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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Part



总结应急管理工作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应对自然灾害、事
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等突发事件，保障
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应对突发事件

通过总结过去的工作经验和教训，进一步提高应急管理工
作的科学性、规范性和有效性，提升应急响应和处置能力。

提升应急能力

应急管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标志，
总结应急管理工作有助于推动应急管理事业发展，提高社
会治理水平。

推动应急管理事业发展

目的和背景



    

汇报范围

应急管理体系建设情况

包括应急预案制定、应急队伍建设、

应急物资储备、应急演练开展等方面

的工作进展和成效。

突发事件应对情况

针对近年来发生的各类突发事件，汇

报应急处置的过程、措施和效果，以

及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未来工作展望

根据当前应急管理工作的形势和任务，

提出未来加强应急管理工作的思路、

目标和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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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管理工作概述Part



应急管理定义与重要性

应急管理是指在突发事件发生前、发生时、发生后，通过科学、合理、有效的手段，对

突发事件进行预防、应对、处置和恢复的过程。

应急管理定义

应急管理对于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通

过加强应急管理工作，可以提高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减少灾害损失，保障社会正常运

行。

重要性



体系建设目标
构建统一领导、综合协调、分类管理、分级负责、属地管理为主的应急管理体制，

形成统一指挥、专常兼备、反应灵敏、上下联动的应急管理机制，建设符合国情、

覆盖全面、功能完备、科学高效的应急管理体系。

主要任务

包括完善应急管理组织体系、加强应急预案管理、提升应急处置能力、强化应急

保障能力等方面。

应急管理体系建设



法律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等相关

法律法规为应急管理工作提供了法律依据和保障。

政策支持
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文件，如《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关于

加强应急管理工作的意见》等，对应急管理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并给予政策

支持。

法律法规与政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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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预案编制流程
应急能力评估

分析现有应急资源和能力，找出

差距和不足。
危险源辨识与风险分析

识别潜在的危险源，评估可能发

生的突发事件及其后果。

成立应急预案编制小组

明确编制任务、职责分工和工作

计划。

编制应急预案

根据风险分析结果和应急能力评

估，制定相应的应急措施和计划。

评审与发布

组织专家对应急预案进行评审，

修改完善后正式发布。



包括单位名称、地址、联系方式
等基本信息。

应急预案内容要点

基本情况

详细描述潜在的危险源及其可能
导致的突发事件。

危险源辨识与风险分析

明确应急组织体系、指挥机构、
工作职责和人员配备。

组织机构及职责

规定应急联络渠道、报告程序和
时限要求。

应急联络与报告程序

针对不同类型的突发事件，制定
相应的应急处置措施和程序。

应急处置措施

明确应急队伍、物资、装备、资
金等方面的保障措施。

应急资源保障



应急预案演练与评估

制定演练计划

根据应急预案内容和实际情况，

制定切实可行的演练计划。

预案修订

根据演练评估结果和实际情况，

及时修订和完善应急预案。

实施演练

按照演练计划，组织相关人员进

行实战演练或桌面推演。

演练评估

对演练过程进行全面评估，总结

经验教训，提出改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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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定期检查和更新

对应急资源库进行定期检查和更新，确保储备物资处于良好状

态，满足应急需求。

01

制定应急资源储备计划

根据可能发生的突发事件类型和规模，制定应急资源储备计划，

明确储备物资的种类、数量、存放地点和管理要求。

02

建立应急资源库

按照计划采购、储存和管理应急物资，建立应急资源库，确保

在需要时能够迅速调集所需资源。

应急资源储备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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