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幼儿园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总结报告(汇
总5篇)

报告是一种常见的书面形式，用于传达信息、分析问题和提
出建议。它在各个领域都有广泛的应用，包括学术研究、商
业管理、政府机构等。报告对于我们的帮助很大，所以我们
要好好写一篇报告。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秀的报告范
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幼儿园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总结报告篇一

为了进一步做好学校防震减灾知识进校园活动，增强全校师
生的防震减灾的平安意识，提高广阔师生在地震中的逃生自
救、互救能力和抵御、应对紧急突发事件的能力，保障广阔
师生的生命平安，确保灾难来临时把损失降到最低限度。我
校认真贯彻县教育局文件精神，在防震减灾日来临之际，我
校开展了地震应急疏散演练活动。现就活动情况总结如下：

1、“防震减灾”工作领导小组成员：

组长：xxx。

副组长：xxx。

现场指挥：xxx、xxx、各班主任。

2、召开防震减灾专题会议，由教诲处制定了“防震减灾工作
应急预案”，并及时组织全体教师认真学习，领会精神。

3、成立学校防震减灾科普宣传领导小组，由政教处、教务处
负责主抓这项工作。结合学校实际，进行防震减灾疏散演习
与宣传教育工作。



1、大力宣传

学校打出了“加强防震减灾知识，提高抗震救灾能
力!”、“加强防震减灾，关注生命平安”等宣传标语。在学
生、家长、教职工中进行大力宣传，增强人们的重视。

2、班级召开“防震减灾”主题班会

全校利用周一下午第四节组织召开了专题的防震减灾主题班
会，普及学生防震知识，切实提高应急避险能力。为做好此
项工作，政教处还给班主任印发防震减灾材料，对学生进行
教育、宣传。

3、团委会利用黑板报的形式宣传防震减灾的有关知识。

4、在全校进行“防震减灾”专题讲座

早操时利用播送和国旗下的讲话对全体师生进行了专题讲座，
提高广阔教职工、学生的防灾减灾意识。内容如下：

一是：不要急

破坏性地震，从人感觉震动到建筑物被破坏，平均只有十二
秒钟，在这短短的时间内，千万不要惊慌，应根据所处环境
迅速作出保障平安的抉择。如果住的是平房，可以迅速跑到
门外。在楼房里，千万不要跳楼，应立即切断电源，暂避到
洗手间等跨度小的地方，或是桌子，床铺等下面，震后迅速
撤离，以防余震。

二是：人多先找藏身处

学校里人多，如遇地震，最忌慌乱，应立即躲在课桌，椅子
或稳固物品下面，待地震过后再有序撤离。教师等现场工作
人员必须冷静指挥人们就地避震，决不可带头乱跑。



三是：远离危险

如在街道上遇到地震，应用手护住头部，迅速远离楼房，到
街心一带。如在郊外遇到地震，要注意远离山崖，陡坡，河
岸及高压线等。正在行驶的汽车和火车要立即停车。

四是：被埋要保存体力

如果震后不幸被废墟埋压，要尽量保持冷静，设法自救。无
法脱险时，要保存体力，尽力寻找水和食物，创造生存条件，
耐心等待救援。

这次讲座不仅让师生们了解了地震的'成因及过程，更受到学
生的欢迎，较好地宣传了防灾自救知识。同时，师生们也知
道了发生地震等紧急情况如何去应对。

5、开展全校性应急疏散演练

由后勤、教务处联手根据学校教学楼结构和班级分布特点，
制定相应的防震应急疏散预案，并组织师生学习。认真落实
责任分工，各班班主任为本班主要具体疏散责任人。当听到
防震预报紧急疏散铃声后，各班主任首先要保持冷静并尽快
做到：拔掉电源，组织学生有顺序地跑到室外的空地上，并
且远离电线。

在学校领导安排下，全校用了5分钟的时间到达指定平安地点，
在本次活动中提高了学生主动参与的积极性，让学生身临其
境地体验了一把防震避险，加强了这方面的平安自护自救能
力。

6、学生编出“防震减灾”顺口溜

通过这次“防震减灾”主题教育活动，学生们还编出了一套
顺口溜：地震来了不慌张，头脑清醒不着急，人多先找藏身



处，用手先护住头部，迅速远离楼房处，如果不幸被埋压，
保持冷静要自救，耐心等待来救援。

今后，将继续开展校园防震减灾宣传活动，并把这项工作常
规化，提高全校师生防震减灾意识和应对突发事件、自救互
救、疏散救援的能力，保障广阔师生的生命平安，确保灾难
来临时把损失降到最低限度。

幼儿园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总结报告篇二

20xx年5月12日是我国第期xx个”防灾减灾日”，为做好今年
防灾减灾日的宣传教育工作,突出“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
技能”的宣传主题,进一步增强全社会的防灾减灾意识与能力，
积极与县防震减灾局、教育局等部门联合开展了形式多样
的“防灾减灾宣传周”活动，取得了实实在在的宣传效果，
现将活动开展情况报告如下：

一、围绕“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的宣传主题，向
社会公众普及逃生避险、自救互救技能。通过制作宣传展板、
挂图、横幅、标语、印制宣传单等，在长征公园组织宣传活
动。

二、精心组织，整合资源，人防办与防震减灾局、县教育局
联合印发文件，在全县范围内举办防灾减灾宣传周活动。充
分利用于都之声报、于都手机报和县广播电视台等新闻媒体
渠道，采取多种形式，营造宣传活动的浓厚氛围。

三、在县城中小学校组织开展了防震减灾演练知识教育和紧
急避险训练活动，进一步增强了中小学生的国防观念和人防
意识，掌握基本防护技能。一是通过在国旗下讲话、黑板报、
广播站、校报、校园网等宣传阵地，开展防震减灾科普知识
教育、宣传防震减灾政策法规，营造防震减灾舆论氛围。二
是坚持以课堂教学为主渠道，在地理课、科学课、第二课堂
等教学中落实防震、防空减灾知识内容，并确保教学时量;在



内容上，突出知识性和常识性。

幼儿园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总结报告篇三

今年5月12日是我国第x个“防灾减灾日”。根据山西省减灾
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做好20__年防灾减灾日有关工作的通知》
的文件精神，今年“防灾减灾日”的主题是“减小灾害风险
建设安全城市”，5月11日至17日为防灾减灾宣传周。为做好
我市今年防灾减灾日各项工作，阳泉市郊区民政局积极开展
防灾减灾日专项宣传活动。进一步增强了广大群众防灾减灾
意识和能力，普及了防灾减灾知识和技能。

5月12日上午9时，我区在郊区荫营文化广场举行5·12防灾减
灾应急知识联合宣传咨询活动，本次活动主题为“减小灾害
风险建设安全城市”。区人大副主任张富英、区政协副主席
杨济才，区民政局局长王文清等领导走上街头，为过往群众
发放宣传资料2000余份、发放防震减灾扑克500余副，防震减
灾宣传手提袋800个、宣传纸巾盒80个、宣传油笔50支、宣传
削皮刀50个，共展出展板8块,现场解答群众咨询300余人次。
此次宣传活动荫营镇桥上村村委会也积极参与，悬挂宣传标
语、发放宣传资料。此次宣传活动采取防灾减灾知识技能咨
询、图片展示、知识问答、发放公众应急指南及防灾减灾知
识手册等形式，向广大群众传授防灾知识技能。增强了群众
的防灾减灾意识,提高了群众的自救互救能力，收到良好的社
会效应。向社会公众尤其是中小学生、进城务工人员、工矿
企业职工等普及防灾减灾知识和自救互救基本技能，进一步
增强全社会防灾减灾意识。

幼儿园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总结报告篇四

打造社区减灾平台，构建各谐美好社区。根据上级要求，结
合我社区实际情况，开展综合减灾示范社区创立活动、现将
活动开展情况汇报如下：



为进一步深入开展防灾减灾知识宣传工作，提高社区居民防
灾减灾意识、心理承受能力和自救互救能力，营造良好的社
区学习气氛。我社区通过展板、宣传栏等形式面向居民进行
防灾减灾科普知识宣传。

通过宣传，使居民不断增强防灾意识，提高自救、互救能力;
发动广阔居民相信科学，不听信谣传，当好联络员，一旦发
现异常，及时上报，形成全社区广泛参与的群防体系。

为引起社区全体居民对防灾减灾工作的高度关注，进一步增
强居民灾害风险防范意识，广泛普及灾害自救互救知识，结
合本地区防灾减灾工作实际和我社区的具体情况有针对性地
制定消防应急疏散实施方案，细致安排部署活动的实施步骤
和操作方法;假定演练背景，根据活动总体要求，明确指导思
想、社区及辖区单位在活动中的具体职责。

我社区高度重视此次演练活动，预设一幢楼内发生险情，演
练开始：报警器响起、社区居民平安有序进行紧急疏散转移。
演练总体情况良好，群众顺利转移、疏散，但是也表达出一
些具体问题，如有些居民忘记在疏散过程中用毛巾捂住口鼻。

防灾减灾工作是关系到群众生命财产平安的重要民生工作，
必须在集中开展宣传教育活动的根底上，把一些行之有效的
方法制度化、经常化，建立健全防灾减灾宣传教育的长效机
制。我社区通过此次活动加强了对居民的防火知识宣传，增
强群众的防灾减灾意识，提高避灾自救和互救的根本技能，
形成全体居民共同关心和参与防灾减灾工作的良好局面。另
外我社区通过加强责任制建立，建立健全预警机制建立，为
防灾减灾工作打好根底。

此次综合减灾创立过程中也发现一些问题。1、居民防灾减灾
意识不强。通过宣传接触，我们发现有些居民的防范意识和
自救能力都有待大幅度提升。



2、防灾减灾活动欠缺，训练时间缺乏，对居民的教育效果不
够明显。

1、进一步加强防灾减灾宣传工作。通过多种形式，针对特别
人群，有针对性的.开展宣传教育活动，有效提高老人、儿童
及青年群体的防灾减灾意识，增强其防灾减灾能力。

2、增强防灾减灾活动数量。开展形式多样的防灾减灾演练等
活动，增加防灾减灾技能培训的次数，使居民得到切实有效
的教育和训练，提升防灾减灾意识和技能。

幼儿园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总结报告篇五

为打造社区减灾平台，构建各谐美好社区。根据上级要求，
结合我社区实际情况，开展综合减灾示范社区创建活动、现
将活动开展情况汇报如下：

为进一步深入开展防灾减灾知识宣传工作，提高社区居民防
灾减灾意识、心理承受能力和自救互救能力，营造良好的社
区学习氛围。我社区通过展板、宣传栏等形式面向居民进行
防灾减灾科普知识宣传。

面向不同人群开展宣传活动。针对老人和少年儿童开展火灾
自救知识宣传。针对居民开展关于地震等灾难的相关知识宣
传。

通过宣传，使居民不断增强防灾意识，提高自救、互救能力；
动员广大居民相信科学，不听信谣传，当好联络员，一旦发
现异常，及时上报，形成全社区广泛参与的群防体系。

为引起社区全体居民对防灾减灾工作的高度关注，进一步增
强居民灾害风险防范意识，广泛普及灾害自救互救知识，结
合本地区防灾减灾工作实际和我社区的具体情况有针对性地
制定消防应急疏散实施方案，细致安排部署活动的实施步骤



和操作办法；假定演练背景，根据活动总体要求，明确指导
思想、社区及辖区单位在活动中的具体职责。

我社区高度重视此次演练活动，预设一幢楼内发生险情，演
练开始：报警器响起、社区居民安全有序进行紧急疏散转移。
演练总体情况良好，群众顺利转移、疏散，但是也体现出一
些具体问题，如有些居民忘记在疏散过程中用毛巾捂住口鼻。

防灾减灾工作是关系到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重要民生工作，
必须在集中开展宣传教育活动的基础上，把一些行之有效的
方法制度化、经常化，建立健全防灾减灾宣传教育的长效机
制。我社区通过此次活动加强了对居民的防火知识宣传，增
强群众的防灾减灾意识，提高避灾自救和互救的基本技能，
形成全体居民共同关心和参与防灾减灾工作的良好局面。另
外我社区通过加强责任制建设，建立健全预警机制建设，为
防灾减灾工作打好基础。

此次综合减灾创建过程中也发现一些问题。

1、居民防灾减灾意识不强。通过宣传接触，我们发现有些居
民的防范意识和自救能力都有待大幅度提升。

2、防灾减灾活动欠缺，训练时间不足，对居民的教育效果不
够明显。

1、进一步加强防灾减灾宣传工作。通过多种形式，针对特别
人群，有针对性的开展宣传教育活动，有效提高老人、儿童
及青年群体的防灾减灾意识，增强其防灾减灾能力。

2、增强防灾减灾活动数量。开展形式多样的防灾减灾演练等
活动，增加防灾减灾技能培训的次数，使居民得到切实有效
的教育和训练，提升防灾减灾意识和技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