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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减办〔2024〕18号

福建省减灾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做好2024年
国际减灾日有关工作的通知

各市、县（区）减灾委、平潭综合实验区减灾委，省减灾委成员

单位：

2024年10月13日是第35个国际减灾日，主题是“赋能年轻一

代、共筑韧性未来”。根据《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关

于做好2024年国际减灾日有关工作的通知》（国防减救办明电

〔2024〕6号）要求，为组织好相关活动，提出工作要求如下：

一、突出“共筑韧性未来”主题，平时积极普及防灾减灾知

识。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指示

批示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中央和省委关于自然灾害防治的重大决

策部署，突出“共筑韧性未来”的主题，平时积极普及展防灾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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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救灾科普知识，营造全民参与防灾减灾的良好氛围。

二、开展灾害隐患排查治理，及时消除安全隐患。当前，全

省自然灾害风险总体平稳，但部分地区在秋季台风、洪涝和地质

灾害等方面，仍面临较大风险和挑战。要强化属地责任，坚持重

心下移，充分发挥基层组织的作用，定期对城乡社区、学校、医

院、敬老院、福利院等人员密集场所和建筑工地、旅游景区、机

场码头、火车站、地铁、城市地下管网、泵站闸门等设施进行灾

害隐患排查，及时消除安全风险。

三、组织开展现场活动，提高群众防灾减灾意识和自救技能。

各地减灾委要高度重视，结合实际，进农村、进社区、进学校、

进机关、进企事业单位、进家庭开展国际减灾日现场活动，进一

步面向公众普及洪涝、台风、地震、地质、森林火灾等灾害知识

和防范应对基本技能，重点培训应急救护技能和演练如何避灾避

险，提高群众防灾减灾意识和救护技能。

各设区市及平潭综合实验区减灾办要及时总结活动期间好的

做法，于10月27日前将工作总结报省减灾办。

联系人：颜思琳，电话：87321689，邮箱：jzzxysl@163.com。

附件：国家减灾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做好2024 年国际减灾日

有关工作的通知

福建省减灾委员会办公室

2024年 10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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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做好
2024年国际减灾日有关工作的通知

国防减救办明电〔2024〕6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防灾减灾救灾议事协调机构，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各成员单位：

2024年 10月 13日是第35个国际减灾日，主题是“赋能年

轻一代、共筑韧性未来”，强调通过教育赋予儿童和青少年掌握应

对灾害能力，共享防灾减灾救灾知识技能，让他们成为家庭和社

区韧性建设的推动者，不断提高全社会综合减灾能力。为组织做

好今年国际减灾日有关工作，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增强责任感使命感。党中央、国务

院高度重视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一系列重要讲

话、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强调坚持“人民至上、生

命至上”，全面提升全社会抵御自然灾害的综合防范能力。各地区、

各有关部门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

重要论述精神，组织开展多层次、多角度、全方位的宣讲解读，

以高度负责的精神和务实担当的行动，切实把防范化解灾害风险

的举措落到实处。要提高做好国际减灾日工作的重要性认识，突

出城乡社区、学校和教育设施安全建设，聚焦儿童和青少年安全

意识和技能提升，加强安全教育、管理和监督，加强防灾减灾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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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普及防灾减灾知识，动员全社会为年轻一代营造良好安全环

境。

二、多措并举构筑安全环境，护航年轻一代健康成长。各地

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吸取一些地方发生严重因灾伤亡的教训，

坚持关口前移、防患于未然，组织开展与年轻一代学习生活密切

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推动狠抓安全责任落实。对城乡各级各类学

校现有校舍定期进行安全隐患排查，发现存在重大安全隐患、影

响安全使用的，要及时通过维修、加固、重建、改扩建等方式有

效消除隐患。儿童游乐场所、体育场馆、旅游景区等儿童和青少

年活动重点场所要加强设施设防水平和承灾能力评估，落实安全

防控措施。要统筹校园建设和教育设施安全保障，优先考虑将部

分有条件的中小学建成应急避难场所，发挥“平急两用”作用。

谋划好灾害综合风险普查数据开发和成果应用，进一步将普查成

果运用到灾害风险隐患排查、精准防治、救援处置等各方面全过

程，不断提高灾害风险管理的科学性实效性。

三、强化适龄宣传教育，提高儿童和青少年群体的灾害风险

意识和应对能力。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动员宣传力量、创新宣

传形式、拓展宣传载体和内容，组织制作符合儿童和青少年特点

的动漫、短视频、歌曲、微电影等科普作品，充分利用广播电视、

互联网、“两微一端”、“全民安全公开课”等传播载体和平台，高

质量推进防灾减灾科普宣教进校园、进家庭、进社区、进农村、

进企业。要加大防灾减灾教育力度，将防灾减灾知识纳入义务教

育课堂教学内容。要推动各类防灾减灾科普教育基地、安全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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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应急实训基地等场馆场所免费向儿童和青少年群体开放，让

更多儿童和青少年有机会获得防灾减灾知识和技能。要注重发挥

家庭作用，广泛开展“小手拉大手”活动，通过教育一个学生带

动一个家庭，不断提升全民防灾减灾意识。

四、抓实应急准备和演练，全力应对突发灾情险情。各地区、

各有关部门要针对秋冬季灾害特点和今后一段时期各类突发灾害

风险实际，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压紧压实责任，统筹做好

预案、机制、力量、装备物资准备，一旦发生突发灾情险情，确

保有力有序高效处置。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各成员单位要推

动本行业领域开展各方参与度高、应急联动性强、形式多样的实

战化应急演练。各地要积极动员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医院、

学校、社区等开展一次管用实用的应急疏散避险逃生演练，指导

提升预警信息接收能力，确保关键时刻临灾预警“叫应”和应急

“响应”迅速到位。青年一代朝气蓬勃，是全社会最富有活力、

最具有创造性的群体，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激励引导广大青年

干部在抢险救援救灾一线奋勇争先、挺膺担当，用青春书写人生

精彩华章。

各地区、各部门要认真开展好国际减灾日各项活动，加强组

织领导，细化方案措施，严格落实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要求，

确保各项工作取得实效。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

2024年9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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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各市、县（区）减灾办、平潭综合实验区减灾办。

福建省减灾委员会办公室 2024 年 10 月 3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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