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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社区防洪应急机制的思考

  2003 年春天肆虐北京以及全国的“非典”疫情,使我国各级政府受到严峻考验, 凸现了我国突发事件应急机制存在的不足。总结战胜

“非典”的经历, 从中也得到一些启示, 其中一点就是要完善城市社区突发事件应急机制, 普及科学知识, 提高广大公众应对自然灾害的意

识和能力, 将应对自然灾害的预案迅速地转化为政府的有效管理和广大群众的自觉行动。 

  洪水是一种自然现象, 是由于降雨或融雪等原因,河流、湖泊等区域在较短时间内水体突然增大, 造成水位迅速上涨, 淹没平时不上水地

方的现象。如果不能有效控制或及时防范, 将对人们的生产、生活, 乃至生命安全造成重大损失和威胁。北京广泛分布着泥石流易发区, 如

遇暴雨, 极易发生山洪、泥石流; 山区洪水进入平原地区, 由于平原地势平坦, 又多低洼地区, 排水不畅, 易受洪涝灾害。从1949 年至1990

年先后发生9 次较大洪水灾害。尤其是随着城市的发展, 财富聚集, 基础设施发达, 一旦遭受洪涝袭击,损失将十分巨大。目前北京市防洪减

灾体系已具一定规模, 政府设有专门的管理机构即北京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 主要河流、水库、蓄滞洪区都制定了洪水调度方案, 但决

不能因此低估洪水的威胁。由于城市“热岛效应”造成特大暴雨频繁的现象, 加之近年连续干旱, 公众防御洪水的意识有所淡化, 知识较缺

乏, 专业技术人员防汛经验欠缺等防汛工作的不利因素, 务必要保持高度警惕。 

  要真正有效防范洪涝灾害, 紧紧依靠政府是不够的, 要真正做到“安全减灾进社区”, 做到“政府有预案, 百姓有准备, 个人有行

动”。要达到这一目标, 需要做大量的工作, 不仅需要社区管理人员的积极参与,还要大力向老百姓普及防洪减灾方面的科学知识, 使他们有

所知、有所行。目前这方面的基础工作比较薄弱, 笔者认为社区防灾可从以下几个方面逐步开展。 

  1 设立社区防灾应急规划小组 

  成员由社区的管理者和具有一定专业知识的人员参加, 规划小组主要负责获取相关信息, 建立洪水预警系统, 制作通讯联系记录, 制定

培训计划并组织实施, 制定避险转移方式、路线及地点并组织避险转移,组织生产、生活恢复与重建等工作。 

  2 获取相关信息 

  (1) 社区防灾应急规划小组要掌握上级管理部门和同级管理部门的应急机构的相关信息, 经常联络,沟通信息, 互通情况。 

  (2) 了解社区居民、企事业单位人员、财产情况,检查可能遭受洪水灾害地区的设施, 落实在发生洪水时人员和财产转移安置计划。 

  (3) 用专业网络查看雨水情、工情等防汛信息,必要时与政府有关部门保持联系, 获取更多的信息。 

  3 建立洪水预警系统 

  落实汛期向社区居民通报信息的手段和措施, 一旦接到避灾建议, 能确保立即通知居民、企事业单位避灾和撤离。 

  4 建立通讯联系方式 

  通讯方式可包括以下几种: 通讯员、电话、传真机、卫星、本地区局域网、标牌、手势等。规划小组首先要制作社区通讯录, 居民以家

庭为单位登记联系电话( 最好有备用电话如手机等) , 企事业单位登记主要部门联系电话及主要负责人电话。 

  5 制作避险转移方式、路线及地点标识、标记并组织避险转移 

  在突发洪涝时, 首先要保护每一个人的安全和健康, 其次保护文件、设备、居民贵重物品安全。疏散转移避险需要制定转移路线、地点

及转移交通方式等,这些都需要做详细的规划。确定主要和辅助性疏散路线及紧急出口以及避险地点, 保证路线、出口及避险地点有显著的标

志及良好的照明条件, 张贴标志, 并请有关专业人员来评估避险转移路线和避险地点的可行性; 疏散转移到避险地点后, 要及时清点疏散人

数;确定疏散转移时需要的水、食物以及药品供应等。 

  6 制定培训计划并组织培训 

  要定期开展相关避灾知识培训, 培训的方式要切实可行, 可以通过张贴宣传画、宣传栏、手册、咨询、讨论、抽卷问答、给在校学生上

课、演习等多种方式,或在科普馆设立“真实体验”项目。采取培训包括以下内容: ①个人角色及职责; ②危险以及自救保护行动等方面的知

识; ③通告、报警以及通讯的程序; ④突发洪水时反应程序及寻找家人的方法; ⑤撤退转移避险的程序等。 

  7 组织生产、生活恢复与重建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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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水退去后, 要组织生产、生活恢复与重建工作: 

  ①排列恢复运作的先后次序; ②继续保证全体人员财产安全; ③统计居民和企事业单位的洪灾损失; ④进行抢救财产行动; ⑤对损坏的

物品做详细的记录, 与保险公司联系赔偿事宜; ⑥恢复与水、电、气有关的设施设备等, 以保证水、电、气等的正常工作, 保证居民的正常

生活。 

  作者简介: 王迎春( 1969 —) , 女, 工程师。 

  来源：《北京水务》20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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