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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防灾减灾，你知道的有多少？
重理论 轻实践

从2009年起 ， 每
年的5月12日为全国防
灾减灾日， 今年是第
九个。 尽管对于防灾
减 灾 人 们 越 来 越 重
视 ， 但 是 重 理 论 传
播， 轻实践的现象仍
然存在。

【调查】

授课形式多 模拟实践少
说到防灾减灾， 近些年， 人

们在意识上越来越重视和关注这
件事。 不少单位、 学校开始将防
灾减灾的基本技能、 理论知识带
到职工、 学生身旁。 但是在授课
形式从无到有的同时， 防灾减灾
的模拟实践机会却仍显不足。

“去年你参加过防灾减灾的
模拟演练吗 ？” 带着这个问题 ，
记者随机采访20位市民。 70%的
人都表示没有 。 “防灾减灾演
练， 别说去年啦， 工作5年多只
参加过一次。” 1988年的赵颖介
绍在来到单位的第二年她参与过
一次消防演练。

“那次单位提前发了通知 ，
请来了消防队员来讲火灾逃生知
识。 大家听得还算认真， 之后还
组织演练。 平时觉着自己掌握的
知识挺多的， 但是模拟起来才发
现太不熟练啦。 实践太重要啦。”
赵颖介绍， 之后的三年中， 这种
防灾减灾的模拟实践单位没有再
组织。

除去单位， 学校和社区在防
灾减灾的模拟实践上组织的也不
太多。 “学校有时会组织消防安
全知识讲座， 但是演练比较少。”
初三学生小张表示 。 “虽然老
师、 学校会组织讲课， 教大家些
逃生啊的知识， 但是真要是遇到
这种情况， 没经过练习怎么可能
会操作。”

根据 《北京市民防局 北京
市教育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加强中
小学防空防灾教育的实施意见》，
全市中小学结合各学段学生年龄
特点、 接受能力， 在地方课程、
校本课程中统筹安排一定课时，
结合空袭灾害、 “三防” 知识等
防空防灾内容， 与其他学科课程
整合实施。

其中， 小学主要通过事例引
导、 知识链接、 防护措施、 实操
演练等形式， 让小学生明白是什
么、 怎么做， 提高小学生的安全
意识和自我防护能力。 中学主要
通过一定的防空防灾知识学习和
技能训练， 充分利用现代教育技
术和手段， 采取生动、 形象、 直
观和易于接受的方法， 提高学生
的应急综合素质和防护技能。

“小孩要多学多练防灾知识，
退休在家的老人也需要掌握啊。”
家住大兴的61岁的王巧凤感叹
道。 “年轻时， 单位组织过消防
演练。 但是关于地震啥的， 别说
是模拟啦， 相关知识咱们也没怎
么了解过。 有时社区居委会还会
贴写宣传画、 展板的， 但是跟着
专业人士实际操作的机会基本没
有啊。”

根据 《北京市民防局 北京
市民政局关于加强社区防空和防
灾减灾规范化建设的意见 》， 开
展社区防空和防灾减灾教育培
训， 要以民防志愿者教育培训基
地和区防空防灾宣教基地为依
托 ， 街道 （乡镇 ） 社区文化中
心、 社区学校为主要平台， 建立
开放、 便捷多样的防空和防灾减
灾教育培训体系， 为社区居民提
供教育培训服务。

要充分发挥好北京市民防
“平安生活” 讲师团以及 “社区
大课堂” 的作用， 每年有计划地
对社区干部、 民防和防灾减灾志
愿者、 居民进行防空和防灾减灾
的公共安全知识和自救互救技能
的培训。

【做法】

硬件软件不断完善
对于防灾减灾工作， 相关部

门也一直在推进， 配套设施也日
益完善。 比如， 应急避难所的设
置。 应急避难场所是应对突发公
共事件的一项灾民安置措施 ，
是 现 代 化 大 城 市 用 于 民 众 躲
避 火 灾 、 爆炸 、 洪水 、 地震 、
疫情等重大突发公共事件的安全
避难场所。 紧急时避难， 闲时利
用应急逃生模拟平台， 宣传应急
逃生知识。

按照2011年发布的 《北京市
地震应急避难场所疏散安置预案
编制指南》 要求， 各应急避难场
所应根据面积和疏散人数等情
况， 对场所内安置区域进行划分
并编号， 同时设计制作应急避难
场所疏散安置平面示意图， 向疏
散对象呈现疏散路线。

据了解， 北京已建成或改造
成应急避难所包括朝阳区的朝阳
公园 ， 东城区的皇城根遗址公
园、 明城墙遗址公园， 海淀区的
海淀公园、 东北旺中心小学等多

处应急避难所。
截至去年11月， 北京市各区

均建有地震应急避难场所， 共有
地震应急避难场所127处，其中Ⅰ
类场所11处、Ⅱ类场所42处、Ⅲ类
场所64处，总面积约1812.69万平
方米，可疏散人数约297.98万人。

再有， 家庭救灾应急包。 早
在2014年， 北京3200套首批家庭
救灾应急包在全市34个供应网点
开售。 这些都为人们防灾减灾做
足硬件准备。

此外， 在软件也就是活动上
也不断丰富。 比如， 今年全市民
防系统防灾减灾系列宣传活动
中， 市民防局联合东城区青少年
科技馆、 中国下一代教育基金会
在东城区举行 “符号创意达人”
启动活动 ,东城区20所小学参与
民防应急避险知识的实践活动。
海淀区民防局还会与首都师范大
学主办防空防灾宣传教育进校园
活动。

【建议】

重视教育和科普
防灾科技学院副院长刘春平

是一名全国政协委员， 参政议政
多年来， 持续关注防灾减灾和生
态环境保护等方面的问题。 今年
全国两会期间， 刘春平的提案还
是关于防灾减灾的科研体制改
革、 防灾减灾的重大项目立项方
面的建议。

刘春平所在的防灾科技学院
是我国唯一的一所以防灾减灾教
育为主要内容的学院， 用他的话
说虽然学校规模不大， 但专业比
较集中。 课程模块涵盖了地质、
地震、 气象、 农业灾害等， 还有
应急救援等方面。

学校以工科为主， 理科文科
兼有， 每个学生都必须掌握防灾
减灾的基本技能。 学生要进行一
些灾害学方面的基本训练， 理论

和实践相结合。 不仅要学习灾害
学概论 、 灾害体验等方面的课
程， 还要参观灾害现场、 地震遗
址， 包括在防灾文化和灾害舆情
分析培养方面， 也非常注重。

谈到现在国内防灾减灾与科
普教育还有哪些薄弱环节， 刘春
平表示 ， 关于防灾减灾教育方
面， 当下我们普及的灾害特点和
原理比较多， 但防灾技能科普教
育相对薄弱。 比如， 地震灾害逃
生方面 ， 亲历过地震的人并不
多， 但我们可以设置一些模拟仿
真的实验室， 模拟地震发生后，
人的生理心理状态， 然后， 让人
们体验地震发生后， 我们该如何
冷静下来， 找到逃生的办法。

“震级不大的地震， 其实我
们只要在家里的卫生间等狭小空
间中就可以躲避， 比如， 六级以
下的， 可以躲到卫生间， 打开水
管。 但是大震、 强震， 需要其他
的逃生措施。”

刘春平还向大家推荐一个自
救法宝———应急包， 里面装了手
电筒、 压缩饼干、 水、 自救绳等
等， 这种应急包在灾害来临的时
候非常管用。 “当然， 我们不光
要准备好应急包， 自救绳、 急救
包的使用还要学会。 有些看似简
单的事情， 你不训练， 那发生事
情的时候， 就不会用 。” 刘春平
举例， 比如， 看似简单的疏散，
也需要反复去实践演练， 搞不搞
疏散演练， 效果差别很大。 如果
搞几次了， 学生很快能到操场集
合， 如果不搞的话， 学生就没那
么顺利集合。

刘春平认为素质教育， 首先
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教育， 我们现
在把素质教育理解为琴棋书画是
比较片面的 ， 其实这些都是才
艺。 认识世界、 认识环境、 认识
自己， 是我们基础教育中比较薄
弱的环节 。 “像我们学校的学
生， 首先， 要认识世界， 包括国

际上政治、 经济、 地理知识， 认
识自己周边的环境， 要加强， 你
去到一个地方， 要仔细观察周边
的环境， 这样对可能发生的风险
和发生危险后怎么办， 才能做到
心中有数。”

针对灾害体验馆建设， 刘春
平表示， 目前， 国内灾害体验馆
还不多， 北京、 上海等科技馆都
有灾害体验的科普设施 ， 像地
震、 水利部门也有， 不过， 不是
很全面， 与国外相比还有距离。

在日本旅游， 地图上会标注
灾害体验馆， 但是， 你在国内的
地图上很少能找到。 像洪涝体验
方面也不多 ， 很多人根本想不
到， 仅仅是几十公分的水淹了之
后， 车门打不开、 家里的门推不
开， 对自己有多大力量也完全没
有认识。

他个人体会， 日本在这方面
做得比较细， 公众防灾减灾的意
识比较高， 同时防灾减灾教育方
面的体验课程比较多。 在日本，
东京、 大阪、 京都等很多城市都
能体验到防灾减灾科普。 国内的
朋友如果去日本旅游， 可以到当
地的防灾减灾科普馆好好体验
下。 到这种体验馆后， 既认识了
环境， 又认识了自己， 知道自己
有多大的应对灾害能力。

此外， 针对城市中的居民社
区作为应对自然灾害的基层单
元， 存在人员缺少、 能力薄弱等
问题。 有政协委员建议， 对社区
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做出统一规
划， 明确民政、 气象、 水务、 地
震、 环保、 卫生、 市政等相关部
门在社区综合减灾工作中的职
责， 充分利用安全生产网格化管
理的经验和做法， 合理设置街道
办事处和社区的综合减灾管理岗
位； 积极组织开展社区灾害风险
识别与评估， 编制社区灾害风险
图， 加强社区灾害应急预案编制
和演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