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质灾害演练总结 地质灾害应急演练讲
话稿(汇总5篇)

总结是对某种工作实施结果的总鉴定和总结论，是对以往工
作实践的一种理性认识。什么样的总结才是有效的呢？这里
给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总结书范文，方便大家学习。

地质灾害演练总结篇一

尊敬的吴县长、林副县长、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同志们：

大家上午好！为了贯彻落实国家《突发事件应对法》、《地
质灾害防治条例》、《国家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等有关
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提高地质灾害应急处置能力，为检验
我县地质灾害防治责任部门的快速反应能力、决策应对能力，
确保我辖区居民生命财产安全，县人民政府决定于今天在我
们林溪镇中学开展2018年三江县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避险实战
演练。

首先，我代表林溪镇中学全体师生，向亲临指导这次应急避
险演练活动的三江县人民政府、县国土资源局、交通局、水
利局、气象局、卫计局、教育局等单位领导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县自然地理地质环境条件复杂，存在地质环境脆弱、灾害
频发，容易发生山体滑坡、崩塌等自然灾害。众所周知，自
然灾害的发生是人类无法抗拒的，但是人们可以通过有效的
措施把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限度。2008“5·12”汶
川8级大地震时，四川安县桑枣中学，紧临着震灾最为惨烈的
北川，但却在这场举世震惊的特大地震中，学生无一伤亡，
老师无一伤亡，而该校的校长叶志平也被网友亲切地称为史
上最“牛”的校长。因为该校从2015年开始，在这位校长的
要求下每学期都要在全校组织一次紧急疏散演练。由于平时
多次演练，地震来时全校2200多名学生，上百名老师，仅用1



分36秒的时间从不同的教学楼和不同的教室中全部冲到操场
上。要知道，该校每个教学楼内的学生都非常多，人员密集，
学生数最多的班级有80多名，能做到安全、快速的疏散很不
容易。桑枣中学抗震救灾的经验告诉我们，平时重演练，震
时无伤亡。居安思危，未雨绸缪，才能最大程度的减少各种
自然灾害造成的伤亡和损失。

我们这次演练的主要目的是：

1、通过实战演练，提高我校师生在突发事件来临时快速、高
效的应急响应能力。

2、强化培训突发事件发生时，事故现场人员撤离速度和自我
保护能力。

3、培养地质灾害突发事件时，应急处置能力。

4、检查应急救援的启动能力，我校师生在突发事件来临时的
整体协同能力和应急水平。

未雨绸缪，防患未然，沉着应对，科学处置，是安全教育永
恒不变的基石；保障生命，尊重生命是安全教育永恒不变的
主题。对疏散演练的重视，就是对您自己生命的尊重。相信
经过我们大家的共同努力，我们学校的安全管理工作能做得
更好。就会使我们大家拥有一个平安、和谐、祥和的校园环
境，我们大家也就会在平安的校园里快乐地工作、学习、同
学们能健康地成长。让我们永远牢记“心中时刻有平安，平
安会在我身边！”

希望通过演练，检验我校应急响应水平，提高全体师生现场
应急处置能力，同时也希望亲临现场指导的各位领导多提宝
贵意见，在此我再次对亲临现场指导的各位领导表示由衷的
欢迎和感谢！最后，预祝此次演练活动取得圆满成功！



地质灾害演练总结篇二

根据区国土资源管理分局“开展地质灾害应急演练的通知”
要求，为切实提高我街道对突发性地质灾害的应急处置能力，
增强广大人民群众防灾求灾和自我保护意识，减少或避免灾
发行地质灾害造成的损失，保护人民群众的生民财产安全。
我街道与2012年5月30日开展地质灾害应急演练，通过这次演
练基本达到演练目的和要求，现将演练情况总结如下：

基本情况

xx街道辖区内有地质灾害隐患点一个，属于区级地质灾害隐
患点。地点在我地区白公馆气象台，隐患点发生隐情，裂缝
长30米、宽5米，随时有滑坡的可能，并威胁6户20人得生命
财产安全。

二、主要做法

（一）领导重视

及时召开会议学习传达上级文件精神，研究布置演练工作任
务，制定演练实施方案。

（二）成立组织机构

成立xxx办事处应急指挥部，指挥长：xx、xx副指挥长：xx成
员：xx、xxx、xx、xx、xx、xxx、xxx、xx。下设四个小组。第一组：
救援组，组长xx成员12人。任务：接到指挥长命令，迅速进
入救援现场向副指挥长报告实情，救援及疏散受困群众并进
行分类。第二组：转运安置组。xxxx成员12人，任务：负责现
场伤员和受困群众转移到临时避难所点，现场救护现场警戒
隔离做安全防范。第三组安置救护组，组长：xxx成员12人。xx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生护士各一名，救护一名担架一付。
任务：安置脱困群众进入救灾帐篷做好安抚工作，对伤员医



疗救护工作。第四组：后勤保障组，组长xx成员8人。任务：
负责受灾居民的食宿等方面的保障。

三、演习秩序

假定场景由于连降暴雨，白公馆气象台地质灾害隐患点发生
险情，裂缝由原来的宽5厘米长30米，扩大到宽8厘米长50米，
而且裂缝还在不断扩大，随时有滑坡的可能，灾害直接威胁6
户20人的生命财产安全需紧急避险。

1、2012年5月30日下午14：50分，童家桥街道监测预案报告
白公馆气象台地质灾害隐患点发生险情。

2、14：55分xx街道xx立即启动：xx地质灾害预案发布预警信
号。

3、15:10分xx街道地质应急求援队伍到过现场紧急集合，下
达救灾任务。4、15:20分应急队伍各组投入救灾工作。

5、16:30分演练结束。参加演练人员集合，由指挥长对演练
情况进行点评。

在演练过程中，各个环节流程衔接，无空挡，参演练人员及
快进入角色状态，积极主动密切配合互相协作，各组抢救任
务清楚抢救工作认真逼真，疏散撤离有序安全，通过地质灾
害的演练，教育了灾害隐患点周边的群众自我保护意识，也
提高了我们防灾救灾的能力。这次地质灾害演练达到了目的
的要求。

四、存在的问题

一、演练过程中有个别人不够认真严肃。

二、演练方案有待于进一步完善



三、提高应急处置能力和群众自我保护防灾避险意识。

xx街道办事处

二00二年五月三十一日

地质灾害演练总结篇三

为全面贯彻落实国务院《地质灾害防治条例》，有效提高应
对突发性地质灾害事件的水平和地质灾害应急救援能力，避
免和减轻地质灾害造成的损失，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生命和财
产安全，促进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和谐发展，为我区今后的防
灾应急避险工作提供经验，我区于2011年4月日在阳圩镇昂里
村举行了一次大规模地质灾害防灾应急演练，演练持续小时，
整个演练过程组织严密、衔接合理、严肃认真、井然有序，
取得了很好的示范效果，大大超过了预期演练目的。

一、领导重视，准备充分

本次突发性地质灾害防灾应急演练活动，得到了局班子成员
的高度重视，局党组专门召开会议研究防灾应急演练的相关
事项，指派了分管领导和专业人员负责演练的组织、协调和
准备工作，选择既有地质灾害防治管理的综合特点，又是市、
区两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地质灾害隐患重点监控目标的昂里
村作为防灾应急演练实施地点。并将演练定格在灾前疏散转
移避险的基准点上。同时，将演练设想及时向区委、区政府
作了专题汇报，得到了区领导的关注和帮助，分管地质灾害
防治工作的副区长亲自牵头，组织政府办、国土资源局、阳
圩镇政府、教育局、公安局、交警队、广电局、卫生局、气
象局、中医院、阳圩镇卫生院等部门和单位，成立了“阳圩
镇突发性地质灾害防灾应急演练指挥部”，并设立了办公室、
演练实施组、治安交通保障组、医疗卫生保障组、后勤保障
组等五个工作保障组室。为使演练方案更具实际意义，办公
室工作人员多次到实地调查，结合现场实际编排演练场景和



演练行动方案，每个容易发生拥挤和踩踏的关键部位，都在
现场细化行动动作，以确保演练安全，力求现场地形特点与
演练有机融合。

二、精心策划，组织得力

伤人员的救援和可能在演练过程真实出现的伤病救治等演练
细节都予以充分考虑，制订出明确具体的演练总体方案，方
案出台后，演练指挥部指挥长副区长在月日亲自召开指挥部
成员单位负责人会议，在安排布置演练工作的同时，就演练
方案也征求了意见，演练方案进一步完善后，我局又先期组
织了多次预演，以求在正式演练时取得最佳演练效果。在正
式演练中，指挥人员、演练人员、保障人员、观摩人员都严
格按照演练方案执行，在严肃、认真、准时、有序、安全的
前提下，圆满完成演练活动。

三、部门协作，各负其责

为确保演练成功，指挥长要求各参加演练的各部门要明确工
作职责，统一思想，服从指挥，使整个应急演练过程能在紧
张有序、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有条不紊地进行。余人的应急分
队及应急保障人员分乘台大小车辆，从百色城集中出发，在
规定时限内及时到达演练现场，并按照各自职责，迅速分解
到各个岗位，确保了演练准时进行。在演练实施过程中，各
部门既分工负责，又团结协作，在各自负责的领域内，充分
发挥各自的职能和创造性，整个演练活动保障严谨而周密，
使演练活动的质效得到极大的提升。

四、演练成功，效果显著

本次演练4月日正式举办，整个演练过程都是按地质灾害防治
相关要求和右江区突发性地质灾害应急预案要求进行，力求
真实、安全。演练概含险情发现、险情速报、险情调查、监
测预报、领导决策、启动防灾应急预案、部门协作、临灾警



报、疏散命令发布、灾前疏散撤离避险行动、演练伤病救护、
疏散撤离行动安全保障等各个环节。整个演练过程从设计准
备到全部圆满结束，做到了严谨有序，依次进行。名演练人
员在演练中仅用时分钟就撤离了模拟的险情危险区，演练取
得了极大的成功，效果显著。

(一)此次演练检验了突发性地质灾害应急预案的可行性，熟
悉了工作流程，为修改完善应急预案提供了宝贵经验，也检
验了各部门应急处置与协同配合能力，综合检验了政府的应
急能力，是突发性地质灾害应急工作的一次大练兵。

余村民观摩了演练，可以说本次演练是对我区突发性地质灾
害应急预案的一次培训。也是对地质灾害应急管理工作的一
次有效宣传，提高了各级政府和广大人民群众防灾减灾意识，
将对我区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开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三)地质环境监测百色分站、市国土资源局的相关领导前来
进行现场指导，参与了演练活动，是对我区突发性地质灾害
应急管理工作的一种认可和鼓励，有助于今后我区地质灾害
防治工作的顺利开展。

(四)本次演练是对地质灾害防治工作主管部门综合协调能力
的检验。通过这次演练，提高了能力和认识，锻炼了队伍，
增强了协调能力，开拓了工作思路，开扩了视野，增长了知
识，积累了经验，尤其是我局初次出动的地质灾害防灾应急
小队，是本次演练工作的一个亮点，起到了地质灾害应急处
置和救援工作生力军作用。

(五)这次演练在我区产生了重要的社会影响，体现了区委、
区政府和地质灾害防治主管部门坚持以人为本，高度关注民
生、推进科学发展和全面构建和谐社会的执政观念，提升了
地质灾害防灾应急管理工作的正面影响。得到了社会广大民
众、媒体对政府地质灾害应急管理工作的理解和支持。



（六）本次演练将全程摄影制作成专题片，为全区地质灾害
防灾应急管理和宣传教育提供素材。

五、重视问题，明确目标

本次突发性地质灾害防灾应急演练虽然圆满结束，但在前期
准备和演练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仍不容忽视，如个别工作程序
考虑太晚，某些环节细节安排不周等等，这些都须在以后的
工作中加以总结和改进。

下一步，我们将此次防灾应急演练中所取得的经验，推广到
地质灾害防灾应急管理实际工作中，并在实践工作中发现问
题，不断改进。全面提高地质灾害防灾应急工作能力和水平。
今后，我们将以这次防灾应急演练为契机，加大防灾减灾、
应急避险工作力度，全力将地质灾害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
积极推动全区地质灾害防治工作不断深入，为构建和谐右江
做出贡献。

百色市右江区国土资源局

二〇一一年九月八日

地质灾害演练总结篇四

为了确保在发生地质灾害时，有效地实施救助，提高对地质
灾害的应急和反应能力，促进我乡经济社会的快速健康发展，
最大限度地减少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损失。根据乡政府部署，
我乡于4月27日组织230人在我乡吊沟村阳坡湾地质隐患点开
展了一次地质灾害应急演练工作，检验了我乡地质灾害预案
实效。现将我乡本次演练工作开展情况总结如下：

一、取得的成绩

(二)加工作水平。强领导、精心组织。本次演练，我乡组建



了由乡党委书记刘贵明任指挥长、乡党委副书记刘小平、国
土所所长代小平、派出所所长郭泾汭、卫生院院长仇正明任
副指挥长，演练所在村组负责人和监测员为成员的党原乡乡
地灾防治指挥部，并明确了各组工作职责，其工作职责如下：

1、综合协调组：由刘小平书记牵头，全面负责各项准备工作
的协调与筹划。主要是搞好演练方案的制定，参与演练人员
的组织与分工，演练现场的布置和主持人员的落实等。

2、紧急抢险组：由杜小伟副乡长牵头，乡应急小分队配合。
任务为：及时掌握和报告现场处置和险情处理情况，尽快组
织群众撤离危险区。

3、监测调查组：由任晓春副乡长牵头负责，乡干部或国土所
工作人员和监测员组成。任务为：调查、核实险情，组织监
测、预测灾害发展趋势和潜在威胁，提出对策和措施。

4、后勤保障组：由毛瑞红副乡长牵头负责，乡干部、村干部
组成。任务为：搞好撤离群众安置和物资供应等有关事项。

5、医疗卫生组：由卫生院仇正明院长牵头负责。任务为：抢
救伤员，提供所需药品和医疗器械，防止灾区疾病暴发。

6、治安保卫组：由派出所郭泾汭所长负责。任务为：负责封
闭公路，维护灾区交通秩序、社会治安及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通过本次演练，切实加强领导，精心组织，周密部署，落实
人员、经费，保障了“十有”创建工作顺利开展，发挥
了“十有”作用，将“十有”标准作为检验本次演练地质灾
害防治体系体制建设模版，建立完善了地质灾害群测群防长
效工作机制，确保了群测群防体系有效运行。

二、地灾应急演练效果分析



我乡地灾演练的主要做法是：我乡在汛前根据地质灾害隐患
点的变形趋势，确定了地质灾害监测点，落实了检测点的防
灾预案，发放了地灾明白卡和避险明白卡。同时，与隐患点
村签订了地质灾害防治工作责任书，落实了包保责任制，从
而形成了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管理格局。通过这种责
任制形式，明确了隐患点的具体责任人和监测人，保证了各
隐患点的变性特征能及时被捕捉，有效地指导当地政府和受
威胁群众防灾避险工作。

三、存在的问题

(一)部分群众对地质灾害防治知识了解太少，缺乏一定的地
质灾害群测群防工作的“六个自我”(即：自我识别、自我监
测、自我预报、自我防范、自我应急、自我救治)能力。

(二)本次演练因本乡经验不足，监测人员有监测预警工具配
备不齐全。

四、下一步工作计划

(一)进一步提高防灾减灾水平。在今后工作中，要充分利用
广播、发放地灾宣传资料、召开会议、书写标语等各种形式
广泛宣传防灾减灾基本知识和技能。在集市日和“防灾减灾
日”全乡广泛开展科技“宣传日”和“宣传周”等活动，增
强广大人民群众的防灾减灾和保护地质环境意识。

(二)进一步加强地质灾害隐患点监测预报预警。根据气象部
门的天气预报信息，国土所和各村监测员要加强对地质灾害
隐患点的监测力度，对重要隐患点要强化雨中、雨后监测，
随时掌握地质灾害险情动态发展趋势，健全地质灾害预报预
警机制和信息反馈机制。

(三)进一步扎实开展汛期地灾隐患点排查工作。乡安全生产
工作组要对全乡5个村5个隐患点进行逐一认真排查，必须撤



离的要告知群众坚决搬迁避让，必须治理的要采取果断措施
紧急处置。针对上述问题现场无法处理的必须向乡党委政府
领导报告请示，以便乡党委、政府向上级政府和有关部门反
馈信息，请求解决。

(四)进一步认真落实汛期巡查值班等各项制度。各村、乡直
各单位要严格执行汛期值班制度和灾情速报制度，明确汛期
值班人员、值班住址和值班电话，加强对全乡地灾隐患点的
巡查和排险。并坚持24小时专人巡查值守，对有灾不报、大
灾小报或谎报乱报灾情的要严格追究有关责人的责任。

(五)进一步开展地质灾害应急演练工作，增强广大人民群众
防灾、抗灾和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

党原乡人民政府

2014年4月29日

地质灾害演练总结篇五

各位领导、同志们：

为确保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有效预防地质灾害的发生，
按照省、市、县的文件要求，我们在这里开展地质灾害应急
演练，既是对我们乡防灾减灾体系建设的全面检验，也是增
强公众地质灾害防治意识和临灾自救互救科学应对能力的有
效途径之一。

最后，祝贺本次演练活动圆满成功，愿前来参加现场观摩会
的各位领导和来宾身体健康！工作顺利！

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