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5月12日 星期四

版式：张飞娥 专版 9
ZHEJIANG DAILY

省应急管理厅

守护幸福底色 书写应急为民新篇章
应急管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

要组成部分，担负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

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使命。5 月 12 日是第 14

个全国防灾减灾日，“减轻灾害风险，守护美好家

园”，在走向共同富裕道路上，只有筑牢防灾减灾

防线，才能守住“稳稳的幸福”。

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宁可备而不

用，不可用时无备。近年来，省应急管理厅持续

深化风险防控，坚守安全底线，凝聚防灾减灾合

力，以安全之“稳”保障全省发展之“进”，不断

书写应急为民新篇章，守护共同富裕平安底

色。

全面发力数字赋能，风险普查成果集聚初显

成效；更加标准更加系统，避灾安置场所规范化

建设再创佳绩；凝聚合力加强预案，综合减灾示

范社区创建全面开花。如今，具有浙江特色的应

急管理体系已经基本形成，一张更高质量、更高

水平的平安浙江画卷正舒展开来。

数读

避灾安置场所是灾害来临时为群
众提供临时遮风避雨的港湾。从 2006
年开始，浙江积极探索避灾安置场所规
范化建设，有效增强基层防灾减灾救灾

能力。经过十余年的努力，浙江
避灾安置场所建设取得突出成
效。据统计，目前全省共有各级
避灾安置场所 1.8 万余个，其中
规范化避灾安置场所 1.2 万余个，
基本形成每个乡镇（街道）至少有
一个避灾安置中心、村（社区）避灾安置
场所服务保障全覆盖的工作格局。

让避灾群众在这里感受家的温暖，
秀洲区今年在全省首推星级避灾安置
点建设。食堂、厨房、特殊人员休息室、
阅览室、活动室等“一堂一房四室”一
应俱全，还有 WIFI 全覆盖、电脑可上
网、休息室有空调、淋浴室有热水器、
洗衣机⋯⋯安置点处处体现着人性
化，力争为受灾群众提供更优质的服
务。

这只是浙江省避灾安置场所规范
化建设的一个缩影，如今，避灾安置场
所已经成为推进基层救灾应急能力建
设的重要抓手，有效前移了救灾工作关
口。例如在去年的台风“烟花”“灿都”
防御期间，全省累计开放 2.5 万余个避

灾安置场所，累计安置 87 万余人。最
大限度减轻了此次台风灾害的人员伤
亡和财产损失。

浙江通过政府主导、社会参与，以
修缮、改造、合建等方式，盘活区域内可
用资源，避灾安置场所建设再上新台
阶。县级避灾安置中心主要利用人防疏
散基地、体育馆、影剧院、会场、学校和社
会福利院等公共建筑物进行建设。乡级
避灾安置中心主要利用乡镇敬老院、文
化中心、学校等符合避灾要求的公共设
施进行建设。村级避灾安置点主要利用
社区服务中心、老年活动中心、居家养老
服务中心及中小学校等公共设施进行建
设。通过资源整合，有效解决了基层避

灾点建设与管理中存在的经费不足、利
用率低、管理困难等问题。

同时，避灾场所安置管理更加标准
和系统。浙江各级、各有关部门先后制
定了《村镇避灾场所建设技术规程》《关
于加强避灾安置场所规范化建设的意
见》等政策文件，进一步规范了避灾安
置场所在运行管理、内部设施、物资储
备等方面的要求。既统一了名称、标识
牌和指示牌，还根据救灾物资的种类与
数量及场所所在地区类型，实施差异化
管理，确保场所在储备如行军床、应急
生活包、防潮垫等基础物资的同时，鼓
励各地拓展储备种类以增强场所保障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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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灾害综合风险预报引擎受灾人口预报自然灾害综合风险预报引擎受灾人口预报

浙江交通集团杭甬复线一期的“蜂之巢”职工加油站内，建筑工人通过 VR 设备模拟实
景，体验基坑坍塌、高处坠落、宿舍火灾等多个突发场景，切身感受灾难现场带来的震撼，提
升自身防灾自救的意识和应变能力。 李震宇 贺元凯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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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地处东部沿海地区，台风、洪涝、地质、气象、
海洋等自然灾害易发频发。面对点多面广的自然灾害
现状，摸清底数、未雨绸缪、有的放矢，防灾减灾工作才
能事半功倍。浙江高标准高质量推进自然灾害风险普
查，全省各级各部门强化协同配合和举措落实，扎实有
序开展普查各项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果。截至今年
3 月底，我省已全面完成地质、海洋、水利、气象、地震、
生态环境、建设、交通、应急、林业等 10 个行业数据调
查采集任务，基本汇集了省市县三级 6 大类 21 种灾害
致灾因子、承灾体、重点隐患、历史灾害、综合减灾能力
等详实的空间位置和灾害属性信息。

浙江风险普查工作进度和质量在全国保
持领先，但摸清底数只是第一步，必须最大
限度发挥这些数据在防灾减灾救灾中的
作用，打造具有浙江辨识度的普查应用
成果，全力推进我省自然灾害防治体系
现代化。

省应急管理厅坚持实战导向，组织
开发了多层级、全过程的自然灾害综合
预报引擎，是浙江特色的自然灾害风险
综合监测预警体系的核心组成部分。该
引擎以杭州市临安区、温州市苍南县两个
国家试点地区收集的灾害风险要素调查数
据等为基础，融合气象灾害、小流域山洪等
动态数据，是一套适用于浙江省山地和平原地
区的动态综合风险评价模型，可预报县（市、区）、
乡镇（街道）、村（社区）多个层级在未来一段时间内
的综合风险。

省级层面成果显著，地方层面多点开花。以数字
赋能，立足各地实际，浙江数智应急体系初见雏形。

在临安，这里将风险普查数据一体化纳入“防灾
天目”系统，不断扩容自然灾害“数据池”，为精准预
测自然灾害、高效组织减灾救灾提供科学保障。该系
统不仅可以优化气象 X 波段雷达、避灾安置场所等项
目选址，还可以对山核桃生长期间气象灾害进行风险
评估，有针对性地做好全程防御指导，护航农业高质
量发展。

平湖以灾害精准防控、高效处置为目标，以数据
驱动业务重塑为导向，汇聚跨部门数据资产和各类实
时感知数据，完成了灾前监测预警、灾中协同应对、灾
后评估优化场景应用和数字化模型的构建，并在防御

“烟花”“灿都”台风过程中得到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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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州市德清县新市镇完全小学联合当地应急湖州市德清县新市镇完全小学联合当地应急、、公安部门开展公安部门开展““减轻灾害风险减轻灾害风险，，守护美好守护美好
家园家园””为主题的安全教育课为主题的安全教育课，，通过向学生讲解防灾减灾知识通过向学生讲解防灾减灾知识，，传授逃生要领传授逃生要领，，开展逃生演练开展逃生演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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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减灾是减灾救灾工作的基础，
创建综合减灾示范社区是加强减灾能
力建设、减轻灾害损失的有效途径和重
要举措。浙江坚持以综合减灾示范社
区创建为抓手，完善多部门联动参与机
制，鼓励支持社会力量参与，着力提升
综合防灾减灾能力。

在舟山涂口社区，有这样一个公益
社会组织，承担着防灾减灾科普宣传的
工作。2016 年，爱鑫社会公益服务中
心成立，其中专设应急救援小分队，他
们将防灾减灾科普知识做成宣传展板
和常识口诀，防灾减灾观念逐渐深入人
心，而在灾害来临时，社会组织志愿者
也积极协助社区工作人员做好受灾人
群的转移安置工作，有效减轻了社区居
民受自然灾害的损失。

而宁波北仑的高河塘社区则利用
辖区内大型企业优势，通过企业捐助建
成社区减灾广场，设有宣传教育栏、电
子屏、图书室、石书等，并通过辖区十多
家当地企业动员 100 多位员工志愿者
参加防灾减灾有关活动。

广泛动员，有序引导社会力量参
与，凝聚社区防灾减灾的治理合力，涂
口社区和高河塘社区并不是个例。浙
江综合运用媒体宣传、学校教育、主题
活动、实务演练等多种方式，探索构建
广覆盖、全方位、多形式、真实效的社区
减灾宣传教育体系。

在省级层面，以组建省救灾协会为
主平台，吸收全省有影响的社会组织为
会员单位，目前有 100 余家会员单位，
拥有成员3000余人。在市、县（市、区）

层面，要求各地积极培育发展社会组
织，明确任务，逐级推介有实力的社会
组织，形成上下联动态势。在乡镇（街
道）、社区（村）层面，充分发挥防灾减灾
综合平台作用，积极邀请社会组织和志
愿者，广泛发动社区企事业单位参与共
建。

同时，浙江坚持把社区内在的减灾
能力建设当作社区减灾工作的核心，强
化灾前灾中灾后各环节的能力建设，加
强预案管理。截至目前，全省社区、村
基本形成了“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预
案体系，明确各类灾害发生时社区和辖

区各单位、各居民小组综合减灾任务、
目标和责任，适时开展救灾应急预案演
练，同步进行预案评估，提高预案的针
对性和可操作性。

值得一提的是，浙江以标准化赋
能，强化应急物资保障能力，不断提升
减灾救灾水平。浙江编制省应急物资
保障体系“十四五”规划、省应急物资分
类指导目录，印发省、市、县、乡、村五级
防汛防台应急物资储备参考标准等政
策文件，着力构建统一的应急物资保障
体系，不断提高应对重特大突发事件的
应急物资保障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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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共创建全国“综合减灾示

范社区”1067个、省级1330个。

绍兴市越城区马山街道绍兴市越城区马山街道（（袍江袍江
小学小学））避灾安置点做好启用准备避灾安置点做好启用准备

黄岩区应急管理局开展规范化避灾安置场所检查黄岩区应急管理局开展规范化避灾安置场所检查、、清点应急物资清点应急物资。。
丁蕴蕾丁蕴蕾 摄摄

截至2022年3月底

自然灾害风险普查总体调查进

度95.64%（含数据质检进度），居

全国前列。高质量完成3个国家试

点、2个省级试点主体调查任务。

2021年

指导各地累计开放避灾场所

2.5 万 个 ，累 计 安 置 受 灾 群 众

86.6万人。

全省各乡镇（街道）避灾安置中
心、村（社区）避灾安置场所服务保障
基本全覆盖。

截至2021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