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想在面对紧急情况的时候 ，
做出正确的判断和施救， 教授专
业知识是不可缺少的部分。对此，
不少人呼吁应该增加这些渠道，
让更多的受众能够参与其中。

掌握应急医疗知识是应急能
力中的重要一项， 北京电力医院
院长助理兼医疗事务部主任倪冬
梅介绍：“目前， 我国对于应急医
疗知识， 就公众来说掌握的情况
并不足。而在国外一些国家，无论
从设施还是普通人的掌握来说，
都处在不错的水平。 ”

应该利用现有的国民教育体
系， 把应急教育作为一项重要内
容纳入其中。 应急教育牵涉到的
内容非常广， 应该编写系统的应
急教育教材， 在各个教育阶段开
展应急教育。比如，应考虑利用干
部、 职工教育培训平台开展应急

教育；在社区和农村，也应该针对
不同人群开设应急教育和演练。

“不仅是孩子，很多成年人并
不具备基本的急救常识。 ”倪冬梅
介绍， 在北京电力医院不论是专
业人员还是非医疗人员， 在应急
医疗知识上开展相应的培训。 “可
以说是全员培训， 医疗人员每年
都会组织相应的实操演练， 非医
疗人员在新入职的时候， 也会组
织相应的培训。 ”

除了在本单位组织应急医疗
知识培训外，倪冬梅表示，对于普
通人也要有相关的部门或者说平
台，来开展相应的培训。 “还是拿
心肺复苏来说，掌握正确的方法，
及时展开救助，可以说黄金5分钟
对于生命来说，非常的重要。 ”

那么， 怎么才能让更多的人
掌握到相关的应急医疗知识？ 对

此，倪冬梅表示，可以通过多个途
径来开展。 “首先是所有单位自己
要开展对员工的应急知识培训。
比如， 北京电力医院每年7到8月
中， 就会开展溺水抢救演练。 此
外， 还会开展火灾演练。 再有街
道、社区也是个重要的途径，也要
组织相应的培训， 让居民了解应
急医疗的知识， 特别是实操的练
习。关于这点，北京电力医院周边
也会有一些单位， 邀请医护人员
来开展应急医疗知识的演练。 ”

“应急教育不能只是知识灌
输 ， 而应是一种内化能力的形
成。 提高安全实践能力， 不能仅
仅满足于发发明白纸、 听听安全
课， 最有效的方式莫过于应急演
练。” 倪冬梅提到， “演练就是
要在演习的过程中得到锻炼， 形
成应对能力。”

“您知道怎么做心肺复苏吗？” “遇到火灾时， 正确的
逃生方法是什么？” ……在生活中， 人们或许会遇到诸如火
灾、 地震这些紧急的突发事件。 然而， 不少人对于应急救
援知识却掌握得不多。 对此， 市民呼吁， 希望有更多的途
径能够学习到应急知识， 让 “应急课” 变为 “必修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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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盛丽 王路曼

除了有些单位在应急救援演
练方面，表现为意识不足、实操演
练的缺失。记者还发现，学校、社
区也是应急意识薄弱或者缺乏的
区域。“社区中都是些退休的老人
或者是孩子，要是发生火灾，不掌
握应急知识，可不成啊。”家住刘
家窑的宋先生说，“但是想要掌握
这些知识，也要有部门组织，问题
是根本没人关注这件事。”

对此， 职工小高表示： “虽
然 ‘不怕一万， 就怕万一’ 的道
理谁都懂， 但真到实际工作中，
大家即便是掌握了大量的理论，
但不实际操作， 也是空谈。” 地
震了， 应该在哪里紧急避难？ 发
生火灾了， 如何快速逃生？ 有人

落水了， 如何施救？ 调查中， 不
少人也表示， 对于应急技能的陌
生甚至束手无策， 缺乏了解的途
径是一大原因。

“电视里总是演什么心肺复
苏术抢救晕倒的人， 但遇到身边
的同事晕倒了， 我还真不知道怎
么办。” 孙涛表示， 这些看似简
单的应急技能， 都是有一定技术
含量的， 没有经过专业培训， 谁
都不敢轻易尝试。

而说到培训， 很多采访对象
表示， 并不知道哪里可以学习到
应急知识和技能， 随着安全意识
的逐步提高， 很多人也渴望能有
一个平台， 教普通人如何应急救
人和自救。

【调查】

意识不足 缺乏应急培训
面对突发情况时， 你是不是

拥有足够强大的内心和正确的应
急救援知识？ 带着这个问题， 记
者随机采访了30位市民。 结果显
示， 70%的人表示自己并不能意
识到这些危险的存在， 甚至有人
会认为这些突发情况几乎不会发
生在自己的身上 。 此外 ， 还有
80%的人表示， 自己平时几乎没
有参与过应急救援的演练， 对于
应急救护知识也不知道。

张若曦任职于一家广告公
司， 工作已经6年了。 说到应急
演练 ， 小 张 表 示 她 在 任 职 期
间 ， 公司 的相关部门并没有组
织过 。 “顶多会在节假日放假
前， 在公司的部门会上， 领导会
嘱咐几句。 比如， 关上电源、 注
意防火的这些提示。 然后， 后勤
部门也会通过群发的方式来提
醒， 而具体的演练却一次也没组
织过。”

在调查中， 记者发现不少用
人单位在应急救援演练上都做得
不太到位。 不少负责相关工作的
领导者甚至表现出意识不到位。

“工作都太忙啦， 哪还有时间组
织员工进行应急演练啊。 在会上
提醒提醒得啦。” 一家餐饮公司
的老板说道。

发生火灾了怎么办？ 面对记
者的提问， 几乎所有的回答都是
“赶快报警”， 但再追问是否掌握
救火设备的正确使用方法时， 大
多数受访对象表示， 不太会用，
或不知道怎么用。

“我们单位的消防设施挺全
的 ， 灭火器 、 消防水阀都有 ，
但几乎没有用过。” 职工孙涛告
诉记者， 单位的安全检查每年都
合 格 ， 也 从 来 没 有 发 生 过 任
何 安 全事故 ， 他从心眼里觉得
学这些消防设备的使用方法也没
啥作用。

调查中， 记者发现像孙涛这
样安全意识淡薄的人不在少数，
总觉得安全事故是 “小概率事
件”。 “我们公司进行过消防知
识培训， 但要求并不严格， 半天
的理论学习根本学不到有用的东
西， 至于消防设施设备， 根本就
没碰过。” 职工王铮说。

补充知识 缺乏相关途径

【支招】

单位组织全员应急演练
怎么才能让更多的人掌握到

相关的应急知识？ 说到这个问题
不少人都表示， 要通过更多途径
来宣传组织。 其中， 员工所在单
位组织应急演练是不可缺失的一
部分。 对于这点， 密云区文化馆
就从源头做到了强化。

在密云区文化馆， “安全事
故无小事， 安全责任重于天” 的
理念早已深入人心， 这要得益于
副馆长张善武推行的安全岗位责
任制和定期演习制度。 “定岗定
责， 让职工充分提高安全意识。
定期演习， 让全体职工熟悉应急
技能。” 张善武介绍， 只有这样
职工才能在真正发生紧急事件的
时候有能力救人和自救。

在张善武的办公室里， 关于
安全生产的档案就多达数十个，

这其中包含了涉及交通、治安、消
防、 防汛等安全生产工作的具体
实施办法和应急预案。“每年，我
们都会对这些安全生产方案制度
和应急预案进行完善， 提高其预
警性和前瞻性。” 张善武表示，他
深知， 完善的安全管理制度和安
全应急预案是安全生产工作的基
石，没有制度做保障，安全生产的
日常管理工作就无从下手， 而这
些应急预案就是演习的“蓝本”。

在张善武的带领下， 密云区
文 化 馆 还 建 立 了 一 支 能 战 斗
的 “ 应 急 抢 险 队 ” 。 而 所 谓
“应 急 抢险队 ”， 是一支由40名
文化馆职工组成的抢险队伍。 他
们可以在单位出现任何安全事故
的情况下 ， 第一时间冲在最前
面。 拿防汛演习来说， 张善武介

绍， 在雨季来临之前， 密云区文
化馆就进行了多次全员演习， 他
们要求演习也要当成 “战斗” 一
样对待。

今年雨季， 密云区文化馆应
急抢险队就有序地进行了抢险工
作。 “首先， 在气象部门发布预
警的情况下， 我们设置的汛情观
察组就务必做出反应， 打电话通
知应急抢险组和物资抢救组马上
行动。” 张善武介绍， 抢险队成
员分工明确。 短短几个小时， 密
云区文化馆的抢险队就在暴雨来
临之前， 做好了一切防汛工作。

“大雨如约而至， 但我们心
里却都很踏实。” 张善武说， 今
年夏天连续多日的暴雨、 大雨天
气并未给密云区文化馆带来任何
人员和财产方面的损失。

应急教育重在形成 “能力”

【应对】

近年来 ， 突发事件逐年增
多， 较前几年均呈上升趋势。 我
国 应 急 救 援 知 识 普 及 率 还 比
较低， 虽然市民的应急救援意识
有明显提高 ， 但还远达不到全
民普及的要求。 专家指出， 普及
应急救援知识应从学校开始。 今
年8月份以来， 全市已有一万多

名大、 中学生通过学习初步掌握
了应急救援知识与操作技能， 使
他们在未来需要时具备自救、 施
救能力。

关于应急救援培训方面， 北
京 市 突 发 事 件 应 急 委 员 会 于
2012年制定下发的 《关于全面
加强应急管理宣教培训工作的

意见》 中提到 ， 到2015年 ， 健
全市 、 区县 、 街道 （乡镇 ） 和
社区 （村） 应急管理宣教培训的
组织体系和工作机制 ， 完善专
业 化 、 规 范 化 的 宣 教 培 训 队
伍 ， 搭建覆盖面广、 功能齐全、
互联互通的开放式宣教培训共享
平台。

专家： 普及应急救援知识应从学校开始

应急教育“应急课”能变成“必修课”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