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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切实做好 
当前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准备工作的通知 

 

各市减灾救灾委员会： 

我省自然灾害多发频发，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责任重大、

任务艰巨。今年我省自然灾害形势依然严峻，为切实做好防灾减

灾救灾各项准备工作，有效防范应对突发自然灾害，结合当前工

作实际，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提高认识，压实压紧主体责任 

各地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重要指示

精神，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放在首位，充分认识到今年自然灾害

形势，在防控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同时，全力做好当前防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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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灾救灾各项准备工作。要强化组织领导，按照分级负责、属地

为主的原则，抓紧动员部署，建立健全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

的责任体系，以责任落实推进工作落实。要及时解决救灾准备工

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保障防灾减灾救灾准备工作各个环节顺

利实施。 

二、健全机制，强化工作协同联动 

各地要进一步健全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五级救灾预案体

系，结合本地实际情况，组织开展预案修订完善工作，科学调整

优化救灾预案响应启动标准，明确预警发布、人员避险、转移安

置、生活救助等工作措施，特别要细化完善乡村两级、重点部位、

问题地段和薄弱环节的相关工作，进一步增强预案的科学性和有

效性，确保在灾情来临时，群众转移、抢险救灾、物资运输等环

节处置妥当，应对有序。要充分发挥减灾救灾委的统筹协调作用，

着力完善部门会商评估、防范化解风险、救灾应急协调联动机制，

形成防灾减灾救灾强大工作合力。 

三、突出重点，排查整治灾害隐患 

各地要针对本地多发频发的灾害种类，组织开展灾害风险隐

患排查，重点是防洪排涝工程、城乡低洼地、农村危旧房屋、地

质灾害隐患点、旅游景区、学校、避灾场所、临建设施等区域,

做到不留盲区、不留死角。要对排查中发现的问题、薄弱环节和

安全隐患，分清轻重缓急，逐一分类并制订和落实整改措施，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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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整改，确保及时处置消除安全隐患。要对孤寡老人、留守人员、

高龄老人、残疾人等脆弱人群列出清单，合理设置安置点，落实

好转移、避险、生活安排的相关措施。 

四、分级培训，加强灾情信息管理 

各地要持续加强自然灾害信息员队伍建设，不断巩固完善五

级灾害信息员队伍体系，推动整合现有各类基层信息员资源。要

明确灾情管理职责的具体承担科（股）室、机构及责任人，从年

龄结构合理、工作责任心强的人员中选任灾害信息员，设立 A、

B 岗，确保灾害发生后各级至少有 1名灾害信息员能够及时到岗

到位。新修订的《自然灾害情况统计制度》和《特别重大自然灾

害损失统计制度》较以往有较大变化，各地要落实好分级培训机

制，找准培训重点，切实提升各级灾情管理能力和水平，着力破

解灾情报送中的重点难点问题。新修订的统计制度涉及 20 余个

部门（行业），各地要加强沟通联络协调，邀请涉及部门参加专

项业务培训，健全灾情会商机制，确保灾情信息客观准确、口径

一致。 

五、多措并举，提升物资保障能力 

各地要树立防大灾、抗大灾、救大灾的理念，宁可备而不用，

不可用而无备，认真组织筹备好救灾物资。要为救灾物资储备库

配备必要的存放保管、消防安全、装运搬卸等设备，与运输、装

卸队伍签订合作协议。要加强现存物资的管理，组织开展盘点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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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清洗消毒、通风晾晒等工作。要认真分析本地灾害特点和储

备情况，制定救灾物资采购方案，抓紧采购和补充生活类救灾物

资。要认真贯彻落实省应急厅、省发展改革委等八部门联合印发

的《关于做好救灾应急物资协议储备工作的指导意见》，对不宜

长期保存的救灾物资，推行社会化运作，与企业签订协议储备合

同。要进一步理清部门职责，确保救灾物资能够调得出、用得上、

不误事。 

 

安徽省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 

                     2020 年 3 月 24 日 

 

 

 

 

 

 

 

 

 

 

抄送：省减灾救灾委员会各成员单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