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防震减灾部署会简报(大全7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下
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
看吧。

防震减灾部署会简报篇一

我们生活在这个地球，每天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灾难，这是
我们无法避免的。

听外婆说：1970年1月5日凌晨，通海发生了7·8级大地震，
当时，恰逢半夜，人们在睡梦中惊醒，只听山崩地裂，房屋
倒塌，到处是断壁残垣、哭声、呻吟声和呼救声掺和在一起，
在夜空里显得特别凄厉。事后，根据有关部门统计这次地震
共造成了一万多人死亡，三万多人受伤，二万多头大牲畜死
亡，三十多万房屋倒塌，被称为20世纪云南地震之最。我外
婆的妈妈也在地震中被倒塌的梁柱砸中后背，经过抢救，虽
然保住了老命，但却从此落下了病根，成了一个“驼背”的
残疾人。沉痛的瞬间，心痛的数字，死去的乡亲、受伤的肢
体，久久萦绕在我心中……。

那个年代，我们国家还不富裕，还不可能做到像现在这样普
及防震减灾知识，所以每遇到自然灾害，损失总是很惨重。
如今，国家富强了，我们的生活很幸福，但我们也要做好防
震减灾的准备，为此，学校组织了很多活动，让我们学习防
震减灾的知识，比如请消防大队的叔叔给我们讲解发生火灾
的逃生细节；请交警叔叔给我们讲解交通法规，让我们文明
出行，安全回家；请地震局叔叔给我们讲解防震减灾的知识，
学会在地震时如何自救，减少伤亡，做到有备无患。

就拿地震来说吧，通过学习，我懂得了和掌握许多防震避险



的方法。比如我们正在上课，突然发生地震，那一定不要惊
慌失措，不要往教室外头跑，要抱头、闭眼、躲在各自的课
桌下，待地震过后。在老师的指导下，向教室外面转移；如
果在操场室外时，应原地不动蹲下，双手保护头部，注意避
开高大建筑物；如果在家里发生地震了，首先应尽快伏在床
下，桌下和小跨间如卫生间、厨房等安全角落，待震后迅速
撤离，千万不能够跳楼和乘电梯。

总之，我们要珍爱生命，热爱生活只要我们平时掌握了基本
的自救常识，就能够在灾难来临时，避免不必要的伤亡。自
然灾害的突如其来，无法阻挡，但只要我们有信心、有勇气、
有准备，就能够战胜一切困难。

防震减灾，众志成城，一切困难、灾难，都将被我们踩在脚
下。

防震减灾部署会简报篇二

寒假里的一天，我去参观了"防震减灾"的科普展，收获了许
多科学知识，同时也知道了不少地震时自救的.方法。

走进科技馆，一块块图文并茂的展牌映入我的眼帘：上面讲
述着一个个小百科、小故事,有地球的形成结构，有唐山大地
震、汶川大地震、玉树大地震的形成和遭地震侵蚀后与地震
来临前的样子对比，并通过一个个小实验、小游戏、小问答
来增进我们对防震减灾意识的增强。

好好的地球，为什么会发生地震呢?我在展览中了解道：原来
地球内部物质不停运动，会产生一股作用于岩层的巨大力量，
当这股力量累积到一定程度时，会使岩层弯曲和变形，一旦
承受不了这种变化的时候，岩层就会发生急剧的和错动，释
放出巨大能量，产生剧烈振动，这就是地震。

如果发生地震时你在室外，那就要赶快找一块开阔的场地蹲



下或趴下，不要乱走，要避开人多的地方、高大的建筑物，
悬挂物。

一条小小的逃生意识，就可以挽救一条生命！由此可见，发
生地震时，逃生意识是如此得重要，同时也是必不可少的。

防震减灾部署会简报篇三

防火防震减灾是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重要举措。近年来，
我国频繁发生的火灾和地震事件，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作为
普通公民，我们应当充分认识到事故随时可能发生的现实，
增强自我保护意识，并积极参与防火防震减灾工作。下面，
我将分享我在防火防震减灾中的心得体会。

第二段：火灾防控心得

在日常生活中，火灾随时都有可能发生，因此我们应当时刻
保持警惕，并采取有效的措施提高自身的防火能力。首先是
加强火灾防范意识，定期检查家中电器线路、安全用电，不
乱扔烟蒂、不乱丢垃圾。其次，正确使用明火，如灶具用完
后及时关闭气源，避免煤气泄漏引发火灾。同时，了解基本
的灭火方法，购买合格的灭火器材，以备不时之需。不仅如
此，还应定期参加火灾逃生演练，熟悉安全出口和疏散路线，
做到心中有数，心中有序。

第三段：地震防控心得

地震是一种不可预测且破坏力巨大的自然灾害，我们应当具
备一定的地震应急知识和技能，提高自身的抵御能力。首先，
要养成遇到地震时的正确反应，离玻璃窗、吊灯等易破碎物
品远离，寻找安全的避难点，如桌子下蹲下保护头部。其次，
加强地震知识的学习，了解地震避险基本原则，如远离易坍
塌的建筑物，不在山脚或崖边居住等。此外，还要加强地震
应急物资的储备，准备好食物、水及急救用品等，以应对地



震后可能发生的紧急情况。

第四段：减灾责任心

防火防震减灾工作不仅仅是政府的责任，每个公民都应当积
极参与其中，共同努力构建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作为普通
公民，我们要增强减灾责任心，首先是加强自身安全教育，
学习相关知识，提高自身遇险时的逃生能力。其次，积极参
与社区或单位的减灾活动，宣传防火防震意识，发起组织防
灾演练，提高整个社会的防灾意识和应急能力。除此之外，
还可以加入志愿者队伍，积极参与灾后救援和重建工作，为
社会做出一份贡献。

第五段：总结

通过参与防火防震减灾工作多年，我深切体会到提高自身安
全意识的重要性，同时也感受到减灾工作中每个人的责任。
作为普通公民，只有时刻保持警醒，加强自我保护能力，积
极参与减灾工作，才能有效地减少灾害的发生和损失。防火
防震减灾是一个长期而紧迫的任务，我们每个人都应当时刻
准备好，做好防灾准备，以保护自己及他人的生命安全。

防震减灾部署会简报篇四

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一场里氏8.0级的大地震袭击了我
国四川省汶川县，仅仅几秒钟的时间，也就在这一瞬间，汶
川周边地区变成了废墟。有多少人失去了自己的亲人，有多
少人离开了人世，又有多少人变成了残疾人……这场大地震
震撼了全国人民，给四川人民心中留下难于挥去的阴影。

地震是不可预测的，如果人类能够预测地震的发生时间、震
级和地区，如果我们学会了自救，就不会有那么多的生命消
失。我们不甘心，虽然我们不可以预测地震的到来，但我们
却可以用防震知识武装自己，来准确地防止和减少地震给我



们带来的伤害。

那么，当地震灾难降临时，我们该怎么办呢?

灾难是人们预测不到的，只能靠我们自己来防止和地震造成
的伤害，与其惊慌或者呆呆地等待救援，还不如全力自救。

我认为，地震一旦发生，首先，最重要的是要保持镇静，要
保持清醒、冷静的头脑，及时判别震动状况，千万不要惊慌
失措，不能失去理智，不要恐慌，这一点尤为重要。其次，
可根据建筑物布局和室内状况，审时度势，寻找安全空间和
通道进行躲避，等第一轮地震波过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
方，减少人员伤亡。可躲避在坚实的家具下，或亦可转移到
有房梁或柱子的承重墙较多、开间小的墙角处、厨房、卫生
间去暂避一时。因为这些地方结合能力强，尤其是管道经过
处理，具有较好的支撑力，抗震系数较大。第三，千万不要
躲避在门窗附近、楼梯口等承载力不够、容易垮塌的地方，
不可在慌乱中跳楼或拥堵，不可以在楼房、电杆等附近逗留，
防止高空坠物伤害。第四，平时要保持楼梯、走廊等通道畅
通，不可以在过道上堆积物品，影响紧急状态下的逃生。第
五，在熟悉了各种自救措施后，政府单位、学校、工厂等人
员密集的单位要组织防震自救演练，使书面自救措施知识经
过训练，得以熟练操作。

桑枣中学的'师生们就是用知识保护自己的典范。学校所在的
位置安县紧邻着地震最惨烈的北川。由于平时的多次演练，
地震发生后，全校师生，包括两千多名学生、上百名老师，
从不同的教学楼和不同的教室中，全部冲到操场上，以班级
为单元站好，共用时一分三十六秒，全校师生无一伤亡，创
造了奇迹。

全民行动起来吧，认真学习防震减灾知识，用科学的防震减
灾知识来武装自己，捍卫自己的生命!



防震减灾部署会简报篇五

随着科技的进步和城市的发展，人们的生活质量不断提高。
然而，随之而来的也是日益增加的自然灾害风险。防火防震
减灾成为了当今社会各界的重要议题。我曾经亲身经历过一
次灾难，让我深刻认识到防火防震减灾的重要性，并从中获
得了一些心得体会。

第二段：关于防火

防火是我们生活中最重要的一项安全措施。从小时候，就被
教育不要乱扔火柴，不要玩火，以及如何使用灭火器等等。
然而，面对真正的火灾，我们仍然会产生恐慌和无所适从的
感觉。我曾亲眼目睹过一场火灾，当时我犹豫不决，不知道
应该怎么办。这次经历让我意识到，面对火灾，我们需要保
持冷静和自信，迅速采取正确的行动，如用湿毛巾捂住口鼻，
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等。因此，我开始主动参加防火演练，
学习如何操作灭火器，提高自己的防火意识。

第三段：关于防震

地震是一种不可预测的自然灾害，但我们可以通过科学技术
和自身的努力来减少地震对我们生活的影响。在地震来临时，
人们常常感到恐慌，不知如何自救。我曾经在一次地震中被
困在高楼中，身心都受到了极大的压力。后来我了解到，地
震时我应该迅速找到避难角落，如桌子下或墙角处，保护头
部和躯干。此外，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应该注意建筑物的安
全性，选择可靠的住宅，合理布置家具和贴墙壁挂物等，以
减少地震的危害。

第四段：关于减灾

灾害来临时，除了个人的防护意识外，社会的灾害应急预案
也至关重要。在我所住的城市，政府经过多年的努力，建立



了完善的灾害应急机制。这次灾难让我看到了政府与社会的
力量。各级政府通过加强监管和检查，提高了建筑物的抗震
和防火性能。此外，社会各界还开展了一系列的宣传活动，
增加公众的防灾意识和能力。对于我们个人而言，还应主动
学习紧急逃生技能，并购买必要的防灾物品，如急救箱、水
和食品等，以备不时之需。

第五段：总结感受

通过这次灾害的经历，我深深体会到，在面对自然灾害时，
我们不能袖手旁观，应主动采取措施减少灾害对我们生活的
影响。防火防震减灾事关每个人的生命安全和财产安全，也
关乎整个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因此，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提高
防灾意识，增强自身的防护能力，并积极参与到社会的减灾
工作中去。只有通过共同努力，我们才能更好地应对灾害风
险，保障我们的安全与幸福。

总结：防火防震减灾是每个人都应该重视的问题。通过自身
经历和学习，我认识到面对火灾和地震，我们需要保持冷静
和自信，迅速采取正确的应对措施。同时，社会的防灾减灾
工作也不可忽视。政府应建立完善的灾害应急机制，社会各
界应加强宣传和教育，提高公众的防灾意识和能力。只有通
过个人和社会的共同努力，我们才能更好地应对自然灾害的
威胁，确保我们的安全与幸福。

防震减灾部署会简报篇六

为了使学生了解地震发生时的应急避震知识，掌握应对地震
发生时采取的防护措施和方法，最大限度地降低地震带来的
损失，从而提高学生紧急避险、自救自护和应变的能力。

1、参加对象：全体师生

2、演练时间：5月12日下午大课间



3、地 点：各班教室及操场

4、演练内容：

演练包括应急避震和疏散两个内容。当地震发生时，先进行
应急避震。当主震结束后，再进行疏散，到预定地点集中，
以防余震发生。

5、警报信号：

应急避震和疏散以报警信号作为启动信号。

防震警报讯号：报警信号一响。代表发生地震，学生进行应
急避震。

地震发生后，组织疏散的信号：报警信号第二次响起。代表
主震结束，学生进行疏散（距发生地震约2分钟后）。听到哨
声及广播后按预订方案进行演练，全过程要求在3分钟内完成。

地震警报解除讯号：钟声。

演练活动基本程序：

1、防震减灾知识教育（30分钟）——班主任负责进行安全教
育

主要讲解地震常识、地震避险常识、自救互救常识、地震次
生灾害常识、应急疏散注意事项等。

2、地震避险（2分钟）

当演练总指挥发出“地震了”的口令，全体师生立即就近找
到坚固的隐体避险。

3、应急疏散（1分钟）



当演练总指挥发出“紧急疏散”的口令，全体师生立即有序
快速地到指定疏散集合地点。到指定地点后，全体师生应蹲
下继续做护头动作。

4、演练总结（安全负责人）

当演练总指挥发出“地震结束”的口令，各班集合学生，由
总指挥总结。总指挥总结后，各班主任将学生有序带回班级
进行演练小结。

管理人员及老师应做到：

1、明确职责，负起责任，演练开始前要到达所负责的岗位，
每层的楼梯口、疏散路线每个拐弯处等，都要有人负责。

2、要严肃，要当作是真的地震发生，而不是一种游戏。

3、及时纠正学生不正当的动作。

4、当发生意外事故时，要及时作出处理。

5、集合后及时清点人数。各班班长通报给总指挥是否人员已
经到齐。

防震减灾部署会简报篇七

第一段：引言（100字）

近年来，灾害不断发生，给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了严重
威胁。为了提高公众的防火防震减灾意识，我参加了一系列
的培训和演习。通过这些经历，我深刻认识到防火防震减灾
的重要性，下面将分享我的心得体会。

第二段：增强防火意识（250字）



防火是非常重要的一项减灾工作。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应该
时刻保持高度警惕，减少火灾发生的可能性。首先，要加强
消防器材的放置和维护，确保早期发现火灾。其次，要落实
消防通道的畅通，随时确保人员撤离的安全。另外，要提高
大众对火灾的预防和扑救能力，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时刻
保持冷静和谨慎。通过这些措施，我们可以大大降低火灾的
发生率，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第三段：加强防震措施（250字）

地震是一种无法抗拒的自然灾害，但我们可以采取一些有效
的措施来减少地震带来的损失。首先，要选择稳固的建筑材
料和设计，增强房屋的结构稳定性。其次，要及时维护和检
查建筑物，确保其安全可靠。另外，应制定应急预案，提前
做好应对地震的准备工作，培养人们安全的自救能力。此外，
在地震来临时，应尽量避免居高的地方，寻找能提供遮蔽的
地方，确保自己的人身安全。通过这些措施，我们可以最大
限度地减少地震带来的伤害和损失。

第四段：减灾救援合作重要性（250字）

灾害来临时，救援措施的快速和有序执行是至关重要的。因
此，各级政府和社会组织应加强减灾救援的规划和协作。政
府应制定强有力的法律和政策来引导和推动减灾工作的开展。
社会组织应加强义务救援队伍的培训和发展，提高其应对灾
难的救援能力。此外，各级政府和社会组织还应加强信息的
共享和协调，确保救援行动的高效性和协同性。只有通过有
效的合作，我们才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将灾害的影响降到最低。

第五段：个人责任与公众参与（350字）

防火防震减灾是每个人的责任。除了政府和社会组织的努力
外，个人应增加对灾害的认识和理解，并采取相应的预防措
施。我们应该加强自身的安全意识，及时了解灾害风险和应



对方法。同时，我们还可以积极参与社区的防火防震减灾活
动，提供自己的力量和资源。此外，我们还可以通过个人的
行为和言论来引导他人，共同提高整个社会的防灾意识。只
有每个人都积极参与，才能建设更加安全、稳定的社会。

总结（100字）

防火防震减灾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可
以加强防火和防震意识，采取相应的措施来降低灾害的发生
率和影响。此外，政府和社会组织需要加强合作，制定有效
的政策和措施，提高减灾救援能力。只有通过个人和社会的
共同努力，我们才能建设更加安全、稳定的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