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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引言 

成都市是四川省省会，是国务院确定的西南地 

区科技、商贸、金融中心和交通、通信枢纽 ，也是国务 

院确定的全国地震重点监视防御区。全市共有 l9个 

区(市)县，总面积 1．24万 km ，全市户籍人 口 

1 O44．3万人。成都市地跨龙门山、龙泉山构造带和 

成都凹陷三个地质构造单元，境内地震活动主要受 

龙门山、龙泉山、蒲江一 新津 一 成都 一 德阳、邛崃 
一 大邑一 彭州四条断裂带影响。 

2004年《国务院关于加强防震减灾工作的通 

知》明确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防震减灾工作的指 

导思想、主要任务和奋斗目标，提出了防震减灾“三 

大战略”要求，使全国防震减灾事业进入一个新的 

发展阶段，也为地方地震工作创造了新的发展机遇。 

防震减灾科普宣传是防震减灾工作的重要组成部 

分，也是奠定防震减灾工作社会基础、推进防震减灾 

事业发展和减轻地震灾害的重要手段和途径。近年 

来，成都市地震局坚持从实际出发，突出重点，立足 

现有条件，从抓经常性、基础性工作人手，把搞好防 

震减灾科普宣传与实现防震减灾各项任务，促进经 

济社会发展，维护社会稳定有机结合起来，取得了一 

定成效。 

1 将科普宣传作为防震减灾工作的 

基础 

收稿 13期：2005~7-25 

(1)抓领导到位。市地震局建立了一把手负总 

责、分管领导抓落实、各处室按照分工负责的科普宣 

传工作机制，各区(市)县地震部门也由单位领导直 

接分管科普宣传工作，并确保有专人负责。同时将防 

震减灾科普宣传纳人全市地震系统的目标管理，按 

照每年全市防震减灾工作的总体安排制订具体的防 

震减灾科普宣传工作计划，并对科普宣传 目标任务 

进行层层分解，落实到各职能处室和各宣传点，形成 

了计划周密、行动统一、配合协调、目标一致的防震 

减灾科普宣传工作局面。 

(2)抓工作措施到位，制定了市和区、县两级防 

震减灾科普宣传工作责任制，将各项活动的开展制 

度化、规范化，确保了科普宣传工作常抓不懈，经常 

性地开展活动。全市每年统一组织 3次以上大型科 

普活动，召开一次科普宣传工作会议；每个区县每年 

开展2次以上大规模的集中宣传活动，举办一次知 

识讲座，组织一次巡回宣传 ；每个宣传点每年开展 3 

次以上的活动。 

(3)抓科普宣传队伍和阵地建设到位。2004年 

以来我们根据震害预防的重点应放在中心城市和人 

口密集地区的要求以及新时期城市社区工作的特殊 

性，特别是鉴于因企业改制造成许多原有企业地震 

监测和宣传点被撤消的情况，坚持把骨干地震科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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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点建立在学校和社区。在我市五个城区分别选 

择了水井坊社区、长寿苑社区、双元社区、青羊北路 

社区、东御河社区和成都l7中、盐道街小学等5所学 

校作为我局新的直属科普宣传点。截至目前，已经建 

立了由22个市地震局直属宣传点、4O个区(市)县 

地震局(办)宣传点、I 14个农村防震减灾“三网”宣 

传点组成的较为完善的三级防震减灾科普知识宣传 

网络，共有专职和兼职宣传工作人员 200余人。 

(4)抓科普宣传经费保障服务。市地震局每年 

都安排有专项经费用于购买防震减灾科普书籍、资 

料、图片等宣传资料，对宣传网点进行补贴和举办培 

训班，并坚持对各宣传点实行“任务承包、定量考 

核、补贴与工作量挂钩”的考核办法。2004年以来我 

局拨专项经费5万余元，印制《人类应学会与地震共 

存》等宣传手册，刻制《地震揭秘》和《少年儿童地 

震知识》等科普光盘，制作《地震防御与地震安全农 

居工程图展》展版以及宣传横幅和标语等。 

2 准确把握好科普宣传的科学性、针 

对性和实效性 

在中小学校深人持久地开展科普教育是防震减 

灾科普宣传的重要环节，有利于中小学生素质的全 

面提高升，是提高全民防震减灾意识和知识水平的 

基础。我市各中小学校宣传点在 自然、地理等教学 

中，通过举办地震科普宣传周、组建地理“兴趣小 

组”、开设《环境之旅》选修课、编制防震减灾地理小 

报、收集地震防御和救护资料、制作如何防御地震小 

游戏及卡片、开展“少先队防震减灾科普知识宣传” 

社会实践和“三个一”活动(读一本科普书、写一篇 

读后感、向家长进行一次地震科普宣传)、举办“漫 

话地震”专栏和“地震灾害与我们的对策”图片画 

展等多种活动方式，向青少年学生普及宣传防震减 

灾法律法规和地震科学知识。同时还通过青少年学 

生向社会作二次宣传，达到了“教育一个孩子，带动 
一 个家庭，影响整个社会，保一方平安”的良好效 

果。 

防震减灾科普宣传是一项 目综合性、群众性、实 

践性很强的活动，在 日常的宣传工作中，我们坚持以 

维护社会稳定为落脚点，以增强社会各界和广大人 

民群众防震减灾法律法规知识、地震科普知识和地 

震应急自救互救能力为重点，采取图文并茂的方式， 

不断深化防震减灾科普宣传，使广大群众了解和掌 

握党和国家关于防震减灾工作的方针政策，增强防 

震减灾意识和法制观念，逐步提高对地震的心理承 

受能力和防震避险、自救互救的能力。 

防震减灾宣传的目的是提高全社会的防震减灾 

意识，要实现这一目的，必须根据不同对象，因人而 

异，有针对性的开展防震减灾科普宣传。一是今年 5 

月市地震局与市教科所共同为全市近200名中学地 

理教师举办了“印度洋地震海啸及其教训和启示” 

专题讲座，进一步深化和推动了我市中小学校的防 

震减灾科普宣传工作；二是在推动我市“农村地震 

安居工程”中，以提高农村农民的房屋建设抗震设 

防意识和知识为重点，多次组织人员深入到各县村 

镇，通过举办“农村民房抗震设防培训班”和“地震 

防御与地震安全农居工程图展”等多种形式，普及 

农村民房建设的抗震设计和技术施工科学知识，促 

进了农村农民在建设、改造房屋时按照科学规范设 

计和施工，提高房屋抗震能力。 

3 积极探索科普宣传的新路子和新 

途径 

(I)加强业务培训和指导。我们每年都通过举 

办培训班及召开工作会等多种方式定期对各级宣传 

点工作人员和“三网”队伍成员进行培训，及时传达 

学习国家有关防震减灾工作的政策方针和精神，并 

结合重大地震灾害事例进行业务知识培训，着力提 

高他们的政策水平和科普宣传工作技能，增强他们 

的工作热情。 

(2)注重调动各区(市)县防震减灾工作部门 

的积极性。首先从抓各级地震部门和防震减灾工作 

部门的思想认识和责任意识人手，不断增强干部职 

工防震减灾的“忧患意识”和责任观念，并在每年的 

“科技之春”科普宣传月和“科技活动周”等大型活 

动中统一部署和安排，上下配合，形成整体合力和优 

势，扩大了宣传实效 ，带动和推进了各区(市)县的 

防震减灾科普宣传工作。 

(3)稳步推进乡镇防震减灾助理员制度建设和 

防震减灾科普示范学校建设。我们紧密结合成都市 

的地质构造和震情背景，在沿龙门山地震带的重点 

地震监视防御区的县 (市)先期开展乡镇防震减灾 

助理员制度建设和防震减灾科普示范学校建设。目 

前已经完成蒲江县、彭州市和都江堰市的创建；年底 

前将完成在邛崃市和大邑县的建设工作；力争在 

2007年底前完成在我市其余 l4个区(市)县的建设 

工作。 

(4)主动出击，多方拓展和深化科普宣传。一是 

通过与市教育科学研究所的多次协调，在《成都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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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土教材》中以“城市建设与防震减灾”作为切人 

点，巧妙地将地震科普知识教育纳人中学日常教育 

中，为在我市中学长期开展此项活动奠定了基础；二 

是主动参与青羊区青少年宫“四川省未成年人保护 

教育示范基地”建设工作，将地震科学知识和自救 

互救知识纳入到《未成年人 自我保护教育 100招》 

手册并发放到学生手中，同时在青少年宫制作了固 

定宣传展版，通过青少年宫的“快乐大本营”等活动 

对青少年学生进行科普教育；三是在四川电视台综 

合频道(卫星电视频道)“天府娃娃舰队”栏 目录制 

了全长 3O分钟的《地震离我们有多远?》的电视节 

目进行滚动播出；四是积极创造条件做好“十一五” 

规划，力争在我市数字遥测地震台网应龙湾子台的 

基础上，建设我市“防震减灾科普宣传教育基地”。 

(5)创新工作方式，把行政执法作为科普宣传 

的一个重要途径。全市各级地震工作部门在建设工 

程抗震设防的管理和地震监测设施和观测环境保护 

的行政执法工作中，不失时机的开展地震科学知识 

的宣传普及工作。在抗震设防管理中主动积极向建 

设工程业主宣传有关法律法规和地震科学知识；在 

地震监测台站所在地的村镇主动向乡村干部和农民 

宣传有关法律法规和地震科学知识。切实增强了工 

程业主和普通群众的忧患意识和减灾意识，有效地 

促进了我市抗震设防管理和防震减灾行政执法工 

作。 

(6)依靠科学，注重实效。一是始终坚持按照 

“积极、慎重、科学、有效”的原则，以有重点、分内 

容、常规宣传与重点宣传相结合的灵活多样的方式， 

在学校、农村、街道社区等开展经常性的宣传教育工 

作；二是注重科学性 ，在介绍地震科学的发展与现 

状、人类与地震斗争的成功经验与惨痛教训的具体 

事例上做到事实准确、分析科学、通俗易懂；三是针 

对国内外发生的较大的灾害性地震、本地出现的有 
一 定社会影响的有感地震以及发生地震谣言的事件 

等情况，开展有针对性的强化教育，以正面宣传、法 

制宣传和科普教育为主，努力倡导破除迷信、崇尚科 

学、尊重科学的良好风尚；四是充分利用网络优势， 

在我市党政网上 ，开辟了防震减灾知识专栏，并对中 

国地震科普网进行了链接，发挥我市社区有线广播 

和社区绿色空间网站的优势，进行了深入细致的防 

震减灾法制和地震科学知识的宣传和普及，取得了 

以点带面、宣传一处、影响一片、教育一方的良好社 

会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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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增建的旱涝周期和海震调温假说是揭示相关物理机 

制最有说服力的理论假说 ，并正在得到实践证实 。李宪 

之教授特别提出，越赤道气流是影响全球气候异常的关键原 

因 J。月亮赤纬角最大值与最小值的变化恰恰就可以影响南 

北半球气流和海流的相互交换 ，影响赤道辐射带在赤道南北 

的震荡幅度。厄尔尼诺现象就起源于北太平洋热量向南太平 

洋输送 。 

我们运用郭增建理论，成功预测了20世纪 4o年代的旱 

灾在 21世纪初重演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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