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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浦东新区老港镇人民政府

浦老府〔2023〕110号

关于印发《关于加强老港镇基层应急管理能力

标准化建设的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相关单位：

经镇政府同意，现将《关于加强老港镇基层应急管理能力标

准化建设的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特此通知。

上海市浦东新区老港镇人民政府

2023年 9月 27日

（此件公开发布）

上海市浦东新区老港镇党政办公室 2023年 9月 27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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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加强老港镇基层应急管理能力标准化建设的

实施方案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应急管理的重要论述，践

行“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重要理念，加强基层应

急管理（涵盖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应急救援等内容）工作

的规范性、科学性和有效性，强化基层应急管理现代化治理能力，

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根据中央、市、区有关规定和要求，

结合老港实际，制定《关于加强老港镇应急管理能力标准化建设

的实施方案》如下：

一、总体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

实党的二十大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应急管理重要论述和党中

央、国务院、市委、市政府和区委、区政府关于加强应急管理工

作的决策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

加强老港镇应急管理能力标准化建设，提高居（村）应急管理能

力，筑牢防灾减灾救灾人民防线，坚决守住不发生重特大事故底

线，为加快推进“五张名片”“六个老港”建设提供坚实的安全

保障。

到 2023 年底，镇级层面，全面提升“完善的组织管理、精

准的风险管控、即时的监测预警、周密的预防准备、强韧的灾害

防御和快速的响应处置”六大能力；在居（村）层面，要建立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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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服务站，全面完成“有人员、有制度、有场所、有平台、有清

单、有风险图、有防灾卡、有宣传”的“八有”标准化建设，达

到基层应急管理水平显著加强，重大安全风险全面管控，生产安

全事故有力遏制，各类自然灾害有序防治，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

全有效保障的目标。到 2024 年，通过应急管理能力标准化建设

持续推进，统一指挥、专常兼备、反应灵敏、上下联动的应急管

理体制机制更加顺畅，城市安全运行形势更加稳定可控。

二、重点任务

（一）加强镇级应急管理能力标准化建设

1.推进体制机构建设，提升组织管理能力

（1）加强组织领导。将应急管理工作纳入镇党委、政府工

作议程，每季度召开 1次相关专题工作会议。落实领导干部工作

责任制，镇领导班子要建立应急管理职责清单和重点工作任务清

单。

（2）完善工作机构。成立以镇党委、政府主要领导为双组

长的应急管理议事协调领导小组，全面统筹负责应急救援、安全

生产、综合减灾、防汛防台等各项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城运应急

办、安委办和灾防办（简称“三办”），明确“三办”工作机构

和具体职责，“三办”均设置在城运办，“三办”主任均由分管

城运的副镇长兼任，常务副主任由城运办主任担任，“三办”专

职副主任由城运中心（应急管理中心）常务副主任兼任。并根据

岗位分工，落实专职人员具体落实应急管理相关工作。其他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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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单位按照管行业、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的工作要求，各司其

责，齐抓共管。

（3）健全管理制度。建立镇级应急管理工作制度，规范应

急值守、信息报送、隐患排查、风险评估、物资保障、队伍建设、

应急演练、宣传教育、应急处置、舆情应对、灾害救助等各项工

作机制，不断提高我镇应急管理规范化、标准化水平，提高工作

实效。

（4）加强经费保障。加大应急管理资金保障力度，在年度

预算中安排专项经费，持续推动必要的项目开展和财力投入，保

障相关经费投入，并严格管理和规范使用。

2.加强安全隐患治理，提升风险管控能力

（5）定期开展脆弱性人群统计。每半年编制 1 次脆弱性人

群清单，准确掌握辖区内老年人、儿童以及有肢体残疾或身心疾

病人员等脆弱性人群情况。

（6）定期开展安全排查。围绕重要时段、重点行业、关键

部位，按照固定时间全面查、因时因需随机查、关键部位重点查

的要求，建立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机制，其中对生产场所、公共设

施和人员密集场所开展全方位、地毯式排查每季度不少于 1次。

（7）定期开展隐患治理。每季度结合安全排查，明确辖区

内的主要隐患、事故危险源、危险设施、设施损坏、设备缺失等

信息，同时针对危险源、隐患点标识、事故伤害记录、电动自行

车管理等隐患排查结果，制定相应隐患治理方案，并有效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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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定期开展风险评估。结合辖区特点和风险类型，制定

科学的风险评估方法，每半年对辖区内的风险状况开展 1次识别

分析，设定风险等级，落实防控措施。同时，绘制“风险一张图”，

包含危险源、隐患点、重要区域、脆弱性区域、安全场所、疏散

路线等要素，进行可视化管理。

3.发挥智能平台作用，提升监测预警能力

（9）加强智能化综合监测预警。依托政务服务“一网通办”、

城市运行“一网统管”等信息系统，建立镇、居（村）一体化城

市安全隐患治理应用场景，加强对安全风险隐患的智能化动态管

控。

（10）加强全覆盖网格化管理。整合居（村）内部管理资源，

依托网格化管理，将隐患排查内容纳入网格化发现范畴，通过定

时巡查，及时上传风险隐患，跟踪处理情况等方式进行动态管理。

4.夯实安全工作基础，提升预防准备能力

（11）建立完善的应急预案体系。根据风险评估和隐患排查

结果，编制各类应急预案，形成镇级“1+10+X”应急预案体系，

即 1个总体预案、10个必备专项预案（包括防汛防台、火灾事故、

公共卫生、环境污染、食药安全、安全生产、公用事业、群体性

事件、反恐防暴、舆情应对）、X个自选专项预案，明确职责分

工、应对流程和保障措施等内容，并根据预案演练和实施情况，

及时修订完善，提高应急预案的科学性、系统性和操作性。

（12）进行充足的应急物资储备。建立镇－居（村）－家庭



— 6—

三级应急物资储备体系，根据实际情况，储备铁锹、灭火器、防

洪沙袋等基础救援物资以及食品、饮用水、床、布草等基本生活

保障物资。同时，建立应急物资社会储备机制，将辖区内企事业

单位的物资储备纳入居（村）储备体系，并与居（村）内及邻近

超市、企业合作建立应急物资协议储备。2025年建立使用面积不

少于 1000 平方米的镇级综合储备库，实现居（村）级应急储备

点全覆盖。

（13）开展家庭储备推广行动。提供家庭应急物资储备清单，

鼓励和引导居民家庭储备必要的应急物资，推广使用家庭应急

包，进一步提高家庭灾害防范和应对能力。

（14）开展参与面广的应急演练。结合安全管理要求和各类

应急预案，编制年度应急演练计划，每年组织开展应急综合演练

不少于 2次，并能够吸纳居（村）居民、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

和居民志愿者等广泛参与，做到有方案、有脚本、有评估，过程

有图片或视频记录。辖区内企事业单位结合自身实际，每年至少

组织开展 1次应急演练。

5.加强防灾设施建设，提升灾害防御能力

（15）开展多样的宣传教育活动。聚焦安全宣传“五进”，

结合全国防灾减灾日、安全生产宣传月、消防安全宣传月等重点

活动，每年至少组织开展 5次镇级应急管理宣传教育活动，加大

安全宣传动员力度，普及市民安全知识，提升市民安全文明素养。

（16）建成完好的防汛防台设施。积极推动辖区内防汛防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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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建设，定期对水闸、堤防、排水管网等设施进行安全检查，

及时发现各类设施存在的隐患和薄弱环节，确保防汛防台设施全

部完好且达标。

（17）建设全覆盖的消防设施。按照“救早、灭小”和“3

分钟到场扑救初起火灾”的目标，加强微型消防站规范化标准化

建设，做到标识清晰、力量到位、制度完善、装备齐全、管理规

范。辖区场所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生命通道和消防设施符合建

设标准要求，消防设施完好率不低于 95%；电动自行车管理严格，

合理设置充换电设施。

（18）建设充足的应急避险场所。按照到 2025 年人均有效

避难面积达到 1.5平方米、2035年 2平方米的工作目标，根据上

海市《应急避难场所设计规范》（DB31MF/Z003-2021）标准，

积极推动社区应急避难场所建设，提高应对地震、台风等灾害事

故防御能力，完全满足居民紧急避险和转移安置需要。

6.强化应急队伍建设，提升相应处置能力

（19）建设基层综合救援队伍。按照“多种平台合一、多项

任务切换”的原则，全面统筹、整合辖区内治安、综合执法、民

兵、特保、协管、医务、志愿者等各类队伍资源，重点落实先期

处置、专业处置、志愿服务三支应急队伍。除志愿者队伍外，应

急专业骨干力量达到每 1 万常住人口不少于 10 人的标准，并配

备足够的应急救援装备、应急保障装备、应急防护装备。每年至

少开展 2次针对基层综合救援队伍的训练活动，并强化技能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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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实战处置能力。

（20）建设灾害信息员队伍。建立镇—居（村）—居民小区

（村民小组）三级灾害信息员队伍，每年组织针对所有灾害信息

员的业务培训不少于 1次，提高快速、准确报送灾害信息的能力。

（二）加强居（村）应急管理能力标准化建设

1.有人员

（1）有岗位责任。建立居（村）应急服务站，实现规范化、

标准化建设，各居（村）要将应急管理工作作为社区居民自治管

理的重要内容，建立应急管理责任制，明确领导职责分工和工作

岗位，加强与镇应急管理部门的工作衔接，构建顺畅便捷的应急

管理网络。

（2）有管理队伍。依托居（村）联勤联动平台，优化原有

应急管理队伍建设，做好居（村）民参与处置突发事件的组织、

动员工作，组建由民兵、预备役人员、保安员、基层警务人员、

医务人员、治安员、居（村）民代表等相关知识和经验人员组成

的综合应急救援、应急志愿者、灾害信息员队伍，加强专业培训

知识技能培训，实现安全生产和灾害防治末梢落实。

2.有制度

（3）有制度手册。规范居（村）安全风险排查、监测预警、

脆弱性人群帮扶、宣教培训、物资储备等管理工作，并编制管理

成册。立足实战实用，围绕队伍、资源、装备等要素，编制突发

事件应对处置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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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有场地

（4）有应急救援站。依托微型消防站，建设至少 1所居（村）

应急救援站，由受过基本灭火技能训练的保安员、治安联防员、

居（村）工作人员等担任队员，加强应急演练，提高应急响应和

实战救援能力。

（5）有物资仓库。利用居（村）微型消防站等资源，建设

应急物资储备库，储备铁锹、灭火器、防洪沙袋等基础救援物资

以及食品、饮用水、床、布草等基本生活保障物资，加强日常维

护管理，满足应急需要。鼓励有条件的居民尝试加强常用应急物

资的家庭储备，达到自救和互救的目的。

4.有平台

（6）有预警平台。推进城市运行“一网统管”向居（村）

赋能，优化提升居（村）微平台功能建设，定期监测暴露生活垃

圾、乱堆物、机动车乱停放等市容环境问题，定期监测消防栓损

坏、私拉电线、窨井盖丢失、消防通道违停、高空坠物等安全风

险，综合运用自媒体、大喇叭、电子屏等技术手段，即时发布灾

害事故预警信息，确保在短时间内覆盖居（村）全体居民。

5.有清单

（7）有隐患排查清单。每年至少开展 1 次针对辖区内的老

旧房屋、户外广告设施、店招店牌、违章搭建、楼道堆物、高空

坠物、电瓶车充电等安全隐患排查，编制隐患清单，明确隐患类

型、分布位置以及应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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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有脆弱性人群清单。每年至少开展 2次脆弱性人群（独

居老人、高龄老人及有肢体残疾或身心疾病人等）统计，编制人

员清单，需包含人员姓名、居住地址、情况说明和紧急联络方式

等内容。

（9）有避险转移人员清单。每年汛前完成辖区内在建工地

临房、危旧房屋、海塘外作业施工、租地农民工、避风船只等人

员排摸，编制人员清单，并落实应急避难场所和转移安置责任人。

6.有风险图

（10）有风险地图。每年至少开展 1次居（村）安全风险评

估，绘制包括危险源、隐患点、重要区域、脆弱性区域、微型消

防站和医疗设施位置、疏散路线、应急避难场所或转移安置场所

等内容的“风险地图”，并在主要集散通行区域广泛张贴。

7.有防灾卡

（11）有防灾明白卡。根据居（村）风险评估和隐患排查结

果，每年更新制作防灾明白卡，明确辖区灾害风险和隐患点基本

情况、防范应对措施、紧急联络方式、应急避难场所、应急疏散

路线等，并发放到户。

8.有宣传

（12）有宣传演练。注重传统媒体与新媒体融合互动，多渠

道、多形式开展宣传教育。充分利用居（村）公开栏、宣传栏、

电子屏等场地资源，结合全国防灾减灾日、安全生产月、国际减

灾日、119消防宣传日等开展各类宣传活动，增强群众忧患意识、



— 11—

公共安全意识和风险防范意识。有条件的可编制各类防灾减灾小

贴、指导手册，广泛宣传生活安全常识及减灾救灾知识，同时每

年结合实际至少组织 2次社区应急演练，增强群众安全意识和自

救互救能力。

三、工作要求

老港镇城运应急办、安委办和灾防办将围绕镇层面“六大能

力”、居（村）“八有”标准化建设要求，进一步细化任务、明

确分工、压实责任，确保应急管理能力标准化建设扎实开展、取

得实效。

一是要形成任务清单。要坚持目标导向，按照新区要求，结

合工作实际，对照建设内容，逐项进行任务分解，形成具体项目

清单，做到任务项目化，项目清单化，力求在今年年底实现全覆

盖基本达标，2024年实现全覆盖高质量达标。

二是压实工作责任。要结合标准化建设清单，明确各项任务

完成的时间节点，明确责任部门和具体责任人，逐项压实工作责

任。各（居）村要严格按照工作标准，推进工作任务跟踪落实，

动态梳理工作进展，及时反馈推进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提

高推进质量。各职能部门要大力支持居（村）应急管理能力标准

化建设，提供相应的应急物资、工作指导、专项培训、经费保障

等，确保应急管理工作有力、有效、有序推进。

三是强化考评激励。将应急管理能力标准化建设工作纳入年

度应急管理工作考核，并对年底工作落实情况开展评估和情况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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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对工作推进落实快、成效好的进行推广借鉴，对工作进度迟

缓慢、效果不佳的予以督促帮扶。

附件：1.老港镇现有“1+10+X”应急预案体系

2.镇层面应急管理能力标准化建设清单

3.居（村）层面应急管理能力标准化建设清单

4.居（村）应急物资储备建议清单

5.家庭应急物资储备清单（基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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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现有“1+10+X”应急预案体系

预案类别 预案名称 牵头部门

总体预案 总体预案
城运办、城运中心（应急

管理中心）

必备专项

预案

防汛防台
城运办、城运中心（应急

管理中心）

火灾事故 平安办

公共卫生 社建办

环境污染 规建办

食药安全 城运办

安全生产
城运办、城运中心（应急

管理中心）

公用事业 规建办

群体性事件 平安办

反恐防暴 平安办

舆情应对 新闻信息中心

自选专项

预案

重大交通事故 平安办

雨雪冰冻灾害 城运办

地震应急 武装部

突发重大动物疫情 农发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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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老港镇应急管理能力标准化建设任务清单（镇层面）

建设

内容
具体任务 工作标准

分管

领导
责任部门

（一）

组织管

理能力

1.加强组织

领导

镇党委、政府每季度召开 1次应急管理

专题工作会议。镇领导班子要建立应急

管理职责清单和重点工作任务清单。

沈旗峰

谭志恒
党政办

2.完善工作

机构

设立应急管理议事协调领导小组，下设

办公室，明确岗位分工，配备专门力量，

开展日常工作。

杨胜军 城运办

3.健全管理

制度

建立镇级应急管理工作制度，健全各项

工作机制，不断提高应急管理规范化、

标准化水平，提高工作实效。

杨胜军 城运办

4.加强经费

保障

在年度预算中安排专项经费，持续推动

必要的项目开展和财力投入，保障相关

经费投入，并严格管理和规范使用。

金 军 财政所

（二）

风险掌

控能力

（二）

风险掌

控能力

5.定期开展

脆 弱 人 群

统计

每半年编制 1次脆弱性人群清单，准确

掌握辖区内老年人、儿童以及有肢体残

疾或身心疾病人员等脆弱性人群情况，

形成包含人员姓名、居住地址、情况说

明和紧急联络方式等内容的脆弱性人

群清单。

王春辉 社建办

6.定期开展

安全排查

建立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机制，对生产场

所、公共设施和人员密集场所开展全方

位、地毯式排查每季度不少于 1次。

黄 伟

杨胜军

朱 亮

规建办、平安

办、城运办、

城运中心

（应急管理

中心）

7.定期开展

隐患治理

每季度结合安全排查，明确辖区内的主

要隐患、事故危险源、危险设施、设施

损坏、设备缺失等信息，同时针对危险

源、隐患点标识、事故伤害记录、电动

黄 伟

杨胜军

朱 亮

规建办、平安

办、城运办、

城运中心

（应急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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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

内容
具体任务 工作标准

分管

领导
责任部门

自行车管理等隐患排查结果，制定相应

隐患治理方案，并有效落实。

中心）

8.定期开展

风险评估

结合辖区特点和风险类型，制定科学的

风险评估方法，每半年对辖区内的风险

状况开展 1次识别分析，设定风险等

级，落实防控措施。同时，绘制“风险

一张图”，包含危险源、隐患点、重要

区域、脆弱性区域、安全场所、疏散路

线等要素，进行可视化管理。

杨胜军

城运中心

（应急管理

中心）

（三）

监测预

警能力

9.加强智能

化 综 合 监

测预警

建立镇、居（村）一体化城市安全隐患

治理应用场景，加强对安全风险隐患的

智能化动态管控。

杨胜军

城运中心

（应急管理

中心）

10.加强全

覆 盖 网 格

化管理

整合居（村）内部管理资源，依托网格

化管理，将隐患排查内容纳入网格化发

现范畴，通过定时巡查，及时上传风险

隐患，跟踪处理情况等方式进行动态管

理。

杨胜军

城运中心

（应急管理

中心）

（四）

预防准

备能力

11.建立完

善 的 应 急

预案体系

编制形成镇级“1+10+X”应急预案体

系，即 1个总体预案、10个必备专项

预案（包括防汛防台、火灾事故、公共

卫生、环境污染、食品安全、安全生产、

公用事业、群体性事件、反恐防暴、舆

情应对）、X个自选专项预案，明确职

责分工、应对流程和保障措施等内容。

黄 伟

顾 军

邵 妤

王春辉

金 军

杨胜军

朱 亮

规建办、社建

办、平安办、

城运办、农发

办、武装部、

新闻信息中

心、城运中心

（应急管理

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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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

内容
具体任务 工作标准

分管

领导
责任部门

（四）

预防准

备能力

12.进行充

足 的 应 急

物资储备

建立镇－居（村）－家庭三级应急物资

储备体系，根据实际情况，储备铁锹、

灭火器、防洪沙袋等基础救援物资以及

食品、饮用水、床、布草等基本生活保

障物资。同时，建立应急物资社会储备

机制，将辖区内企事业单位的物资储备

纳入居（村）储备体系。2025年建立

使用面积不少于 1000平方米的镇级综

合储备库，实现居（村）级应急储备点

全覆盖。

金 军

杨胜军

经发办、城运

中心

（应急管理

中心）

13.开展家

庭 储 备 推

广行动

提供家庭应急物资储备清单，鼓励和引

导居民家庭储备必要的应急物资，推广

使用家庭应急包。

王春辉 社建办

14.开展参

与 面 广 的

应急演练

编制年度应急演练计划，每年组织开展

应急综合演练不少于 2次，做到有方

案、有脚本、有评估，过程有图片或视

频记录。辖区内企事业单位结合自身实

际，每年至少组织开展 1次应急演练。

杨胜军

城运中心

（应急管理

中心）、老港

消防中队

15.开展多

样 的 宣 传

教育活动

聚焦安全宣传“五进”，结合全国防灾

减灾日、安全生产宣传月、消防安全宣

传月等重点活动，每年至少组织开展 5

次镇级的应急管理宣传教育活动。

杨胜军

城运办、城运

中心

（应急管理

中心）

（五）

治理防

16.建成完

好 的 防 汛

防台设施

积极推动辖区内防汛防台设施建设，定

期对水闸、堤防、排水管网等设施进行

安全检查，及时发现各类设施存在的隐

患和薄弱环节，确保防汛防台设施全部

完好且达标。

杨胜军 城运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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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

内容
具体任务 工作标准

分管

领导
责任部门

范能力

（五）

治理防

范能力

17.建设全

覆 盖 的 消

防设施

加强微型消防站规范化标准化建设，做

到标识清晰、力量到位、制度完善、装

备齐全、管理规范。辖区场所安全出口、

疏散通道、生命通道和消防设施符合建

设标准要求，消防设施完好率不低于

95%；电动自行车管理严格，合理设置

充换电设施。

杨胜军

城运中心

（应急管理

中心）

18.建设充

足 的 应 急

避险场所

按照到 2025年人均有效避难面积达到

1.5平方米、2035年 2平方米的工作目

标，积极推动社区应急避难场所建设，

提高应对地震、台风等灾害事故防御能

力。

王春辉

朱 亮

社建办、规建

办

（六）

应急处

置能力

19.建设基

层 综 合 救

援队伍

全面统筹、整合辖区内治安、综合执法、

民兵、特保、协管、医务、志愿者等各

类队伍资源，重点落实先期处置、专业

处置、志愿服务三支应急队伍。除志愿

者队伍外，应急专业骨干力量达到每 1

万常住人口不少于 10人的标准。配备

足够的应急救援装备（如抽水泵、救生

艇、AED等）、应急保障装备（如应

急发电设备、应急通信设备、应急供水

设备）、应急防护装备（如防毒面具、

防护服、防护口罩、安全帽、安全警示

背心等）。每年至少开展 2次针对基层

综合救援队伍的训练活动，强化技能考

核，提高实战处置能力。

杨胜军

城运中心

（应急管理

中心）

20.建设灾

害 信 息 员

队伍

建立镇－居（村）－居民小区（村民小

组）三级灾害信息员队伍，每年组织针

对所有灾害信息员的业务培训不少于

1次。

杨胜军 城运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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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老港镇应急管理能力标准化建设任务清单（居村层面）

建设内容 具体任务 工作标准

（一）有人员

1. 有 责 任

岗位

建立居（村）应急服务站，实现规范化、标准化建设，将

应急管理工作作为社区居民自治管理的重要内容，建立应

急管理责任制，明确领导职责分工和工作岗位，加强与镇

级应急管理部门的工作衔接，构建顺畅便捷的应急管理网

络。

2. 有 管 理

队伍

依托居（村）联勤联动平台，优化原有应急管理队伍建设，

做好居（村）民参与处置突发事件的组织、动员工作，组

建由民兵、预备役人员、保安员、基层警务人员、医务人

员、治安员、居民代表等相关知识和经验人员组成的综合

应急救援、应急志愿者、灾害信息员队伍，加强专业培训

知识技能培训，实现安全生产和灾害防治末梢落实。

（二）有制度
3. 有 制 度

手册

规范居村安全风险排查、监测预警、脆弱性人群帮扶、宣

教培训、物资储备等管理工作，编制制度手册；立足实战

实用，围绕队伍、资源、装备等要素，编制突发事件应对

处置手册。

（三）有场地

4. 有 应 急

救援站

依托微型消防站，建设至少 1所居（村）应急救援站，由

受过基本灭火技能训练的保安员、治安联防员、居（村）

工作人员等担任队员，加强应急演练，提高应急响应和实

战救援能力。

5. 有 物 资

仓库

利用居（村）微型消防站等资源，建设应急物资储备库，

储备铁锹、灭火器、防洪沙袋等基础救援物资以及食品、

饮用水、床、布草等基本生活保障物资，加强日常维护管

理，满足应急需要。鼓励有条件的居民尝试加强常用应急

物资的家庭储备，达到自救和互救的目的。

（四）有平台
6. 有 预 警

平台

推进城市运行“一网统管”向居（村）赋能，优化提升居

（村）微平台功能建设，定期监测暴露生活垃圾、乱堆物、

机动车乱停放等市容环境问题，定期监测消防栓损坏、私

拉电线、窨井盖丢失、消防通道违停、高空坠物等安全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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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内容 具体任务 工作标准

险，综合运用自媒体、大喇叭、电子屏等技术手段，即时

发布灾害事故预警信息，确保在短时间内覆盖居（村）全

体居民。

（五）有清单

7. 有 隐 患

排查清单

每年至少开展 1 次针对辖区内的老旧房屋、户外广告设

施、店招店牌、违章搭建、楼道堆物、高空坠物、电瓶车

充电等安全隐患排查，编制隐患清单，明确隐患类型、分

布位置以及应对措施。

8. 有 脆 弱

性人群清

单

每年至少开展 2次脆弱性人群（独居老人、高龄老人及有

肢体残疾或身心疾病人等）统计，编制人员清单，需包含

人员姓名、居住地址、情况说明和紧急联络方式等内容。

9. 有 避 险

转移人员

清单

每年汛前完成辖区内在建工地临房、危旧房屋、海塘外作

业施工、租地农民工、避风船只等人员排摸，编制人员清

单，并落实应急避难场所和转移安置责任人。

（六）有防控图
10.有风险

地图

每年至少开展 1次居（村）安全风险评估，绘制包括危险

源、隐患点、重要区域、脆弱性区域、微型消防站和医疗

设施位置、疏散路线、应急避难场所或转移安置场所等内

容的“风险地图”，并在主要集散通行区域广泛张贴。

（七）有防灾卡
11.防灾明

白卡

根据居（村）风险评估和隐患排查结果，每年更新制作防

灾明白卡，明确辖区灾害风险和隐患点基本情况、防范应

对措施、紧急联络方式、应急避难场所、应急疏散路线等，

并发放到户。

（八）有宣传
12.有宣传

演练

注重传统媒体与新媒体融合互动，多渠道、多形式开展宣

传教育。充分利用居（村）公开栏、宣传栏、电子屏等场

地资源，结合全国防灾减灾日、安全生产月、国际减灾日、

119 消防宣传日等开展各类宣传活动，增强群众忧患意

识、公共安全意识和风险防范意识。有条件的可编制各类

防灾减灾小贴、指导手册，广泛宣传生活安全常识及减灾

救灾知识，同时每年结合实际至少组织 2 次社区应急演

练，增强群众安全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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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居（村）应急物资储备建议清单

分类 物品名称 适用灾害类型

实物储备

电动潜水泵、电源接线盘、沙袋、雨衣、雨

鞋、铁锹、应急灯、扩音器等
防汛防台

灭火器、水带、水枪、安全帽、消防手套、

灭火防护靴、强光手电筒、防火防烟面罩、

警戒 带、疏散指挥棒、撬棒等

安全生产、防火

应急急救箱、电动常量喷雾桶、消毒片、医

用外科口罩、防护服（套）、医用手套、免

洗消 毒凝胶、轮椅、心脏除颤仪等

公共卫生

饮用水、食品、简易床、帐篷、睡袋等 灾害救助

协议储备

避难场所

与社区周边单位、超市、集市的应急物资协

议储备
所有灾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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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家庭应急物资储备清单（基础版）

分类 物品名称 功能用途
适用灾害类

型

应急

物品

具有收音功能的手摇

充电电筒

可对手机充电、FM自动搜台、按键可发报

警声音
所有灾种

呼吸面罩 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用于火灾逃生使用火灾

救生衣（救生圈） 临水居民或水体自救 洪水、海啸

救生哨 建议选择无核设计，可吹出高频求救信号 所有灾种

毛巾、纸巾/湿纸巾 用于个人卫生清洁 所有灾种

防水火柴（打火机）、

蜡烛/充电式应急灯
用在断电环境下照明 所有灾种

饼干或压缩饼干、干脆

面、罐头、饮用水等
用于待救援及避险期间生存需求 所有灾种

应急

工具

家庭小帐篷、防潮垫等
用于地震等自然灾害发生时期，紧急避险期

间分家庭居住需求
所有灾种

多功能组合剪刀 有刀锯、螺丝刀、钢钳等组合功能 所有灾种

应急逃生绳
用于居住楼层较高，逃生使用。有套钩和绳

节佳，便于攀爬
所有灾种

灭火器/防火毯
可用于扑灭油锅火等，起隔离热源及火焰作

用，或披覆在身上逃生
火灾

应急

药具

常用医药品
一是根据家庭实际情况；二是抗感染、抗感

冒、抗腹泻类及止血等非处方药（少量）
所有灾种

医用材料
口罩、创可贴、纱布绷带、碘伏棉棒等用于

外伤包扎的医用材料
所有灾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