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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文件

皖减救办〔2021〕25号

安徽省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做好
2021 年国际减灾日有关工作的通知

省减灾救灾委员会各成员单位,各市县减灾救灾委员会：

今年 10 月 13 日是第 32 个国际减灾日，主题是“构建灾害

风险适应性和抗灾力”，强调在新冠肺炎流行和灾害风险日益复

杂的状况下，建立完善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多方协同的灾害风

险治理模式，着力构建灾害风险适应性和抗灾力，提高全社会灾

害风险治理能力，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为做好今年国际减灾日各项工作,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突出“构建灾害风险适应性和抗灾力”主题，积极组织

开展防灾减灾活动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防灾减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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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摆在更加突出位置，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理念、新战略，

部署自然灾害防治九项重点工程和防灾减灾救灾体制机制改革，

推动灾害风险防范和治理能力不断提升。各地、各单位要坚持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重要论述精神，围绕“构建灾害风险适应

性和抗灾力”主题，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

充分调动和激发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基层组织、城乡居民群

众等各类主体积极性，认真组织开展国际减灾日活动，努力构建

多元参与的防灾减灾救灾新格局。

二、强化合作协同，全面做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和风险

防范工作

各地、各单位要坚持预防为主，牢固树立灾害风险管理和综

合减灾理念，通过科技赋能实现灾害风险精准治理。要扎实推进

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工作，强化普查宣传与培训，

健全技术指导与跟踪评价工作机制，组织开展致灾调查，房屋建

筑、公路水路、公共服务设施等承灾体调查以及历史灾害、综合

减灾能力、重点隐患等调查工作，做好调查数据质检与汇总工作，

建设各级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调查数据库，坚持“边普查、边

应用、边见效”，推动调查成果在自然灾害防治和经济社会发展

相关领域的应用。要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构建防灾减灾救灾

科技支撑新体系，突出重点区域和极端灾害性天气引发的灾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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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联防联测，不断提高多灾种灾害链监测预警的精细化精准化水

平。要加强协同联动，抓住自然灾害监测预警信息化工程建设等

契机，加快灾害风险隐患排查治理，完善部门监测预警信息共享

和业务协同，及时组织联合会商研判，提高防范应对灾害综合风

险能力。要建立完善自然灾害预警信息发布机制,统筹传统和现

代手段，提高预警信息发布的准确性、时效性和覆盖面，切实解

决灾害预警“最后一公里”问题。要加强信息公开，及时发布有关

信息，积极回应社会关切，全方位提升新形势下灾害风险适应性。

三、坚持多管齐下，努力构建多元主体参与的防灾减灾救灾

格局

防灾减灾救灾事关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是评判国家动员力、

体现民族凝聚力的一个重要方面。各地、各单位要加强统筹协调，

制定和完善相关政策、行业标准和行为准则，完善统筹协调和信

息对接平台，落实税收优惠、人身保险、表彰奖励、政府购买服

务等措施，支持和引导社会力量参与综合风险调查、隐患排查治

理、信息报送、应急救援、慈善捐赠、生活救助、恢复重建、心

理抚慰、科普宣传教育等防灾减灾教灾工作。要积极推动发展灾

害保险制度，充分发挥保险在风险管理、灾后救助、恢复重建等

方面的积极作用。要完善城乡灾害综合风险防范体系和应对协调

机制，结合新型城镇化、乡村振兴和区域协同发展等战略，实施

基层应急能力提升计划，开展基层应急管理能力标准化建设，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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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乡镇(街道)应急组织体系。要深入组织开展全国、全省综合减

灾示范社区创建，大力推广灾害风险网格化管理，实现社区灾害

风险隐患排查治理常态化。要健全社区应急预案体系，提升应急

预案质量，鼓励引导应急志愿者、社区居民参与防灾减灾活动，

推进城乡社区韧性建设，提升全社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四、加强宣传教育，大力普及防灾减灾知识和技能

各地、各单位要加强资源整合和宣传教育阵地建设，完善跨

部门协作和媒体沟通协调机制，面向社会公众广泛普及各类自然

灾害、事故灾难常识和防范技能，积极动员党政机关、企事业单

位、医院、学校、社区等开展各类应急演练，推动防灾减灾宣传

教育进企业、进农村、进社区、进学校、进家庭。要依托各类科

技馆和防灾减灾科普教育基地等场所，广泛开展防灾减灾公众现

场或线上体验活动，拓宽公众接受防灾减灾知识技能的途径。要

组织发放防灾减灾科普宣传教育读物，播放公益宣传片、公益广

告，印发社区和家庭应急手册，充分发挥微博、微信和客户端等

新媒体传播优势，提高防灾减灾宣传实效。要组织新闻媒体深入

宣传报道防灾减灾活动成果和各地区各部门的经验做法，营造防

灾减灾良好氛围。

五、强化底线思维，扎实做好自然灾害防范应对工作

在全球气候变暖背景下，今年全省发生多起自然灾害，部分

地区降雨强度大、低洼地区受淹，造成人员财产损失。当前，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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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灾害风险形势依然严峻，极端天气发生的频率高，低温冷冻、

暴雪、风雹、地质灾害、森林火灾等灾害都有可能随时发生，对

正常生产生活秩序造成影响。各地、各单位要强化底线思维，坚

决克服麻痹思想，发扬连续作战精神，进一步加强应急值守，严

格落实各项责任制，统筹抓好各类灾害综合风险防范应对工作，

切实保障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安徽省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

2021年 9月 30日



— 6 —

（信息公开形式：主动公开）

抄送：省机关事务管理局。

安徽省应急管理厅办公室 2021年 9月 30日印发

共印 2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