜绝超重超限车辆上桥通行；明确各岗位职责，组
织员工学习“安全生产制度”和“安全营收操作规程”，推
动安全发展；适当增加巡桥人员、安全员，加强桥面现场巡
查次数，设置醒目有效的禁止超速、超车、桥上会车、调头、
自行车骑行、桥上停留等警示标志。为巡桥人员配备对讲机，
一旦发现车辆故障，及时控制通行车辆并通知拖车救援，避
免桥面堵车带来的安全隐患。认真检查码头、舟船、桥面安
保措施落实情况，足数装全承压舟固定栏杆和两节舟体之间
的软链接并及时上油，确保安全栏杆齐全牢固，防止车辆、
行人坠河。每班清除缆绳上的漂浮物，严禁闲散人员在工作
区域内停留和玩耍。

三、加强对地质灾害的监测和治理

一系列措施的准备，做好迎战汛期的各项工作，一旦发生灾
情立即投入抢险救灾，并及时向上级部门上报灾情情况。

四、今后工作打算

1、认真贯彻落实上级有关防汛工作的文件会议精神，以切实
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为根本，继续完善好防汛工作预案，落
实好防汛责任制。

2、实行目标责任制的管理方式，实行群防群治。

3、加大对防汛物资的筹备，完善各种防汛设施。

4、加强对防汛抢险队伍的训练，努力提高他们的整体素质，
使防汛队伍拉得出，用得上，起作用。

5、防汛工作做到早安排、早落实，工作到位、责任到人。



防抗台风工作总结 防汛防台风工作总结篇二

福建省北部沿海地区暴雨警报

今天白天到夜间，宁德、莆田、福州三市部分暴雨，局部大
暴雨；南平、龙岩、泉州三市的局部有暴雨。24小时雨量
为50-100毫米，局部超过150毫米；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
水、7～9级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福建省海上大风警报

今天白天到夜间，中南部沿海：偏南风4-5级阵风6级转6-7级
阵风8-9级，台湾海峡：偏南风5-6级阵风7-8级转8-9级阵
风10级。

08月04日10时至05日10时福州市的闽侯县、连江县、罗源县，
莆田市的城厢区、荔城区、秀屿区、仙游县，泉州市的洛江
区、泉港区、惠安县、安溪县、永春县、德化县、南安市，
漳州市的长泰区，宁德市的蕉城区、霞浦县、古田县、福安
市、福鼎市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为黄色，地质灾害发生可
能性较大，应加强对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监测和对高陡边坡、
易发泥石流的沟口等易发区的巡查和防范，若发现地灾险情
应及时采取防灾避险措施，确保人民生命安全。

防抗台风工作总结 防汛防台风工作总结篇三

在接到上级部门关于做好防御“利奇马”台风工作的通知后，
我所第一时间召开抗击9号台风“利奇马”工作紧急会议，中
层及以上干部参加会议。

会上，全凤根所长传达了抗台会议精神，通报了台风“利奇
马”的动态，要求各个成员必须高度重视，把抗台作为当前
的头等大事来抓，并就当前抗台工作作了安排部署。一是迅
速向管辖企业下发抗台通知，要求做好各项迎台工作，重点



关注“两客一危”企业。二是落实“三防”政策，重点在思
想认识，人员到位，物资准备，值班等方面进一步增强和落
实，重点在应急车辆准备(5辆拖车，1辆牵引车)。三是加强
信息发布，及时掌握班线、公交停班信息，及时上报抗台信
息等。四是全面排查隐患，各个股室要立即到现场上门指导，
部署抗台工作。五是后勤保障工作到位，从今天起做好值班
准备工作，确保手机24小时通畅，全体人员周末坚守岗位正
常工作。

8月9日下午，在全凤根所长的带领下，各分管领导深入管辖
的企业，对“两客一危”企业、公交公司、维修企业、驾培
机构、出租车公司开展检查，要求各企业切实提高思想认识，
做好台风前的防备工作，并要求各企业该停班的务必停班。
我所共出动46人次，检查企业20家次。8月10日，除保障民生
的`部分危险品车辆在得到上级部门的许可后予以运输，其
他“两客一危”车辆一律停放安全区域。

根据上级部门的部署，我所安排了24小时值班人员，要求各
人员务必在岗，做好值班值守工作，并做好“三防”信息工
作的报送。

接到上级部门关于支援临海的通知后，我单位第一时间启动
应急预案，及时与嘉兴市远方物流有限公司取得联系，安排1
辆货车运输冲锋舟等救援设备，支援临海抗灾。

并于21时15分在徐闻再次登陆，登陆时中心风力12级。我区
受其外围影响，全区大部分地区普降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
雨，平均降雨约86.3毫米。这次台风给我区各行业尤其是农
业生产造成了严重损失，全区直接经济损失达2405多万元，
没有发生人员伤亡。

据初步统计，全区受灾人口3万人，农作物受灾面积17.8万亩
（其中粮食作物14.31万亩，花生1.6万亩，蔬菜1.89万亩）、
果树4.45万亩（其中香蕉0.3万亩，荔枝2.18万亩，龙眼1.45



万亩，其它水果0.52万亩），直接经济损失2000万元；损坏
水闸1宗、灌溉设施3处，水利设施损失275万元；市场物业损
失56.31万元；中小学校校舍损失48.9万元；禽畜、工业、交
通、通讯、供电等行业共损失24.8万元。

全区共安全转移危险区域人员5280人，其中五保户1830人，
地质灾害易发点区域50人，转移其他低洼地区、建筑工地、
危险房屋等人员3400人。

这次防台风“纳沙”工作，省、市各级党委、政府都十分重
视，市委邓海光书记、梁毅民市长亲自召开相关工作会议进
行部署，并对我区防御台风及救灾复产工作作出了重要批示，
市委常委肖叶、副市长黄心强两位领导还亲自到我区检查指
导防风工作。我区高度重视防风工作，认真贯彻国家防总和
上级党委、政府等领导的指示精神，并迅速将上级文件转发
到各镇（街道、开发试验区）和有关单位认真贯彻落实。我
区先后在区三防指挥部会议室召开了3次防御台风“纳沙”
和1次救灾复产紧急会议，部署防风及救灾复产各项具体工作。
区三防指挥部和区各职能部门共成立防风工作组41个，出动
工作人员205人；各镇（街道、开发试验区）及各村（居）委
会共成立防风工作组264个，出动人员792人，对全区危险区
域、低洼地点、建筑工地、地质灾害易发点和危房户进行了
排查。由于我区加强领导，及早部署，强化预测预报、及时
上传下达，确保信息畅通，启动了防风防洪应急预案二级响
应，迅速行动，突出重点，逐一落实各项防御措施，各职能
部门、各基层单位上下统一、密切配合，2措施到位，使我区
防风救灾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使台风灾害所造成的损失降
到了最低点。

（一）提高认识，加强领导。

根据气象部门的预测，强台风“纳沙”具有“速度快、强度
大、范围广、破坏力强”等特点，而且将对粤西地区造成严
重影响。面对即将来临的风情，我区党委、政府高度重视，



把做好防御台风工作作为当前一项重要任务来抓，加强领导，
严密组织，认真做好各项防范工作。

9月26日，我区成立了防御“纳沙”强台风工作领导小组，由
区政府主职领导任组长，区分管领导任副组长，各职能部门
主职领导为成员，具体领导和组织协调防风救灾工作。各镇
（街道、开发试验区）也相应成立了工作领导小组，全力以
赴，提前做好各项防御准备工作。同时，全区各级各部门都
强化了24小时值班制度，实行领导带班制度，三防部门密切
加强与市气象、水文等部门的沟通，及时掌握风暴最新发展
动态，做好上传下达工作。28日晚，区委书记丁锦文、代区
长李恒和等区领导放弃个人休息时间，亲自坐镇区三防指挥
部，统一组织指挥台风防御工作。

（二）全区动员，落实责任。

区委书记丁锦文和李恒和代区长两位主职领导高度重视防
御“纳沙”强台风工作，要求各镇（街道、开发试验区）党
政领导要亲自挂帅，对辖区的三防工作真正负起责任，务必
要树立防大风、防大汛、抗大灾的思想，严格对照三防责任
制，不折不扣落实各项防御工作，把各项防御准备工作3做实、
做细、做好，尽最大努力把损失降到最低。区政府分管副区
长李相同志每次都亲自参加国家和省、市防风视频会议，并
多次召开全区防风会议，全面部署防御台风工作，要求各级
各部门务必克服麻痹思想，明确责任，加强值班；以人为本，
突出重点，落实措施；关注动态，做好应急抢险保障等工作。
同时，区应急办和三防办联合发出通知，要求各镇（街道、
开发试验区）和有关部门积极做好风情、雨情的宣传和防御
发动工作，迅速将区三防会议精神传达贯彻到各村（居）委、
基层站所和群众中去，在全区形成人人知道台风、主动参与
抗击台风的氛围。

（三）以人为本，加强督查。28日下午，我区启动了二级防
风应急响应。



区四套班子成员立即按责任分工分别奔赴各自挂点镇（街道、
开发试验区）、村（居），做好台风防御指导工作。

我区还从三防指挥部成员单位抽调30多名专业人员组成11个
防风工作组分赴各地，督促检查各镇（街道、开发试验区）
防风预案措施、责任制落实和值班应守等情况，重点指导做
好危险区域人员转移和水利工程安全度汛工作的开展。我区
重点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首位，各地派出工作
人员到危险区域以及危房住户进行逐户查访，认真抓好人员
转移工作，特别是高山黄竹村委会以及镇盛、鳌头镇、开发
区等低洼村庄的群众转移工作，确保居住在危房的群众、五
保户和低洼地简易房等危险区域人员转移到安全地带。在防
御台风“纳沙”过程中，我区及时调拨了沙包5万个、木
桩500枝、冲锋舟3艘、4配备运输车辆等一批防汛物资，区轻
舟队、武装部、消防大队、公安分局等单位集合了55人的队
伍随时候命待发。

（四）部门配合，措施落实。

全区上下按照上级要求和部署迅速开展防风抗风工作。区直
各部门按照各自的职能，组织力量，做好防台风的各项准备
工作，并组织技术人员指导下属单位和相关行业做好防范工
作。为确保水利工程安全度汛，区水务局第一时间调集技术
人员对全区江河堤围、涵闸等进行详细检查，特别对有险情
的地方加强巡查，发现险情及时报告和处理，确保水利工程
安全度汛。区交通分局、规划建设局、农业局、经信局、畜
牧局、水果局、水产局等单位及时下派指导组到各地做好农
业、养殖业保护的指导工作。农业、畜牧部门指导对成熟的
农作物、水果等及时抢收，对香蕉及其它果树等高杆作物进
行木桩加固，对禽畜棚舍进行加固。教育部门密切注意做好
学生和危房校舍的安全防范工作，并于29日上午发出停课通
知。建设部门加强户外广告牌、临时工棚、危房等隐患排查，
及时排险，及时转移人员。民政部门配合当地政府对居住危
险屋舍的群众及孤寡老人、五保户做好撤离和安置工作，认



真落实临时避险场所，并积极做好发放救灾物资的准备。

早在29日中午台风未登陆前，我区委、区政府就未雨绸缪，
提前发出通知，要求各镇（街道、开发试验区）和相关部门
在台风过后1小时内，要迅速核实灾情及时上报。同时，区下
发5了《关于切实做好台风过后防御暴雨、大暴雨和救灾复产
工作的紧急通知》；要求各镇（街道）、各单位加强领导，
继续做好台风后防洪、防潮工作，切实做好灾后抢修工作和
消除灾痕的工作，维护社会生产、生活正常运行和稳定，确
保全区人民欢乐祥和度国庆。29日下午，区委丁锦文书记亲
自召集区四套班子、各镇（街道、开发试验区）和区三防指
挥部成员单位主职领导，召开了全区防御台风暨救灾复产工
作会议，并调整区国庆放假安排，要求区防风主要职责部门
原则上不放假，各镇（街道、开发试验区）10月1日—4日不
放假，全力做好各项抗风救灾和复产工作。

为更好做好救灾复产工作，9月30日下午，我区在三防指挥部
马上组织召开救灾复产工作紧急会议，区委副书记、代区长
李恒和亲自主持，并要求把救灾复产工作作为当前重要任务
来抓，要求全区各级、各部门积极行动起来，做到全民动员，
迅速掀起救灾复产工作高潮。区政府分管领导李相副区长对
我区救灾复产工作进行了全面部署，要求各镇（街道、开发
试验区）、各有关部门立即投入救灾复产工作，以争取主动，
全力以赴，措施到位来挽回受灾损失。

对全区各类农作物的救灾复产制定了五项具体措施，并下发
到各镇及各农业站所。区农业局还及时抽调农业科技人员组
成农业救灾复产指导工作组，分别下到各基层农村，具体指
导农户做好农作物护苗、保苗、排水、施肥、除虫等工作，
全力恢复农业生产。

畜牧部门迅速开展卫生消毒及畜禽尸体的无害化处理，防止
动物疫情流行；区水务局组织工作组下到灾区调查水利工程
损毁情况，制订水毁工程修复计划；区水产、林业、水果、



市场、教育等部门亦抓紧做好各项救灾复产工作。目前，我
区各级各部门各项救灾复产工作正在马不停蹄、有条不紊地
开展，并努力争取在国庆期间全面顺利完成。

防抗台风工作总结 防汛防台风工作总结篇四

编制目的

规范和促进防台风工作科学、有序、高效开展，提高防御台
风灾害的能力，最大程度减轻灾害损失，保障人民群众生命
财产安全。

编制依据

《^v^防洪法》《^v^水法》《^v^气象法》《^v^突发事件应对
法》《^v^防汛条例》《^v^水文条例》《山东省突发事件应对
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山东省防台风应急预案》《青岛
市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

适用范围

本案适用于青岛市辖区内的台风灾害及其引发的次生衍生灾
害预防和应急处置工作。

工作原则

（2）坚持统一领导、分级负责，实行各级政府行政首长负责
制；

（3）坚持依法规范、科学管理，使防台风工作规范化、制度
化、法制化；

（5）坚持快速反应、协同应对，依据职能分工，采取果断措
施，快速应对。建立联动协调机制，加强部门合作，共享资



源，依托军队和专业抢险队伍，充分发动人民群众，军民结
合，全力抗御台风。

风险评估

台风是极具破坏性的自然灾害现象，青岛地处西太平洋台风
北上路径之一，几乎每年都受到台风的影响，受台风影响时
伴有强降雨、风暴潮、巨浪等次生衍生灾害发生，破坏性极
强，通常造成的损失巨大。历史上青岛多次受到台风影
响，1985年第9号台风，造成27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亿元；
第9号台风“麦莎”造成万人受灾，紧急转移安置人口万人，
直接经济损失4亿多元。

工作重点

（2）防范小流域山洪、泥石流、山体滑坡等次生衍生灾害；

（5）做好沿海风暴潮防御和城乡低洼区域的防洪排涝；

（6）组织做好重要交通干线、重要电力设施防台防汛工作；

（7）做好台风预报预警，及时向公众发布台风信息。

事件分级

台风灾害事件由低向高划分为一般、较大、重大、特别重大
四个级别。

未达到较大及以上标准的台风灾害为一般台风灾害。

较大台风灾害包括：

防抗台风工作总结 防汛防台风工作总结篇五



一、积极防范，迅速落实防抗台风措施。在获悉第x号台风将
影响我市的气象预报后,紧急部署各企业和各物业组做好防范
措施，安排人员通宵值守，落实领导值班制度，各责任人24
小时待命，遇突发情况随时汇报。

二、台风暴雨之后，各部门工作人员迅速到位，立即到现场
巡查，处理灾后事宜。

三、对灾后情况统计，并将有关情况及时上报安全生产办公
室。

一、公司均没有人员伤亡和严重经济损失。部分物业和小区
内绿化有不同程度受损，已安排人员进行修复。

二、场地因受暴雨影响，目前仍被水浸，被吹倒的的树木数
量需在水退后方可清点。物业电房至综合楼之间的高压电线
被台风从高空上吹倒到地面，目前正在抢修。

三、x部门位于x办公楼内有6-7棵大树被吹倒，

部分物业屋顶受损已在维修。未造成严重经济损失。

防抗台风工作总结 防汛防台风工作总结篇六

接到防御x号台风xx和x号台风xx的预警通知后，我乡立即认
真落实防台指示和县会议精神，领导高度重视、及时部署、
科学指挥，广大干群通力协作、严密防范，竭力奋战，投入
大量人力、物力、精力，做了最充分的应急准备和响应工作，
把台风造成的损失减少到了最低程度，取得了本次防台工作
的全面胜利。

我乡高度警惕，迅速进入防御台风应战状态。一是乡村两级
分别成立防台风工作领导小组，加强组织领导、落实具体责
任。二是立即召开全乡干部大会，迅速启动防台应急预案，



部署防台工作具体措施。会议严格提出工作要求：要高度重
视，保持警觉，杜绝麻痹思想，确保本次防台工作无人员伤
亡，财产损失降到最低。三是领导干部分片包村，深入最前
线指挥工作。分工干部深入各村，实地开展工作。机关工作
人员全部在岗在位，实行24小时值班制，保持信息畅通无阻。
四是成立3个督查组，分别为草危房督查组，防汛督查组，防
台风督查组，排查情况、加强巡逻、督促工作。

面对灾情，宣传先行。在防台风期间，各村通过大喇叭，宣
传防台知识、防御办法、应急措施，并稳定民心、坚定信心，
做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提高群众自我保护能力。

我乡防台工作的重点是防汛、防台风和危房人员转移。我乡
一是防汛督查组对xx堤和全乡水系进行了一次安全检查，对
险工险段逐一排查并督促整治到位。乡内4条大沟水全部排清，
前后闸门关闭，看闸人员全部到岗到位，应急物资和抢险突
击队全部筹集到位。二是防台风督查组对全乡钢架大棚合作
社和农户上门通知，要求开放棚布，固定钢架，做好应急准
备。对境内所有企业、工地、广告牌等进行隐患排查，督促
整顿到位。三是草危房督查组对在档的所有81户草危房，逐
一上门通知提醒，300多人全部撤离到安全地点，确保不发生
人员伤亡。

台风过后，乡领导和分工干部立即深入前线，视察灾情，并
立即组织核查受灾情况，及时准确上报信息。立即修复电力、
电信设施，乡内企业、商业和群众进入正常生产生活状态。
指导村民开展生产生活自救，对倒塌、受损房屋进行修缮重
建，对倒伏农作物、大棚作物进行扶正。发动村民清理垃圾、
整治环境、搞好卫生。

防抗台风工作总结 防汛防台风工作总结篇七

编制目的



规范和促进防台风工作科学、有序、高效开展，提高防御台
风灾害的能力，最大程度减轻灾害损失，保障人民群众生命
财产安全。

编制依据

《_防洪法》《_水法》《_气象法》《_突发事件应对法》《_
防汛条例》《_水文条例》《山东省突发事件应对条例》等有
关法律法规和《山东省防台风应急预案》《青岛市突发事件
总体应急预案》。

适用范围

本案适用于青岛市辖区内的台风灾害及其引发的次生衍生灾
害预防和应急处置工作。

工作原则

（2）坚持统一领导、分级负责，实行各级政府行政首长负责
制；

（3）坚持依法规范、科学管理，使防台风工作规范化、制度
化、法制化；

（5）坚持快速反应、协同应对，依据职能分工，采取果断措
施，快速应对。建立联动协调机制，加强部门合作，共享资
源，依托军队和专业抢险队伍，充分发动人民群众，军民结
合，全力抗御台风。

风险评估

台风是极具破坏性的自然灾害现象，青岛地处西太平洋台风
北上路径之一，几乎每年都受到台风的影响，受台风影响时
伴有强降雨、风暴潮、巨浪等次生衍生灾害发生，破坏性极



强，通常造成的损失巨大。历史上青岛多次受到台风影
响，1985年第9号台风，造成27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亿元；
第9号台风“麦莎”造成万人受灾，紧急转移安置人口万人，
直接经济损失4亿多元。

工作重点

（2）防范小流域山洪、泥石流、山体滑坡等次生衍生灾害；

（5）做好沿海风暴潮防御和城乡低洼区域的防洪排涝；

（6）组织做好重要交通干线、重要电力设施防台防汛工作；

（7）做好台风预报预警，及时向公众发布台风信息。

事件分级

台风灾害事件由低向高划分为一般、较大、重大、特别重大
四个级别。

未达到较大及以上标准的台风灾害为一般台风灾害。

较大台风灾害包括：

防抗台风工作总结 防汛防台风工作总结篇八

接到防御台风的预警通知后，我乡立即认真落实防台指示和
县会议精神，领导高度重视、及时部署、科学指挥，广大干
群通力协作、严密防范，竭力奋战，投入大量人力、物力、
精力，做了最充分的应急准备和响应工作，把台风造成的损
失减少到了最低程度，取得了本次防台工作的全面胜利。

我乡高度警惕，迅速进入防御台风应战状态。一是乡村两级
分别成立防台风工作领导小组，加强组织领导、落实具体责



任。二是立即召开全乡干部大会，迅速启动防台应急预案，
部署防台工作具体措施。会议严格提出工作要求：要高度重
视，保持警觉，杜绝麻痹思想，确保本次防台工作无人员伤
亡，财产损失降到最低。三是领导干部分片包村，深入最前
线指挥工作。分工干部深入各村，实地开展工作。机关工作
人员全部在岗在位，实行24小时值班制，保持信息畅通无阻。
四是成立3个督查组，分别为草危房督查组，防汛督查组，防
台风督查组，排查情况、加强巡逻、督促工作。

面对灾情，宣传先行。在防台风期间，各村通过大喇叭，宣
传防台知识、防御办法、应急措施，并稳定民心、坚定信心，
做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提高群众自我保护能力。

我乡防台工作的重点是防汛、防台风和危房人员转移。我乡
一是防汛督查组对**堤和全乡水系进行了一次安全检查，对
险工险段逐一排查并督促整治到位。乡内4条大沟水全部排清，
前后闸门关闭，看闸人员全部到岗到位，应急物资和抢险突
击队全部筹集到位。二是防台风督查组对全乡钢架大棚合作
社和农户上门通知，要求开放棚布，固定钢架，做好应急准
备。对境内所有企业、工地、广告牌等进行隐患排查，督促
整顿到位。三是草危房督查组对在档的所有81户草危房，逐
一上门通知提醒，300多人全部撤离到安全地点，确保不发生
人员伤亡。

台风过后，乡领导和分工干部立即深入前线，视察灾情，并
立即组织核查受灾情况，及时准确上报信息。立即修复电力、
电信设施，乡内企业、商业和群众进入正常生产生活状态。
指导村民开展生产生活自救，对倒塌、受损房屋进行修缮重
建，对倒伏农作物、大棚作物进行扶正。发动村民清理垃圾、
整治环境、搞好卫生。

防抗台风工作总结 防汛防台风工作总结篇九

社区全面落实了一把手负责制，主要领导靠前指挥，全面安



排，科学调度，迅速启动相关预案，全面进入防台风应急状
态。从7月12日起社区党委李峰宇书记亲自带班，坐镇指挥，
应急领导小组也全部落实了24小时领导带班值班制度，及时、
全面、准确掌握台风动态和防御工作信息，确保了信息上传
下达及时准确，各项台风防御工作扎实有序进行。

2、各项防汛工作方面

对辖区的排水沟实施24小时值班巡查，发现堵塞及时疏通。
检查辖区内是否存在危墙等情况及时上报，并张贴禁行标志，
避免车辆行人通过。

对辖内所有大型广告牌匾进行了全面排查、登记，发现隐患
通知到户、落实到人，该加固的加固、该拆除的拆除，确保
安全无患。

对有地下停车库的单位或小区，对他们的配备防汛物资、人
员到位及抽水泵能否正常运行等落实情况进行检查。

把未成年人的安全放在首要位置。及时通知关闭中小学、幼
儿园等学校及社区青少年工作室。并要求各学校对校舍、院
墙、电路进行全面检修、维护。

茶园山小学是社区的避灾点，及时通知学校领导做好避灾点
的准备工作，防范于未然。

防抗台风工作总结 防汛防台风工作总结篇十

接到预警通知后，我乡立即认真落实防台指示和县会议精神，
领导高度重视、及时部署、科学指挥，广大干群通力协作、
严密防范，竭力奋战，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精力，做了最
充分的应急准备和响应工作，把台风造成的损失减少到了最
低程度，取得了本次防台工作的全面胜利。



我乡高度警惕，迅速进入防御台风应战状态。一是乡村两级
分别成立防台风工作领导小组，加强组织领导、落实具体责
任。二是立即召开全乡干部大会，迅速启动防台应急预案，
部署防台工作具体措施。会议严格提出工作要求：要高度重
视，保持警觉，杜绝麻痹思想，确保本次防台工作无人员伤
亡，财产损失降到最低。三是领导干部分片包村，深入最前
线指挥工作。分工干部深入各村，实地开展工作。机关工作
人员全部在岗在位，实行24小时值班制，保持信息畅通无阻。
四是成立3个督查组，分别为草危房督查组，防汛督查组，防
台风督查组，排查情况、加强巡逻、督促工作。

面对灾情，宣传先行。在防台风期间，各村通过大喇叭，宣
传防台知识、防御办法、应急措施，并稳定民心、坚定信心，
做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提高群众自我保护能力。

我乡防台工作的重点是防汛、防台风和危房人员转移。我乡
一是防汛督查组对堤和全乡水系进行了一次安全检查，对险
工险段逐一排查并督促整治到位。乡内4条大沟水全部排清，
前后闸门关闭，看闸人员全部到岗到位，应急物资和抢险突
击队全部筹集到位。二是防台风督查组对全乡钢架大棚合作
社和农户上门通知，要求开放棚布，固定钢架，做好应急准
备。对境内所有企业、工地、广告牌等进行隐患排查，督促
整顿到位。三是草危房督查组对在档的所有81户草危房，逐
一上门通知提醒，300多人全部撤离到安全地点，确保不发生
人员伤亡。

台风过后，乡领导和分工干部立即深入前线，视察灾情，并
立即组织核查受灾情况，及时准确上报信息。立即修复电力、
电信设施，乡内企业、商业和群众进入正常生产生活状态。
指导村民开展生产生活自救，对倒塌、受损房屋进行修缮重
建，对倒伏农作物、大棚作物进行扶正。发动村民清理垃圾、
整治环境、搞好卫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