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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普及及减减灾灾知知识识
落落点点要要放放在在实实操操上上

居民防灾减灾知识不足 实操缺位 事到临头易蒙圈

今年的5月12日是全国第十个防灾减灾日， 今年活动的主题是 “行动起来， 减轻
身边的灾害风险”。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 尽管北京市已经建成应急避难场所120多处，
但受访的市民中没有一个能够准确说出这一重要防灾避灾场所的作用和使用方法， 不
少人表示， 要是事到临头肯定很蒙圈。 市民防灾减灾知晓率严重偏低， 已经成为城市
防范灾害的一个软肋。 对此， 专家对劳动午报记者表示： 大力加强减灾防灾知识宣传
推广， 提升市民的知晓率， 并大规模、 多层次地组织防灾减灾演练， 提升居民的实操
能力， 是当务之急———

【调查】
您身边的应急避难场所在哪？

市民：这个真的说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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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
对于这个在生活中有着重要角色
的场所， 不少人却了解甚少。

近日， 记者走上街头对部分
市民进行关于应急避难场所的调
查 。 “您听说过应急避难场所
吗？” “您了解这个场所的用途
吗？” “您了解您家附近应急避
难场所的位置吗 ？” 记者发现 ，
不少人对应急避难场所还处在缺
乏认知的状态。

在海淀公园的围墙边， 记者
看到了这里设置的 “应急避难场
所” 的标志牌。 恰巧一位准备带
着女儿到公园游玩的女士经过，
当问及应急避难场所的问题时，
看到记者手指的标志牌后， 这位
女士还是有些 “蒙圈”。

“以前我也总带小孩来这公
园玩， 说实话确实没注意到这里
还设置着应急避难场所的标志
牌。” 这位女士表示以前也听说
过应急避难场所这个名词， 但是
具体怎么用， 自己家附近有没有
相应的场所就一点也不了解。

调查中， 记者发现不少人都
和这位女士一样， 对应急避难场
所的相关知识知之甚少。 还有一
部分人对于应急避难场所的认识
存在一定误区。 “我听说过应急
避难场所这个词， 以前在元大都
遗址公园也见过这个牌子， 我以
为这种场所都是设置在公园呢。”
市民张先生说。

据了解， 在本市已建成或改
造成应急避难场所很多处。 在北
京应急网上， 记者也查到本市的
部分应急避难场所的名单。 不难
发现， 本市的应急避难场所的构
成种类很多。 其中有一些人印象
中的公园场所， 比如朝阳公园、
皇城根遗址公园、 明城墙遗址公

园。 除去这些也不乏一些少有人
注意的构成。 比如， 像绿地、 广
场、 停车场这些公共场所。

【要点】
做细宣传推广

提高居民知晓率

截至目前， 本市建设完成地
震应急避难场所达120余处 ， 根
据 《北京市 “十三五” 时期防震
减灾规划》， 到2020年， 本市将
基本建立健全首都地震灾害防治
体系。 其中， “十三五” 期间每
个区至少新建一处一级应急避难
场所， 建成功能比较完善、 布局
比较合理的一批应急避难场所。

防灾减灾工作一直是全国政
协委员们比较关注的问题， 九三
学社中央的政协委员们在调研中
发现， 随着进一步建设和完善，
应急避难场所覆盖的人群越来越
多。 然而， 许多应急避难场所的
建设仍存在标识不明显、 知晓率
不高等问题， 这不利于在突发灾
害时市民及时、 快速、 安全地到
达指定位置避难。

规划、 建设和有效利用应急
避难场所作为每个城市的必修
课， 委员们提出加大避难场所的
规范和宣传， 提高普通公众的知

晓率。
应急避难场所的标识设立不

但要统一， 而且要醒目。 建议对
全市应急避难场所标识开展一次
排查， 在摸清底数的基础上， 推
进整改。 在设立规范标识的同时
要 提 示 应 急 避 难 场 所 的 方 位
及 距 离 ， 在应急避难场所周边
的主干道、 路口入口处设置明显
指引标识。

同时， 建议政府有关部门加
大对应急避难场所位置及避难知
识的宣传力度， 可在政务平台发
布应急避难场所分布图， 让居民
随手可查就近的应急避难场所。

【建议】
最需要一套操作指南

为了进一步提高公众的防震
减灾与应急避险能力， 北京市地
震局对此做了多方面工作。 特别
是便于广大市民查询北京市应急
避难场所相关信息， 在2015年的
时候， 北京市地震局会同市应急
办联合研发的 “北京市地震应急
避难场所介绍及信息查询” 系统
已启用。

市地震局高级工程师杨国宾
介绍， 该系统包括全市Ⅰ类应急
避难场所的具体位置 、 疏散路

线 、 避难设施建设情况和2D及
3D展示图 ， 市民可通过该系统
实现在线应急模拟实景体验。

2017年， 针对避难场所建设
北京市地震局又有大动作。 作为
我国首个应急避难场所运行管理
的基础性国家标准， 《地震应急
避难场所运行管理指南》 于2017
年12月1日起正式实施。

该标准在充分借鉴国外应急
避难场所运行管理的先进经验的
基础上， 立足我国震后救援及灾
区民众安置工作实际， 通过对汶
川地震、 芦山地震中应急避难场
所运行管理工作的调研， 吸取了
灾区场所运行管理的工作经验做
法 ， 并将其中好的做法纳入标
准。 它的制定与实施， 对于最大
程度发挥应急避难场所功能， 指
导疏散避险安置行动， 提高政府
和相关部门的应急处置能力具有
重要作用。

杨国宾表示， 作为安置受灾
群众的应急避难场所， 往往需要
安置数百人、 数千人， 甚至数万
人。 这些受灾群众可能来自不同
地区， 年龄从婴幼儿到百岁的老
者， 且存在较大的人员素质、 文
化、 生活习惯等差异， 还可能包
括受到身体创伤和心灵创伤群
体。 快速、 高效安置这样一个庞
大的群体， 必须有预先制定好的
一套科学、 规范的制度措施。

该管理指南非常细致， 内容
包括范围、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术
语和定义 、 日常管理 、 应急启
用、 安置运行、 安置运行结束等
七个方面， 另包括12个附录， 明
确了应急避难场所日常管理的工
作制度， 甚至包括了灾民的宠物
安置、 车辆安置等内容。

标准规定， 每一个应急避难
场所需要编制疏散安置预案以及
内容； 应急避难场所启用、 结束
的条件和事项。 强调了启用应急
避难场所， 需要对应急避难场所
进行安全性检查； 启用应急避难
场所后需要设立应急避难场所疏
散安置指挥部； 启用应急避难场
所后 ， 进入避难场所需要登记
（发卡）； 特别编制了一套登记表
格 ， 对 今 后 建 立 应 急 避 难 场
所 信 息数据库奠定了基础 ， 为

今后灾民安置的科学智慧管理打
下基础。

下一步， 北京还将会出台针
对应急避难场所的法规， 推动标
准落地。

一次实操演练胜过空喊
百次口号

“其实， 应急避难场所还是
很重要的。 我们也想多了解一点
相关的知识， 但是对于这些的宣
传还是有点少。 不管是在学校、
社区， 还是单位都很少涉及相关
知识宣传。 我们还是希望多设置
平台来宣传， 让更多人提高防灾
减灾这根弦儿。” 正在参观海淀
区公共安全馆的市民张先生说。

调查中， 不少人都提到希望
加大对于应急避难场所以及关于
防灾减灾相关知识的宣传 。 此
外， 也有人提到， 除去加大相关
宣传， 定期组织防灾减灾演练也
很有必要。 “了解应急避难场所
位置和作用只是一部分， 重点是
要怎么使用这个场所。 遇到灾害
时， 人们要怎么迅速和正确的应
对才是根本。” 市民王静说。

近年来， 人们对于防灾减灾
的意识在逐步提升， 相关部门也
在结合各种宣传手段向人们介绍
相关知识和方法。 比如， 在今年
5月12日， 北京市应急办联合市
民政局， 市地震局等九家单位在
海淀区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
区举办了2018年防灾减灾宣传主
会场活动。 活动通过防灾减灾科
普展、 开展防灾减灾技能体验等
多种形式 ， 宣传地震 、 地质灾
害、 气象、 火灾、 居家安全等公
共安全知识要点， 引导公众通过
自身实际参与， 提高防灾减灾救
灾知识水平和实际操作能力。

今年主题宣传活动期间， 本
市还将组织开展防灾减灾系列活
动。 包括： 组织地震、 消防、 交
通以及卫生、 食品安全等领域百
名专家， 进入百所中小学， 开展
防灾避害知识普及； 组织动员千
名志愿者进入社区 （村）， 开展
家庭防灾减灾技能传授、 疏散逃
生和自救互救能力提升、 社区风
险隐患辨识、 应急预案编制、 应
急演练等形式多样的互动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