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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全国防震减灾工作会议和《国务院关于 

加强防震减灾工作的通知》明确了今后一个时期防 

震减灾工作方向和主要工作任务，同时把防震减灾 

宣传工作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本文通过总结山 

西省防震减灾宣传工作实践，结合新时期防震减灾 

工作的要求，就进一步做好防震减灾宣传工作提出 

思考和建议。 

1 防震减灾宣传工作的意义和作用 

防震减灾宣传工作是防震减灾工作的重要组成 

部分，是推进防震减灾工作开展、构建防震减灾社会 

基础、培养防震减灾科技人才、增强国家和社会抵抗 

地震灾害有效途径。随着防震减灾事业的发展，防震 

减灾工作已从过去那种纯科学探索领域向科学探索 

和社会管理双重领域发展。在预报地震还不能完全 

实现的前提下，通过防震减灾社会化管理达到在地 

震前、地震时和地震后有效防范地震灾害的目的是 

可行的。而防震减灾社会化管理工作要面向广大的 

人民群众、面向不同的社会阶层、面向各级领导，这 

就要求发挥防震减灾宣传工作的先导作用，为防震 

减灾社会化管理奠定基础。 

2 山西省防震减灾宣传工作举措 ’ 

2．1 加强对防震减灾宣传工作的领导 

过去我省各地的防震减灾宣传总认为是地震部 

门自己的事，宣传效果并不理想。近几年来各市加强 

了防震减灾宣传工作的领导，并使之成为政府和社 

会共同参予的有较大影响的宣传活动。运城市以防 

震减灾领导组牵头防震减灾宣传工作，每年都召开 

会议并下发文件，把防震减灾领导组各成员单位发 

动起来，形成社会宣传合力，使得防震减灾宣传工作 

有声势，有高度，有内容，有效果，而且深人到社会各 

单位、各阶层中。大同市委宣传部每年都和地震局联 

合下发文件，对防震减灾宣传工作做出具体部署，组 

织检查组对防震减灾宣传工作进行检查督导，取得 

了很好的社会效果，走在了全省的前列。 

2．2 加强防震减灾宣传工作基础建设 

基础建设也就是“机构建设”和“人、财、物”的 

建设。过去我省许多县(市、区)没有地震机构，2003 

年、2004年我们借全国人大和省人大执法检查的契 

机，全力推进县级防震减灾机构建设工作。经过努 

力，省编办已正式下文要求各县(市、区)成立地震 

机构，为今后防震减灾宣传工作打下了基础。在人员 

建设上，各市抓紧培训防震减灾宣传工作骨干，太原 

市、大同市严把进人关，专门招收防震减灾专业学 

生；运城市建立起 以群测群 防网络为基础的乡 

(镇)、村、街道基层宣传点骨干网点。在“财、物”建 

设上，各市都明确了防震减灾经费投人机制，并把防 

收稿日期：2005-07-25 

作者简介：郭建和(1954一)，男(汉族)，山西平遥人，处长，主要从事震害防御和地方地震管理工作．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384 西 北 地 震 学 报 第27卷 

震减灾宣传经费作为专项列入年度预算 ，增加防震 

减灾宣传器材设备，有的县还配备了防震减灾宣传 

用车。阳泉市正在赛鱼小学建设防震减灾科普教育 

基地；晋城市政府拟出资300万元建设一座现代化 

的防震减灾科普教育基地；大同市政府专门给市地 

震局划出防震减灾科普教育基地建设用地。 

2．3 加强对重点对象的防震减灾宣传 

防震减灾的主体是人，面对着各种阶层、各种群 

体，怎样才能最有效地利用防震减灾宣传资源，达到 

防震减灾宣传的最佳效果?根据我省的经验，必须确 

定重点宣传对象。 

(1)领导干部。防震减灾工作在部分地方得不 

到领导的重视，主要是部分领导对防震减灾工作知 

之甚少，缺乏防震减灾工作的知识和责任心。根据我 

们的实践，加强对领导干部的宣传非常重要，也是非 

常有效的。各市除了平时多宣传，多汇报外，还利用 

7．28等特殊纪念日举办专题讲座，专门邀请市、县 

分管领导和防震减灾领导组成员参加。省局也大力 

支持，派出专家和各部门领导亲自讲授防震减灾知 

识。许多领导干部在接受宣传和培训后 ，对防震减灾 

工作的认识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对防震减灾工作的 

支持也大大增强。近年来省政府和省人大对我省的 

防震减灾工作的支持力度都大大增强，多次组织执 

法检查，在地震紧急救援队的组建 、省防震减灾指挥 

中心的建设和十五项 目上都积极支持，各市对防震 

减灾人、财、物的投入增加非常明显，我省的防震减 

灾事业的发展驶上了快车道。 

(2)学校和学生。学校肩负着传播知识，培养人 

才的重任，利用学校对学生进行防震减宣传具有其 

特殊优势。学校有良好的教育环境，学生又是知识的 

接受者，只要方法得当，必能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运城市非常重视学校防震减灾宣传，他们认为在学 

校进行防震减灾宣传可以“通过一个学生带动一个 

家庭，通过一个家庭影响一片社区”；大同市选定一 

些学校，每年搞专题讲座，开展地震应急演练，现在 

许多学生都能掌握一些地震应急知识，并识别地震 

谣言；太原市迎泽区要求每个学校每年必须做到防 

震减灾“三个一”，即参加一次培训，进行一次宣传 

教育，开展一次演练。有的学校还把防震减灾作为一 

项课外实践课题让学生自己收集资料、自己讲课，有 

效地激发的学生兴趣，提高防震知识。 

(3)社区居民。社区是城市民众的聚居地，也是 

最容易遭受人员伤亡的地方。在社区搞防震减灾宣 

传可以利用人群聚集，亲朋在一起可以互相影响的 

优势。太原市迎泽区建立群测群防三级网络，制订 

《迎泽区群测群防工作实施细则》，规范宣传管理， 

加强宣传培训，明确宣传员职责，利用每年3月 1日 

《防震减灾法》实施纪念日、7月28日唐山地震纪念 

日等，大力开展面向社区居民“强化防震意识，建设 

安全小区”为主题的宣传。 

2．4 丰富宣传手段和形式 

(1)平时宣传与集中宣传相结合。防震减灾宣 

传要长流水，不断线。平时宣传要做到有计划、有安 

排、有检查、有实效；集中宣传要做到有组织、有声 

势、有规模、有重点。如大同市在2004年7．28防震减 

灾宣传周中加强领导组织，详细计划安排，从7月22 

日至28日在广播电台联续播出7期防震减灾系列科 

普知识讲座；在大同电视台的4个频道每天播放防 

震减灾录相片、标语、字幕；市委宣传部、依法治市领 

导组、地震局、体育局等联合在体育场举办7场群众 

性防震减灾消夏晚会，在市中心红旗广场邮电大楼 

大型电子屏幕每天播放 3次防震减灾录相片；在《大 

同日报》、《大同晚报》整版刊登系列文章和“大同市 

防震减灾法律法规知识竞赛题”；开动防震减灾宣 

传车，在市中心红旗剧场举行大型宣传活动，邀请 

省、市领导共同参加宣传活动，挂出大型宣传条幅 

4O幅，展出大型宣传图版5O块、散发宣传资料共 25 

种 1O万份，接受宣传教育的群众达上万人次。 

(2)要有传统宣传手段，也要有现代化传媒手 

段。学校和社区培训讲座、知识竞赛、演讲比赛、文艺 

晚会、庙会、广场文化、这些为群众所熟悉并喜爱的 

形式，是我们开展防震减灾宣传工作很好的传统阵 

地，为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且易于接受。社会发展到 

信息时代，电视、报刊、网络这些现代化手段已进入 

寻常百姓家，通过在电视播放、报刊刊登防震减灾知 

识，开设宣传专栏，建立网页，利用网络传播防震减 

灾宣传知识应该逐渐成为防震减灾宣传的重点形 

式。通过传统与现代的结合，可以取长补短，填补宣 

传面上的空白，达到更好的效果。 

(3)搞好培训，延伸宣传工作，由平面的知识宣 

传向建立应急机制和防范体系过渡。在面向基层的 

宣传中，我们也发现目前的防震减灾宣传工作面临 

着三个新问题：第一，有防范意识，但无防范方法和 

技能。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群众 

对于生命和财产安全防护意识更加增强，但是对如 

何防御、灾害来临之前需要有哪些准备和应对措施 

等知识了解还远远不够。第二，防御的难度越来越 

大。随着城市改造步伐的加快，城市人口密度越来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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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活动空地越来越少，城市应对自然灾害的能力很 

弱，一旦发生地震，怎么躲、往哪儿躲成为居民群众 

的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第三，群众 自身防范的体能 

下降。物质文化生活的丰富，使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 

高，但负面的影响是使人类越来越远离大自然，无论 

是走路、跑步等体力劳动的能力都呈下降趋势，面对 

灾害来临，逃生的能力大大减弱。面对这些新问题， 

单纯的地震知识的宣传已远远不能满足群众的需 

求。为了不使宣传流于形式，努力探索从平面的知识 

宣传向建立应急机制和防范体系过渡的方式，我们 

选择太原市迎泽区加强了三方面的培训试点：一是 

开展 自救互救技能的培训，请医院外科大夫、市红十 

会的大夫对社区联络员进行心、肺复苏、外伤的包扎 

与护理，以及地震发生后可能发生的挤、压、埋等伤 

害的急救技能培训。二是进行地震预案的制定和操 

作培训，制定出社区预案的范本，要求写明社区的包 

括人口、驻地单位、面积、疏散场所、疏散路线、次生 

灾害源等基本情况，对社区联络员进行专项培训，宣 

传到每一户居民，使居民做到心中有数。三是加强地 

震知识和形势动态的宣传，定期或不定期发放宣传 

品，及时宣传地震活动及各地工作动态，起到经常性 

灌输概念、警钟长鸣的作用。 

3 对我省防震减灾宣传下一步工作 

的思考 

(1)防震减灾宣传工作是一项社会公益事业， 

服务于社会和人民，所以必须得社会各届的广泛支 

持，特别是要得到政府领导和有关部门如计划、财 

政、宣传、教育、科技、文化等部门的支持，这就要求 

我们首先要做好领导和各有关单位的防震减灾宣传 

工作，得到他们的支持和配合，才能有效地开展防震 

减灾宣传工作。 

(2)防震减灾宣传不仅要重视城市，也要重视 

农村。我省绝大多数人口在农村，农村人口文化素质 

低，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很多人不懂如何防震、避震 

和自救、护救。目前国家高度重视农村的地震安全， 

加强农村防震减灾宣传工作，尤其是地震宏观异常 

的识别和上报，农村群众自救、互救，识别地震谣言， 

建设抗震民居的宣传培训，对构建和谐、安全农村具 

有重要意义。 

(3)加强与科技、教育等有关部门的联合，大力 

开展防震减灾宣传进校园、进社区、进乡村活动。力 

争把防震减灾宣传工作覆盖到全社会。 

(4)加强科普宣传教育基地的建设，力争在阳 

泉市、晋城市、大同市率先建设起第一批防震减灾科 

普教育基地，使其成为我省的防震减灾宣传的主阵 

地。 

(5)在全省开展防震减灾科普示范学校建设工 

作，2005年力争每市建立一所防震减灾科普示范学 

校，2010年以前各市至少要建立三所防震减灾科普 

示范学校；2010年前每县要建立一所防震减灾科普 

示范学校；2015年前每乡要建立一所防震减灾科普 

示范学校。 

(6)加强“三网一员”建设，建立市、县 (区)、 

乡、村联动的防震减灾宣传网络，加强对防震减灾宣 

传员的培训和指导，建立可行的防震减灾联络员补 

助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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