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校雷电灾害应急预案(大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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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校雷电灾害应急预案篇一

为了防御、避免和减轻雷电灾害，保证校园师生的生命和校
园设备财产安全，杜绝因雷电灾害造成的的伤害事故，保证
学校正常工作，特制定本预案。

本着;以人为本，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原则，采取积极有
效措施，加大宣传教育力度，提高师生的安全意识和防范能
力，确保我校师生平安。

为了加大对雨季雷电灾害的防范力度，加大领导，做到早发
现、早报告、早防治，特成立防雷电安全领导小组。

组长：

副组长：

组员：各班主任

1、认真检查已安装的避雷设施，及时发现问题，及时整改。

2、建筑物防雷设施包括对直击雷（含侧击雷）、雷电感应和
雷电波侵入的防护三大部分。

直击雷是指雷电直接击在建筑物地面以上的任何部分，产生
电效应、热效应及机械力。直击雷防护设施主要是保护建筑
物本身不受损坏，以及减弱雷击时巨大的雷电流沿建筑物泄
入大地时，对建筑物空间产生的各种影响；雷电感应是指雷



电放电时，在附近导体上产生的静电感应和电磁感应，它可
能使金属部件之间产生火花；雷电波侵入指由于雷电对架空
线路或金属管道的作用，雷电波可能沿着这些管线侵入屋内，
危及人身安全或损坏设备。针对以上注意以下几个环节。

一是建筑物防雷：检查防雷设施设备是否完善完好，建筑物
本身是否有外金属物件联接。

二是室内防雷：关闭门窗，远离墙体、管道、金属物件，居
于室内中央，不能赤脚着地或地板；关闭所有用电器电源和
接打有线电话。

三是室外防雷：远离高大建筑、山顶、大树、塔等，选择干
燥低地处，两脚并拢蹲下，不能赤脚着地；丢掉随身携带的
金属物件（钥匙、手机、刀具等）；不能接打无线电话。

3、开展防雷安全知识教育，提高师生防雷安全的认识和防护
能力。

2、当暴雨来临时，学校安全管理员要迅速切断校园总电源。

3、在户外活动的，教师要立即组织学生迅速躲入有防雷设施
保护的建筑物内。

4、发生雷电时，教师要安抚学生情绪，冷静观察周围环境并
迅速采取应对措施，让学生双腿并拢蹲下，头伏在膝盖上，
双手抱膝，不能跪下或卧倒。

5、遇重大问题，在及时处理的同时，及时向上级教育主管部
门报告。

6、认真做好校园内的电路、设备安全隐患排查工作。



学校雷电灾害应急预案篇二

为了加强学校安全工作，保障全校师生员工的平安工作，打
造和谐校园，防范暴雨、雷电天气安全事故的发生，并能快
速、及时、妥善的处理突发事件，切实有效降低恶劣天气安
全事故的`发生。依照上级有关要求，切实从我校实际出发，
制定本预案。

组长：赵建华副组长：王卫兵、沈良涛、许宏波、毛永锋

成员：行政组成员、年级部主任及各班班主任

1、学校领导及值班人员应应在放学之前10分钟到达学校大门
口和教学楼梯门口，引导组织学生安全有序离开教学楼和学
校大门口。

2、各班主任要加强学生出勤考查，及时了解学生迟到、未到
校的情况及原因，告知家长后并及时汇总情况报告学校。

3、如遇有暴风雨恶劣天气时，应立即请示校领导是否停课或
提前放学，并通知班主任放学前要加强学生的安全教育，防
止交通、溺水、摔伤等伤害事故的发生。班主任应在放学前
巡视教室，要求值日生关好门窗，切掉微机、电视等一切电
源，确保学校财产的安全。

4、安全领导小组有关人员到岗，遇到暴雨天气时应提前通知
各年级学生放学，并在大门口组织引导学生安全离开校园，
引导家长站在大门两侧接送学生区接学生。

5、及时组织相关人员清扫校园内被风雨刮倒的杂物，及时加
强学生安全教育，保证师生的活动及人身安全，防止摔伤等
事件发生。

6、总务处要在极端天气到来前对校舍、场地、围墙、学校周



边、水沟、电线、树木等建筑开展自查，尽早发现问题，及
时消除安全隐患。

7、学校保安要在巡逻校园时，对重点部位（如围墙、广告牌、
宣传橱窗）加强巡查，发现情况及时汇报。

8、学校要安排好行政值班表，主要领导带班，并时刻保持通
讯畅通，如有重大灾害发生，及时向上级汇报灾情，立即启
动应急预案处置，使学校财产和师生生命安全得到最大限度
保护。

1、恶劣天气停止上体育课，班主任要通知学生在暴风雨前不
得进入运动场地，防止安全事故的发生。

2、暴风雨天气，在教室里的学生要关好门窗，不得将头伸出
窗外，如遇雷电天气，不得在走廊活动，以防雷击。

3、每一位教师有提醒、保护学生的义务。导护教师要坚守岗
位，确保师生安全。

学校雷电灾害应急预案篇三

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国家《安全生产法》为
依据，以维护广大师幼员工的生命财产安全为目标，积极开
展各种应对极端天气的预防应对工作，确保全园各项教育教
学工作的顺利开展。

（一）统一指挥，统一调度，分工负责，相互配合，快速高
效；

（二）以防为主，防救结合；全面部署，保证重点；

（三）调动社会各方面的积极力量参与事故救援工作。



（一）成立教育系统极端天气应急救援工作领导小组，领导
小组成员如下：

组长：耿秀青

副组长：杨素萍、杨转珍、张淑兰

成员：李立堂、武素珍、王海峰

当日值班人员：门卫、保安

领导小组设立办公室，负责各种气象灾害预防工作的业务指
导和报告、信息沟通工作。

（二）实行班子成员包联责任制。

耿秀青：负责全面领导全园的安全生产工作，是安全生产工
作的第一责任人

李立堂：负责路线安排及人员接送

武素珍：负责内部联系

张淑兰：负责幼儿的安全工作。

杨素萍：负责幼儿安全工作。

杨转珍：负责幼儿安全工作。

王海峰：负责幼儿安全工作。

（三）实行灾情上报制度。

幼儿园办公室设立专人负责电话、网络信息的传递。一旦发
生灾情，在最短的时间内逐级上报，为指挥决策提供快捷、



有效的支持。

（一）领导小组主要职责：

1、组织实施极端天气应急救援方案，负责突发事故的抢险救
援工作；

2、完成教育部门交办的其他工作。

（二）办公室职责：

1、根据预案实施过程中发生的变化和遇到的问题，及时对预
案提出调整、修订和补充。

2、配合上级部门进行事故调查处理工作及善后工作，将事故
的原因及处理意见公布于众。

3、处理办公室日常事务，办理领导小组交办的其他工作。

（三）事故报告：

事故发生后，必须做到：

2、事故发生后，迅速采取必要措施抢救人员和财产。

（四）事故发生后的救援工作

1、领导小组应及时按救援预案组织实施相应的事故救援。

2、事故发生初期，事故单位或现场人员应积极采取自救措施，
防止事故的扩大。

（五）应急处理方案

1、当雾、雪、暴雨、大风、扬沙、沙尘暴、严寒、高温等极



端天气发生和出现时，学校先组织有关人员对全校的校舍、
电路电线进行安全检查。

2、如果极端天气警报为红色警报以上的，报主管部门同意后
取消极端天气期间学校的师生活动。

3、加强极端天气期间学校的值班，每一时段均安排一位教师
在校值班，发现问题及时向校领导汇报，领导通讯工具和值
班电话保持24小时畅通。

（六）幼儿园要及时掌握和处理因雪灾造成的安全隐患。

1、各学校要针对极端天气制定幼儿安全应急预案，及时掌握
暴风雪的预警信息。根据不同级别的预警信号，适时做出正
确的判断，并通过幼儿向其家长通报。在暴风雪等极端天气
影响学生正常上、下学通行情况下，经教育局同意，学校可
以调整作息时间，采取停课、提前放学、延时放学、通知家
长接送、教师护送等安全措施。根据灾情由各学校一把手及
领导小组来具体实施应急指挥工作。

2、幼儿园，在遇有天气突变、大风天、沙尘等极端天气条件
下，及时同家长取得联系，务必在第一时间内做出正确判断，
并随之天气的变化及时做出调整。同时在最短的时间内上报
古交市教育局。

3、幼儿园，要加大对接送学生车辆和自备公用车驾驶员的管
理，尤其做好极端天气来临前后路况的排查工作，预防交通
事故的发生。

4、暴风雪过后，各单位要立即开展自救减灾工作，及时组织
教职员工清扫校园，确保校内学生通道畅通。校园内的重要
部位设立警示牌，高危险部位人员撤离，用警戒线、防护网
封闭，必要时设专人看管，确保万无一失。同时要开展多各
形式的安全教育活动，进一步提高师生的自我防范意识。



1、幼儿园要加强极端天气期间值班值宿和安全保卫工作，做
到24小时有人在岗。学校主要领导和分管领导要保持24小时
通讯畅通。

2、做好安全隐患排查，预防次生或其他安全事故发生。

3、加强接送学生专用车辆管理，防止发生交通事故。

4、落实责任追究制。各单位领导要抓好各项工作的落实，对
因渎职或管理不善造成不良后果的，教育局及相关部门将严
肃追究相关人员的行政责任。

本预案实施时间本预案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学校雷电灾害应急预案篇四

为进一步加强我校对雨雪冰冻灾害工作的管理，根据《安徽
省低温雨雪冰冻灾害应急预案》和省政府办公厅文件要求，
结合我校实际，特制订本预案。

防雨雪冰冻天气灾害应急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组长：x

副组长：xx

组员：xx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主任由冯正平兼任，办公室联
系电话：

1、高度重视，增强雨雪天气学校安全责任。把保障师生安全
作为当前的首要工作来抓，制定防范低温雨雪冰冻灾害应急
预案，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制，明确岗位职责，做到思



想重视、组织健全、层层落实，切实做好防雪抗灾等学校安
全工作。

2、加强检查，突出以预防为主。加强安全检查，特别要对围
墙、电气线路、宣传栏、网架、楼顶层、暴露于室外的自来
水管网等容易遭受灾害破坏的区域和设备设施进行重点巡视
检查，发现安全隐患立即进行整修排除，迅速采取措施，限
期完成。

3、备齐物资，提升雨雪天气应对保障能力。做好储备处置由
雨雪天气引发的重大突发事件所需的各类物资工作。总务科
水电工经常做好水暖等设备的检查、维修工作，提前做好水
管的保暖工作。采购人员做好有关防滑材料、除雪、通水设
备的采购工作，要确保食品供应。保卫科要确保消防器材等
完好无损，医务室要储备一定数量的急救药品和器材。办公
室要做好校车的检修工作，做到出行零事故。

4、加强教育，提高雨雪天气师生安全意识。目前正处于学校
正常上课期间，学生科和办公室要及时对师生进行抵御灾害
天气的安全教育，及时关好门窗。特别要教育学生注意雨雪
天气外出时的交通安全，提高自护自救能力。

5、加强值班，畅通雨雪天气信息传输渠道。要进一步加强雨
雪天气的应急值班和信息报告工作，一天两次通报天气变化
情况。实行校领导带班，落实专人值班和巡查，值班人员要
全天候坚守岗位，实行24小时值班。一旦发生严重低温雨雪
灾害及其他突发事件情况，要及时报告教育主管部门，确保
信息畅通。

6、遭遇一般性雨雪冰冻灾害后，组织人员做好道路、屋面及
时清扫、并做好各条通道的防滑工作；遭遇破坏性雨雪冰冻
天气灾害后，保持内部生活物资的供应，解决受灾学生及教
职工的吃住等紧急问题。



1、遭遇雨雪冰冻天气灾害事件，领导小组立即按此预案开展
行动，召集小组成员讨论、研究、部署、指挥抢险救灾工作。
根据突发性强降温降雪冰冻灾害的程度，决定是否停课、提
前放假等及如何更好地提供师生安全保暖等措施。

2、一旦发现其他突发事件，立即与相关部门联系，采取应急
措施，确保师生生命安全。由总务科组织，环境卫生管理人
员带领劳动周学生，清除雨雪，放置防滑垫；由水电工在低
温时段，保证24小时供水，恢复损坏设备；总务科应督促检
查，要求食堂保证水和食品供应。

3、安排专人负责，切实落实防雨雪冰冻天气灾害及24小时安
全值班制度。

４、及时汇总各类灾害信息，由办公室向市教育局和有关部
门、单位通报信息。灾情信息报告内容：包括灾害发生的时
间、地点、背景，灾害造成的损失，已采取的救灾措施、应
急救援的需求。

５、恢复重建工作由学校后勤部门负责组织实施，需要上级
部门援助的，由学校提出请求，上级有关部门根据调查评估
报告和受灾恢复重建计划提出解决建议或意见，按有关规定
报批后组织实施。

学校雷电灾害应急预案篇五

目前，雨季来临，时有强降水过程，甚至会出现大到暴雨，
极易引起山洪爆发、山体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洪涝灾
害是一种突发性强、破坏性大、处置救助较为困难的自然灾
害，在汛期极易引发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事关全校师
生生命财产安全。为确保学校师生生命财产安全，保障教育
事业健康发展，根据上级教育局和中心校有关防汛文件精神，
特制定防汛应急预案。



一、指导思想和要求

牢固树立安全第一的思想，对汛期的安全工作，其严峻形势
要有充分的估计，思想上要有充分的认识，工作上要有充分
的准备。要坚决克服麻痹大意思想，立足大洪灾，立足高险
情，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宁可信其大，不可信其小，
立足校园，精心周密部署，明确职责分工，不断建立健全安
全工作机制，着眼于汛期防洪抗灾，把师生生命安全放在首
位。认真地做好汛期防洪抗灾应急安全工作，维护好校园社
会治安，确保稳定、安全的良好环境。

二、工作原则

防汛救灾工作在上级部门和梨埠镇中心校的领导下，坚持统
一指挥、统一调度，分级分部门负责，以保障广大师生生命
财产安全为首要目标，坚持“安全第一、常备不懈、以防为
主、全力抢险”的原则，做到及时安排，及时布置，及时抢
险。

三、应急处置指挥机构及职责

（一）成立学校防汛救灾领导小组及职责

组长：

副组长：

成员：

职责：领导小组的主要职责为指挥、协调和组织学校重大突
发事件的'预防和处置工作；对重大突发事件预防和处置工作
作出决策，协调解决预防和处置工作中的重要问题，必要时
向梨埠镇中心校、镇人民政府领导汇报，请求指示；检查重
大突发事件预防和处置工作落实情况。



学校防汛救灾领导小组下设应急小组：

1、防汛抢险、安全保卫组：

由张勇同志任组长，白建军、刘晓诚同志为成员；

2、救灾安置、后勤物质保障组：

由张润利同志任组长，任学武、曹琨同志为成员。

3、通信联络、灾情统计组：

由臧伟业同志任组长，张彦平同志负责向上级及时汇报灾情。

四、报告制度及程序

学校发生灾情时，必须立即向校长报告，启动学校汛期应急
预案。并立即报告中心校办公室。学校在最短时间内写出灾
情书面报告，报告灾情情况，灾区已采取的措施和灾情控制
情况以及报告人、报告单位，灾情现场情况发生变化后，学
校应及时进行补报。

五、工作安排及措施

（一）预防为主，排除隐患。

要有针对性地对师生开展汛期安全教育、增强防范意识和自
救自护能力。要求学生不能到江河湖、水库边、低洼地带等
可能发生山洪及地质灾害的地区游玩，做到防患于未然。汛
期强风暴发生时，学校根据校内的地质环境、低洼地带、操
场、校舍和易发生倒塌、滑坡等地方进行全面排查，不留死
角，发现问题及时上报。学校根据天气情况及时做好防灾部
署工作，做到早准备、早预防，严防洪涝、地质灾害给师生
造成人身伤害。



（二）加强巡查，确保汛期防汛值班制。

安排领导带班，值班人员要保持24小时通讯畅通。值班人员
必须注意收听收看当地天气预报等信息，如遇第二天有雷雨
或出现大到暴雨天气时，收集信息的老师应及时通知领导小
组，领导小组立即通知各位班主任，做好通知本班学生做好
汛期的安全防范准备。并要认真填写值班记录，交班时要手
续清楚，签名移交下一班。

（三）加强排查

汛期期间学校要组织人员对校区进行全面检查，封堵、关闭
危险场所，并设立醒目的警示标志。

（四）加强宣传

做好防汛宣传工作，加强对学生保护自己的安全教育。学校
要有计划、有重点地搞好教师、学生的安全教育工作，增强
师生的防汛安全意识，特别是加强师生应对突发自然灾害保
护的安全教育。

（五）防汛抢险队注意事项

防汛抢险队成员要保证通讯工具畅通，及时联系，每当遇到
特大暴雨，都应注意观察校园及周边的水位上涨情况。及时
掌握险情，一旦学校发生洪涝灾害，全体抢险队员应立即赶
到学校，听从校长的指挥，全力抢搬学校的教学物资。

（六）停课工作安排

学校接到上级的停课指示后，对学生进行安全教育，在安全
的前提下疏散学生；对无法回家而在学校停留的学生，学校
要做好学生饮食、卫生等方面的工作。



（七）汛期学校突发事件措施

如若学校受淹，待洪水开始退落时，及时组织人力物力，清
扫污泥垃圾。

六、注意事项

（一）防汛救灾的首要的任务是保护师生的生命安全，救灾
要在确保救灾人员不受伤害的前提下进行。

（二）学校不能组织学生参加救灾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