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防灾减灾工作方案水利局(模板6
篇)

方案可以帮助我们规划未来的发展方向，明确目标的具体内
容和实现路径。方案能够帮助到我们很多，所以方案到底该
怎么写才好呢？以下是我给大家收集整理的方案策划范文，
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防灾减灾工作方案水利局篇一

今年5月12日是我国第24个“防灾减灾日”，为做好今年“防
灾减灾日”的各项工作，根据上级相关通知要求，结合我校
实际情况，现制订如下活动方案：

充分认识开展防灾减灾主题教育活动的重要性，开展防灾减
灾主题教育活动，提高广大师生的防灾减灾意识，增强防灾
避灾、自救互救能力，有效减少人员伤亡。

组长：

副组长：

成员：

切实有效地开展防灾减灾知识教育。认真贯彻《中小学公共
安全教育指导纲要》和《中小学（幼儿园）安全管理办法》，
切实有效地抓好防灾减灾知识教育。把防灾减灾知识和相关
能力的培养作为学校安全教育的重点内容之一长期抓下去，
抓出实效。

1、认真组织开展四个活动。即：阅读一本关于防灾减灾的书
籍，听一堂防灾减灾讲座，分享一次避险经历，开展一次家
庭灾害风险隐患排查。



各班要加强宣传引导，积极为开展四个活动提供条件，推进
活动广泛、持续、深入开展。

2、大力开展防灾减灾宣传教育。在活动期间，各班要采取多
种形式，重点开展食品卫生安全、交通安全、防溺水、防雷、
防台、防汛、防地质灾害及防传染病等安全教育，同时，要
结合当地灾害风险隐患等特点，让每位学生学习防灾减灾知
识，掌握避险自救技能。

3、开展一次防灾减灾演练。学校将组织师生，结合当地灾害
风险、灾害特点，开展一次防震疏散演练活动。演练活动将
从实战出发，保证全员参与，力求安全有序，进一步检验本
校防灾减灾应急预案的可操作性和实用性，提高处置灾害的.
能力。

4、扎实开展灾害风险隐患排查整改。学校将组织开展一次灾
害风险隐患排查整改工作，尤其要结合季节特点，重点对校
舍、厕所、围墙、档墙、排水设施以及消防、避雷、用水、
用电、等进行检查，对检查出的问题和隐患，要及时制订和
落实措施，逐个消除。同时，结合近期学校安全管理工作，
继续深入排查整改接送学生车辆和安全保卫隐患，最大限度
的查找问题，整改隐患，确保师生安全。

防灾减灾工作方案水利局篇二

今年5月12日是全国第24个“防灾减灾日”，为切实做好全办
中小学、幼儿园防灾减灾日及防灾减灾宣传周各项工作，根
据市教育局《关于认真组织开展第七个防灾减灾日活动的通
知》（市教[2021]50号）文件精神，结合我校实际，特制定
本方案。

科学减灾,依法应对。

5月11日至17日为防灾减灾宣传周,5月12日为“防灾减灾宣传



日”。

为切实加强对防灾减灾工作的领导，确保工作实效，特成立
第七个防灾减灾日活动领导小组。

充分利用黑板报、宣传栏、电子屏、校园广播等途径，通过
主题班会、专题讲座、知识竞赛、观看影片、发放宣传资料、
召开家长会等形式，深入开展灾害科普知识、应急避险、自
救互救以及逃生知识等宣传教育活动，进一步普及防灾减灾
知识，增强防灾减灾意识，提高广大师生自护自救能力。

认真组织师生全面开展一次重点针对防震、防火、防暴反恐、
防踩踏、防地质灾害等的应急演练活动。演练时要制定好科
学可行的演练方案，确保设计合理、指挥有序、疏散快速。
通过演练，让师生熟悉各类灾害预警信号、应急避险技能和
逃生疏散路径，确保在突发事件来临时，学校的应急工作能
快速、高效、有序地进行，从而最大限度地保护师生的生命
安全。

结合目前的汛期安全检查，对厕所、实验室、围墙、体育活
动场所、学校周边等重点部位进行安全隐患排查。要特别注
意检查疏散通道是否畅通、安全门设置是否合理、校舍及围
墙等是否有倒塌危险、校园及周边是否存在地质灾害隐患。
做到不走过场，不留死角，认真查找存在的漏洞和风险隐患，
建立好台账，落实好整改措施。

（一）加强领导，周密部署。明确职责分工，抓好工作落实。

（二）广泛发动，全员参与。拓展途径，多形式开展宣传教
育活动，营造浓厚宣传氛围，提高宣传实效，确保广大师生
人人参与，全员得到提高。



防灾减灾工作方案水利局篇三

通过开展防灾减灾系列宣传教育活动，普及各类灾害基本知
识和防灾避险、自救互救基本技能。深入推进防灾减灾知识
进学园、进课堂，切实提高师生的安全防范意识和自我保护
能力，确保校园安全稳定。

认识地震风险，掌握减灾技能

20xx年5月9日

（一）成立“防灾减灾日”宣传周领导小组

组长：庄丹容

副组长：张小兰

成员：何丽玲、颜明妍、李玲玲、苏小燕

（二）形式多样的活动

1、利用国旗下讲话对全园师生进行防灾减灾专题国旗下讲话，
对全园师生进行安全教育。

2、开展灾害风险隐患排查整治，重点对教学楼、办公楼、食
堂、大型玩具等建筑设施进行一次安全隐患排查，对发现的
风险隐患，落实责任，立即采取防范治理措施，及时消除隐
患。

3、各班老师和保育员与学生一起防灾减灾动画片《蟾童》，
增强自身的安全意识，提高自救自护能力，并附上照片。

4、出一期有关防震减灾的主题板报。



5、利用电子屏进行防震减灾教育周宣传。

6、利用校讯通进行防震减灾教育周宣传。

7、举行防震疏散演练，提高师生的安全警惕性，增强全园师
生面对灾难的应对能力。

防灾减灾工作方案水利局篇四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省、市、县关于开展“5.12防灾减灾
日”宣传活动的精神，进一步抓好我镇防灾减灾工作，结合
省、市、县相关工作部署，决定将5月12日—5月18日定
为“5.12”防灾减灾周，并开展防灾减灾专项活动。特制定
如下方案：

一、活动目的

紧密围绕党和政府以人为本、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
防灾减灾理念，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
面向我县广大群众，大力宣传、普及、推广防灾减灾知识和
避灾自救知识，切实增强全县人民防灾减灾意识，深入推进
我镇应急救援能力建设，为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创造良好
环境。

二、活动时间

20____年5月12日—5月18日。

三、组织领导

“5.12”防灾减灾周活动由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杨炬负总
责，党政办主任邓国政负责统筹协调，具体实施。

四、活动重点



1.大力宣传做好防灾减灾工作的重大意义。

2.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全面宣传普及
防灾减灾有关法律法规和防灾减灾、自救互救基本知识。

3.抓好公共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减少安全隐患。

五、活动安排

防灾减灾宣传专项活动。在5月12日—5月18日期间利用逢场
天在场镇设立“5.12防灾减灾日”宣传点，并充分利用广播、
板报、发放宣传资料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认真组织开展
好防灾减灾宣传专项活动。一要抓好新闻媒体宣传。充分发
挥电视、广播、报纸以及党政网宣传阵地作用，及时开辟专
栏、设置专门时段，系统宣传防灾减灾相关法律法规和防灾
减灾、自救互救等知识。二要抓好集中宣传。在5月14日开
展“5.12防灾减灾日”宣传活动，在场镇设立集中宣传站，
悬挂防灾减灾宣传标语、发放宣传单等形式，对防灾减灾、
自救互救知识进行宣传。

六、活动要求

提高知识，统一思想，高度重视，切实根据防灾减灾有关法
律法规和知识，结合各自工作实际，制定切实可行的活动方
案，组织开展防灾减灾周相关活动，并与日常工作紧密结合
起来，推动防灾减灾活动深入扎实开展。

防灾减灾工作方案水利局篇五

1、通过这次班会，让学生充分认识地震造成的严重危害。

2、让学生了解并掌握一些地震的基本知识，教育学生发生地
震时不慌张，到安全的地方躲避。



3、增强学生自我保护的意识,提高自我保护能力，有利于学
生的健康成长。

【活动准备】图片，歌谣

【活动过程】

一、主题：弘扬防灾减灾文化，提高防灾减灾意识，创建平
安和谐校园

二、地震前准备：

1、地震前有哪些征兆你们知道吗?现在请听童谣《地震前
兆》。

地震前兆

震前动物有前兆，人民预防要作好。

牛羊骡马不进圈，老鼠搬家往外逃。

鸡飞上树猪拱圈，鸭不下水狗狂咬。

麻蛇冬眠早出洞，鸽子惊飞不回巢。

兔子竖耳蹦又撞，鱼儿惊惶水面跳。

家家户户都观察，综合异常作预报。

(2)备好防震应急包。配齐应急物品。家具物品摆放要重的在
下、轻的在上;

(3)将床放在内墙(承重墙)附近，要远离屋梁和悬挂的灯具。

三、地震时自救知识：



1、地震时的避震原则是什么?

(应就近伏在床下、桌下和小跨间房屋里等安全角落，待震后
迅速撤离。)

2、地震时怎样自救?(学生讨论交流，再做补充和总结。)

(1)首先要切断电源、气源，防止火灾发生。用枕头或手或坐
垫保护头部。

(2)在平房冲出房屋到空旷地带，如果来不及，就在坚硬家具
下伏而待定，再伺机转移。

(3)在楼房遵循就近躲避原则。就近躲避到床、桌下登“安全
角”或厨房、卫生间、储藏室等小开间内，不要跳楼，待强
震过后有序撤离。从高楼撤离时应走安全通道，千万不要坐
电梯。

(4)在教室内不要向教室外面跑，抱头、闭眼，躲在各自的课
桌下，待地震过后，在老师的指挥下向教室外面转移。在操
场室外时，可原地不动蹲下，双手保护头部。注意避开高大
建筑物或危险物。

(5)在街道上就地选择开阔地蹲下或趴下，要避开高大建筑物，
如：楼房等。

(6)一旦震动停止，就要迅速撤离到安全地方被埋压时最重要
的是树立生存信心,沉着冷静。首先挪开头部周围的杂物，保
持呼吸畅通，闻到煤气、毒气时，用湿毛巾等捂住口、鼻;用
砖、木等支撑残垣断壁，以防余震发生后环境进一步恶化。
不要哭喊，尽可能控制自己的情绪、休息，等待救援人员到
来。如果受伤，要用简易的办法包扎好伤口，以免失血太多，
造成昏迷。要节约饮食，防震包的水和食品一定要节约使用，
发出求救信号时可采用敲击水管的办法。



四、其他防灾措施：

(1)、遇到地震，你知道如何逃生吗?

遇地震，先躲避，桌边床边找空隙，靠在墙角曲身体，

抓住机会逃出去，远离所有建筑物，余震蹲在开阔地。

(2)、发生火灾，我们应该如何防护呢?

火灾起，怕烟熏，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

弯腰快步离险境，不乘电梯走楼梯，盲目跳楼会伤身。

(3)、洪水来了，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洪水猛，高处行，土房顶上待不成，睡床桌子扎木筏，

大树能拴救命绳，准备食物手电筒，穿暖衣服度险情。

(4)、遇到台风，我们需要注意哪些事项?

台风来，听预报，减少出行看信号，听从指挥快快跑，

停课停学避风潮，准备食品和衣物，迅速躲进避难场。

(5)、发生泥石流，我们如何躲避?

下暴雨，泥石流，危险之地是下游，逃离别顺沟底走，

横向快爬上山头，野外宿营不选沟，进山一定看气候。

(6)、我们在雷雨天需要注意什么?

阴雨天，生雷电，避雨别在树下站，铁塔线杆要离远，



打雷家中也防患，关好门窗断电源，避免雷火屋里窜。

(7)、暴雪天气，你知道我们应该怎么做吗?

暴雪天，怒风吼，别往外面走，室外受冻无知觉，

千万不能用火烤，冰雪搓洗手和脚，慢慢温暖才见好。

(8)、你知道怎么应对龙卷风吗?

龙卷风，强风暴，一旦袭来进地窖，室内躲避离门窗，

电源水源全关掉，室外趴在低洼地，汽车里面不可靠。

(9)、你知道如何对待突发的疫情吗?

对疫情，别麻痹，预防传染做仔细，公共场所要少去，

发现患者即隔离，通风消毒餐用具，人受感染早就医。

(10)、怎样防范化学品的危害呢?

化学品，要注意，发生事故别围观，报警说明出事点，

遗弃物品不要捡，预防烟火燃毒气，人在风头要离远。

(11)、我们如何防范溺水危险?

防溺水，夏秋季，陌生水域别嬉戏，冬季滑冰更小心，

远离薄冰才安全，游泳活动大人陪，下水之前先热身。

(12)、你知道该如何正确用电吗?

用电器，需谨记，湿手去摸使不得，电源插头不能摸，



电线落地远远躲，电器若是着了火，千万不要用水泼。

五、活动小结：

同学们，学习了这么多的防灾减灾知识，你们都记住了吗?这
些知识能够帮助我们更加安全、快乐的生活，所以我们一定
要记住。当然，也不要忘记和父母、朋友分享这些有用的知
识。因为多一个人了解防灾减灾的知识，也就多一分安全的
保障。祝你们平安幸福地成长。

防灾减灾工作方案水利局篇六

活动目的：

1.马上就一年了，回顾历史了解汶川地震给人们造成的危害。

2.掌握灾害时自救的常识。

3.培养学生珍爱生命，热爱生活的感情。

活动过程

一、开场白

男：20__年5月12日下午14时28分。这一时刻，是全中国人民
都不该忘记的时刻。20__年5月12日下午14时28分，四川汶川
县发生了8.0级大地震。此次地震强度之大，波及范围之广也
是历史罕见的。此次地震，振源只离地表30km，振动了大半
个中国。释放的能量相当于400个原子弹的威力，且余震多达
一千多次。可谓是天将降大难于中国!

女：瞬间，有多少人的生命轨迹发生了逆转，他们不得不接
受生离死别，不得不眼睁睁地看着家园变成凄惶的废墟。在
那片废墟上的是形单影只，哭红双眼的家人和一只只仿佛在



留恋徘徊的黑色蝴蝶。

男：让我们随着短片，走进这令人沉痛的汶川大地震，为死
去的同胞默哀!

(放视频《快一年了!回顾20__年5月12日汶川地震事件》)

女：面对灾难和死亡，人们没有屈服。伴随着温总理奔忙的
脚步，我们的心里一直燃烧着希望;在房梁塌陷的一瞬间，是
教师完全燃尽正旺的生命，照亮孩子稚嫩的脸庞;面对救援战士
“再让我救一个”的呐喊，我们感受到震撼人心的力量。

男：让我们把一首诗朗诵《孩子，抓紧妈妈的手》送给灾区
的人民，让故去的人们得以安息!诗朗诵。

二、诗歌朗诵《孩子，抓紧妈妈的手》

三、除了地震外，还有哪些自然灾害?小组讨论，再请代表发
言。

女：大地震已造成6万9千多人死亡。数字是触目惊心，令人
沉痛的。但是在此次大地震中，与北川相毗邻的安县桑枣中
学，学生无一伤亡，老师无一伤亡。究其原因，是校长叶志
平4年来坚持组织学生紧急疏散演习。地震发生时，1分36秒
内全校师生2200多人按指定路线有序撤到操场上。

(学生自由发言)

四、小组讨论上一个问题。

五、主题班会总结。

自然灾害突如其来，无法阻挡，但只要我们有信心、有勇气，
团结一致，就能战胜一切困难。我们怀着希望起程，一切困
难、灾难都将被我们踩在脚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