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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 南 省 教 育 厅

云南省教育厅关于认真贯彻落实 2019年

云南省防震减灾工作联席会议精神做好教育系统

2019年防震减灾工作的通知

各州、市教育局，各高等学校，省属中等职业学校、中小学、幼

儿园：

为认真贯彻落实 2019 年云南省防震减灾工作联席会议精

神，全面做好教育系统 2019 年防震减灾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

知如下：

一、不断强化责任落实

云南省自然灾害种类多，分布地域广，发生频率高，造成损

失重，是全国自然灾害最为严重的省份之一。各地教育部门和各

级各类学校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

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全国教育大会、2019 年云南省防震减

灾工作联席会议精神，坚持“分级管理、分级负责、属地为主”

的原则，全面落实行政首长负责制，牢固树立“宁可千日不震、

不可一日不防”的思想，结合实际，提出更加具体的落实举措，

强化责任担当，切实推进新时代教育系统防震减灾事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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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全省广大师生有更多的安全感、获得感、幸福感。对领导不力、

工作疏忽或处置失当造成严重后果的，要按照规定严肃追究有关

领导和人员的责任。

二、加强隐患排查治理

在机构改革期间，各地、各校要主动加强与民政、自然资源、

住建、应急管理等有关部门的沟通协调，为下一步开展工作奠定

基础。要进一步健全风险隐患动态排查防控机制和风险管理长效

机制，加强各类风险隐患的识别、分析、评估等工作。对排查出

的风险隐患，进行清单管理，明确整改责任人、整改方案、整改

时限，尽快消除安全隐患，维护师生生命财产安全。对一时不能

整改的，要采取合理措施，加强防范，并及时书面报送上级主管

部门和有关单位，努力实现从注重灾后救助向灾前预防转变。

三、增强应急处置能力

各地要以地震、暴雨洪灾、地质灾害、火灾、防踩踏等为重

点，因地制宜组织开展师生疏散和救助等应急演练。要坚持问题

导向，突出抓好各类预案编制、修改、完善工作，做到“一灾一

案”，切实提高应急预案的科学性、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不断促

进师生增强自然灾害风险防范意识。要储备必要的应急物资，提

升应急避险和自救互救能力，努力从应对单一灾种向综合减灾转

变。

四、广泛开展宣传教育

各地、各校要不断丰富防灾减灾宣传教育内容、创新宣传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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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形式，结合地区和学校特点，充分发挥黑板报、校园广播、微

博、微信等的作用，以举办展览、专家讲授、知识竞赛等多种形

式，进一步普及各类自然灾害知识和防范应对基本技能，实现师

生全覆盖，确保广大师生学有所用。

五、加强项目建设管理

各地、各校要严格履行基本建设程序，推进项目规范建设。

加快“全面改薄”等各类教育专项工程建设进度，补齐抗灾救灾

工作短板，让项目早竣工、学生早受益。

六、加强地震科技创新

各高等学校及有关科研院校要充分发挥抗震救灾指挥部的

平台作用，主动加强与抗震救灾指挥部成员单位的协作，紧密结

合云南实际，凝心聚力，调动一切创新资源，激发一切创造活力，

形成强大合力，打造一批“拿得出、叫得响”的原创成果，努力

开创云南省地震科技创新工作新局面。

七、加强信息报送

各地、各校要高度重视自然灾害信息报送工作，严格落实值

班制度，切实提高信息报送的时效性。接到灾情报告后，要认真

分析、核实各类信息的来源，提高信息的及时性和准确性，为领

导决策提供依据，避免因信息迟报贻误抢险救灾时机。加强重大

灾情和工作情况报送力度，遇重大险情、灾情第一时间报省教育

厅办公室。

八、加强组织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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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各校要进一步加强组织领导，明确任务，合理安排时

间和工作进度，提供必要的人力、物力和经费保障，确保取得实

效。

2019 年 1 月 3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