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防范灾害风险
护航高质量发展

2023年5月12日第15个全国防灾减灾日

u 主讲人： u 日期：



这是一套有关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第15个全国防

灾减灾日宣传推广的PPT模板。近年来由于人类对环境的破坏，自然

灾害频发,有不少地区的人民遭受到了严重的伤害,因此我们应该从此刻

开始反思自己的行为,爱护环境并对自然灾害做出相应的应对措施。该

PPT展示的内容有利于我们加强灾难防范的意识,也有利于对环境的保

护。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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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防灾减灾日介绍
PART.01

防范灾害风险 护航高质量发展



2009年3月2日，国家减灾委、民政部发布消息，经批准，自2009年起，
每年5月12日为全国防灾减灾日

全国防灾减灾日

u 每 年5月 1 2日

2008年5月12日，四川汶川发生里氏8.0级特大地震，也就是汶川大地震。
这场新中国成立以来破坏性最强的大地震仅四川全省就有68712人遇难、
17912人失踪。
这场大地震给全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压力和难以愈合的心灵创伤，
堪称国家和民族史上的重大灾难

u512防灾减灾日的由来



为表达对灾害遇难者的追思，增强全民忧患意识，提高防灾减灾能力，有必要设立“防灾减灾日”或

“中国赈灾日”，借此表达对地震遇难者的纪念，弘扬团结抗灾的精神。

节日设定的目的 每年5月12日为全国防灾减灾日

通过设立 “防灾减灾日”，定期举办全国性的防灾减灾宣传教育
活动，有利于进一步唤起社会各界对防灾减灾工作的高度关注，增
强全社会防灾减灾意识，普及推广全民防灾 减灾知识和避灾自救
技能，提高各级综合减灾能力，最大限度地减轻自然灾害的损失。

节日设立的意义

每年5月12日为全国防灾减灾日



防灾减灾日的图标以彩虹、伞、人为基本元素，雨后天晴的彩虹寓意

着美好、未来和希望，伞的弧形形象代表着保护、呵护之意，两个人

代表着一男一女、一老一少，两人相握之手与下面的两个人的腿共同

构成一个“众”字，寓意大家携手，众志成城，共同防灾减灾。

全国防灾减灾日图标介绍

整 个 标 识 体 现 出 积 极 向 上 的 思 想 和 保 障 人 民 群 众 生 命 财 产 安 全 之 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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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全国
防灾减灾日工作安排



今年5月12日是我国第15个全国防灾减灾日，5月6日至12日为防灾减灾宣传周

“防范灾害风险  护航高质量发展”

今年全国防灾减灾日的主题是

2 0 2 3年全国防灾减灾日



      突出“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主题，组织做好防灾减灾宣传教育工作一

      广泛开展科普宣传宣传教育，提升全社会灾害风险防范意识和能力二

      深化自然灾害风险普查应用，推动风险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变三

      加强防范应对准备，提高防灾减灾救灾处置保障能力和水平四

强化统筹协调和多方参与，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框架五

具体工作安排



突出“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主题，组织做好防
灾减灾宣传教育工作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

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同时，我国发展进入

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各种“黑天鹅”、“灰犀牛”事件随时可能发生。

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健全国家安全体系，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

建立大安全大应急框架，完善公共安全体系，推动公共安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2023年是深入贯彻

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也是实施“十四五”规划承上启下的关键之年，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

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实现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充分认识到做好防范化解重大灾害风险、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的重大意义，加强工作组织领导，加

大宣传力度，教育和提醒社会各界牢固树立风险意识和底线思维，紧紧围绕“防范灾害风险 护航高质量发

展”主题，精心组织开展全国防灾减灾日宣传教育各项活动，提高各级领导干部统筹发展和安全能力，增强

全民灾害风险防范意识和素养。



广泛开展科普宣传教育，提升全社会灾害风险防范
意识和能力

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坚持传统和新兴媒体相结合，开展全方位、多角度、立体式宣传活
动。借助广播、电视、网络、微信、微博、公交传媒等载体，利用户外大屏、楼宇字幕、灯
箱展板、道旗灯杆等街头平台，通过公益广告、专题节目、集中采访、专家讲座、在线访谈
及知识竞赛等多种形式，不断扩大宣传活动的覆盖面和影响力。以城乡社区、学校、医院、
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施工工地、大型商业综合体等为重点，组织各类灾害风险防范基本
知识和灾害应对技能培训进企业、进农村、进社区、进学校、进家庭，特别是要加强极端性
灾害天气的风险识别和自救互救技能培训，提高公众应急避险意识和能力。面向儿童、老人、
残障人士等不同社会群体开发和推送防灾减灾科普读本、动漫、游戏、影视剧、短视频等公
众教育系列产品。做好城乡社区、学校、医院、敬老院、福利院等重点场所和城镇燃气、自
建房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工作，从源头上防范和化解安全风险，真正把风险解决在萌芽之时、
成灾之前。



深化自然灾害风险普查应用，推动风险治理
向事前预防转变

    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压实责任，做好普查收官阶段各项工作，要充分利
用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成果，科学划定本地区灾害设防标准，探索建
立自然灾害红线约束机制，引导人口、设施、产业向更安全区域集中，实现高质量
安全发展。及时总结自然灾害风险普查形成的有益经验，从机制框架、人员队伍、
法规政策、系统平台、项目支持等方面，探索推动构建灾害综合风险普查评估长效
机制。围绕国家重大战略、重大工程建设、重要发展规划、重点领域和重大灾害应
对，推动普查成果应用，推出一批具有地域特点和行业特色的应用成果。加大普查
成果科普解读和有关经验做法、典型案例的宣传推广，让各级党委政府和社会公众
及时知晓普查成果及其应用效益，着力营造人人知晓普查、人人支持普查、人人参
与普查的社会氛围和工作格局。



加强防范应对准备，
提高防灾减灾救灾处置保障能力和水平

      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加快防灾减灾救灾、应急体系建设、物资保障、防灾减灾
科技创新等规划实施，加强资源统筹，拓宽资金投入渠道，推动实施一批强基础、
增功能、利长远的重大工程项目，提高本质安全水平。加强应急物资储备保障能力
建设，推动建立中央和地方、政府和社会、实物和产能相结合的应急物资储备模式
和联动机制，鼓励和引导不同社会主体和家庭个人储备基本应急物资和装备，继续
推广使用家庭应急包。开展各级各类应急预案评估与修订，特别是强化灾害预警和
应急响应联动，将高级别灾害预警纳入应急响应启动条件，广泛开展以实战为导向
的应急预案演练，做到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充分利用物联网、工作互联网、
遥感、视频识别、5G等技术，提高灾害监测感知能力，加强市县层面小尺度、短历
时极端灾害的临灾预警，确保第一时间传达到一线岗位和受威胁人群，打通灾害风
险预警“最后一公里”，有效组织避灾避险行动。



强化统筹协调和多方参与，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框架

各地区要进一步发挥防灾减灾救灾相关议事协调机构统筹协调职能，注重发挥各
行业部门和单位作用，不断完善灾害组织指挥、风险普查评估、会商研判、监测预
警、应急响应、调查评估、恢复重建等工作机制。强化专家支撑作用，健全完善专
家参与防灾减灾政策规划制定、项目论证、风险普查、灾害调查、科普宣传等方面
制度机制，不断提高防灾减灾救灾科学性和精准性。持续推进综合减灾示范创建，
特别是加强农村和社区灾害应急能力建设，提高第一时间响应能力；组织开展避灾
避险典型案例宣传和先进人物事迹表彰，营造防灾减灾良好社会氛围。要通过以奖
代补、购买服务等方式，广泛动员和支持社会组织、志愿者等社会力量开展科普宣
传教育活动，提高群众参与度，不断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



强化统筹协调和多方参与，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框架

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严格遵守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严禁铺张浪费、
大讲排场和形式主义，确保宣传活动取得实效。要牢固树立安全意识，
加强对防灾减灾科普宣传活动现场和聚集性活动的安全管理，确保安
全有序。要注意总结宣传周活动的成效和经验，认真总结提炼本地区
本行业领域防灾减灾活动成果，总结报告请于6月10日前报送国家减灾
委员会办公室。



防灾减灾安全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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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就近躲避，震动停止后再撤到安全地方。

b) 躲在结实、不易倾倒、能掩护身体的物体下或它的旁边，如:桌、床等，

也可以赶快跑到开间较小、有支撑的房间去，如:厨房、卫生间等。

c) 如果来得及，要先打开门，以保证通道畅通;关闭煤气开关、电闸。

d) 可趴下，使身体重心降到最低，脸朝下，不要压住口鼻，抓住身边牢固

的物体。也可以蹲下或坐下，尽量把身体卷曲起来，注意保护头部和颈部。

1.在家中如何应对?

地震P a r t  0 1



a) 听从工作人员指挥，不要急于涌向出口，保持跟前而人的距离。

b) 遇到拥挤，解开领扣，双手交叉胸前，护住胸口。

2.公共场所如何应对?

a) 尽力保证呼吸空间，如有可能，用毛巾等捂住口鼻，避免

灰尘呛闷发生窒息。

b) 节省体力，用敲击方法呼救，注意外面动静，伺机呼救。

c) 尽量寻找水和食物，创造生存条件，耐心等待救援。

3.被困废墟如何应对?



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要下载或阅读全文，请访问：
https://d.book118.com/385001303344012004

https://d.book118.com/3850013033440120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