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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准页

为认真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条例》、《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管

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根据《山东省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

《山东省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办法》，以及《临沂市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

案》、《临沭县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有关内容和要求，为有效防范突发

事件的发生，强化应急管理，明确应急处理中各级人员的职责，最大限度地

控制突发事件灾害的扩大和蔓延，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维护社会稳

定，促进经济和社会全面、协调及可持续发展，结合临沭县玉山镇的实际情

况，编制了《临沭县玉山镇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

本预案自发布之日起开始实施。玉山镇各部门、各村委会、相关生产经

营单位必须认真贯彻落实本预案的相关要求。

批准人（签名）：

颁布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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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沭县玉山镇依据国家应急管理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技术规范，成立了应

急预案编制小组,开展预案编制工作，形成本次报告。

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编制小组

编制小组 姓名 安全分工

组长 张正云 负责镇全面工作

副组长

李俊江
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加油站、一般工贸企业生产经营

等安全

解志荣
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加油站、一般工贸企业生产经营

等安全

尹从火
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加油站、一般工贸企业生产经营

等安全

成员

杨清超 辐射源及危化品、废弃危化品处置等安全

高岩

建筑施工、城市道路、城镇燃气、热力管道、房屋拆迁、

维修工程、厂房安全、危房改造、道路交通、自然资源

及公共事业等安全

高尚熙
民用爆破器材使用及消防等安全

环卫、园林绿化、户外广告、违建房屋

吴霞玉
规模工贸企业、商务、大型商超、再生资源回收、商贸

流通、煤炭企业、油气管道等安全

李成明

学校、幼儿园等教育行业、文化市场、公共文化娱乐场

所、印刷发行单位、旅游等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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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运杰 卫生、食品药品等安全

张宗义
规模工贸企业、商务、大型商超、再生资源回收、商贸

流通、煤炭企业、油气管道等安全

付信江
农业生产、水利工程、森林防火、农业机械、粮食、农

药、兽药和饲料生产经营、渔业船舶、沼气、汛期安全

王清华 民用爆破器材使用及消防等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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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总体应急预案

1 总则

1.1 适用范围

本预案是玉山镇应对各类突发事件的总纲，指导辖区内的突发事件风险防控、应急

准备、监测与预警、应急处置与救援、事后恢复与重建等工作。

本预案所称突发事件是指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社会危害，需要采取应急处

置措施予以应对的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

1.2 工作原则

以人为本，减少危害。切实履行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把保障公众健康

和生命财产安全作为首要任务，最大程度地减少突发事件及其造成的人员伤亡和危害。

居安思危，预防为主。高度重视公共安全工作，常抓不懈，防患于未然。增强忧患

意识，坚持预防与应急相结合，常态与非常态相结合，做好应对突发事件的各项准备工

作。

统一领导，分级负责。在玉山镇党委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建立健全分类管理、分级

负责、条块结合、属地管理为主的应急管理体制，实行行政领导责任制，充分发挥专业

应急指挥机构的作用。

快速反应，协同应对。加强以属地管理为主的各基层应急处置队伍建设，建立联动

协调制度，充分动员和发挥村居、生产经营单位、社会团体和志愿者队伍的作用，依靠

公众力量，形成统一指挥、反应灵敏、功能齐全、协调有序、运转高效的应急管理机制。

坚持依法依规、科技支撑。依据有关法律法规，维护公众合法权益，加强突发事件

应对工作的规范化、制度化、法治化。加强公共安全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充分发挥专

家队伍和专业人员的作用，提高应对突发事件的科技水平和指挥能力，避免发生次生衍

生灾害事件。

1.3 事件分类

本预案所称突发事件，是指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人员伤亡、财产损失、生

态环境破坏，影响和威胁社会秩序和公共安全，需要玉山镇政府立即采取应对措施加以

妥善处理的事件。根据其性质、演变过程和发生机理，玉山镇突发事件分为以下 4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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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灾害。主要包括水旱灾害、气象灾害、地震灾害、地质灾害、生物灾害和森林

火灾等。

事故灾难。主要包括工矿商贸等企业的各类安全事故、危险化学品事故、建设施工

事故、交通运输事故、公共设施和设备事故、人员密集场所踩踏事故、电力、通讯、供

水、供电、供气等公用设施事故、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事件等。

公共卫生事件。主要包括传染病疫情、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急性中毒事件、食品

和药品安全事件、动物疫情，以及其他严重影响公众健康和生命安全事件。

社会安全事件。主要包括恐怖袭击事件、刑事案件、群体性事件、油气供应中断突

发事件、金融突发事件、涉外突发事件、民族宗教事件等。

上述各类突发事件往往是相互交叉和关联的，某类突发事件可能和其他类别的事件

同时发生，或引发次生、衍生事件，应当具体分析，统筹应对。

1.4 事件分级

各类突发事件按照其性质、造成损失、危害程度、可控性和影响范围等因素，一般

分为四级：特别重大、重大、较大和一般，各类突发事件分级标准在镇级专项应急预案

中予以明确。

1.5 分级应对

突发事件应对工作遵循分级负责、属地为主、分类应对、协调联动原则，当突发事

件超出属地党委、政府的应对能力时，由上级党委、政府负责应对。

玉山镇人民政府负责各类突发事件的先期处置工作；

一般及以上突发事件由县级及以上人民政府负责应对。

当突发事件超出玉山镇人民政府的应对能力时，由县人民政府提供支援或者负责应

对。

1.6 响应分级

突发事件发生后，玉山镇各基层组织和单位根据突发事件初判级别、应急处置能力

以及预期影响后果，确定本层级响应级别。对于事件本身比较敏感，或发生在重点区域、

敏感时段的，可适当提高响应级别。应急响应启动后，要密切关注事态发展，研判趋势，

及时调整响应级别。

特别重大、重大、较大、一般突发事件发生后，玉山镇应立即启动最高级别应急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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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进行先期处置，并上报至县政府及相关主管部门。特殊情况下可越级上报市政府。

一般以下突发事件发生后，玉山镇根据实际情况决定启动应急响应，必要时报请启

动县级层面应急响应。镇级层面应急响应依据突发事件处置难度、现实结果或预期后果

等，由高到低分为一级、二级。

启动一级响应由玉山镇党委政府决定，由党委书记、镇长组织指导协调，必要时赴

事发地组织指挥；

启动二级响应由镇政府决定，由镇分管负责同志组织指导协调，必要时赴事发地组

织指挥；

对涉及面广、敏感复杂的突发事件，根据实际情况或有关领导批示、指示，可适当

提高响应级别，直至派出工作组赴事发地指导协调应急处置和救援工作，必要时组织指

挥。镇政府负责应对的自然灾害类和生产安全类突发事件，由县应急管理局统一响应支

援；公共卫生类和社会安全类突发事件由对应牵头部门进行响应支援。

需要请求镇政府进行响应支援的突发事件，由镇统一组织响应工作。

1.7 应急预案体系

1.玉山镇总体应急预案

玉山镇总体应急预案是玉山镇应急预案体系的总纲，是玉山镇应对突发事件的规范

性文件，由玉山镇制定、公布实施，报临沭县应急管理局备案，向上与《临沭县突发事

件总体应急预案》衔接。

2.玉山镇专项应急预案

玉山镇专项应急预案是玉山镇及其有关部门为应对某一类型或某几种类型突发事件

而制定的涉及多个部门职责的应急预案，报玉山镇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3.各村居、生产经营单位应急预案

各村居、生产经营单位在玉山镇安委会的领导下，按照分类管理、分级负责的原则

分别制定应急预案，并报玉山镇应急办备案。生产经营单位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总体应

急预案的要求，结合实际制定企业的应急预案，报玉山镇应急办备案。

4.各类预案应当根据实际情况变化及时修订；专项应急预案构成种类根据需要不断进

行补充、完善。

5.凡涉及跨本行政区域的，或超出玉山镇处置能力的，或者需要由临沭县人民政府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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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处置的重大突发事件的应对工作，依据《临沭县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处置。

2 组织指挥体系

2.1 应急组织体系

为了确保本预案的有效实施，在发生突发事件时，玉山镇安委会承担突发事件的总

指挥部职责，并迅速通知相关部门成立玉山镇突发事件应急救援现场指挥部（玉山镇应

急指挥部可根据需要决定是否成立现场指挥部），负责统一组织和指挥突发事件的先期

处置工作。

玉山镇突发事件应急救援指挥部（以下简称：玉山镇应急指挥部）由总指挥、副总

指挥、应急指挥办公室、10个专业处置工作组等组成。

指 挥：张正云

副指挥：李俊江 赵志强 李 超 张 旭 徐顺祗

吴利远 李林阳 季英玲 解志荣 尹从火

成 员：杨清超 刘 琥 高尚熙 付信江 高 岩

李成明 张宗义 孙运杰 吴霞玉 刘永平

李华东 陈令可 李明汝 王须康 王彦翔

为强化应急指挥系统，本系统采用替补机制，即各指挥系统的正职因出差或其他不

可抗拒的原因不能担任的情况下，由副职行使正职应急指挥职责。

临沭县玉山镇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指挥部成员见下表:

部门 姓名 联系方式

玉山镇24小时值班

电话：0539-2132511

总指挥 张正云 0539-686348

副总指挥

李俊江 13854981861

赵志强 13953988070

李 超 15054946973

张 旭 15165593070

吴利远 13793920907

解志荣 15953969729

尹从火 13954971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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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部门

纪工委 张兰艳 15065498200

党工委 吴昊泽 17362056212

党工委 滕美玉 17864191686

人武部 杨清超 18162091992

成员 李 佳 18265187785

成员 陈令可 15863906652

成员 赵晓远 13465490166

成员 李佳庆 17866685964

成员 王艳飞 13581062579

成员 王彦翔 18764988865

成员 王清华 17862208022

成员 杨同峰 17862208171

成员 李 超 17862208507

成员 英 超 17862208078

成员 李明锦 17862208516

成员 张 震 15588068945

成员 杨同林 13002790876

成员 刘朝辉 17753980652

成员 王广兴 18853939216

成员 黄 斌 13854972740

河西村 王长贺 15866202998

河南村 王顶义 15963900659

河洼 李杰 15753949699

西北庄 袁超 13051939989

东寨子 袁晓峰 18853925988

老围里 王秀洁 18763799196

东北庄 张红 15376922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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刁街 刁建华 13468189488

前湖子 李龙 13375697218

中湖子 张纪军 13754723170

湖子后 许守成 15866419468

玉山 景仲兵 15006594162

后石鼓岭 石伟 13455915569

早科 石昊鹏 15253988180

河湾 石洪文 13793907283

前石鼓岭 刘洪杰 17030277000

李河东 李庆明 13869929320

李围子 李爱学 15065999327

半里 李春途 13954976603

崔薛 李庆香 13468184622

时顶 唐宽香 15264933998

崖上 李圣贵 15552982189

崖下 朱桂华 13305390053

桥头 胡怀锋 13505395287

营子 李明 18763767367

袁黄峪 袁春同 15966410566

郑黄峪 郑佳华 15254936519

朱黄峪 朱孟洪 15216551808

东唐岭 李圣战 15069969131

西唐岭 杨晓 15615693799

前尹岭 尹士信 15864962188

后尹岭 尹玉利 13864960385

隋沟 李忠兵 13563979282

北圩子 陈萍 13405390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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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沟子 李美红 15969918469

陈沟子 陈孝光 13583931868

大黄峪 李华桥 13405390829

金鸡墩 孙钦伟 15092968903

陈林 刘成军 15064912166

镇武庙 张秀邦 13954963698

北泉 付西廷 13256597067

九里 李秀利 13583997062

赵坊前 赵康福 13013536984

丁坊前 赵传军 18660979787

苏坊前 苏晓明 13954916011

坊后 张忠宝 15168987036

石河姜庄 姜厚晓 13475496486

石河后庄 张孝伟 13455942155

石河围里 李秀发 13589698618

官庄 张庆思 15964863958

元东 王兴福 18369455789

元西 王春芳 15263983208

上石河 张孝连 13705495065

英里 吴沛西 13864935412

七岔河 李平道 15244361530

代庄 杨青忠 15064980451

前穆疃 伏广敬 13013529684

后穆疃 袁江亭 15053936618

刘庄 王从乐 15216536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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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二 杨斌 13153941899

东一 杨典美 15863963710

东埠 刘洪昌 19969965833

盘北 李锦琪 13655393626

盘中 李运强 13734383663

盘南 李运晓 13176071108

东丁 胡顺通 13864966174

西丁 丁原珍 13256540966

关河 李琨 18254999511

姚官庄 姚开宝 15063295017

水沟 张宝龙 15754915920

东官庄 臧清泉 13455970239

为强化应急指挥系统，本系统采用替补机制，即各指挥系统的正职因出差或其他不

可抗拒的原因不能担任的情况下，由副职行使正职应急指挥职责。

玉山镇突发事件应急救援组织体系网络如下：

玉山镇安委会

（突发事件应急指挥部）

玉山镇突发事件应急指挥部办公室

突发事件应急救援现场指挥部

综
合
协
调
组

安
全
保
卫
组

事
故
调
查
组

事
故
救
援
组

善
后
处
理
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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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应急组织机构职责

2.2.1 玉山镇应急指挥部职责

1.组织领导玉山突发事件的先期处置工作，发布应急救援命令。

2.根据突发事件发生情况，统一部署有关应急救援的实施工作，启动相应的应急预案，

并对应急救援过程中发生

的意外情况，采取紧急处理措施。

3.在玉山范围内紧急调用各类应急力量、物资和设备。

4.及时总结应急工作的经验和教训。

5.上级预案启动时，按照上级指挥部的指示展开救援工作。

6.制定年度应急演练计划及教育培训计划并组织实施

7.适时组织应急预案的修订预评估

8.承担上级部门交办的其他工作。

2.2.2 玉山镇应急指挥部办公室职责

1.负责应急指挥部的日常工作和事故接报工作。

2.负责指导和协调突发事件的应急工作，开展玉山镇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的培训、演练。

3.建立玉山镇突发事件信息综合管理系统，及时掌握、分析玉山突发事件信息，提出

处置建议报镇应急指挥部。

4.协助应急指挥部总指挥、副总指挥进行紧急状态下各成员单位和应急小组间的协

调。

2.2.3 主要成员单位职责

（1）镇党政办公室、社会稳定办公室

根据玉山镇突发事件应急指挥部命令，做好玉山镇级层面的应急值守、综合协调工

作；协助镇领导做好安全生产应急救援综合协调工作；负责应急救援现场指挥通讯保障；

负责协调、组织、指导新闻单位对突发事件的宣传报道工作，正确引导媒体和公众舆论，

组织事故应急处置和抢险救援的信息发布工作，加强互联网信息管理工作；积极配合相

关部门做好安全生产信息公开、政府门户网站安全生产信息宣传等工作；承担镇机关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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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区域的安全管理工作，组织制定应急预案，并开展应急演练。

（2）应急办

承担镇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的日常工作，负责突发事件应急指挥部的日常工作，

依法对玉山镇生产经营单位的生产安全进行监管；负责突发事件应急救援的组织、指挥

和协调，及时向应急指挥部和临沭县应急管理局报告突发事件和应急救援进展情况；负

责应急救援物资的组织与保障；负责组织抢险器材和物资的筹备。负责督促、指导相关

单位组织制定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并进行备案；定期对玉山镇安全事故风险特点进行分析、

判断，并根据风险特点配备必要的救援物资和设备；负责建立玉山镇突发事件应急救援

专家组；参与相关突发事件的调查处理工作。

（3）农业综合服务中心

负责农业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负责农业可持续发展项目和农村现代化试验项目的安

全监管工作，指导农村基层组织和农民做好种、养殖业生产安全事故防范工作；负责农

药监督管理工作，按照《农药管理条例》相关规定，依法监督和指导农药安全合理使用；

指导以农业废弃物为原料的农村可再生能源综合开发利用的安全管理工作；负责农业项

目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负责农业机械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组织实施农业机械

安全检查、专项整治、隐患排查治理及宣传教育等工作。负责配合做好突发事件中受灾

群众转移、安置工作，组织、发放受灾群众生活救济款物，妥善安排受灾群众的基本生

活。

（4）镇水利站

负责水利行业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负责实施玉山镇水利建设工程质量和施工安

全的监督管理工作；负责指导、协调、监督玉山镇水利设施运行安全管理；组织、协调、

监督、指挥玉山镇防汛抗旱工作。

（5）镇卫生院

组织医疗救护队伍赶赴突发事件现场，抢救事故受伤人员，开通医疗救护绿色通道，

提供医疗保障；参加相关事故调查和卫生监督。

（6）镇文化站

负责教育系统的安全监督管理工作；监督、指导辖区学校（含幼儿园）的安全管理

工作，督促各类学校制定安全管理制度和突发事件应急预案，落实安全防范措施；将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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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教育纳入学校教育内容，指导辖区学校开展安全教育活动，普及安全知识，提高师生

安全意识和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监督、指导辖区学校加强实训实习期间和校外社会实

践活动的安全管理；监督、指导学生体育竞赛和艺术展演等活动的安全管理；监督、指

导辖区学校加强剧毒和危险化学品的监督管理，协调指导辖区学校实验室的安全监管工

作；会同有关部门依法查处组织学生从事接触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等危险物品的劳动或

其他危险性劳动。负责组织实施辖区中小学、幼儿园消防安全、餐饮安全、校舍安全保

障长效机制；会同有关部门对消防安全、餐饮安全、校舍安全等进行监督检查和管理，

承担玉山中小学、幼儿园校园安全领导小组的日常工作；会同有关部门依法对接送学生

（幼儿）上下学车辆进行监督检查，负责监督、指导校车安全管理。负责镇街保留车辆

的安全管理及开展交通安全教育工作。

（7）镇财政所

为应急救援物资储备、应急演练及应急救援、专家组活动、善后处置等工作提供资

金保障。

（8）镇环保办

做好突发事件现场环境及周边大气、水环境监测工作，为应急指挥部决策提供依据；

提出污染物、有毒有害物的处置建议，参加相关环境污染事故调查；对环境污染事故的

性质、等级和危害做出恰当的认定；分析对周边生态环境的影响，对环境恢复、生态修

复提出建议、措施。

（9）镇派出所、交管所

负责制定突发事件人员疏散和事故现场警戒预案；组织事故可能危及区域内的人员

疏散撤离，并负责危险区的隔离；负责事故现场区域周边道路的交通管制工作，维护道

路交通秩序，保障救援道路的畅通；加强情报信息工作，密切关注社会动态；做好灾区

治安管理、安全保卫工作；负责核实事故伤亡人数和伤亡人员的信息；负责有关事故直

接责任人的监控及逃逸人员的追捕；依法开展事故调查处理。

（10）镇综合执法中队

负责指导、协调所辖部门、单位做好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负责指导、协调公安

派出所、司法所依法惩处涉及安全生产的刑事犯罪，担负维护玉山镇社会治安、打击违

法犯罪、抢险救灾等任务。将安全生产纳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和平安建设规划，妥善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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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涉及稳定大局的安全生产重大隐患矛盾等。

（11）镇民政所、便民服务中心

督促民政福利机构履行安全管理责任，健全安全管理制度；牵头组织开展对民政福

利机构（敬老院）的安全监督检查和隐患排查；负责民政福利机构安全生产应急管理工

作；会同有关部门做好重大祭奠节日有关公共聚集场所的安全管理工作；做好生活应急

物资的保障工作，参与事故的各项善后工作，参与生产事故的调查处理。

（12）镇市场监管所

组织实施特种设备应急管理，按规定权限组织和参与特种设备安全事故的调查处理。

（13）镇司法所

负责将突发事件应对法律法规、安全生产法律法规纳入公民普法的重要内容，会同

有关部门广泛宣传普及安全生产法律法规知识；指导律师、公证、基层法律服务工作，

为生产经营单位提供安全生产法律服务；参与各类事故调查，提供法律支撑。

（14）电信公司、供电所

负责修复损坏电信设施；负责事故现场供、用电应急处置；快速修复损坏的供电设

备、供水设施，及时恢复正常供电、供水。

（15）镇纪委、工作区党组织书记等

服从镇应急指挥部统一指挥，配合做好突发事件的应急救援、调查、善后处理等工

作。

2.2.4 专业处置工作组及职责

1.综合协调组

以玉山镇应急办为主，组长由应急办主任担任，负责突发事件综合协调工作；通知

应急指挥部有关成员单位负责人立即赶赴突发事件现场；组织召开应急救援现场会议，

协调各专业处置组的抢险救援工作；及时向临沭县应急管理局报告突发事件先期处置工

作情况。

2.安全保卫组

以派出所为主，组长由派出所所长担任，突发事件预案启动后，在第一时间赶到现

场，抽调警力、封锁现场、维持秩序，根据现场指挥部命令，组织事故可能危及区域内

人员疏散撤离，对人员撤离区域进行治安管理；根据现场指挥部命令，制定交通管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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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方案，负责突发事件现场区域周边道路的交通管制工作，保障救援道路的畅通；负

责核对伤亡人数、伤亡人员信息。

3.事故救援组

以镇武装部、综合执法中队、林业站、水利站、民兵应急排、相关救援组织和事故

单位、事发地村委会为主，组长由镇武装部部长担任，负责组织突发事件中受伤和被困

人员的搜救；制定堵漏和灭火方案；负责扑灭事故现场火灾，控制危险化学品泄漏和受

影响的容器设备的保护；负责事故后的现场洗消工作。

4.专家技术组

以玉山镇应急办为主，组长由应急办指定对应事件专家担任。玉山镇建立各类专业

人才库，根据实际需要聘请专家，为玉山镇制定中长期公共安全规划、信息系统建设、

强化危机管理等提供决策意见咨询和建议；参与突发事件的灾害评估、灾情分析等工作；

必要时，参与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工作。

5.医疗救护组

以玉山镇卫生院为主，组长由镇卫生院院长担任。联系协调有关医疗单位和专家对

伤亡人员实施救治和处置；遇特殊紧急情况应立即上报现场应急指挥部。

6.环境监测组

以镇环保办、镇建办为主，组长由环保办主任担任。根据现场指挥部命令，负责及

时对大气、水体、土壤等进行环境即时监测，确定危险物质的成分及浓度，确定污染区

域范围；对可能存在较长时间环境影响的区域，向应急指挥部发出警报，提出设立环境

警示标志的建议；事故得到控制后，指导现场消除遗留危险物质对环境产生的污染；对

事故造成的环境影响进行评估，制定环境修复指导方案。

7.后勤保障组

由镇党政办公室负责，民政所、财政所等部门配合，组长由党政办公室主任担任，

负责组织协调落实抢险救援运输和物资保障等工作；负责受伤人员生活必需品供应工作；

具体负责事故现场救援人员的后勤保障工作。

8.新闻报道组

由宣传办牵头，社会稳定办公室、党政办等部门配合，组长由宣传办办公室负责人

担任，负责组织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和抢险救援的信息发布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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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善后处理组

由便民服务中心、农业综合服务中心、综合执法中队、财经服务中心等部门为主，

事故单位配合，组长由便民服务中心主任担任，负责事故的各项善后工作。一般突发事

件处理以事故单位为主处理，便民服务中心等部门协助。

10.事故调查组

由党政办公室、纪委办公室、应急办、市场监管所、司法所、派出所等有关部门按

规定权限组织和参与安全事故的调查处理；配合上级调查组开展调查处理。

2.2.5 现场指挥部职责

现场指挥部由应急指挥部相关成员、事发地村委会负责人、参与救援单位的负责人

及事故单位主要负责人和技术专家组成员组成，其主要职责是：负责应急救援方案的确

定和实施；指挥、调动所有参与应急救援的队伍和人员；及时向镇应急指挥部报告事故

事态及救援情况；完成镇应急指挥部交办的各项任务。

2.2.6 村委会职责

玉山镇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启动后，事发地村委会应接受玉山镇应急指挥部和现场指

挥部的领导，全力配合玉山镇应急指挥部、现场指挥部的工作。

2.2.7 企业职责

1.企业应按照要求编制本单位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并与玉山镇总体应急预案相衔

接，储备应急物资，保证应急投入，做好应急准备，并进行应急演练。

2.生产安全事故发生后，按照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做好自救、事故报告工作。

3.为现场指挥部提供事故现场情报资料，按照现场应急指挥部的指令，全力配合救援

工作。

2.3 应急联动机制

玉山镇应急指挥部的牵头部门和支持部门按照统一指挥、分级负责、资源共享、条

块结合的原则，在玉山镇应急指挥部的领导下，按职责与分工开展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

工作。

3 运行机制

玉山镇要建立健全应对突发事件的风险防控、监测与预警、应急处置与救援、恢复

与重建等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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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风险防控

3.1.1 建立风险调查评估制度

建立突发事件风险调查和评估制度，依法对各类风险点、危险源、危险区域进行调

查、辨识评估、分级、登记，建立台账，定期进行检查、监控，责令有关单位采取安全

防范措施，建立信息共享机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及时向社会公布。有关部门要按照职

责分工对可能发生的突发事件进行综合性分析评估，研究制定风险分级分类标准和管理

办法。突发事件牵头应对部门于每年年底前对下一年度突发事件发生发展趋势进行研判

和预测分析，并提出防范措施建议，报玉山镇人民政府。

3.1.2 完善风险防控体系

要坚持协同防控原则，建立完善村居、重点单位网格化风险防控体系，统筹规划，

科学划分网格，落实风险管控措施，及时发现和处置各类风险、隐患，对重大风险点和

危险源，要制定防控措施、整改方案和应急预案，并同时做好监控和应急准备工作。对

一些影响大、群众反映强烈的普遍性和倾向性社会矛盾问题，要研究采取治本措施，力

求从源头上解决；必要时要立即向本级政府报告。

3.1.3 加强防灾减灾抗灾能力建设

应当充分考虑公共安全风险因素，符合预防和处置突发事件工作需要，统筹安排应

对突发事件所必须的设备和基础设施建设。要加强防灾减灾能力建设，抓好源头治理为

重点的安全生产基础能力建设；完善医疗救治体系和疾病预防控制为重点的公共卫生保

障体系；健全利益协调机制、诉求表达机制、矛盾调处机制为重点的社会安全基础能力

建设。

3.2 监测与预警

3.2.1 监测

玉山镇及有关部门建立健全突发事件监测制度，各村要明确突发事件监测责任机构，

整合监测信息资源，建立完善信息获取和共享机制，各类突发事件牵头应对部门负责相

应突发事件监测信息集成。要根据突发事件种类和特点，建立健全地震、地质、气象、

洪涝、干旱、森林火灾、危险化学品及烟花爆竹储运、食品药品安全、排污单位、危废

处理单位、重大关键基础设施、传染病疫情、动物疫情等基础信息库，完善监测网络，

划分监测区域，确定监测点，明确监测项目，配备必要的设备、完善相关设施，配备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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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或兼职人员，对可能发生的突发事件进行监测。

3.2.2 预警

（1）根据监测监控系统数据变化状况、事故险情紧急程度和发展势态或有关部门提

供的预警信息进行预警。按照突发事件可能造成的危害程度、发展情况和紧迫性等因素，

将预警分成蓝色、黄色、橙色和红色 4个级别。

1.蓝色预警：表示预计将要发生一般的突发事件，事件即将临近，事态可能会扩大，

可能造成社会影响。

2.黄色预警：表示预计将要发生较大突发事件，事件已经临近，事态有扩大的趋势，

可能造成一定的社会影响。

3.橙色预警：表示预计将要发生重大突发事件，事件即将发生，正在逐步扩大，可能

造成较大的社会影响。

4.红色预警：表示预计将要发生特别重大突发事件，事件即将发生，事态正在迅速蔓

延，可能造成重大社会影响。

预警级别的确定。一是接收到上级政府部门不同级别的预警信息；二是玉山镇应急

指挥部和各部门收集、分析、测定可能发生的公共事件信息后，经会商研判，确定的不

同级别的预警。

（2）发布预警信息。分析评估结果确认突发事件即将发生或者发生发的可能性增大

时，玉山镇或者有关部门根据分析评估结果，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并向上

一级人民政府或相应部门报告，必要时可以越级上报。根据事态发展，加强分析研判，

适时调整预警级别并重新报告、通报和发布有关突发事件预测信息和分析评估结果。

预警信息的发布和调整要充分发挥国家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系统作用，统筹运用

应急广播、电视、报刊、通信、信息网络、警报器、宣传车、大喇叭或组织人员逐户通

知等方式进行，对老、幼、病、残、孕等特殊人群以及学校等特殊场所和警报盲区应当

采取有针对性的公告方式，解决预警信息发布“最后一公里”问题。承担应急处置职责的

相关单位收到预警信息后，应当及时向发布预警信息的部门反馈接收结果。

（3）采取预警措施。预警信息发布后，有关方面要根据预警级别和实际情况以及分

级负责原则，采取下列一项或多项措施：

①增加监测频次，及时收集、报告有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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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加强公众沟通，公布信息接收和咨询电话，向社会公告采取的有关特定措施、避

免或减轻危害的建议和劝告等；

③组织应急救援队伍和负有特定职责的人员进入待命状态，动员后备人员做好参与

应急处置和救援工作的准备，视情预置有关队伍、装备、物资等应急资源；

④调集应急处置和救援所需物资、设备、工具等，准备应急设施和避难场所，并确

保其处于良好状态、随时可以投入正常使用；

⑤加强对重点单位、重要部位和重要基础设施的安全保卫，维护社会治安秩序；

⑥采取必要措施，确保交通、通信、供水、排水、供电、供气、供热等公共设施的

安全和正常运行；

⑦转移、疏散或者撤离易受突发事件危害的人员并予以妥善安置，转移重要财产；

⑧关闭或者限制使用易受突发事件危害的场所，控制或者限制容易导致危害扩大的

公共场所的活动；

⑨镇和有关部门发布预警后，相关村居、村委和有关部门及时组织分析本区和本行

业可能受到影响的范围、程度等，安排部署有关防范性措施。

不同级别的预警措施应体现逐级提升和相互衔接关系，不得相互矛盾。

（4）解除预警措施。经研判分析评估确认突发事件风险降低或解除，应及时调整降

低预警措施或解除预警措施，玉山镇或有关部门要立即宣布相应预警级别，并及时解除

预警，终止预警期，解除已采取的有关措施。

3.3 应急处置与救援

3.3.1 信息报告

1.有关部门要创新基层网格员管理体制机制，统筹灾害信息员、群测群防员、气象信

息员、河（湖）长、网格员等资源，建立统一规范的基层网格员管理和激励制度，实现

村居网格员全覆盖、无死角，加强对网格员的集中统一培训和考核，提高基层网格员承

担风险隐患巡查报告、突发事件第一时间报告、第一时间组织先期处置、灾情统计报告

等职责的能力。

2.突发事件发生或发现重大风险、隐患后，基层网格员和有关村居、企业、社会组织

及相关专业机构、监测网点等要及时向玉山镇及其有关主管部门报告信息。有关主管部

门要向本级政府相关部门通报。玉山镇及其有关主管部门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向上级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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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有关部门报送信息。根据事态进展，及时续报事件处置等有关情况。

报告内容一般包括突发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信息来源、性质、简要经过、影响

范围（含环境影响）、人员伤（病）亡和失联情况、房屋倒塌损坏情况、交通通信电力

等基础设施损坏情况、现场救援情况和已经采取的其他措施等。

3.接到突发事件信息后，玉山镇及其有关部门要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立即如实向县政

府及其主管部门报告，上报时间最迟不得超过 1小时，不得迟报、谎报、瞒报和漏报，

同时通报可能受影响的地区、部门和企业。特别重大、重大、较大突发事件发生后和对

于一些事件本身比较敏感或发生在重点地区、重要时段，或可能演化为特别重大、重大、

较大突发事件的，不受突发事件分级标准限制，玉山镇及有关部门可越级汇报，直至向

国务院及其有关部门报告，并同时报告县政府及其有关部门。

4.涉及港澳台侨、外籍人员，或影响到境外的突发事件，需要向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

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台湾当局以及有关国家、地区、国际机构通报的，按照国家相关

规定办理。

5.建立健全信息快速获取机制，完善突发事件信息报送和信息共享系统，融合相关部

门、地方的应急基础信息、地理信息、应急资源信息、预案和案例信息、事件动态信息

等，为突发事件应对提供信息保障。鼓励获悉突发事件的公民主动向玉山镇、有关主管

部门或者指定的专业机构报告。

6.玉山镇及其有关部门要全面掌握本行政区域内发生的一般以上级别的突发事件信

息。特别重大、重大、较大突发事件信息要严格按照国家、省、市有关规定及时上报。

3.3.2 先期处置

对发生的各类突发事件，无论级别高低、规模大小、损伤轻重，各村委会、生产经

营单位和相关部门都要迅速调度力量，尽快判明事件性质和危害程度，及时采取相应的

处置措施，全力控制事态发展，减少财产损失和社会影响，并及时向玉山镇应急指挥部

报告。

1.任何突发事件发生后，事发地单位应立即就地组织指挥有关人员进行先期处置，控

制事态并将处置情况报玉山镇应急指挥部和临沭县应急指挥中心。玉山镇应急指挥部将

密切跟踪事件发展态势，及时传达领导的指示和要求，并根据需要做好应急响应准备。

2.突发事件发生后，相关部门要立即做出响应，根据职责和规定的权限启动相关应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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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案，采取措施控制事态发展，组织开展应急救援工作，并及时向玉山镇应急办报告。

3.玉山镇应急指挥部在向临沭县人民政府及相关主管部门报告突发事件信息的同时，

启动相关应急预案，及时、有效地进行处置，控制事态发展或蔓延。

4.企业发生突发事件后，事故单位应立即启动企业事故应急预案，组织实施初期处置

（包括开启应急装置、关闭管阀、迅速撤离事故区域内无关人员等），并按企业预案程

序报告 110公安指挥中心、119消防指挥中心、120急救中心及单位负责人；单位负责人

要立即报玉山镇应急办等相关部门。

3.3.3 指挥协调

启动应急预案后，按突发事件级别组成现场应急指挥部，并立即着手开展如下工作：

提出现场应急行动的原则要求。组织协调有关部门、单位负责人、专家和应急队伍参与

应急救援。制订并组织实施抢险救援方案，防止引发次生、衍生事件。及时通知可能受

到事故影响的单位和人员。协调有关部门提供应急保障，协调和调度各方面救援资源；

根据需要请求邻近的应急救援队伍参加救援，并向参加救援的应急救援队伍提供相关技

术资料、信息和处置方法。及时向上级应急管理局报告应急处置工作进展情况。及时研

究处理其他重大事项。

3.3.4 处置措施

1.自然灾害、事故灾难或者公共卫生事件发生后，玉山镇应采取下列一项或者多项应

急措施：

①现场信息获取。组织现场人员、应急测绘、勘察队伍等，利用无人机、雷达、卫

星等手段获取现场影像，分析研判道路桥梁、通信、电力等基础设施及居民住房损毁情

况，重要目标物、人员密集场所和人口分布等信息，提出初步评估意见，并向现场指挥

机构和有关部门报告。

②组织营救受灾和被困人员，疏散、撤离并妥善安置受威胁人员，必要时组织动员

社会应急力量有序参与应急处置与救援、受灾人员救助工作。

③组织开展伤病员救治、卫生防疫和公共卫生调查处理、应急心理援助等医学救援

工作，治理传染病人和疑似病例，控制传染源，观察密切接触者，对易感人群采取应急

接种、预防性服药和卫生防疫知识宣传。

④迅速组织开展抢险工作，控制危险源、减轻或消除危害，并标明危险区域，封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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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场所，划定警戒区，实行交通管制以及其他控制措施，交通运输、公安等有关部门

要保证紧急情况下应急交通工具的优先安排、优先调度、优先放行，确保抢险救援物资、

设施、设备和人员能够及时、安全送达。

⑤立即抢修被损坏的交通、通信、供（排）水、供电、供气、供热等公共设施，短

时难以恢复的，要实施临时过渡方案，保障社会生产生活基本需要。

⑥开展环境应急监测，追踪研判污染范围、程度和发展趋势；切断污染源，控制和

处置污染物，保护饮用水源地等环境敏感目标，减轻环境影响；开展灾后环境风险排查，

整治污染隐患，妥善处置事件应对产生的废物。

⑦禁止或者限制使用有关设施、设备，关闭或者限制使用有关场所，中止人员密集

的活动或者可能导致危害扩大的生产经营活动以及采取其他保护措施。

⑧启动本级政府设置的财政预备费和储备的应急救援和救灾物资，必要时征用其他

急需物资、设备、设施、工具。

⑨做好受灾群众的基本生活保障工作，提供食品，饮用水，衣被、燃料等基本生活

必需品和临时住所，开展卫生防疫工作，确保灾区群众有饭吃、有水喝、有衣穿、有住

处、有学上、有病能及时医治，确保大灾之后无大疫。

⑩积极搜救失联人员，及时发布有关信息，做好失联人员家属安抚工作，确认搜救

无望，可采取措施终止有关搜救工作，并予以公布。

⑪开展遇难人员善后处置工作，妥善处理遇难人员遗体，做好遇难人员家属安抚工

作。

⑫组织开展救灾捐赠活动，接受、管理、分配救灾捐赠款物。并将有关情况进行公

开，接受社会监督。

⑬依法从严惩处囤积居奇、哄抬物价、制假售假等扰乱市场秩序的行为，稳定市场

物价，维护市场秩序。

⑭依法从严惩处哄抢财物、干扰破坏应急处置工作等扰乱社会秩序的行为，维护社

会治安。

⑮采取防止次生、衍生灾害和事件的必要措施。

2.社会安全事件发生后，玉山镇要立即组织有关部门针对事件的性质和特点以及可能

造成的影响情况，采取下列一项或多项应急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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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尽快了解和分析事件起因，有针对性的开展法制宣传和说服教育，及时疏导、化

解矛盾和冲突。

②维护现场治安秩序，对使用器械相互对抗或以暴力行为参与冲突的当事人实行强

制隔离，妥善解决现场纠纷和争端，控制事态发展。

③对特定区域的建筑物、构筑物、交通工具、设备、设施以及燃料、燃气、电力、

水的供应进行控制，必要时依法对网络、通信进行管控。

④封锁有关场所、道路。查验现场人员的身份证件，限制有关公共场所内的活动。

⑤加强对易受冲击的核心机关和单位的警卫，在党和国家机关、军事机关等单位附

近设置临时警戒线，加强对重点敏感人员、场所、部位和标志性建筑物的安全保护。

⑥加强对国家战略物资储备库、重点水利工程、重大油气输送管道、重大油气储运

设施、超高压输变电工程、大型桥梁、重要通信枢纽、支付清算系统等重大关键基础设

施的安全保护。

⑦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秩序的事件发生时，立即依法出动警力，加大对社会面检查、

巡逻、控制力度，根据现场情况依法采取相应的强制性措施，尽快使社会秩序恢复正常。

⑧法律法规等规定的其他必要措施。

3.交通运输、医学救援、能源供应、通信保障、现场信息、抢险救援物资储备、救济

救灾保障、社会秩序、舆论引导与控制等应急保障工作牵头协调和支撑部门，应组织编

制并指导地方相关部门编制相关保障预案，督促做好保障体系建设，完善快速反应联动

机制。玉山镇宜设立保障类工作综合议事协调机构，统筹协调安排相关工作。

4.当突发事件严重影响国民经济正常运行时，玉山镇应主动响应中央和省、市、县的

部署决定，采取必要的应急措施。

3.3.5 信息发布与舆论引导

党政办办公室牵头，宣传办、应急办、社会稳定办公室等部门配合，按照有关规定

对事故相关新闻信息进行综合、分析，拟订发布的内容、范围和方式，经应急指挥部负

责人审定后组织发布。各新闻媒体要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做好信息发布工作。

突发事件的信息发布应当及时、准确、客观、全面。事件发生的第一时间向社会发

布简要信息，随后发布初步核实情况、政府应对措施和公众防范措施等，并根据事件处

置情况做好后续发布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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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发事件的新闻报道必须遵守纪律，严格把关，尤其是涉外、涉及港澳台侨和民族、

宗教等重大问题的新闻报道，必须按有关政策和法律执行。

3.3.6 紧急状态

如果应急处置未能控制事故发展，事故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可能波及更大范围造

成严重危害的，由玉山镇应急指挥部向临沭县应急指挥中心或临沂市政府报告，请求支

援或提请启动相应的上一级应急预案。

在启动上级预案之前，本预案各机构仍按职责实施应急救援。启动上级应急预案之

后，本预案各成员单位和专业处置工作组按照上级应急指挥部的要求实施救援。

出现急剧恶化的特殊险情时，现场指挥部在充分考虑专家和有关方面意见的基础上，

依法采取紧急处置措施。

3.3.7 应急结束

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结束或相关威胁和危害得到控制、消除后，履行统一领导职

责的人民政府或应急指挥机构可宣布应急结束，或逐步停止有关应急处置措施，有序撤

离应急队伍和工作人员。同时采取或者继续实施必要措施，防止发生自然灾害、事故灾

难、公共卫生事件的次生、衍生事件或者重新引发社会安全事件。现场指挥机构停止运

行后，通知相关方面解除应急措施，进入过渡期，逐步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3.4 恢复与重建

3.4.1 善后处置

善后处置工作以事故单位、事发地为主、有关部门和单位协助进行，必要时报请玉

山镇政府协调。主要内容包括：

1.突发事件发生后，有关部门按照有关规定迅速采取措施，积极稳妥、深入细致地做

好善后处置工作，救济救助受事件影响的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的社会秩序。

2.及时调查统计突发事件影响范围和造成的损失程度，并按规定向上级报告和向社会

公布。

3.便民服务中心迅速设立转移安置场所和救济物资供应站点，做好受事件影响的群众

的安置和救济款物接收、发放等工作，确保群众基本生活，并做好群众的安抚工作。有

关单位、村委会应当积极支持、配合便民服务中心妥善安置、安抚群众，并提供心理及

司法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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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卫生院等部门做好突发事件现场的消毒、疫情监控和食品、饮用水的卫生监督等工

作。

5.组织人员进行现场清理。若因调查需要暂缓清理的，应组织保护好现场，待批准后

再行清理。在清理过程中可能导致危险发生或清理工作有特殊要求的，由专业队伍进行

清理。

6.有关部门及时制订计划，采取切实措施，使受事件影响的群众迅速恢复正常的生产、

生活秩序。若需要由临沭县人民政府、上级部门制订方案的，根据制订的方案，玉山镇

和有关部门组织实施。

7.做好在突发事件中被损害公共基础设施等的修复工作。通信、供电、供水、供气、

城市排水设施、城市道路等公用设施被损尚未恢复的，有关部门和单位应迅速组织力量

修复。道路、桥梁、围堤等被毁坏及河流被堵塞的，有关部门及时组织修复。

8.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玉山镇政府做好物资、劳务征用补偿及赔偿工作。

3.4.2 恢复重建

组织有关部门和事故单位、事发地村委会具体负责恢复与重建工作。需要上级政府

给予援助的，由玉山镇政府向上级有关部门提出请求。

3.4.3 调查与评估

突发事件处置完毕后，玉山镇政府或授权的有关部门按照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

规定，及时组织调查，重点查明导致突发事件发生的原因，并形成调查报告。有关部门

和单位积极配合调查，并按要求提供有关情况。对责任事故，依法追究有关责任人的法

律责任。

对应急工作进行总结，找出管理上的薄弱环节，分析预防、预测、预警和应急处置

环节中的经验和教训，提高管理水平和相应能力，修订应急预案，逐步完善应急机制。

一般及以上突发事件处置结束后，玉山镇人民政府配合省、市、县人民政府及有关

主管部门按照有关规定和程序，组织有关专家组成调查组，对事件的起因、性质、影响、

责任、经验教训和恢复重建等问题进行调查评估，形成书面报告，并向上级人民政府报

告，抄送上级应急管理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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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准备与支持

4.1 人力资源

公安、消防、医疗救护、疾病控制、地震救援、防洪抢险、危险化学品事故救援以

及水、电、油、气等工程抢险救援队伍是应急救援的专业队伍和骨干力量。各有关部门

切实加强应急救援队伍的业务培训和应急演练，建立联动协调机制，提高装备水平。

进一步优化、强化以专业队伍为主体，社会团体、群众性志愿者队伍为辅助的应急

抢险救援队伍网络。基层政府、共青团组织、基层单位应积极利用社会资源，组织引导

成立志愿者队伍，并建立档案，作为抢险救援的重要后备力量。吸纳有专业抢险技术特

长的人员进入专业队伍或把他们作为志愿者队伍的骨干力量。应急救援人员应当具备必

要的专业知识、技能、身体素质和心理素质。

应急指挥部确定一批有相关领域抢险救援能力的单位作为抢险救援应急队伍，并掌

握其装备、人员构成等情况；督促检查应急救援队伍建设和准备情况，做到满足应急所

需。

逐步提高各类专业应急队伍的装备水平，配备先进的救援装备、器材和通信、交通

工具以及防护装备。各专业应急队伍制订应急处置技术方案，并积极开展专业技能培训

和演练，提高队伍快速反应和应急救援能力，确保队伍完成抢险救援任务。各抢险救援

队伍的总体情况、编成要素、执行抢险救援任务的能力，每年年初向玉山镇应急指挥部

报告，重大变更及时报告。

突发事件发生后，玉山镇政府按照预案分工调用应急队伍和社会力量进行处置。必

要时，及时向上级政府请求援助。

4.2 财力支持

玉山镇建立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应急经费投入机制。玉山镇应急指挥部的

日常经费和应急所需物质、装备、基础设施投入、人员安置、基本生活困难补助等专项

经费由有关部门提出，经财政部门审核后，按规定程序列入年度财政预算。

财政所每年对应急资金的安排和使用情况进行检查和审计，确保资金专款专用，提

高资金使用效益。

鼓励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行捐赠和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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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物资装备

建立应急物资储备制度。根据实际情况制订储备、调拨方案，明确储备地点、储存

方式、储存物资种类、储藏数量和调拨程序等。应急储备物资调用由玉山镇应急指挥部

统一协调。

加强对应急储备物资的管理。各专业应急救援队伍和企业根据实际情况和需要配备

必要的应急救援装备，并储备必要的救援物资。应急装备拥有部门和单位要建立相应的

登记、维护、保养和调用等制度。

玉山镇应急指挥部建立救援设备和物资信息库，一旦有突发事件发生，可随时查询

调用。应急指挥部负责指导、协调专业应急救援装备调配，实现资源共享。

4.4 科技支撑

玉山镇及各有关部门要研究制定相关政策措施，鼓励扶持具备相应条件的教学科研

机构培养应急管理专门人才，开展公共安全和应急管理领域的科学研究；加强应急管理

科技支撑机构建设，积累基础资料，促进科技成果交流共享；研究制定促进公共安全和

应急产业发展政策措施，鼓励、扶持教学科研机构和有关企业研究开发用于突发事件预

防、监测、预警、应急处置与救援的新技术、新设备和新工具。

建立健全玉山镇应急指挥体系，充分利用现有政府系统办公业务资源和专业系统资

源，建立健全应急指挥场所、基础支撑系统和综合应用系统，规范技术标准，配置移动

指挥系统，建立玉山镇应急指挥平台并与国家、省、市、县应急指挥平台和有关部门应

急指挥平台互联互通，满足突发事件监测监控、预测预警、值守应急、信息报告汇总与

发布、视频会商、综合研判、辅助决策、指挥协调、资源调用和总结评估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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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预案管理

5.1 预案编制

本预案由临沭县玉山镇人民政府在风险评估和应急资源调查的基础上进行编制，以

确保应急预案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5.2 预案审批与衔接

本预案经专家评审通过，并经玉山镇党委会议审议通过后，由玉山镇镇长批准发布。

并上报临沭县应急管理局备案。

本预案向上衔接临沭县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向下衔接玉山镇相关单位、部门、

村委会、生产经营单位编制的应急预案。

5.3 应急宣传和培训

5.3.1 应急宣传

玉山镇相关单位、部门、村居、生产经营单位通过宣传媒体、广播、黑板报等多种

形式，广泛宣传应急法律、法规和预防、避险、自救、互救、减灾常识。

督促辖区内各中、小学校制订应急工作细化预案，加强与中、小学生有关的突发事

件预防、应对知识的教育，针对校内易发生的公共事件组织演练。

在中、小学普遍开展紧急避险、防灾、减灾宣传教育，在村居开展突发事件应急救

援进村居活动，增强公众安全防范意识。

及时向社会发布有关突发事件的应急预案内容（涉密内容除外）、预警方式和报警

电话。

5.3.2 应急培训

各部门的领导干部特别是调任、交流到新岗位的领导干部，要认真学习总体应急预

案和与分管工作有关的专项应急预案，切实提高应急处置能力。组织人事部门把应急法

律、法规、应急预案等应急工作知识纳入党政干部教育培训内容，以提高领导干部的应

急指挥和处置能力。

制定应急预案培训计划。对各牵头部门的救援人员定期开展专业技能培训，注重经

常性的训练，把培训作为提高救援队伍战斗力的重要手段。

有关部门、村委会、生产经营单位可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做好专职、兼职应急救援

队伍的培训，积极组织社会志愿者的培训，提高公众自救、互救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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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应急演练

各专业应急机构、各企业结合自身特点，定期或不定期组织应急救援演练。通过演

练检验和提高应急准备、应急响应和应急指挥的综合能力。

玉山镇应急指挥部每年至少组织一次突发事件或专项事件的应急演练，提高应对突

发事件的应急反应能力。应急演习前应编制好演练计划。演练可采用桌面推演、功能演

练和全面演练等形式。

高危和人员密集单位应当每半年至少组织 1次综合或者专项应急预案演练，每 2年

对所有专项应急预案至少组织 1次演练，每半年对所有现场处置方案至少组织 1次演练。

其他生产经营单位应当每年至少组织 1次综合或者专项应急预案演练，每 3年对所

有专项应急预案至少组织 1次演练，每年对所有现场处置方案至少组织 1次演练。

演练结束后，各相关机构、部门和参演人员要做好演练总结点评工作，总结经验，

不断改进工作机制和演练计划，并作为预案完善的依据。

5.5 责任与奖惩

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实行行政领导负责制和责任追究制。玉山镇应对突发事件运

用紧急权力，采取应急措施依法实施监督。

5.5.1 奖励

对在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中有下列表现之一的单位和个人，根据有关规定给予表

彰或者奖励：

1) 出色完成应急处置任务的。

2) 抢排险事故或抢救人员有功，使国家、集体和人民生命财产免受损失或减少损失的。

3) 对应急救援工作提出重大建议且实施效果显著的。

4) 有其他特殊贡献的。

5.5.2 惩罚

在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中有下列行为之一的，按照法律、法规及有关规定，对有

关责任人员分别予以行政处分、治安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 不按规定制订应急预案，拒绝履行应急准备义务的。

2) 不及时报告突发事件真实情况，延误处置时机的。

3) 不服从指挥机构的命令和指挥，在应急响应时临阵脱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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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盗窃、挪用、贪污应急救援资金或者物资的。

5) 阻碍应急救援人员依法执行任务或进行破坏活动的。

6) 散布谣言、扰乱社会秩序的。

7) 有其他危害应急救援工作行为的。

5.6 评估与修订

本预案每三年修订一次。如果出现法律、法规、标准更新，机构职责调整，应急资

源变化，预案演练或突发事件处置中发现有不妥之处，以及应急预案管理部门要求修订

的情形时，应适时组织修订完善，并对专项应急预案进行修订。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及时修订相关预案：

1) 依据的法律、法规、规章、标准及上位预案中的有关规定发生重大变化的；

2) 应急指挥机构及其职责发生调整的；

3) 面临的事故风险发生重大变化的；

4) 重要应急资源发生重大变化的；

5) 预案中的其他重要信息发生变化的；

6) 在应急演练和事故应急救援中发现问题需要修订的；

7) 编制单位认为应当修订的其他情况。

5.7 应急预案实施

本预案自颁布之日起实施。

玉山镇应急救援物资汇总表

物资名称、型号
实际数

量

协议储

备或号

备

单位 仓库地点

物资储

备联系

人

联系电话 备注

应急抢

险

器材

袋类 10000 条 玉山镇 刘琥 13854921878

砂石料（石块） 2000
立方

米
玉山镇 刘琥 13854921878

铁锹 30 把 玉山镇 刘琥 13854921878

救生衣（圈） 100 件 玉山镇 刘琥 138549218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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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资名称、型号
实际数

量

协议储

备或号

备

单位 仓库地点

物资储

备联系

人

联系电话 备注

被褥 400 床 玉山镇 刘琥 13854921878

救援绳 50 米 玉山镇 刘琥 13854921878

雨衣 150 套 玉山镇 刘琥 13854921878

发电机（组） 2 台套 玉山镇 刘琥 13854921878

照明设备 50 台套 玉山镇 刘琥 13854921878

排涝设备 3 台 玉山镇 刘琥 13854921878

手钳 20 把 玉山镇 刘琥 13854921878

钢镐 10 把 玉山镇 刘琥 13854921878

手摇或电动报警器 10 个 玉山镇 刘琥 13854921878

手提喇叭 20 只 玉山镇 刘琥 13854921878

报警器 5 台 玉山镇 刘琥 13854921878

安全帽 30 顶 玉山镇 刘琥 138549218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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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专项应急预案

1 临沭县玉山镇企业生产安全事故专项应急预案

1.1 总则

1.1.1 适用范围

本预案主要适用于玉山镇范围内可能发生的或者已经发生的、需要由玉山镇负责处

置的企业生产安全事故的应对工作。

本预案适用于玉山镇发生的下列事故类型：

1.企业生产作业导致的火灾、爆炸、危险化学品泄漏事故。

2.企业的生产安全事故。

3.在建工程在施工过程中引发的生产安全事故。

4.自然灾害引发的安全事故。

5.其他安全事故。

辖县内可能出现公路交通运输事故，企业生产安全事故，建设施工事故，特种设备

安全事故，火灾、爆炸事故，民爆物品事故，粉尘爆炸事故、有限空间作业事故、人员

密集场所踩踏事故，危险化学品泄漏（辖县内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储存、运输单位），

电力、通讯和供水、供电、供气等公用设施事故，河流污染事故，大气污染事故与生态

破坏事件等。村居公共场所（人员密集场所）承担着各种商业、文化娱乐、学校、医院、

养老机构、交通运输、体育、宗教等，公共场所人群高度密集，一旦发生灾害，将造成

严重的人员伤亡，公共场所容量不足，设施陈旧，安全隐患多，安全管理手段缺乏，人

们安全意识淡薄，进一步加大了人员密集场所的事故风险。

根据玉山镇的总体规划，按潜在危险目标严重程度，大中型工业企业，建筑施工单

位、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储存、运输企业，涉爆粉尘作业企业，人员密集场所，有

限空间作业场所为玉山镇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重点。

1.2 事故分级

特别重大安全事故包括：

造成 30人以上死亡（含失踪），或危及 30人以上生命安全，或 1亿元以上直接经

济损失，或 100人以上重伤（包括急性工业中毒）；

重大安全事故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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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造成 10人以上、30人以下死亡（含失踪），或危及 10人以上、30人以下生命安

全，或直接经济损失 5000万元以上、1亿元以下的事故，或 50人以上，100人以下重伤

（包括急性工业中毒）；

2.其他一些无法量化但性质严重，对社会稳定、经济建设造成重大影响的事故。

较大安全事故包括：

1.造成 3人以上、10人以下死亡（含失踪），或危及 3人以上、10人以下生命安全，

或直接经济损失 1000万元以上、5000万元以下的事故，或 10人以上、50人以下重伤（包

括急性工业中毒）；

2.其他一些无法量化但性质较严重，对社会稳定、经济建设造成较大影响的事故。

一般安全事故包括：

1.一般事故是指造成 3人以下死亡（含失踪），或危及 3人以下生命安全，或 1000

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或 10人以下重伤（包括急性工业中毒）；

2.除特别重大、重大和较大事故之外的对社会稳定、经济建设等造成一定影响的事故。

1.3 组织机构及职责

参见临沭县玉山镇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相应内容。

1.4 事故预警、发布、响应和解除

1.4.1 预测与预警

1.玉山镇及有关部门按照各自职责范围加强对突发事件的监测工作。建立、健全监测

网络，明确监测项目，制订监测计划，广泛收集本行政区各种可能引发突发事件的信息；

建立风险分析与分级等制度，核实、分析、评估可能引发突发事件的信息。

2.玉山镇应急指挥部与应急指挥部办公室负责突发事件信息汇总、处理工作；必要时，

组织专家、相关部门进行会商，科学分析、综合评价监测数据，对发生的事件趋势进行

预测。

3.玉山镇应急指挥部针对各种可能发生的突发事件，不断完善预测预警机制，科学开

展风险分析，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认定发生突发事件可能性很大的，玉山镇

必须在 1小时内向临沭县应急指挥中心报告。

4.玉山镇和相关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的主要危险源、重大隐患的普查、登记和管理工

作；掌握本行政区域重大危险源数量、重大隐患分布和可能造成危害的程度以及影响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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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等基本情况；做好信息收集和风险分析工作。

1.4.2 预警级别

根据生产经营单位监测监控系统数据变化状况、事故险情紧急程度和发展势态或有

关部门提供的预警信息进行预警。按照企业生产安全事故可能造成的危害程度、发展情

况和紧迫性等因素，将预警分成蓝色、黄色、橙色和红色 4个级别。

1.蓝色预警：表示预计将要发生一般事故，可能造成社会影响。

2.黄色预警：表示预计将要发生较大事故，可能造成一定的社会影响。

3.橙色预警：表示预计将要发生重大事故，可能造成较大的社会影响。

4.红色预警：表示预计将要发生特别重大事故，可能造成重大社会影响。

1.4.3 预警发布和解除

1.蓝色及以上预警由县级及以上应急管理部门发布或解除，镇应急指挥部及相关应急

管理部门按上级应急管理部门的预警进行发布与解除。

2.预警信息应包括：事故的类别、可能波及范围、可能危害程度、可能延续时间、提

醒事宜和应采取的相应措施等。预警信息的发布、调整和解除，可采用广播、电视、报

刊、信息网络、宣传车、警报器或组织人员逐户通知等方式。对老、幼、病、残、孕等

特殊人群以及学校等特殊场所和警报盲区应当采取有针对性的公告方式。

3.经过跟踪监测并对监测信息进行分析评估后，认为应当结束预警状态的，镇应急指

挥部办公室应及时向临沭县人民政府提出建议，由临沭县人民政府按照相应规定报临沂

市和山东省应急指挥中心，经批准后向社会公布。

1.4.4 预警响应

针对事故危害程度、影响范围和生产经营单位控制事态的能力，对事故应急响应进

行分级，明确分级响应的基本原则。

1.蓝色及以上级别预警响应：临沭县（玉山镇）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及事发地企业事故

应急指挥部办公室相关人员到岗，确保通信畅通，通知应急救援队伍原地待命。

2.玉山镇建立相应的应急值班制度，负责日常接警工作。玉山镇相关部门监测到突发

事件可能发生时，应立即核实、研判，迅速初步确定预警级别，由主管领导确定是否报

告临沭县应急指挥中心，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可以向处置突发事件的工作机构报警。实行

首问接警制，任何接警单位不得以任何原因推诿信息接报和转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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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事故应急响应

1.5.1 事故报告

1.5.1.1 先期处置

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后，事故单位应立即启动企业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组织实施

初期处置（包括开启应急装置、关闭管阀、迅速撤离事故区域内无关人员等），并按企

业预案程序报告 110公安指挥中心、119消防指挥中心及单位负责人；单位负责人要立即

应急办、镇建办等相关部门。

对发生的各类突发生产安全事故，无论级别高低、规模大小、损伤轻重，当地村居、

村委会、生产经营单位要迅速调度力量，尽快判明事件性质和危害程度，及时采取相应

的处置措施，全力控制事态发展，减少财产损失和社会影响，并及时向上级应急指挥中

心报告。

1.5.1.2 事故报告

1.根据《山东省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办法》（山东省人民政府第 342号令），

事故发生后,事故现场有关人员应当立即向本单位负责人报告;单位负责人接到报告后,应

当于１小时内报告事故发生地区人民政府应急管理部门和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

有关部门。情况紧急或者本单位负责人无法联络时,事故现场有关人员可以直接向事故发

生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急管理部门和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有关部门报告。

2.玉山镇应急办接到事故发生单位的事故信息报告后,应当按照下列规定上报事故情

况,并立即报告本级人民政府,同时通知公安机关等相关部门。

事故报告内容包括：

(一)事故发生单位的名称、地址、性质、产能等基本情况;

(二)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以及事故现场情况;

(三)事故的简要经过;

(四)事故已经造成或者可能造成的伤亡人数(包括下落不明的人数)和初步估计的直

接经济损失;

(五)已经采取的措施;

(六)其他应当报告的情况。

事故快报、直报的内容可以适当简化;具体情况暂时不清楚的,可以先报事故总体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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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

4.事故具体情况暂时不清楚的，负责事故报告的单位可以先报事故概况，随后补报事

故全面情况。

5.事故报告后出现新情况的，应当及时补报。

1.5.2 应急响应

1.应急响应程序从应急指挥部办公室接到事故报告信息开始，应急响应程序见图 1-1。

现场应急指挥部根据已经掌握的情况，及时对事故影响范围进行预测，并将需要保护的

环境敏感点（如居民点）迅速报临沭县应急指挥中心，临沭县应急指挥中心制定保护方

案后，迅速通知有关部门实施。

特别重大、重大、较大、一般突发事件发生后，玉山镇应立即启动最高级别应急响

应，进行先期处置，并上报至县政府及相关主管部门。特殊情况下可越级上报市政府。

一般以下突发事件发生后，玉山镇根据实际情况决定启动应急响应，必要时报请启

动县级层面应急响应。镇层面应急响应依据突发事件处置难度、现实结果或预期后果等，

由高到低分为一级、二级。

启动一级响应由玉山镇党委和镇决定，由镇长组织指导协调，必要时赴事发地组织

指挥；

启动二级响应由镇决定，由镇分管负责同志和突发事件牵头应对部门主要负责同志

组织指导协调，必要时赴事发地组织指挥；

对涉及面广、敏感复杂的突发事件，根据实际情况或有关领导批示、指示，或应事

发地政府的请求可适当提高响应级别，直至派出工作组赴事发地指导协调应急处置和救

援工作，必要时组织指挥。

1.5.3 预案启动

本专项预案启动见综合预案“3 运行机制”。

1.5.4 启动程序

当所发生的事故符合本预案启动条件时，应急指挥部执行如下程序：

1.组建现场指挥部，确定现场指挥部成员。

2.通知各专业处置工作组、相关成员单位和专家参加现场救援，制定救援方案。

3.调动有关装备、物资支援现场救援，通知有关部门做好交通、通信、气象、物资、



- 39 -

环保等支援工作。

4.及时向公众及媒体发布事故应急救援信息，掌握舆论动态，回复有关质询。

5.需要有关应急力量支援时，向临沭县应急指挥中心提出请求。

1.5.5 各应急组织的响应

根据事故级别和发展态势，实施应急指挥机构启动、应急资源调配、应急救援、扩

大应急等响应程序。

预案一旦启动，由应急指挥部采用电话等方式通知各应急救援相关部门，迅速组织、

调集有关人员和装备，立即赶赴事故现场。事故发生地原有的应急救援力量归应急指挥

部统一调度指挥。

各应急救援相关部门接到预案启动命令后，迅速按自身职责组织人员和装备立即赶

赴现场，并向现场指挥部报告（已经参与应急救援工作的成员单位在现场指挥部成立后

立即向现场指挥部汇报现场情况）。现场指挥部应根据事故现场状况将各救援小组分组，

各小组按本预案职责行动，执行现场指挥部的各项命令，以最快的速度进入事故应急救

援状态。

1.5.6 应急救援

1.5.6.1 应急救援程序

应急救援相关部门和人员到达事发地后，应迅速整理队伍和装备，立即向现场指挥

部报告。由现场指挥部按照现场侦检和专家组的有关建议，制订具体现场应急救援方案，

并对各应急救援小组下达应急救援命令。各应急救援小组在接到现场指挥部命令后，应

按照规定穿戴好相关防护用品，按照方案规定的各自职责、分工路线和位置进入事故现

场进行应急救援。各应急救援小组在应急救援过程中要服从命令，听从指挥，注意自身

安全，遇到突发情况要迅速上报。

1.5.6.2 现场处置措施

根据事态发展变化情况，出现急剧恶化的特殊险情时，现场指挥部在充分考虑专家

和有关方面意见的基础上，依法采取紧急处置措施。涉及跨区域、跨领域的影响严重的

紧急处置方案，由临沭县应急指挥中心协调实施。

根据生产事故可能造成的后果，将生产安全事故主要分为：火灾事故、爆炸事故、

危险品泄漏事故、危险化学品道路运输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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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生产安全事故的特点，其一般处置方案和处置方案要点分述如下。

1.生产事故一般处置方案

（1）接警。接警时应明确发生事故的单位名称、地址、危险物品种类、事故简要情

况、人员伤亡情况等。

（2）隔离事故现场，建立警戒线。事故发生后，启动应急预案，根据火灾、爆炸所

涉及到的范围建立警戒线，并在通往事故现场的主要干道上实行交通管制。

（3）人员疏散，包括撤离和就地保护两种。撤离是指把所有可能受到威胁的人员从

危险区域转移到安全县域。在有足够的时间向群众说明并进行准备的情况下，撤离是最

佳保护措施。尽量从上风侧离开，必须有组织、有秩序地进行。就地保护是指人进入建

筑物或其他设施内，直至危险过去。当撤离比就地保护更危险或撤离无法进行时，采取

此项措施。

（4）现场控制。针对不同事故，开展现场控制工作。应急人员应根据事故特点和事

故引发物质的不同，采取不同的防护措施。

2.火灾事故处置方案要点

（1）确定火灾发生位置（生产车间、仓库、配电间等）。

（2）确定引起火灾的物质类别（易燃气体、易燃液体、自燃物、电气火灾等）。

（3）确定所需的火灾应急救援处置技术和专家。

（4）明确火灾发生区域的周围环境。

（5）明确周围区域存在的重大危险源分布情况。

（6）确定火灾扑救的基本方法。

（7）确定火灾可能导致的后果（含火灾与爆炸伴随发生的可能性）。

（8）确定火灾可能导致的后果对周围区域的可能影响规模和程度。

（9）火灾可能导致后果的主要控制措施（控制火灾蔓延、人员疏散、医疗救护等）。

（10）可能需要调动的应急救援力量（临沭县及玉山镇消防队伍、企业消防队伍等）。

3.爆炸事故处置方案要点

（1）确定爆炸地点。

（2）确定爆炸类型（物理爆炸、化学爆炸、烟花爆竹爆炸、粉尘爆炸）。

（3）确定引起爆炸的物质类别（气体、液体、固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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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所需的爆炸应急救援处置技术和专家。

（5）明确爆炸地点的周围环境。

（6）明确周围区域存在的重大危险源分布情况。

（7）确定爆炸可能导致的后果（如火灾、二次爆炸等）。

（8）确定爆炸可能导致后果的主要控制措施（二次爆炸控制手段、工程抢险、人员

疏散、医疗救护等）。

（9）可能需要调动的应急救援力量（消防队伍、企业消防队伍等）。

4.危险化学品泄漏事故处置方案要点

（1）危险化学品泄漏处置

①首先应查明泄漏物质的品名、性质，危化品泄漏的原因、设施等状况，制订相应

的抢险措施。

②救援人员应当根据危化品的危险特性，配备必要的个人防护用品、器具。易燃易

爆物质的泄漏，应配备防静电防护服、工具，严禁火种，切断电源，禁止车辆进入；不

得使用手机等通讯设备（防爆通讯设备除外）。有毒物质的泄漏，应配备防毒面具、空

气呼吸器、专用防护服。腐蚀性液体的泄漏，应当配备防酸服、防护面具、护目镜。

③事故现场应设立隔离区，在该区域内除事故抢险人员外，其他人员不得进入。根

据事故情况和事故发展，确定事故波及区域人员的撤离。根据事故发生的部位、物质的

性质、泄漏原因等，采取相应的控制措施，选用合适的材料和方法堵漏，切断或控制泄

漏源。

④根据泄漏部位，确定堵漏措施。

⑤泄漏物质的处置：防止泄漏物质扩散，用砂土等筑堤堵截泄漏液体或者引流到安

全地点，然后把泄漏出的物料抽入槽车内。当泄漏量小时，可用沙子、吸附材料、中和

材料等吸收中和。气体的泄漏只能采取稀释的办法。

⑥稀释与覆盖：向有害物蒸气云喷射雾状水，加速气体向高空扩散。对于可燃物，

也可以在现场施放大量水蒸气或氮气，破坏燃烧条件。为降低物料向大气中的蒸发速度，

可用泡沫或其他覆盖物品覆盖外泄的物料，在其表面形成覆盖层，抑制其蒸发。

⑦有毒有害泄漏物如流入居民用水内河、农田、长江引起水污染及农作物危害，应

及时通知镇建办、农业综合服务中心，迅速赶赴事故现场，参加应急救援抢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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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泄漏废物处置。将收集的泄漏物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用消防水冲洗剩下的少

量物料，冲洗水排入污水系统处理。

（2）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泄露、火灾爆炸处置

①应迅速查明燃烧范围、燃烧物品及其周围物品的品名和主要危险特性、火势蔓延

的主要途径、燃烧的危化品及燃烧产物是否有毒。

②进行火情侦察、火灾扑救、火场疏散的人员应有针对性地采取自我防护措施，如

佩戴防护面具，穿戴专用防护服等。扑救人员应占领上风或侧风阵地。

③正确选择最适合的灭火剂和灭火方法。火势较大时，应先堵截火势蔓延，控制燃

烧范围，然后逐步扑灭火势。

④先控制，后消灭。针对危化品火灾的火势发展蔓延快、燃烧面积大的特点，采取

统一指挥、堵截火势、防止蔓延、分割包围、重点突破、速战速决的灭火战术。

⑤对有可能发生爆炸、爆裂、喷溅等特别危险需紧急撤退的情况，应按照统一的撤

退信号和撤退方法及时撤退。

⑥装运易燃液体火灾事故处置

A、首先应切断火势蔓延的途径，冷却和疏散受火势威胁的槽罐和可燃物，控制燃烧

范围，并积极抢救受伤和被困人员。如有液体流淌时，应筑堤拦截漂散流淌的易燃液体

或挖沟导流。

B、及时了解和掌握着火液体的品名、比重、水溶性以及有无毒害、腐蚀、沸溢、喷

溅等危险性，以便采取相应的灭火和防护措施。比水轻又不溶于水的液体（如汽油、苯

等），可用普通蛋白泡沫或轻水泡沫扑救，用水冷却罐体。比水重又不溶于水的液体起

火时可用水扑救，或泡沫扑救，用水冷却罐体。具有水溶性的液体（如醇类、酮类等），

用抗溶性泡沫扑救，用水冷却罐体。

C、扑救毒害性、腐蚀性或燃烧产物毒害性较强的易燃液体火灾，扑救人员必须佩戴

防护面具，采取防护措施。对于特殊物品的火灾，应使用专用防护服。考虑到过滤式防

毒面具防毒范围的局限性，在扑救毒害品火灾时应尽量使用隔绝式空气面具。

D、扑救具有沸溢和喷溅危险的液体火灾，必须注意计算可能发生沸溢、喷溅的时间

和观察是否有沸溢、喷溅的征兆。一旦现场指挥发现危险征兆时应迅即做出准确判断，

及时下达撤退命令，避免造成人员伤亡和装备损失。扑救人员看到或听到统一撤退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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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应立即撤至安全地带。

E、遇易燃液体槽罐泄漏着火，先切断火势蔓延方向，迅速准备好堵漏材料，然后先

用泡沫、干粉、二氧化碳或雾状水等扑灭地上的流淌火焰，为堵漏扫清障碍，其次再扑

灭泄漏口的火焰，并迅速采取堵漏措施。

F、火灾扑灭后仍然要派人监护现场、消灭余火，保护现场，接受事故调查，未经消

防、应急管理、交管部门同意，不得擅自清理事故现场。

5.液氨泄露泄漏现场处置措施

（1）迅速撤离泄漏污染区人员至安全县，隔离泄漏污染区，限制出入。应急处理人

员戴自给式呼吸器，穿防酸碱工作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

（2）3级泄漏：可以用大量水冲洗，洗水稀释后放入废水系统，不可流入雨水下水

道系统。

（3）2级泄漏：停止设备，控制泄漏源。用泵转移至专用收集器内，回收或运至废

物处理场所处置。

（4）1级泄漏：构筑围堤，尽可能控制泄漏源，在得到应急总指挥指令后请求外部

救援机构支援。

（5）医疗救护组立即对脱困的受伤人员进行必要的医疗处理。如伤势严重，应急指

挥部拨打 120，警戒疏散组将 120急救车带到事故现场，由 120将受伤人员送到临沭县人

民医院进行进一步治疗处理。

（6）清理现场应制定相应的计划并采取相应的防护措施，防止发生二次事故。

6.急性中毒事件现场处置措施

（1）事故现场应急处置要点

现场救援时首先要确保工作人员安全，同时要采取必要措施避免或减少公众健康受

到进一步伤害。现场救援和调查工作要求必须 2人以上协同进行。

（2）急性中毒事件现场处置要点

①施救人员必须配备使用防毒设施，保证施救者自身安全。

②明确中毒窒息缘由（有害气体的来源）及危险部位，迅速撤出灾区人员，抢救遇

险人员。

③明确风向、风速等气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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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严格控制危险区域内的一切火源。

⑤及时撤出有害气体威胁区域的人员，准备处理事故所必需的设备、材料。

⑥在抢救、处理过程中，必须有专人检测有害气体浓度等情况，防止发生次生、衍

生事故。

7.粉尘爆炸事故现场处置措施

（1）如果发现可燃物起烟或火苗时应立即发出预警信号。一旦发生粉尘爆炸事故，

最先发现者，除立即处理外，还应大声呼叫，向部门负责人报告，而后逐级上报。

（2）现场作业人员发现粉尘火灾（爆炸）事故的征兆，以及发生粉尘火灾（爆炸）

事故后，应当依事故现场处置方案，立即停机，切断现场所有电源开关，扑救火灾，并

迅速汇报处置小组组长。组长立即组织义务消防队员展开扑救工作，采取阻止火焰蔓延

的措施。

（3）部门负责人接到事故报告后，应立即组织本部门应急救援队员前往事发点进行

救援处理，同时向公司应急救援指挥中心报告事故情况。通知现场及附近无关人员紧急

撤离事故现场。

（4）公司应急指挥部接到事故报告后，确认事故严重程度和范围，决定启动应急预

案的级别或申请厂外应急救援。当事故严重时，应直接越级报告情况。

（5）抢救、抢修人员到达现场后，配戴好防毒面具，坚持优先救人，即“先救人，

后救物”的原则。当班人员应坚守岗位，在外部救援人员没有到达现场之前，不得自行停

止救火工作，同时应防止火焰蔓延到相邻生产设备、控制设备和电缆等设施。

（6）当事故超出企业自救能力时，及时拨打 110报警电话和 120急救电话。

（7）当消防队到来后，将事故情况向消防队说明清楚。应急队员服从消防队的指挥。

如事故扩大有危及生命危险时，参与应急的队员应尽快撤离到安全地方。

（8）如事故扩大危及到周围人员安全时，应迅速组织有关人员协助友邻单位、过往

行人在应急指挥中心指挥协调下，向上侧风方向的安全地带疏散。

8.有限空间作业事故现场处置措施

（1）有限空间作业监护人发现作业人员发生意外时立即向当班主管（或项目负责

人），当班主管立即汇报部门经理，部门经理立即向应急指挥部汇报。

（2）应急指挥部立即通知各应急小组准备好相应的救援装备迅速赶往事故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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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应急小组赶到事故现场后，通过监护人迅速摸清现场情况，如有限空间作业人

员情况，可能出现的伤害等，迅速疏散闲杂人员，设立警戒区域，综合分析事态，确定

合适的应急救援行动。

（4）保障小组做好进入有限空间救援前的各项工作，如气体检测、通风、能源切断

等。

（5）应急救援小组队员做好自身的安全防护（如穿好防护服、佩戴好 SCBA、系好

安全绳等）后进入有限空间，将有限空间内作业的受伤害人员撤离有限空间。

（6）医疗救护组立即对脱困的受伤人员进行必要的医疗处理。

（7）如伤势严重，应急指挥部拨打 120，警戒疏散组将 120急救车带到事故现场，

由 120将受伤人员送到临沭县人民医院进行进一步治疗处理。

1.5.7 扩大应急响应和紧急处置

如果应急处置未能控制事故发展，事故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可能波及更大范围造

成严重危害的，必须立即报告临沭县应急指挥中心。

当事故发展到玉山镇难以控制和处置时，由玉山镇应急指挥部或镇政府向临沭县应

急指挥中心或临沂市政府报告，请求支援或提请启动相应的上一级应急预案。

在启动上级预案之前，本预案各机构仍按职责实施应急救援。启动上级应急预案之

后，本预案各成员单位和专业处置工作组按照上级应急指挥部的要求实施救援。

出现急剧恶化的特殊险情时，现场指挥部在充分考虑专家和有关方面意见的基础上，

依法采取紧急处置措施。

1.5.8 现场人员的安全防护

现场指挥部应对现场的安全情况进行科学评估，保障现场应急工作人员的人身安全。

必要时，要对应急工作人员进行现场短暂培训后，再开展救援行动。

根据事故的特点及其引发物质的不同以及应急人员的职责，采取不同的防护措施。

应急救援指挥人员、医务人员和其他不进入污染区域的应急人员，一般配备过滤式防毒

面罩、防护服、防毒手套、防毒靴等；工程抢险、消防和侦检等进入污染区域的应急人

员，应配备密闭型防毒面罩、空气呼吸器等，并佩戴有毒气体报警器，根据毒物不同性

质穿戴相应的防护服。

现场应急指挥部根据需要，具体协调、调集相应的安全防护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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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9 群众的安全防护

根据不同事故的特点，组织和指导群众就地取材（如毛巾、湿布、口罩等），采取

简易有效的防护措施自我防护。根据实际情况，制订切实可行的疏散程序，包括疏散组

织、指挥机构、疏散范围、疏散方式、疏散路线、疏散集合点、疏散人员的照顾等。组

织群众撤离危险区域时，应选择安全的撤离路线，避免横穿危险区域。

进入安全县域后，应尽快去除受污染的衣物，防止继发性伤害。

1.5.10 现场应急结束

事故现场得以控制，环境符合有关标准，导致次生、衍生事故隐患消除后，依据法

定程序，经相应级别的应急指挥中心批准，宣布解除灾情，终止应急状态。

现场应急处置工作结束，应急救援队伍撤离现场，组织疏散居民返回居住地，转入

正常工作。

1.5.11 善后处理

现场清理、设备的检查、生产的恢复等工作，由事故单位按照预案确定的程序及生

产工艺的要求进行。

事故中伤亡人员的善后及治疗，由善后处理组负责，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抚恤和

治疗。

成立事故调查组，及时查明事件经过与原因，总结经验教训。

1.5.12 应急恢复

镇应急指挥部或上级应急指挥中心宣布应急结束后，各参与应急救援的机构、组织、

部门、队伍及有关人员，投入救援的车辆、装备、设施、设备，消耗的救援物品、药剂

及损坏物品等，要尽快恢复、补充、维修，在 48小时之内恢复正常应急状态。

1.6 信息发布、事故调查和总结评估

充分运用广播、电视、报刊、政府网站、政府公报等形式，向社会公开或通报突发

事件信息，方便群众及时获得信息，保障公民享有知情权，并有效引导舆论。一般情况

下，由现场指挥部在第一时间发布权威信息。必要时，由临沭县人民政府召开新闻发布

会或发表电视讲话，通报有关情况。

1.新闻报道组按照有关规定对事故相关新闻信息进行综合、分析，拟订发布的内容、

范围和方式，经应急指挥部负责人审定后组织发布。各新闻媒体要严格按照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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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信息发布工作。

2.信息发布应当及时、准确、客观、全面。事件发生的第一时间向社会发布简要信息，

随后发布初步核实情况、政府应对措施和公众防范措施等，并根据事件处置情况做好后

续发布工作。

3.事故调查组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对事故展开全面调查。

4.善后处理组根据有关规定和合同对参加保险的企业或人员及时开展各项保险理赔

工作。

5.善后处置工作完成后，现场应急指挥及时总结应急救援经验教训，提出改进建议，

形成总结报告报送镇应急指挥部。相关部门和单位认真研究汲取事故应急救援的经验与

教训，对应急救援预案进行有针对性的完善和补充。

1.7 保障措施

1.7.1 队伍保障

1.玉山镇建立各类专业人才库，根据实际需要聘请专家，为玉山镇制订中长期公共安

全规划、信息系统建设、强化危机管理等提供决策意见咨询和建议；参与突发事件的灾

害评估、灾情分析和应急科学研究等工作；必要时，参与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工作。

2.建立以临沭县消防大队、镇民兵应急排、工作区的应急队伍；相关企业依法组建和

完善专业救援队伍；玉山镇应急指挥部掌握区域内所有应急救援队伍资源信息，并督促

检查应急救援队伍建设和应急准备情况。

3.一旦发生较大突发事件，公安、消防、医疗卫生等抢险队伍迅速赶赴现场，立即组

织全力以赴、争分夺秒的救援，防范事态扩大，消除次生灾害，努力减少损失。

4.在充分发挥基本抢险队伍作用的同时，积极组织和借助社会资源，建立各类社会化、

群众性救援队伍，形成以专业队伍为主体、群众性队伍为辅助的应急抢险救援队伍网络。

5.合理部署和配置各类抢险救援队伍，制订各类应急处置专业技术方案，配备先进救

援装备，开展专业技能培训，定期组织跨部门、跨行业的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演练，加强

组织协同和各专业保障，提高队伍快速反应和协同作战能力。

1.7.2 装备保障

玉山镇应急指挥部负责指导、协调专业应急救援装备的调配，实现资源共享。各专

业应急救援队伍和企业单位根据实际情况和需要配备必要的应急救援装备，并储备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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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救援物资。

企业发生生产安全事故时，应充分利用现有的消防设施、防污材料等救灾装备和储

备物资开展救援。应急救援储备资源不足时征用备用救援装备，征用救援装备所需的费

用，由事故发生地政府和事故单位予以解决。

现场应急指挥部利用现场救援和工程抢险装备信息数据库，快速准确调度，在最短

时间内，把各类现场救援和工程抢险装备组织到最有效部位，迅速开展应急处置工作；

根据应急处置需要，对现场救援和工程抢险装备进行科学合理调配，确保能迅速切断灾

害链，防止次生灾害产生和蔓延。

1.7.3 基础设施及信息保障

玉山镇应急指挥部及各成员单位保证通讯联系畅通，应急电话保证24小时有人值守。

玉山镇应急救援指挥中心办公室负责各成员单位和人员的通信保障，做到即时联系、信

息畅通。生产企业负责保障本单位应急通信、信息网络的畅通。

交通、电信、供电、供水、供气等公用设施管理部门尽快恢复被损坏道路、水、电、

气、通信等设施，保证应急指挥通讯系统畅通，确保应急救援工作的顺利开展和灾后恢

复。必要时可紧急调用或征用其他部门和社会通讯设施，确保指挥信息畅通。

1.7.4 物资与运输保障

玉山镇做好受灾群众的基本生活保障工作，确保受灾群众有饭吃、有水喝、有衣穿、

有住处、有病能得到及时医治。

政府部门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应急预案规定，做好物资储备工作；结合城市物流

业的发展，合理建设应急物资的储备网络；根据救援需要，保证足够的应急救援物资储

备，实现快速、及时供应到位。各相关部门负责组织救灾物资的生产调拨、紧急供应和

运输保障。安全保卫组及时对现场和相关通道实行交通管制，组织开通应急救援“绿色通

道”，负责交通工具的保障，确保救灾物资、器材和人员的紧急输送；道路、市政设施受

损时，迅速组织有关部门和专业队伍进行抢修，尽快恢复良好状态。相关地区协助做好

应急交通保障工作。

1.7.5 医疗卫生保障

医疗救护组负责组织医护人员配合组成的医疗队伍，迅速进入救灾现场，情况严重

紧急时向临沭县卫生健康局、临沂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报告，并由临沭县卫生健康局、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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沂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组建救护队伍，将职业中毒、烧伤等伤员安排至相应医疗机构接受

救治。

医疗救护队伍迅速进入救灾现场后，立即对伤员进行应急救治和心理咨询，尽最大

可能减少伤亡，消除恐惧心理。对危险化学品事故、放射性污染事故的伤员，及时安排

到相应的专业医院救治。省、市、县急救医疗机构按照职责分工，负责做好院前急救工

作，各级医院负责后续救治，红十字会等社会救援组织积极配合专业医疗队伍，开展群

众性卫生工作。省、市、县疾病预防控制机构负责做好有关卫生防疫工作。镇级医疗救

护人员积极做好配合，服从调度。

1.7.6 资金保障

企业做好应急救援物资与监控设施必要的资金准备。对玉山镇突发事件应急处置以

及应急管理（日常办公、演练）所必需的专项资金，由玉山镇财政所列入财政预算。

1.7.7 治安保障

公安部门迅速组织事发现场的治安警戒和治安管理，在事发现场设立警戒线和警戒

哨，维护秩序，严惩趁机打劫和制造事端的犯罪行为；加强对重点地区、重点场所、重

点人群、重要物资设备的防护，必要时及时疏散受灾群众。村居保安队伍充分发挥群防

群治的作用，协助专业队伍维护社会治安。

1.7.8 社会力量

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应急指挥部现场指挥部可调动本行政区域社会力量和志愿者

配合应急救援工作。

1.8 培训与演练

1.8.1 应急培训

玉山镇应急办应广泛宣传应急法律、法规和预防、避险、自救、互救、减灾等知识

和技能，并有组织、有计划地为公民提供减灾知识和技能培训。将防灾减灾教育培训纳

入党政领导干部培训内容。举办各类领导干部培训班，同时开设综合减灾、紧急处置及

防灾救灾组织指挥课程。应急管理和救援人员由专业部门负责培训。

玉山镇应急办不定期组织相关部门、村居、企业应急管理机构以及专业救援队伍的

相关人员进行应急业务培训。有关部门、村居、企业可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做好专职、

兼职应急救援队伍的培训，积极组织社会志愿者的培训，提高公众自救、互救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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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 应急演练

玉山镇应急指挥部每年至少组织一次突发事件或专项事件的应急演练，提高应对突

发事件的应急反应能力。应急演习前应编制好演练计划。演练可采用桌面推演、功能演

练和全面演练等形式。

高危和人员密集单位应当每半年至少组织 1次综合或者专项应急预案演练，每 2年

对所有专项应急预案至少组织 1次演练，每半年对所有现场处置方案至少组织 1次演练。

其他生产经营单位应当每年至少组织 1次综合或者专项应急预案演练，每 3年对所

有专项应急预案至少组织 1次演练，每年对所有现场处置方案至少组织 1次演练。

演练结束后，各相关机构、部门和参演人员要做好演练总结点评工作，总结经验，

不断改进工作机制和演练计划，并作为预案完善的依据。

1.9 奖励与责任追究

1.9.1 奖励

对在企业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工作中有下列表现之一的单位和个人，根据有关规

定给予表彰或者奖励：

1.出色完成应急处置任务的。

2.抢排险事故或抢救人员有功，使国家、集体和人民生命财产免受损失或减少损失的。

3.对应急救援工作提出重大建议且实施效果显著的。

4.有其他特殊贡献的。

1.9.2 责任追究

在企业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工作中有下列行为之一的，按照法律、法规及有关规

定，对有关责任人员分别予以行政处分、治安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不按规定制订事故应急预案，拒绝履行应急准备义务的。

2.不及时报告事故真实情况，延误处置时机的。

3.不服从指挥机构的命令和指挥，在应急响应时临阵脱逃的。

4.盗窃、挪用、贪污应急救援资金或者物资的。

5.阻碍应急救援人员依法执行任务或进行破坏活动的。

6.散布谣言、扰乱社会秩序的。

7.有其他危害应急救援工作行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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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附则

1.10.1 应急预案备案

本应急救援预案报临沭县应急管理局备案。

1.10.2 制定发布与解释

本预案由玉山镇应急办负责组织制定，经安全专家评审通过后，由玉山镇镇长批准

发布，由玉山镇应急办负责解释。

1.10.3 维护和更新

本预案每三年修订一次。如遇法规标准更新或预案演练后总结评审认为有不妥之处，

应适时组织修订完善，报玉山镇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及时修订相关预案：

1.制定预案所依据的法律、法规、规章、标准发生重大变化；

2.应急指挥机构及其职责发生调整；

3.安全生产面临的风险发生重大变化；

4.重要应急资源发生重大变化；

5.在预案演练或者应急救援中发现需要修订预案的重大问题；

6.其他应当修订的情形。

1.10.4 应急预案实施

本预案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2 临沭县玉山镇火灾事故专项应急预案

2.1 总则

2.1.1 适用范围

本预案主要适用于玉山镇范围内（除企业、人员密集场所）可能发生的或者已经发

生的、需要由玉山镇负责处置的火灾事故的应对工作。

2.2 事故分级

1.特别重大火灾是指造成 30人以上死亡，或者 100人以上重伤，或者 1亿元以上直

接财产损失的火灾；

2.重大火灾是指造成 10人以上 30人以下死亡，或者 50人以上 100人以下重伤，或

者 5000万元以上 1亿元以下直接财产损失的火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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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较大火灾是指造成 3人以上 10人以下死亡，或者 10人以上 50人以下重伤，或者

1000万元以上 5000万元以下直接财产损失的火灾；

4.一般火灾是指造成 3人以下死亡，或者 10人以下重伤，或者 1000万元以下直接财

产损失的火灾。

2.3 组织机构及职责

参见临沭县玉山镇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相应内容。

2.4 事故预警、发布、响应和解除

2.4.1 预测与预警

1.玉山镇及有关部门按照各自职责范围加强对突发事件的监测工作。建立、健全监测

网络，明确监测项目，制订监测计划，广泛收集本行政区各种可能引发火灾事故的信息；

建立风险分析与分级等制度，核实、分析、评估可能引发火灾事故的信息。

2.玉山镇应急指挥部与应急指挥部办公室负责突发事件信息汇总、处理工作；必要时，

组织专家、相关部门进行会商，科学分析、综合评价监测数据，对发生的火灾事故趋势

进行预测。

3.玉山镇应急指挥部针对各种可能发生的火灾事故，不断完善预测预警机制，科学开

展风险分析，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认定发生火灾事故可能性很大的，玉山镇

必须在 1小时内向临沭县应急指挥中心报告。

4.玉山镇和相关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的主要危险源、重大隐患的普查、登记和管理工

作；掌握本行政区域重大危险源数量、重大隐患分布和可能造成危害的程度以及影响范

围等基本情况；做好信息收集和风险分析工作。

2.4.2 预警级别

根据生产经营单位监测监控系统数据变化状况、事故险情紧急程度和发展势态或有

关部门提供的预警信息进行预警。按照火灾事故可能造成的危害程度、发展情况和紧迫

性等因素，将预警分成蓝色、黄色、橙色和红色 4个级别。

1.蓝色预警：表示预计将要发生一般事故，可能造成社会影响。

2.黄色预警：表示预计将要发生较大事故，可能造成一定的社会影响。

3.橙色预警：表示预计将要发生重大事故，可能造成较大的社会影响。

4.红色预警：表示预计将要发生特别重大事故，可能造成重大社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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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 预警发布和解除

1.蓝色及以上预警由县级及以上应急管理部门发布或解除，镇应急指挥部及相关应急

管理部门按上级应急管理部门的预警进行发布与解除。

2.预警信息应包括：事故的类别、可能波及范围、可能危害程度、可能延续时间、提

醒事宜和应采取的相应措施等。预警信息的发布、调整和解除，可采用广播、电视、报

刊、信息网络、宣传车、警报器或组织人员逐户通知等方式。对老、幼、病、残、孕等

特殊人群以及学校等特殊场所和警报盲区应当采取有针对性的公告方式。

3.经过跟踪监测并对监测信息进行分析评估后，认为应当结束预警状态的，镇应急指

挥部办公室应及时向临沭县人民政府提出建议，由临沭县人民政府按照相应规定报临沂

市和山东省应急指挥中心，经批准后向社会公布。

2.4.4 预警响应

针对事故危害程度、影响范围和事故发生单位控制事态的能力，对事故应急响应进

行分级，明确分级响应的基本原则。

1.蓝色及以上级别预警响应：临沭县（玉山镇）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及事发地企业事故

应急指挥部办公室相关人员到岗，确保通信畅通，通知应急救援队伍原地待命。

2.玉山镇建立相应的应急值班制度，负责日常接警工作。玉山镇相关部门监测到火灾

事故可能发生时，应立即核实、研判，迅速初步确定预警级别，由主管领导确定是否报

告临沭县应急指挥中心，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可以向处置火灾事故的工作机构报警。实行

首问接警制，任何接警单位不得以任何原因推诿信息接报和转报工作。

2.5 事故应急响应

2.5.1 事故报告

2.5.1.1 先期处置

发生火灾事故后，事故单位应立即启动相应应急预案，组织实施初期处置（包括开

启应急装置、关闭管阀、迅速撤离事故区域内无关人员等），并按预案程序报告 110公

安指挥中心、119消防指挥中心及单位负责人；单位负责人要立即上报应急办等相关部门。

对发生的各类火灾事故，无论级别高低、规模大小、损伤轻重，当地村委会、事发

单位要迅速调度力量，尽快判明事件性质和危害程度，及时采取相应的处置措施，全力

控制事态发展，减少财产损失和社会影响，并及时向上级应急指挥中心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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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1.2 事故报告

1.根据《山东省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办法》（山东省人民政府第 342号令），

事故发生后,事故现场有关人员应当立即向本单位负责人报告;单位负责人接到报告后,应

当于１小时内报告事故发生地区人民政府应急管理部门和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

有关部门。情况紧急或者本单位负责人无法联络时,事故现场有关人员可以直接向事故发

生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急管理部门和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有关部门报告。

2.玉山镇应急办接到事故发生单位的事故信息报告后,应当按照下列规定上报事故情

况,并立即报告本级人民政府,同时通知公安机关等相关部门。

事故报告内容包括：

(一)事故发生单位的名称、地址、性质、产能等基本情况;

(二)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以及事故现场情况;

(三)事故的简要经过;

(四)事故已经造成或者可能造成的伤亡人数(包括下落不明的人数)和初步估计的直

接经济损失;

(五)已经采取的措施;

(六)其他应当报告的情况。

事故快报、直报的内容可以适当简化;具体情况暂时不清楚的,可以先报事故总体情

况。

4.事故具体情况暂时不清楚的，负责事故报告的单位可以先报事故概况，随后补报事

故全面情况。

5.事故报告后出现新情况的，应当及时补报。

2.5.2 应急响应

1.应急响应程序从应急指挥部办公室接到事故报告信息开始，应急响应程序见图 1-1。

现场应急指挥部根据已经掌握的情况，及时对事故影响范围进行预测，并将需要保护的

环境敏感点（如居民点）迅速报临沭县应急指挥中心，临沭县应急指挥中心制定保护方

案后，迅速通知有关部门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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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 应急响应程序图

特别重大、重大、较大、一般火灾事故发生后，玉山镇应立即启动最高级别应急响

应，进行先期处置，并上报至县政府及相关主管部门。特殊情况下可越级上报市政府。

一般以下火灾事故发生后，玉山镇根据实际情况决定启动应急响应，必要时报请启

动县级层面应急响应。镇层面应急响应依据突发事件处置难度、现实结果或预期后果等，

由高到低分为一级、二级。

启动一级响应由玉山镇党委和镇决定，由镇长组织指导协调，必要时赴事发地组织

I、II、III、IV级预警

玉山镇火灾事故发生

事发单位组织自救，并立即报警

接警

信息确认、预警级别

关闭救援系统

信息反馈

镇应急指挥救援

临沭县应急中心

指挥救援

现场应急指挥部到现场

应急资源调配

通信联络系统开通

现场应急救援小组到位

现场应急救援行动

信息系统开通

人员救助

工程抢险

安全警戒

现场监测

事故救援

交通管制

应急恢复

事

态

应急指挥中心到位

专家技术组到达现场

事

态

临沭县突发事件

总体应急预案

政府和社会资源调度

各救援小组到位

现场清理

解除警戒

善后处理

事故调查

应急结束

总结评审

现场应急救援行动

非应急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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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挥；

启动二级响应由镇决定，由镇分管负责同志和突发事件牵头应对部门主要负责同志

组织指导协调，必要时赴事发地组织指挥；

对涉及面广、敏感复杂的火灾事故，根据实际情况或有关领导批示、指示，或应事

发地政府的请求可适当提高响应级别，直至派出工作组赴事发地指导协调应急处置和救

援工作，必要时组织指挥。

2.5.3 预案启动

本专项预案启动见综合预案“3运行机制”。

2.5.4 启动程序

当所发生的事故符合本预案启动条件时，应急指挥部执行如下程序：

1.组建现场指挥部，确定现场指挥部成员。

2.通知各专业处置工作组、相关成员单位和专家参加现场救援，制定救援方案。

3.调动有关装备、物资支援现场救援，通知有关部门做好交通、通信、气象、物资、

环保等支援工作。

4.及时向公众及媒体发布事故应急救援信息，掌握舆论动态，回复有关质询。

5.需要有关应急力量支援时，向临沭县应急指挥中心提出请求。

2.5.5 各应急组织的响应

根据事故级别和发展态势，实施应急指挥机构启动、应急资源调配、应急救援、扩

大应急等响应程序。

预案一旦启动，由应急指挥部采用电话等方式通知各应急救援相关部门，迅速组织、

调集有关人员和装备，立即赶赴事故现场。事故发生地原有的应急救援力量归应急指挥

部统一调度指挥。

各应急救援相关部门接到预案启动命令后，迅速按自身职责组织人员和装备立即赶

赴现场，并向现场指挥部报告（已经参与应急救援工作的成员单位在现场指挥部成立后

立即向现场指挥部汇报现场情况）。现场指挥部应根据事故现场状况将各救援小组分组，

各小组按本预案职责行动，执行现场指挥部的各项命令，以最快的速度进入事故应急救

援状态。

2.5.6 应急救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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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6.1 应急救援程序

应急救援相关部门和人员到达事发地后，应迅速整理队伍和装备，立即向现场指挥

部报告。由现场指挥部按照现场侦检和专家组的有关建议，制订具体现场应急救援方案，

并对各应急救援小组下达应急救援命令。各应急救援小组在接到现场指挥部命令后，应

按照规定穿戴好相关防护用品，按照方案规定的各自职责、分工路线和位置进入事故现

场进行应急救援。各应急救援小组在应急救援过程中要服从命令，听从指挥，注意自身

安全，遇到突发情况要迅速上报。

2.5.6.2 现场处置措施

1.事故发生后，事故现场有关人员应当在进行先期处置的同时，立即向单位领导报告，

单位领导应当在 1小时内向当地应急管理部门报告。情况紧急时，事故现场有关人员应

立即拨打 119火警电话，同时向当地应急管理部门报告。

2.事故报告内容包括：事故单位名称、地址；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以及事故现场情

况；事故的类别；事故的简要经过；事故已经造成或者可能造成的伤亡人数（包括下落

不明的人数）和初步估计的直接经济损失；可能波及影响范围（企业、居民区、重要设

施、危险区域等）；已经采取的措施、事故能否控制；需要有关部门和单位协助抢救和

处理的有关事宜；联系人、联系电话等。

3.一旦发生初期火灾，岗位和附近人员必须迅即采取果断灭火措施，根据起火部位的

物质、设备等特性，正确选用灭火器材或启动自动灭火装置，扑灭初期火灾，进行自救。

4.尽快用警报器或其他通讯方式向邻近岗位人员发出警报和呼救。事故岗位人员还应

按照预先制定的安全操作规程启动紧急停车程序，中止反应和有关操作，切断火灾部位

电源，防止停车处置不当而引发二次事故。

5.救援总指挥和各专业组负责人接到报警后应以最快速度赶往事故现场，首先了解事

故情况，若发现有人受伤、中毒时，安排救护组立即组织采取现场急救措施。根据火灾

现场情况，指挥灭火营救组、抢修组开展灭火、抢险救援行动。

6.事故救援组成员在听到警报后迅速赶往指定集合地点，得到指示后赶赴事故地点，

对事故情况和人员情况进行初步了解后，首先救人，然后灭火。

7.事故救援组人员应站在上风向，注意佩带个人防护用品，且尽量靠近疏散楼梯、通

道位置，以便在火灾蔓延时安全撤离。对初期火灾部位周围的易燃、有毒物质，最大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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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地采取紧急隔离或冷却措施，努力控制火灾蔓延。

8.根据事故发生状况，总指挥应立即决定向消防、急救医院等有关方面报警。在组织

施救时应清点现场人数，落实警戒、联络、调配、撤离、防护等措施。

9.一旦火灾有扩散蔓延趋势，应立即组织人员尽量将现场（车间、仓库）的可燃、易

燃原料、半成品、成品撤至安全县域。撤出的物资不得阻塞通道，影响灭火、施救行动

和人员疏散。

10.安全保卫组负责封锁现场，限制无关人员入内；后勤保障组负责安排人员在厂门

口迎候，为消防、救护车指引带路。现场指挥人员应向消防或医疗、救护人员介绍火灾

部位与周边环境，以及与原料、成品、半成品的危险危害特性和受伤人员情况，为迅速、

准确采取施救行动提供可靠信息。

11.火灾扑灭后，首先应清查人数，并按消防部门的要求清理火灾现场。查明火灾事

故的直接原因，吸取事故教训，采取防范措施，掌握第一手资料。

12.组织对消防器材和急救器材作全面检查，及时换药或更新灭火器材，积极配合事

故调查，认真坚持“四不放过”原则，同时对应急处理中存在的问题加以认真分析，落实

改进措施。

2.5.7 扩大应急响应和紧急处置

如果应急处置未能控制事故发展，事故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可能波及更大范围造

成严重危害的，必须立即报告临沭县应急指挥中心。

当事故发展到玉山镇难以控制和处置时，由玉山镇应急指挥部或镇政府向临沭县应

急指挥中心或临沂市政府报告，请求支援或提请启动相应的上一级应急预案。

在启动上级预案之前，本预案各机构仍按职责实施应急救援。启动上级应急预案之

后，本预案各成员单位和专业处置工作组按照上级应急指挥部的要求实施救援。

出现急剧恶化的特殊险情时，现场指挥部在充分考虑专家和有关方面意见的基础上，

依法采取紧急处置措施。

2.5.8 现场人员的安全防护

现场指挥部应对现场的安全情况进行科学评估，保障现场应急工作人员的人身安全。

必要时，要对应急工作人员进行现场短暂培训后，再开展救援行动。

根据事故的特点及其引发物质的不同以及应急人员的职责，采取不同的防护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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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救援指挥人员、医务人员和其他不进入污染区域的应急人员，一般配备过滤式防毒

面罩、防护服、防毒手套、防毒靴等；工程抢险、消防和侦检等进入污染区域的应急人

员，应配备密闭型防毒面罩、空气呼吸器等，并佩戴有毒气体报警器，根据毒物不同性

质穿戴相应的防护服。

现场应急指挥部根据需要，具体协调、调集相应的安全防护装备。

2.5.9 群众的安全防护

根据不同事故的特点，组织和指导群众就地取材（如毛巾、湿布、口罩等），采取

简易有效的防护措施自我防护。根据实际情况，制订切实可行的疏散程序，包括疏散组

织、指挥机构、疏散范围、疏散方式、疏散路线、疏散集合点、疏散人员的照顾等。组

织群众撤离危险区域时，应选择安全的撤离路线，避免横穿危险区域。

进入安全县域后，应尽快去除受污染的衣物，防止继发性伤害。

2.5.10 现场应急结束

事故现场得以控制，环境符合有关标准，导致次生、衍生事故隐患消除后，依据法

定程序，经相应级别的应急指挥中心批准，宣布解除灾情，终止应急状态。

现场应急处置工作结束，应急救援队伍撤离现场，组织疏散居民返回居住地，转入

正常工作。

2.5.11 善后处理

善后处置工作以事故单位、事发地政府为主、玉山镇有关部门和单位协助进行，必

要时报请玉山镇协调。主要内容包括：

（1）火灾事故发生后，玉山镇有关部门按照有关规定迅速采取措施，积极稳妥、深

入细致地做好善后处置工作，救济、救助受事件影响的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的社会秩序。

（2）玉山镇及时调查统计火灾事故影响范围和造成的损失程度，并按规定向上级报

告和向社会公布。

（3）后勤保障组迅速设立转移安置场所和救济物资供应站点，做好受事件影响的群

众的安置和救济款物接收、发放等工作，确保群众基本生活，并做好群众的安抚工作。

有关单位、村委会积极支持、配合便民服务中心妥善安置、安抚群众，并提供心理及司

法援助。

（4）医疗救护组做好火灾事故现场的消毒、疫情监控和食品、饮用水的卫生监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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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

（5）玉山镇组织人员进行现场清理。若因调查需要暂缓清理的，应组织保护好现场，

待批准后再行清理。在清理过程中可能导致危险发生或清理工作有特殊要求的，由专业

队伍进行清理。

（6）玉山镇和有关部门及时制订计划，采取切实措施，使受事件影响的群众迅速恢

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若需要由临沭县人民政府、上级部门制订方案的，根据制订

的方案，玉山镇和有关部门组织实施。

（7）做好在火灾事故中被损害公共基础设施等的修复工作。通信、供电、供水、供

气、城市排水设施、城市道路等公用设施被损尚未恢复的，有关部门和单位迅速组织力

量修复。道路、桥梁、围堤等被毁坏及河流被堵塞的，玉山镇及有关部门及时组织修复。

（8）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玉山镇做好物资、劳务征用补偿及赔偿工作。

2.5.12 应急恢复

镇应急指挥部或上级应急指挥中心宣布应急结束后，各参与应急救援的机构、组织、

部门、队伍及有关人员，投入救援的车辆、装备、设施、设备，消耗的救援物品、药剂

及损坏物品等，要尽快恢复、补充、维修，在 48小时之内恢复正常应急状态。

2.6 信息发布、事故调查和总结评估

充分运用广播、电视、报刊、政府网站、政府公报等形式，向社会公开或通报突发

事件信息，方便群众及时获得信息，保障公民享有知情权，并有效引导舆论。一般情况

下，由现场指挥部在第一时间发布权威信息。必要时，由临沭县人民政府召开新闻发布

会或发表电视讲话，通报有关情况。

1.新闻报道组按照有关规定对事故相关新闻信息进行综合、分析，拟订发布的内容、

范围和方式，经应急指挥部负责人审定后组织发布。各新闻媒体要严格按照有关规定，

做好信息发布工作。

2.信息发布应当及时、准确、客观、全面。事件发生的第一时间向社会发布简要信息，

随后发布初步核实情况、政府应对措施和公众防范措施等，并根据事件处置情况做好后

续发布工作。

3.事故调查组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对事故展开全面调查。

4.善后处理组根据有关规定和合同对参加保险的企业或人员及时开展各项保险理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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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

5.善后处置工作完成后，现场应急指挥及时总结应急救援经验教训，提出改进建议，

形成总结报告报送镇应急指挥部。相关部门和单位认真研究汲取事故应急救援的经验与

教训，对应急救援预案进行有针对性的完善和补充。

2.7 保障措施

2.7.1 队伍保障

1.玉山镇建立各类专业人才库，根据实际需要聘请专家，为玉山镇制订中长期公共安

全规划、信息系统建设、强化危机管理等提供决策意见咨询和建议；参与突发事件的灾

害评估、灾情分析和应急科学研究等工作；必要时，参与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工作。

2.建立镇街应急救援队伍；相关企业依法组建和完善专业救援队伍；玉山镇应急指挥

部掌握区域内所有应急救援队伍资源信息，并督促检查应急救援队伍建设和应急准备情

况。

3.一旦发生一般及以上火灾事故，公安、消防、医疗卫生等抢险队伍迅速赶赴现场，

立即组织全力以赴、争分夺秒的救援，防范事态扩大，消除次生灾害，努力减少损失。

4.在充分发挥基本抢险队伍作用的同时，积极组织和借助社会资源，建立各类社会化、

群众性救援队伍，形成以专业队伍为主体、群众性队伍为辅助的应急抢险救援队伍网络。

5.合理部署和配置各类抢险救援队伍，制订各类应急处置专业技术方案，配备先进救

援装备，开展专业技能培训，定期组织跨部门、跨行业的火灾事故应急处置演练，加强

组织协同和各专业保障，提高队伍快速反应和协同作战能力。

2.7.2 装备保障

玉山镇应急指挥部负责指导、协调专业应急救援装备的调配，实现资源共享。各专

业应急救援队伍根据实际情况和需要配备必要的应急救援装备，并储备必要的救援物资。

当发生火灾事故时，应充分利用现有的消防设施、防污材料等救灾装备和储备物资

开展救援。应急救援储备资源不足时征用备用救援装备，征用救援装备所需的费用，由

事故发生地政府和事故单位予以解决。

现场应急指挥部利用现场救援和工程抢险装备信息数据库，快速准确调度，在最短

时间内，把各类现场救援和工程抢险装备组织到最有效部位，迅速开展应急处置工作；

根据应急处置需要，对现场救援和工程抢险装备进行科学合理调配，确保能迅速切断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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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链，防止次生灾害产生和蔓延。

2.7.3 基础设施及信息保障

玉山镇应急指挥部及各成员单位保证通讯联系畅通，应急电话保证24小时有人值守。

玉山镇应急救援指挥中心办公室负责各成员单位和人员的通信保障，做到即时联系、信

息畅通。

交通、电信、供电、供水、供气等公用设施管理部门尽快恢复被损坏道路、水、电、

气、通信等设施，保证应急指挥通讯系统畅通，确保应急救援工作的顺利开展和灾后恢

复。必要时可紧急调用或征用其他部门和社会通讯设施，确保指挥信息畅通。

2.7.4 物资与运输保障

玉山镇做好受灾群众的基本生活保障工作，确保受灾群众有饭吃、有水喝、有衣穿、

有住处、有病能得到及时医治。

政府部门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应急预案规定，做好物资储备工作；结合城市物流

业的发展，合理建设应急物资的储备网络；根据救援需要，保证足够的应急救援物资储

备，实现快速、及时供应到位。各相关部门负责组织救灾物资的生产调拨、紧急供应和

运输保障。安全保卫组及时对现场和相关通道实行交通管制，组织开通应急救援“绿色通

道”，负责交通工具的保障，确保救灾物资、器材和人员的紧急输送；道路、市政设施受

损时，迅速组织有关部门和专业队伍进行抢修，尽快恢复良好状态。相关地区协助做好

应急交通保障工作。

2.7.5 医疗卫生保障

医疗救护组负责组织医护人员配合组成的医疗队伍，迅速进入救灾现场，情况严重

紧急时向临沭县卫生健康局、临沂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报告，并由临沭县卫生健康局、临

沂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组建救护队伍，将职业中毒、烧伤等伤员安排至相应医疗机构接受

救治。

医疗救护队伍迅速进入救灾现场后，立即对伤员进行应急救治和心理咨询，尽最大

可能减少伤亡，消除恐惧心理。镇级医疗救护人员积极做好配合，服从调度。

2.7.6 资金保障

对玉山镇火灾事故应急处置以及应急管理（日常办公、演练）所必需的专项资金，

由玉山镇财政所列入财政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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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7 治安保障

公安部门迅速组织事发现场的治安警戒和治安管理，在事发现场设立警戒线和警戒

哨，维护秩序，严惩趁机打劫和制造事端的犯罪行为；加强对重点地区、重点场所、重

点人群、重要物资设备的防护，必要时及时疏散受灾群众。村居保安队伍充分发挥群防

群治的作用，协助专业队伍维护社会治安。

2.7.8 社会力量

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应急指挥部现场指挥部可调动本行政区域社会力量和志愿者

配合应急救援工作。

2.8 培训与演练

2.8.1 应急培训

玉山镇应急办应广泛宣传应急法律、法规和预防、避险、自救、互救、减灾等知识

和技能，并有组织、有计划地为公民提供减灾知识和技能培训。将防灾减灾教育培训纳

入党政领导干部培训内容。举办各类领导干部培训班，同时开设综合减灾、紧急处置及

防灾救灾组织指挥课程。应急管理和救援人员由专业部门负责培训。

玉山镇应急办不定期组织相关部门、村居等应急管理机构以及专业救援队伍的相关

人员进行应急业务培训。有关部门、村居可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做好专职、兼职应急救

援队伍的培训，积极组织社会志愿者的培训，提高公众自救、互救能力。

2.8.2 应急演练

玉山镇应急指挥部每年至少组织一次突发事件或专项事件的应急演练，提高应对突

发事件的应急反应能力。应急演习前应编制好演练计划。演练可采用桌面推演、功能演

练和全面演练等形式。

高危和人员密集单位应当每半年至少组织 1次综合或者专项应急预案演练，每 2年

对所有专项应急预案至少组织 1次演练，每半年对所有现场处置方案至少组织 1次演练。

其他生产经营单位应当每年至少组织 1次综合或者专项应急预案演练，每 3年对所

有专项应急预案至少组织 1次演练，每年对所有现场处置方案至少组织 1次演练。

演练结束后，各相关机构、部门和参演人员要做好演练总结点评工作，总结经验，

不断改进工作机制和演练计划，并作为预案完善的依据。

2.9 奖励与责任追究



- 64 -

2.9.1 奖励

对在火灾事故应急救援工作中有下列表现之一的单位和个人，根据有关规定给予表

彰或者奖励：

1.出色完成应急处置任务的。

2.抢排险事故或抢救人员有功，使国家、集体和人民生命财产免受损失或减少损失的。

3.对应急救援工作提出重大建议且实施效果显著的。

4.有其他特殊贡献的。

2.9.2 责任追究

在火灾事故应急救援工作中有下列行为之一的，按照法律、法规及有关规定，对有

关责任人员分别予以行政处分、治安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不按规定制订事故应急预案，拒绝履行应急准备义务的。

2.不及时报告事故真实情况，延误处置时机的。

3.不服从指挥机构的命令和指挥，在应急响应时临阵脱逃的。

4.盗窃、挪用、贪污应急救援资金或者物资的。

5.阻碍应急救援人员依法执行任务或进行破坏活动的。

6.散布谣言、扰乱社会秩序的。

7.有其他危害应急救援工作行为的。

2.10 附则

2.10.1 应急预案备案

本应急救援预案报临沭县应急管理局备案。

2.10.2 制定发布与解释

本预案由玉山镇应急办负责组织制定，经应急管理专家评审通过后，由玉山镇镇长

批准发布，由玉山镇应急办负责解释。

2.10.3 维护和更新

本预案每三年修订一次。如遇法规标准更新或预案演练后总结评审认为有不妥之处，

应适时组织修订完善，报玉山镇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及时修订相关预案：

1.制定预案所依据的法律、法规、规章、标准发生重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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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应急指挥机构及其职责发生调整；

3.安全生产面临的风险发生重大变化；

4.重要应急资源发生重大变化；

5.在预案演练或者应急救援中发现需要修订预案的重大问题；

6.其他应当修订的情形。

2.10.4 应急预案实施

本预案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 66 -

3 临沭县玉山镇人员密集场所突发事故专项应急预案

3.1 总则

3.1.1 适用范围

本预案主要适用于玉山镇范围内可能发生的或者已经发生的、需要由玉山镇负责处

置的人员密集场所突发事故的应对工作。镇人员密集场所包括：旅馆餐饮场所、文化交

流场所、休闲娱乐场所、学校教育场所、交通枢纽场所、商业活动场所、医疗福利场所、

人员密集的生产加工车间等。火灾是我国人员密集场所最容易发生的事故，在突然遇到

火灾等突发情况时，如果不能做到有组织地迅速撤离，很容易发生拥挤、踩踏等安全事

故。

3.2 事故分级

特别重大安全事故包括：

（1）造成 30人以上死亡（含失踪），或危及 30人以上生命安全，或 1亿元以上直

接经济损失，或 100人以上重伤（包括急性工业中毒）；

（2）集会等群体性活动中，因拥挤、踩踏等造成 30人以上死亡的事故。

重大安全事故包括：

（1）造成10人以上、30人以下死亡（含失踪），或危及10人以上、30人以下生命安

全，或直接经济损失5000万元以上、1亿元以下的事故，或50人以上，100人以下重伤（包

括急性工业中毒）；

（2）集会等群体性活动中，因拥挤、踩踏等造成的10人以上、3人以下死亡的事故；

（3）其他一些无法量化但性质严重，对社会稳定、经济建设造成重大影响的事故。

较大安全事故包括：

（1）造成3人以上、10人以下死亡（含失踪），或危及3人以上、10人以下生命安全，

或直接经济损失1000万元以上、5000万元以下的事故，或10人以上、50人以下重伤（包

括急性工业中毒）；

（2）集会等群体性活动中，因拥挤、踩踏等造成3人以上、10人以下死亡的事故；

（3）其他一些无法量化但性质较严重，对社会稳定、经济建设造成较大影响的事故。

一般安全事故包括：

（1）一般事故是指造成3人以下死亡（含失踪），或危及3人以下生命安全，或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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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或10人以下重伤（包括急性工业中毒）；

（2）除特别重大、重大和较大事故之外的对社会稳定、经济建设等造成一定影响的

事故。

3.3 组织机构及职责

参见临沭县玉山镇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相应内容。

3.4 事故预警、发布、响应和解除

3.4.1 预测与预警

1.玉山镇及有关部门按照各自职责范围加强对突发事件的监测工作。建立、健全监测

网络，明确监测项目，制订监测计划，广泛收集本行政区各种可能引发人员密集场所突

发事故的信息；建立风险分析与分级等制度，核实、分析、评估可能引发人员密集场所

突发事故的信息。

2.玉山镇应急指挥部与应急指挥部办公室负责突发事件信息汇总、处理工作；必要时，

组织专家、相关部门进行会商，科学分析、综合评价监测数据，对发生的人员密集场所

突发事故趋势进行预测。

3.玉山镇应急指挥部针对各种可能发生的人员密集场所突发事故，不断完善预测预警

机制，科学开展风险分析，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认定发生人员密集场所突发

事故可能性很大的，玉山镇必须在 1小时内向临沭县应急指挥中心报告。

4.玉山镇和相关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的主要危险源、重大隐患的普查、登记和管理工

作；掌握本行政区域重大危险源数量、重大隐患分布和可能造成危害的程度以及影响范

围等基本情况；做好信息收集和风险分析工作。

3.4.2 预警级别

根据生产经营单位监测监控系统数据变化状况、事故险情紧急程度和发展势态或有

关部门提供的预警信息进行预警。按照人员密集场所突发事故可能造成的危害程度、发

展情况和紧迫性等因素，将预警分成蓝色、黄色、橙色和红色 4个级别。

1.蓝色预警：表示预计将要发生一般事故，可能造成社会影响。

2.黄色预警：表示预计将要发生较大事故，可能造成一定的社会影响。

3.橙色预警：表示预计将要发生重大事故，可能造成较大的社会影响。

4.红色预警：表示预计将要发生特别重大事故，可能造成重大社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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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 预警发布和解除

1.蓝色及以上预警由县级及以上应急管理部门发布或解除，镇应急指挥部及相关应急

管理部门按上级应急管理部门的预警进行发布与解除。

2.预警信息应包括：事故的类别、可能波及范围、可能危害程度、可能延续时间、提

醒事宜和应采取的相应措施等。预警信息的发布、调整和解除，可采用广播、电视、报

刊、信息网络、宣传车、警报器或组织人员逐户通知等方式。对老、幼、病、残、孕等

特殊人群以及学校等特殊场所和警报盲区应当采取有针对性的公告方式。

3.经过跟踪监测并对监测信息进行分析评估后，认为应当结束预警状态的，镇应急指

挥部办公室应及时向临沭县人民政府提出建议，由临沭县人民政府按照相应规定报临沂

市和山东省应急指挥中心，经批准后向社会公布。

3.4.4 预警响应

针对事故危害程度、影响范围和事故发生单位控制事态的能力，对事故应急响应进

行分级，明确分级响应的基本原则。

1.蓝色及以上级别预警响应：临沭县（玉山镇）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及事发地企业事故

应急指挥部办公室相关人员到岗，确保通信畅通，通知应急救援队伍原地待命。

2.玉山镇建立相应的应急值班制度，负责日常接警工作。玉山镇相关部门监测到人员

密集场所突发事故可能发生时，应立即核实、研判，迅速初步确定预警级别，由主管领

导确定是否报告临沭县应急指挥中心，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可以向处置人员密集场所突发

事故的工作机构报警。实行首问接警制，任何接警单位不得以任何原因推诿信息接报和

转报工作。

3.5 事故应急响应

3.5.1 事故报告

3.5.1.1 先期处置

发生人员密集场所突发事故后，事故单位应立即启动相应应急预案，组织实施初期

处置（包括人员疏散、受伤人员先期救助等），并按预案程序报告 110公安指挥中心、

119消防指挥中心及单位负责人；单位负责人要立即上报应急办等相关部门。

对发生的各类人员密集场所突发事故，无论级别高低、规模大小、损伤轻重，当地

村居、村委会、事发单位要迅速调度力量，尽快判明事件性质和危害程度，及时采取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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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的处置措施，全力控制事态发展，减少财产损失和社会影响，并及时向上级应急指挥

中心报告。

3.5.1.2 事故报告

1.根据《山东省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办法》（山东省人民政府第 342号令），

事故发生后,事故现场有关人员应当立即向本单位负责人报告;单位负责人接到报告后,应

当于１小时内报告事故发生地区人民政府应急管理部门和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

有关部门。情况紧急或者本单位负责人无法联络时,事故现场有关人员可以直接向事故发

生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急管理部门和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有关部门报告。

2.玉山镇应急办接到事故发生单位的事故信息报告后,应当按照下列规定上报事故情

况,并立即报告本级人民政府,同时通知公安机关等相关部门。

事故报告内容包括：

(一)事故发生单位的名称、地址、性质、产能等基本情况;

(二)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以及事故现场情况;

(三)事故的简要经过;

(四)事故已经造成或者可能造成的伤亡人数(包括下落不明的人数)和初步估计的直

接经济损失;

(五)已经采取的措施;

(六)其他应当报告的情况。

事故快报、直报的内容可以适当简化;具体情况暂时不清楚的,可以先报事故总体情

况.。

4.事故具体情况暂时不清楚的，负责事故报告的单位可以先报事故概况，随后补报事

故全面情况。

5.事故报告后出现新情况的，应当及时补报。

3.5.2 应急响应

1.应急响应程序从应急指挥部办公室接到事故报告信息开始，应急响应程序见图 1-1。

现场应急指挥部根据已经掌握的情况，及时对事故影响范围进行预测，并将需要保护的

环境敏感点（如居民点）迅速报临沭县应急指挥中心，临沭县应急指挥中心制定保护方

案后，迅速通知有关部门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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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 应急响应程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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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重大、重大、较大、一般人员密集场所突发事故发生后，玉山镇应立即启动最

高级别应急响应，进行先期处置，并上报至县政府及相关主管部门。特殊情况下可越级

上报市政府。

一般以下人员密集场所突发事故发生后，玉山镇根据实际情况决定启动应急响应，

必要时报请启动县级层面应急响应。镇层面应急响应依据突发事件处置难度、现实结果

或预期后果等，由高到低分为一级、二级。

启动一级响应由玉山镇党委和镇决定，由镇长组织指导协调，必要时赴事发地组织

指挥；

启动二级响应由镇决定，由镇分管负责同志和突发事件牵头应对部门主要负责同志

组织指导协调，必要时赴事发地组织指挥；

对涉及面广、敏感复杂的人员密集场所突发事故，根据实际情况或有关领导批示、

指示，或应事发地政府的请求可适当提高响应级别，直至派出工作组赴事发地指导协调

应急处置和救援工作，必要时组织指挥。

3.5.3 预案启动

本专项预案启动见综合预案“3 运行机制”。

3.5.4 启动程序

当所发生的事故符合本预案启动条件时，应急指挥部执行如下程序：

1.组建现场指挥部，确定现场指挥部成员。

2.通知各专业处置工作组、相关成员单位和专家参加现场救援，制定救援方案。

3.调动有关装备、物资支援现场救援，通知有关部门做好交通、通信、物资、环保等

支援工作。

4.及时向公众及媒体发布事故应急救援信息，掌握舆论动态，回复有关质询。

5.需要有关应急力量支援时，向临沭县应急指挥中心提出请求。

3.5.5 各应急组织的响应

根据事故级别和发展态势，实施应急指挥机构启动、应急资源调配、应急救援、扩

大应急等响应程序。

预案一旦启动，由应急指挥部采用电话等方式通知各应急救援相关部门，迅速组织、

调集有关人员和装备，立即赶赴事故现场。事故发生地原有的应急救援力量归应急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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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统一调度指挥。

各应急救援相关部门接到预案启动命令后，迅速按自身职责组织人员和装备立即赶

赴现场，并向现场指挥部报告（已经参与应急救援工作的成员单位在现场指挥部成立后

立即向现场指挥部汇报现场情况）。现场指挥部应根据事故现场状况将各救援小组分组，

各小组按本预案职责行动，执行现场指挥部的各项命令，以最快的速度进入事故应急救

援状态。

3.5.6 应急救援

3.5.6.1 应急救援程序

应急救援相关部门和人员到达事发地后，应迅速整理队伍和装备，立即向现场指挥

部报告。由现场指挥部按照现场侦检和专家组的有关建议，制订具体现场应急救援方案，

并对各应急救援小组下达应急救援命令。各应急救援小组在接到现场指挥部命令后，应

按照规定穿戴好相关防护用品，按照方案规定的各自职责、分工路线和位置进入事故现

场进行应急救援。各应急救援小组在应急救援过程中要服从命令，听从指挥，注意自身

安全，遇到突发情况要迅速上报。

3.5.6.2 现场处置措施

（1）应急疏散

安全疏散主要是做到有序和迅速。有序就是有组织有秩序，不拥挤、不抢先。迅速

就是速度要快，事故发生时，时间就是生命，速度是建立在有秩序的基础上的。

1.事故现场人员清点、撤离的方式、方法

当发生一般及以上事故时，由应急指挥部进行先期处置，实施紧急疏散、撤离计划。

事故区域所有员工必须执行紧急疏散、撤离命令。应急指挥部应立即到达事故现场，设

立警戒区域，指导警戒区域内的员工有序地离开。警戒区域内的各行动小组负责人应清

点撤离人员，检查确认区域内确无任何人滞留后，向指挥部汇报撤离人数，进行最后撤

离。当员工接到紧急撤离命令后，方可撤离岗位，到指定地点进行集合。

各楼层现场工作人员在接到火警后必须先疏散群众。疏散时注意疏散顺序，对着火

层本层人员先进行疏散，其次为着火层上层及下层，防止所有人员涌向同一出口，造成

堵塞。疏散时注意防止混乱，控制现场人员情绪，提高疏散效率，根据现场情况向消控

中心报告，启动防排烟系统。疏散时如发现受伤人员，立即联络安全防护救护组，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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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救治伤员。

2.非事故现场人员紧急疏散的方式、方法

事故警戒区域外为非事故现场。当发生重大事故时，应急指挥小组应根据当时气象

条件，实施有序疏散。疏散人员应到指定的地点集中。疏散之前应做好各生产装置的停

车工作。

3.周边区域的单位、人员紧急疏散的方式、方法。

事故可能危及周边区域的单位、居民安全时，安全保卫组在应急指挥部指导下引导

相关人员迅速疏散至安全县域。

4.人员在撤离、疏散后的报告

事故现场、非事故现场和周边区域的人员按应急指挥部命令撤离、疏散至安全地点

集中后，由相关负责人清点、统计人数后，及时向应急指挥部报告。

（2）处置措施

1.事故发生后，事故现场有关人员应当在进行先期处置的同时，立即向单位领导报告，

单位领导应当在 1小时内向当地应急管理部门（镇街应急办）报告。情况紧急时，事故

现场有关人员应立即拨打 119火警电话，同时向当地应急管理部门报告。

2.事故报告内容包括：事故单位名称、地址；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以及事故现场情

况；事故的类别；事故的简要经过；事故已经造成或者可能造成的伤亡人数（包括下落

不明的人数）和初步估计的直接经济损失；可能波及影响范围（企业、居民区、重要设

施等）；已经采取的措施、事故能否控制；需要有关部门和单位协助抢救和处理的有关

事宜；联系人、联系电话等。

3.一旦发生初期火灾，岗位和附近人员必须迅即采取果断灭火措施，根据起火部位的

物质、设备等特性，正确选用灭火器材或启动自动灭火装置，扑灭初期火灾，进行自救。

4.尽快用警报器或其他通讯方式向邻近岗位人员发出警报和呼救。事故岗位人员还应

按照预先制定的安全操作规程启动紧急停车程序，中止反应和有关操作，切断火灾部位

电源，防止停车处置不当而引发二次事故。

5.救援总指挥和各专业组负责人接到报警后应以最快速度赶往事故现场，首先了解事

故情况，若发现有人受伤、中毒时，安排医疗救护组立即组织采取现场急救措施。根据

火灾现场情况，指挥事故救援组开展灭火、抢险救援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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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事故救援组成员在听到警报后迅速赶往指定集合地点，得到指示后赶赴事故地点，

对事故情况和人员情况进行初步了解后，首先救人，然后灭火。

7.事故救援组人员应站在上风向，注意佩带个人防护用品，且尽量靠近疏散楼梯、通

道位置，以便在火灾蔓延时安全撤离。对初期火灾部位周围的易燃、有毒物质，最大限

度地采取紧急隔离或冷却措施，努力控制火灾蔓延。

8.根据事故发生状况，总指挥应立即决定向消防、急救医院等有关方面报警。在组织

施救时应清点现场人数，落实警戒、联络、调配、撤离、防护等措施。

9.一旦火灾有扩散蔓延趋势，应立即组织人员尽量将现场（车间、仓库）的可燃、易

燃原料、半成品、成品撤至安全县域。撤出的物资不得阻塞通道，影响灭火、施救行动

和人员疏散。

10.安全保卫组负责封锁现场，限制无关人员入内；后勤保障组负责安排人员在厂门

口迎候，为消防、救护车指引带路。现场指挥人员应向消防或医疗、救护人员介绍火灾

部位与周边环境，以及与原料、成品、半成品的危险危害特性和受伤人员情况，为迅速、

准确采取施救行动提供可靠信息。

11.火灾扑灭后，首先应清查人数，并按消防部门的要求清理火灾现场。查明火灾事

故的直接原因，吸取事故教训，采取防范措施，掌握第一手资料。

12.组织对消防器材和急救器材作全面检查，及时换药或更新灭火器材，积极配合消

防和政府部门的事故调查，认真坚持“四不放过”原则，同时对应急处理中存在的问题加

以认真分析，落实改进措施。

3.5.7 扩大应急响应和紧急处置

如果应急处置未能控制事故发展，事故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可能波及更大范围造

成严重危害的，必须立即报告临沭县应急指挥中心。

当事故发展到玉山镇难以控制和处置时，由玉山镇应急指挥部或镇政府向临沭县应

急指挥中心或临沂市政府报告，请求支援或提请启动相应的上一级应急预案。

在启动上级预案之前，本预案各机构仍按职责实施应急救援。启动上级应急预案之

后，本预案各成员单位和专业处置工作组按照上级应急指挥部的要求实施救援。

出现急剧恶化的特殊险情时，现场指挥部在充分考虑专家和有关方面意见的基础上，

依法采取紧急处置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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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8 现场人员的安全防护

现场指挥部应对现场的安全情况进行科学评估，保障现场应急工作人员的人身安全。

必要时，要对应急工作人员进行现场短暂培训后，再开展救援行动。

根据事故的特点及其引发物质的不同以及应急人员的职责，采取不同的防护措施。

应急救援指挥人员、医务人员和其他不进入污染区域的应急人员，一般配备过滤式防毒

面罩、防护服、防毒手套、防毒靴等；工程抢险、消防和侦检等进入污染区域的应急人

员，应配备密闭型防毒面罩、空气呼吸器等，并佩戴有毒气体报警器，根据毒物不同性

质穿戴相应的防护服。

现场应急指挥部根据需要，具体协调、调集相应的安全防护装备。

3.5.9 群众的安全防护

根据不同事故的特点，组织和指导群众就地取材（如毛巾、湿布、口罩等），采取

简易有效的防护措施自我防护。根据实际情况，制订切实可行的疏散程序，包括疏散组

织、指挥机构、疏散范围、疏散方式、疏散路线、疏散集合点、疏散人员的照顾等。组

织群众撤离危险区域时，应选择安全的撤离路线，避免横穿危险区域。

3.5.10 现场应急结束

事故现场得以控制，环境符合有关标准，导致次生、衍生事故隐患消除后，依据法

定程序，经相应级别的应急指挥中心批准，宣布解除灾情，终止应急状态。

现场应急处置工作结束，应急救援队伍撤离现场，组织疏散居民返回居住地，转入

正常工作。

3.5.11 善后处理

（1）事故发生后，玉山镇有关部门按照有关规定迅速采取措施，积极稳妥、深入细

致地做好善后处置工作，救济、救助受事件影响的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的社会秩序。

（2）玉山镇及时调查统计事故影响范围和造成的损失程度，并按规定向上级报告和

向社会公布。

（3）后勤保障组迅速设立转移安置场所和救济物资供应站点，做好受事件影响的群

众的安置和救济款物接收、发放等工作，确保群众基本生活，并做好群众的安抚工作。

有关单位、村居、村委会积极支持、配合便民服务中心妥善安置、安抚群众，并提供心

理及司法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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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医疗救护组做好事故现场的消毒、疫情监控和食品、饮用水的卫生监督等工作。

（5）玉山镇组织人员进行现场清理。若因调查需要暂缓清理的，应组织保护好现场，

待批准后再行清理。在清理过程中可能导致危险发生或清理工作有特殊要求的，由专业

队伍进行清理。

（6）玉山镇和有关部门及时制订计划，采取切实措施，使受事件影响的群众迅速恢

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若需要由临沭县人民政府、上级部门制订方案的，根据制订

的方案，玉山镇政府和有关部门组织实施。

（7）做好在事故中被损害公共基础设施等的修复工作。通信、供电、供水、供气、

城市排水设施、城市道路等公用设施被损尚未恢复的，有关部门和单位迅速组织力量修

复。

（8）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玉山镇做好物资、劳务征用补偿及赔偿工作。

3.5.12 应急恢复

玉山镇应急指挥部或上级应急指挥部宣布应急结束后，各参与应急救援的机构、组

织、部门、队伍及有关人员，投入救援的车辆、装备、设施、设备，消耗的救援物品、

药剂及损坏物品等，要尽快恢复、补充、维修，在 48小时之内恢复正常应急状态。

3.6 信息发布、事故调查和总结评估

充分运用广播、电视、报刊、政府网站、政府公报等形式，向社会公开或通报突发

事件信息，方便群众及时获得信息，保障公民享有知情权，并有效引导舆论。一般情况

下，由现场指挥部在第一时间发布权威信息。必要时，由临沭县人民政府召开新闻发布

会或发表电视讲话，通报有关情况。

1.新闻报道组按照有关规定对事故相关新闻信息进行综合、分析，拟订发布的内容、

范围和方式，经应急指挥部负责人审定后组织发布。各新闻媒体要严格按照有关规定，

做好信息发布工作。

2.信息发布应当及时、准确、客观、全面。事件发生的第一时间向社会发布简要信息，

随后发布初步核实情况、政府应对措施和公众防范措施等，并根据事件处置情况做好后

续发布工作。

3.事故调查组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对事故展开全面调查。

4.善后处理组根据有关规定和合同对参加保险的企业或人员及时开展各项保险理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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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

5.善后处置工作完成后，现场应急指挥及时总结应急救援经验教训，提出改进建议，

形成总结报告报送镇应急指挥部。相关部门和单位认真研究汲取事故应急救援的经验与

教训，对应急救援预案进行有针对性的完善和补充。

3.7 保障措施

3.7.1 队伍保障

1.玉山镇建立各类专业人才库，根据实际需要聘请专家，为玉山镇制订中长期公共安

全规划、信息系统建设、强化危机管理等提供决策意见咨询和建议；参与突发事件的灾

害评估、灾情分析和应急科学研究等工作；必要时，参与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工作。

2.建立镇街应急救援队伍；相关企业依法组建和完善专业救援队伍；玉山镇应急指挥

部掌握区域内所有应急救援队伍资源信息，并督促检查应急救援队伍建设和应急准备情

况。

3.一旦发生一般及以上人员密集场所突发事故，公安、消防、医疗卫生等抢险队伍迅

速赶赴现场，立即组织全力以赴、争分夺秒的救援，防范事态扩大，消除次生灾害，努

力减少损失。

4.在充分发挥基本抢险队伍作用的同时，积极组织和借助社会资源，建立各类社会化、

群众性救援队伍，形成以专业队伍为主体、群众性队伍为辅助的应急抢险救援队伍网络。

5.合理部署和配置各类抢险救援队伍，制订各类应急处置专业技术方案，配备先进救

援装备，开展专业技能培训，定期组织跨部门、跨行业的人员密集场所突发事故应急处

置演练，加强组织协同和各专业保障，提高队伍快速反应和协同作战能力。

3.7.2 装备保障

玉山镇应急指挥部负责指导、协调专业应急救援装备的调配，实现资源共享。各专

业应急救援队伍和生产经营单位根据实际情况和需要配备必要的应急救援装备，并储备

必要的救援物资。

当发生人员密集场所突发事故时，应充分利用现有的消防设施、防污材料等救灾装

备和储备物资开展救援。应急救援储备资源不足时征用备用救援装备，征用救援装备所

需的费用，由事故发生地政府和事故单位予以解决。

现场应急指挥部利用现场救援和工程抢险装备信息数据库，快速准确调度，在最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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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内，把各类现场救援和工程抢险装备组织到最有效部位，迅速开展应急处置工作；

根据应急处置需要，对现场救援和工程抢险装备进行科学合理调配，确保能迅速切断灾

害链，防止次生灾害产生和蔓延。

3.7.3 基础设施及信息保障

玉山镇应急指挥部及各成员单位保证通讯联系畅通，应急电话保证24小时有人值守。

玉山镇应急救援指挥中心办公室负责各成员单位和人员的通信保障，做到即时联系、信

息畅通。

交通、电信、供电、供水、供气等公用设施管理部门尽快恢复被损坏道路、水、电、

气、通信等设施，保证应急指挥通讯系统畅通，确保应急救援工作的顺利开展和灾后恢

复。必要时可紧急调用或征用其他部门和社会通讯设施，确保指挥信息畅通。

3.7.4 物资与运输保障

玉山镇做好受灾群众的基本生活保障工作，确保受灾群众有饭吃、有水喝、有衣穿、

有住处、有病能得到及时医治。

政府部门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应急预案规定，做好物资储备工作；结合城市物流

业的发展，合理建设应急物资的储备网络；根据救援需要，保证足够的应急救援物资储

备，实现快速、及时供应到位。各相关部门负责组织救灾物资的生产调拨、紧急供应和

运输保障。安全保卫组及时对现场和相关通道实行交通管制，组织开通应急救援“绿色通

道”，负责交通工具的保障，确保救灾物资、器材和人员的紧急输送；道路、市政设施受

损时，迅速组织有关部门和专业队伍进行抢修，尽快恢复良好状态。相关地区协助做好

应急交通保障工作。

3.7.5 医疗卫生保障

医疗救护组负责组织医护人员配合组成的医疗队伍，迅速进入救灾现场，情况严重

紧急时向临沭县卫生健康局、临沂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报告，并由临沭县卫生健康局、临

沂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组建救护队伍，将职业中毒、烧伤等伤员安排至相应医疗机构接受

救治。

医疗救护队伍迅速进入救灾现场后，立即对伤员进行应急救治和心理咨询，尽最大

可能减少伤亡，消除恐惧心理。镇级医疗救护人员积极做好配合，服从调度。

3.7.6 资金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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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玉山镇人员密集场所突发事故应急处置以及应急管理（日常办公、演练）所必需

的专项资金，由玉山镇财政所列入财政预算。

3.7.7 治安保障

公安部门迅速组织事发现场的治安警戒和治安管理，在事发现场设立警戒线和警戒

哨，维护秩序，严惩趁机打劫和制造事端的犯罪行为；加强对重点地区、重点场所、重

点人群、重要物资设备的防护，必要时及时疏散受灾群众。村居保安队伍充分发挥群防

群治的作用，协助专业队伍维护社会治安。

3.7.8 社会力量

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应急指挥部现场指挥部可调动本行政区域社会力量和志愿者

配合应急救援工作。

3.8 培训与演练

3.8.1 应急培训

玉山镇应急办应广泛宣传应急法律、法规和预防、避险、自救、互救、减灾等知识

和技能，并有组织、有计划地为公民提供减灾知识和技能培训。将防灾减灾教育培训纳

入党政领导干部培训内容。举办各类领导干部培训班，同时开设综合减灾、紧急处置及

防灾救灾组织指挥课程。应急管理和救援人员由专业部门负责培训。

玉山镇应急办不定期组织相关部门、村居等应急管理机构以及专业救援队伍的相关

人员进行应急业务培训。有关部门、村居可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做好专职、兼职应急救

援队伍的培训，积极组织社会志愿者的培训，提高公众自救、互救能力。

3.8.2 应急演练

玉山镇应急指挥部每年至少组织一次突发事件或专项事件的应急演练，提高应对突

发事件的应急反应能力。应急演习前应编制好演练计划。演练可采用桌面推演、功能演

练和全面演练等形式。

高危和人员密集单位应当每半年至少组织 1次综合或者专项应急预案演练，每 2年

对所有专项应急预案至少组织 1次演练，每半年对所有现场处置方案至少组织 1次演练。

其他生产经营单位应当每年至少组织 1次综合或者专项应急预案演练，每 3年对所

有专项应急预案至少组织 1次演练，每年对所有现场处置方案至少组织 1次演练。

演练结束后，各相关机构、部门和参演人员要做好演练总结点评工作，总结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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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改进工作机制和演练计划，并作为预案完善的依据。

3.9 奖励与责任追究

3.9.1 奖励

对在人员密集场所突发事故应急救援工作中有下列表现之一的单位和个人，根据有

关规定给予表彰或者奖励：

1.出色完成应急处置任务的。

2.抢排险事故或抢救人员有功，使国家、集体和人民生命财产免受损失或减少损失的。

3.对应急救援工作提出重大建议且实施效果显著的。

4.有其他特殊贡献的。

3.9.2 责任追究

在人员密集场所突发事故应急救援工作中有下列行为之一的，按照法律、法规及有

关规定，对有关责任人员分别予以行政处分、治安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不按规定制订事故应急预案，拒绝履行应急准备义务的。

2.不及时报告事故真实情况，延误处置时机的。

3.不服从指挥机构的命令和指挥，在应急响应时临阵脱逃的。

4.盗窃、挪用、贪污应急救援资金或者物资的。

5.阻碍应急救援人员依法执行任务或进行破坏活动的。

6.散布谣言、扰乱社会秩序的。

7.有其他危害应急救援工作行为的。

3.10 附则

3.10.1 应急预案备案

本应急救援预案报临沭县应急管理局备案。

3.10.2 制定发布与解释

本预案由玉山镇应急办负责组织制定，经应急管理专家评审通过后，由玉山镇镇长

批准发布，由玉山镇应急办负责解释。

3.10.3 维护和更新

本预案每三年修订一次。如遇法规标准更新或预案演练后总结评审认为有不妥之处，

应适时组织修订完善，报玉山镇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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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及时修订相关预案：

1.制定预案所依据的法律、法规、规章、标准发生重大变化；

2.应急指挥机构及其职责发生调整；

3.安全生产面临的风险发生重大变化；

4.重要应急资源发生重大变化；

5.在预案演练或者应急救援中发现需要修订预案的重大问题；

6.其他应当修订的情形。

3.10.4 应急预案实施

本预案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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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临沭县玉山镇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专项应急预案

4.1 总则

4.1.1 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社会公众身心健康严重损害的重大传染

病、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重大食物和职业中毒以及因自然灾害、事故灾难或社会安全

等事件引起的严重影响公众身心健康的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处理工作。

4.2 事件分级

特别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包括：

1.肺鼠疫、肺炭疽在大、中城市发生，疫情有扩散趋势；或肺鼠疫、肺炭疽疫情波及

包括我省在内的 2个以上省份，并有进一步扩散趋势，或在一个县内、一个平均潜伏期

内发病 10例以上；

2.发生传染性非典型肺炎、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病例波及 2个以上市，疫情有扩散

趋势；

3.涉及包括我省在内多个省份的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并有扩散趋势；

4.发生新传染病，或我国尚未发现的传染病在我省发生或传入我省，并有扩散趋势；

或发现我国已消灭的传染病在我省发生；

5.发生烈性病菌株、毒株、致病因子等丢失事件；

6.对包括我省在内的 2个以上省（区、市）造成严重威胁，并有进一步扩散趋势的特

别重大食品安全事故；

7.与我国通航的国家和地区发生烈性传染病疫情，并在我省发现输入性病例，严重危

及我国公共卫生安全的事件；

8.发生涉及我省跨地区（香港、澳门、台湾）、跨国食品安全事故，造成特别严重社

会影响的；

9.其他危害特别严重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包括：

1.在 1个县行政区域内，1个平均潜伏期内发生 5例以上肺鼠疫、肺炭疽病例，或者

相关联的疫情波及 2个以上的县；

2.腺鼠疫发生流行，在 1个设区的市行政区域内，1个平均潜伏期内多点连续发病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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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以上，或流行范围波及 2个以上设区的市；

3.发生传染性非典型肺炎、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疑似病

4.霍乱在 1个设区的市行政区域内流行，1周内发病 30例以；或疫情波及 2个以上

设区的市，有扩散趋势；

5.乙类、丙类传染病疫情波及 2个以上县，1周内发病水平超过前 5年同期平均发病

水平 2倍以上；

6.我国尚未发现的传染病在我省发生或传入我省，尚未造成扩散；

7.发生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扩散到县以外的地区；

8.发生重大医源性感染事件；

9.预防接种或群体预防性服药出现人员死亡事件；

10.危害严重，影响范围涉及省内 2个以上设区的市级行政区域的重大食品安全事故；

11.一次中毒人数 10。人以上并出现死亡病例，或出现 10人以上死亡病例的重大食

品安全事故或食物中毒事件；

12.一次发生急性职业中毒 50人以上，或死亡 5人以上；

13.境内外隐匿运输、邮寄烈性生物病原体、生物毒素造成我省行政区域内人员感染

或死亡的；

14.药品安全事件，在全省范围影响大，波及范围广，蔓延势头紧急，已经发生 1人

以上死亡、或者 3人以上重伤、或者致人严重残疾、或者 10人以上轻伤、或者其他严重

后果的事件；

15.其他危害严重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较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包括：

1.发生肺鼠疫、肺炭疽病例，1个平均潜伏期内病例数未超过 5例，流行范围在一个

县行政区域内；

2.腺鼠疫发生流行，在 1个县行政区域内，1个平均潜伏期内连续发病 1。例以上；

或疫情波及 2个县；

3.霍乱在 1个县行政区域内发生，1周内发病 10例以上、30例以下；或波及 2个以

上县；

4.一周内在 1个县行政区域内，乙、丙类传染病发病水平超过前 5年同期平均发病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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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 1倍以上；

5.在 1个县行政区域内发现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并出现病例死亡；

6.预防接种或群体预防性服药出现群体心因性反应或不良反应；

7.影响范围涉及市级行政区域内 2个以上县行政区域，给人民群众饮食安全带来严重

危害的食品安全事故；

8.一次中毒人数 100人以上，或出现 10人以下死亡病例的食品安全事故或食物中毒

事件；

9.一次发生急性职业中毒 10人以上、50人以下，或死亡 5人以下；

10.药品安全事件，在市或县辖县内影响扩大，蔓延势头有升级趋势，已经导致 1人

重伤、或者 5人以上轻伤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事件。

11.其他较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一般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1.腺鼠疫在 1个县行政区域内发生，1个平均潜伏期内病例数 10例以下；

2.霍乱在 1个县行政区域内发生，1周内发病 10例以下；

3.影响范围涉及县级行政区域内 2个以上乡（镇），给消费者饮食安全带来严重危害

的食品安全事故；

4.一次中毒 3。人以上、10。人以下，未出现死亡病例的食品安全事故或食物中毒事

件；

5.一次急性职业中毒 1。人以下，病情可能危及生命；

6.药品安全事件，在一定区域内造成较大影响，危害较为严重，具有较为明显的蔓延

势头，已经导致 1人以上、5人以下轻伤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事件。

7.其他一般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4.3 组织机构及职责

参见临沭县玉山镇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相应内容。

4.4 事故预警、发布、响应和解除

4.4.1 预测与预警

1.玉山镇及有关部门按照各自职责范围加强对突发事件的监测工作。建立、健全监测

网络，明确监测项目，制订监测计划，广泛收集本行政区各种可能引发公共卫生事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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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建立风险分析与分级等制度，核实、分析、评估可能引发公共卫生事件的信息。

2.玉山镇应急指挥部与应急指挥部办公室负责突发事件信息汇总、处理工作；必要时，

组织专家、相关部门进行会商，科学分析、综合评价监测数据，对发生的公共卫生事件

趋势进行预测。

3.玉山镇应急指挥部针对各种可能发生的公共卫生事件，不断完善预测预警机制，科

学开展风险分析，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认定发生公共卫生事件可能性很大的，

玉山镇必须在 1小时内向临沭县应急指挥中心报告。

4.玉山镇和相关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的主要危险源、重大隐患的普查、登记和管理工

作；掌握本行政区域重大危险源数量、重大隐患分布和可能造成危害的程度以及影响范

围等基本情况；做好信息收集和风险分析工作。

4.4.2 预警级别

根据生产经营单位监测监控系统数据变化状况、事故险情紧急程度和发展势态或有

关部门提供的预警信息进行预警。按照公共卫生事件可能造成的危害程度、发展情况和

紧迫性等因素，将预警分成蓝色、黄色、橙色和红色 4个级别。

1.蓝色预警：表示预计将要发生一般事件，可能造成社会影响。

2.黄色预警：表示预计将要发生较大事件，可能造成一定的社会影响。

3.橙色预警：表示预计将要发生重大事件，可能造成较大的社会影响。

4.红色预警：表示预计将要发生特别重大事件，可能造成重大社会影响。

4.4.3 预警发布和解除

1.蓝色及以上预警由县级及以上应急管理部门发布或解除，镇应急指挥部及相关应急

管理部门按上级应急管理部门的预警进行发布与解除。

2.预警信息应包括：事件的类别、可能波及范围、可能危害程度、可能延续时间、提

醒事宜和应采取的相应措施等。预警信息的发布、调整和解除，可采用广播、电视、报

刊、信息网络、宣传车、警报器或组织人员逐户通知等方式。对老、幼、病、残、孕等

特殊人群以及学校等特殊场所和警报盲区应当采取有针对性的公告方式。

3.经过跟踪监测并对监测信息进行分析评估后，认为应当结束预警状态的，镇应急指

挥部办公室应及时向临沭县人民政府提出建议，由临沭县人民政府按照相应规定报临沂

市和山东省应急指挥中心，经批准后向社会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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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4 预警响应

针对事件危害程度、影响范围和事件发生单位控制事态的能力，对事件应急响应进

行分级，明确分级响应的基本原则。

1.蓝色及以上级别预警响应：临沭县（玉山镇）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及事发地企业事故

应急指挥部办公室相关人员到岗，确保通信畅通，通知应急救援队伍原地待命。

2.玉山镇建立相应的应急值班制度，负责日常接警工作。玉山镇相关部门监测到公共

卫生事件可能发生时，应立即核实、研判，迅速初步确定预警级别，由主管领导确定是

否报告临沭县应急指挥中心，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可以向处置公共卫生事件的工作机构报

警。实行首问接警制，任何接警单位不得以任何原因推诿信息接报和转报工作。

4.5 事件应急响应

4.5.1 事件报告

4.5.1.1 先期处置

发生公共卫生事件后，事件单位应立即启动相应应急预案，组织实施初期处置（人

员隔离，先期救治等），并按预案程序报告 110公安指挥中心、119消防指挥中心及单位

负责人；单位负责人要立即上报应急办等相关部门。

对发生的各类公共卫生事件，无论级别高低、规模大小、损伤轻重，当地村居、村

委会、事发单位要迅速调度力量，尽快判明事件性质和危害程度，及时采取相应的处置

措施，全力控制事态发展，减少财产损失和社会影响，并及时向上级应急指挥中心报告。

4.5.1.2 事件报告

1.根据《山东省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办法》（山东省人民政府第 342号令），

事故发生后,事故现场有关人员应当立即向本单位负责人报告;单位负责人接到报告后,应

当于１小时内报告事故发生地区人民政府应急管理部门和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

有关部门。情况紧急或者本单位负责人无法联络时,事故现场有关人员可以直接向事故发

生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急管理部门和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有关部门报告。

2.玉山镇应急办接到事故发生单位的事件信息报告后,应当按照下列规定上报事件情

况,并立即报告本级人民政府,同时通知公安机关等相关部门。

事件报告内容包括：

(一)事件发生单位的名称、地址、性质、产能等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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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以及事故现场情况;

(三)事件的简要经过;

(四)事件已经造成或者可能造成的伤亡人数(包括下落不明的人数)和初步估计的直

接经济损失;

(五)已经采取的措施;

(六)其他应当报告的情况。

事件快报、直报的内容可以适当简化;具体情况暂时不清楚的,可以先报事件总体情

况.。

4.事件具体情况暂时不清楚的，负责事件报告的单位可以先报事件概况，随后补报事

件全面情况。

5.事件报告后出现新情况的，应当及时补报。

4.5.2 应急响应

1.应急响应程序从应急指挥部办公室接到事件报告信息开始，应急响应程序见图 1-1。

现场应急指挥部根据已经掌握的情况，及时对事件影响范围进行预测，并将需要保护的

环境敏感点（如居民点）迅速报临沭县应急指挥中心，临沭县应急指挥中心制定保护方

案后，迅速通知有关部门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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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 应急响应程序图

特别重大、重大、较大、一般公共卫生事件发生后，玉山镇应立即启动最高级别应

急响应，进行先期处置，并上报至县政府及相关主管部门。特殊情况下可越级上报市政

府。

一般以下公共卫生事件发生后，玉山镇根据实际情况决定启动应急响应，必要时报

请启动县级层面应急响应。镇层面应急响应依据突发事件处置难度、现实结果或预期后

I、II、III、IV级预警

玉山镇公共卫生事件发生

事发单位组织自救，并立即报警

接警

信息确认、预警级别

关闭救援系统

信息反馈

镇街应急指挥救援

临沭县应急中心

指挥救援

现场应急指挥部到现场

应急资源调配

通信联络系统开通

现场应急救援小组到位

现场应急救援行动

信息系统开通

人员救助

工程抢险

安全警戒

现场监测

事故救援

交通管制

应急恢复

事态

控制

应急指挥中心到位

专家技术组到达现场

事态

控制

临沭县突发事件

总体应急预案

政府和社会资源调度

各救援小组到位

现场清理

解除警戒

善后处理

事故调查

应急结束

总结评审

现场应急救援行动

非应急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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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等，由高到低分为一级、二级。

启动一级响应由玉山镇党委和镇决定，由镇长组织指导协调，必要时赴事发地组织

指挥；

启动二级响应由镇决定，由镇分管负责同志和突发事件牵头应对部门主要负责同志

组织指导协调，必要时赴事发地组织指挥；

对涉及面广、敏感复杂的公共卫生事件，根据实际情况或有关领导批示、指示，或

应事发地政府的请求可适当提高响应级别，直至派出工作组赴事发地指导协调应急处置

和救援工作，必要时组织指挥。

4.5.3 预案启动

本专项预案启动见综合预案“3 运行机制”。

4.5.4 启动程序

当所发生的事件符合本预案启动条件时，应急指挥部执行如下程序：

1.组建现场指挥部，确定现场指挥部成员。

2.通知各专业处置工作组、相关成员单位和专家参加现场救援，制定救援方案。

3.调动有关装备、物资支援现场救援，通知有关部门做好交通、通信、物资、环保等

支援工作。

4.及时向公众及媒体发布事件应急救援信息，掌握舆论动态，回复有关质询。

5.需要有关应急力量支援时，向临沭县应急指挥中心提出请求。

4.5.5 各应急组织的响应

根据事件级别和发展态势，实施应急指挥机构启动、应急资源调配、应急救援、扩

大应急等响应程序。

预案一旦启动，由应急指挥部采用电话等方式通知各应急救援相关部门，迅速组织、

调集有关人员和装备，立即赶赴事件现场。事件发生地原有的应急救援力量归应急指挥

部统一调度指挥。

各应急救援相关部门接到预案启动命令后，迅速按自身职责组织人员和装备立即赶

赴现场，并向现场指挥部报告（已经参与应急救援工作的成员单位在现场指挥部成立后

立即向现场指挥部汇报现场情况）。现场指挥部应根据事件现场状况将各救援小组分组，

各小组按本预案职责行动，执行现场指挥部的各项命令，以最快的速度进入事件应急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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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状态。

4.5.6 应急救援

4.5.6.1 应急救援程序

应急救援相关部门和人员到达事发地后，应迅速整理队伍和装备，立即向现场指挥

部报告。由现场指挥部按照现场侦检和专家组的有关建议，制订具体现场应急救援方案，

并对各应急救援小组下达应急救援命令。各应急救援小组在接到现场指挥部命令后，应

按照规定穿戴好相关防护用品，按照方案规定的各自职责、分工路线和位置进入事件现

场进行应急救援。各应急救援小组在应急救援过程中要服从命令，听从指挥，注意自身

安全，遇到突发情况要迅速上报。

4.5.6.2 现场处置措施

1.传染病

出现传染性非典型肺炎、冠状病毒及肺炭疽的疑似病例等其他传染病疫情，根据传

染病的种类和病人的活动范围，在信访办的指导下，做好相关工作。

（1）一般突发事件

①立即启动每日报告制度和零报告制度，加强疫情的通报，做好预防。

②加强对接触人群的跟踪管理，做好生产经营单位、学校、超市、市场、公共场所

等人员密集场所的通风换气工作，并采取必要的消毒措施。

③严格执行进出入人员的管理制度。

④个人做好个体防护，如人员密集场所佩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养成良好卫生习

惯，如勤洗手、勤消毒、多通风、少聚集等。

⑤积极接种国家批准的疫苗，共同建立免疫屏障。

（2）较大、重大突发事件

①开展针对卫生健康教育，印发宣传资料，在醒目位置张贴宣传标语和宣传画，提

高群众的自我防护意识和防护能力，外出和进入公共场所要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

②每日定时测量体温，发现异常情况及时上报。

③对重大传染病的密切接触者，配合卫生部门做好隔离、医学观察和消毒等工作。

④加大进出事故发生单位大门的管理力度，控制外来人员进入，实行健康通通行卡

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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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个人做好个体防护，如人员密集场所佩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养成良好卫生习

惯，如勤洗手、勤消毒、多通风、少聚集等。

⑤积极接种国家批准的疫苗，共同建立免疫屏障。

（3）特别重大突发事件

①以村、村居、企业等组织为单位，进行群防群控，如实行封闭式管理（居家隔离、

整村封闭等），并加强外来人员管制，对异常人员，划定独立隔离区，实行重点医疗管

控。

②全面掌握和控制人员的流动情况，人员外出必须向所在单位请假；外出人员返回

后，必须进行医学观察。对缺勤者要逐一登记，及时查明缺勤原因。

③避免人群的聚集和流动，暂停一切大型的集体活动，不安排生产等。

④对人员密集场所（超市、市场、食堂）、电梯、厕所等公共场所每天进行消毒处

理，通风换气。

⑤每天公布疫情的防控工作情况。

⑥积极接种国家批准的疫苗，共同建立免疫屏障。

2.食物中毒

一旦发生集体食物中毒时，事故发生地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领导小组做好下列工作：

（1）立即停止此食物供应，并在第一时间报告当地卫生行政部门。

（2）立即对病员进行救治，重症人员转送往医院救治。

（3）保留造成食物中毒或可能导致食物中毒的食品及其原料、工具、设备和现场，

并进行初步化验。

（4）积极配合卫生部门进行调查，并按要求如实提供有关资料和样品。

（5）配合卫生部门分析引起食物中毒的原因，总结经验教训，提出整改意见，杜绝

此类事件的再次发生。

3.接种严重反应或事故、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等突发事件

（1）迅速报告上级主管部门或当地卫生行政部门，请求派遣专业人员开展流行病学

调查，查明事件原因。

（2）及时将患病群众送医院接受治疗。

（3）积极采取有效措施，消除危害，制止事态的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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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总结经验教训，查漏补缺，杜绝隐患。

4.5.7 扩大应急响应和紧急处置

如果应急处置未能控制事故发展，事故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可能波及更大范围造

成严重危害的，必须立即报告临沭县应急指挥中心。

当事故发展到玉山镇难以控制和处置时，由玉山镇应急指挥部或镇政府向临沭县应

急指挥中心或临沂市政府报告，请求支援或提请启动相应的上一级应急预案。

在启动上级预案之前，本预案各机构仍按职责实施应急救援。启动上级应急预案之

后，本预案各成员单位和专业处置工作组按照上级应急指挥部的要求实施救援。

出现急剧恶化的特殊险情时，现场指挥部在充分考虑专家和有关方面意见的基础上，

依法采取紧急处置措施。

4.5.8 现场人员的安全防护

现场指挥部应对现场的安全情况进行科学评估，保障现场应急工作人员的人身安全。

必要时，要对应急工作人员进行现场短暂培训后，再开展救援行动。

根据事故的特点及其引发物质的不同以及应急人员的职责，采取不同的防护措施。

应急救援指挥人员、医务人员和其他不进入污染区域的应急人员，一般配备过滤式防毒

面罩、防护服、防毒手套、防毒靴等。

现场应急指挥部根据需要，具体协调、调集相应的安全防护装备。

4.5.9 群众的安全防护

根据不同事故的特点，组织和指导群众就地取材（如口罩、消毒酒精等），采取简

易有效的防护措施自我防护。根据实际情况，制订切实可行的疏散程序，包括疏散组织、

指挥机构、疏散范围、疏散方式、疏散路线、疏散集合点、疏散人员的照顾等。组织群

众撤离危险区域时，应选择安全的撤离路线，避免横穿危险区域。

4.5.10 现场应急结束

事故现场得以控制，环境符合有关标准，导致次生、衍生事故隐患消除后，依据法

定程序，经相应级别的应急指挥中心批准，宣布解除灾情，终止应急状态。

现场应急处置工作结束，应急救援队伍撤离现场，组织疏散居民返回居住地，转入

正常工作。

4.5.11 善后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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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事故发生后，玉山镇有关部门按照有关规定迅速采取措施，积极稳妥、深入细

致地做好善后处置工作，救济、救助受事件影响的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的社会秩序。

（2）玉山镇及时调查统计事故影响范围和造成的损失程度，并按规定向上级报告和

向社会公布。

（3）后勤保障组迅速设立转移安置场所和救济物资供应站点，做好受事件影响的群

众的安置和救济款物接收、发放等工作，确保群众基本生活，并做好群众的安抚工作。

有关单位、村居、村委会积极支持、配合便民服务中心妥善安置、安抚群众，并提供心

理及司法援助。

（4）医疗救护组做好事故现场的消毒、疫情监控和食品、饮用水的卫生监督等工作。

（5）玉山镇组织人员进行现场清理。若因调查需要暂缓清理的，应组织保护好现场，

待批准后再行清理。在清理过程中可能导致危险发生或清理工作有特殊要求的，由专业

队伍进行清理。

（6）玉山镇和有关部门及时制订计划，采取切实措施，使受事件影响的群众迅速恢

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若需要由临沭县人民政府、上级部门制订方案的，根据制订

的方案，玉山镇政府和有关部门组织实施。

（7）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玉山镇做好物资、劳务征用补偿及赔偿工作。

4.5.12 应急恢复

玉山镇应急指挥部或上级应急指挥部宣布应急结束后，各参与应急救援的机构、组

织、部门、队伍及有关人员，投入救援的车辆、装备、设施、设备，消耗的救援物品、

药剂及损坏物品等，要尽快恢复、补充、维修，在 48小时之内恢复正常应急状态。

4.6 信息发布、事故调查和总结评估

充分运用广播、电视、报刊、政府网站、政府公报等形式，向社会公开或通报突发

事件信息，方便群众及时获得信息，保障公民享有知情权，并有效引导舆论。一般情况

下，由现场指挥部在第一时间发布权威信息。必要时，由临沭县人民政府召开新闻发布

会或发表电视讲话，通报有关情况。

1.新闻报道组按照有关规定对事故相关新闻信息进行综合、分析，拟订发布的内容、

范围和方式，经应急指挥部负责人审定后组织发布。各新闻媒体要严格按照有关规定，

做好信息发布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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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信息发布应当及时、准确、客观、全面。事件发生的第一时间向社会发布简要信息，

随后发布初步核实情况、政府应对措施和公众防范措施等，并根据事件处置情况做好后

续发布工作。

3.事故调查组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对事故展开全面调查。

4.善后处理组根据有关规定和合同对参加保险的企业或人员及时开展各项保险理赔

工作。

5.善后处置工作完成后，现场应急指挥及时总结应急救援经验教训，提出改进建议，

形成总结报告报送镇应急指挥部。相关部门和单位认真研究汲取事故应急救援的经验与

教训，对应急救援预案进行有针对性的完善和补充。

4.7 保障措施

4.7.1 队伍保障

1.玉山镇建立各类专业人才库，根据实际需要聘请专家，为玉山镇制订中长期公共安

全规划、信息系统建设、强化危机管理等提供决策意见咨询和建议；参与突发事件的灾

害评估、灾情分析和应急科学研究等工作；必要时，参与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工作。

2.建立镇街应急救援队伍；相关企业依法组建和完善专业救援队伍；玉山镇应急指挥

部掌握区域内所有应急救援队伍资源信息，并督促检查应急救援队伍建设和应急准备情

况。

3.一旦发生一般及以上公共卫生事件，公安、消防、医疗卫生等抢险队伍迅速赶赴现

场，立即组织全力以赴、争分夺秒的救援，防范事态扩大，消除次生灾害，努力减少损

失。

4.在充分发挥基本抢险队伍作用的同时，积极组织和借助社会资源，建立各类社会化、

群众性救援队伍，形成以专业队伍为主体、群众性队伍为辅助的应急抢险救援队伍网络。

5.合理部署和配置各类抢险救援队伍，制订各类应急处置专业技术方案，配备先进救

援装备，开展专业技能培训，定期组织跨部门、跨行业的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演练，

加强组织协同和各专业保障，提高队伍快速反应和协同作战能力。

4.7.2 装备保障

玉山镇应急指挥部负责指导、协调专业应急救援装备的调配，实现资源共享。各专

业应急救援队伍和生产经营单位根据实际情况和需要配备必要的应急救援装备，并储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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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的救援物资。

当发生公共卫生事件时，应充分利用现有的消防设施、防污材料等救灾装备和储备

物资开展救援。应急救援储备资源不足时征用备用救援装备，征用救援装备所需的费用，

由事故发生地政府和事故单位予以解决。

现场应急指挥部利用现场救援和工程抢险装备信息数据库，快速准确调度，在最短

时间内，把各类现场救援和工程抢险装备组织到最有效部位，迅速开展应急处置工作；

根据应急处置需要，对现场救援和工程抢险装备进行科学合理调配，确保能迅速切断灾

害链，防止次生灾害产生和蔓延。

4.7.3 信息保障

玉山镇应急指挥部及各成员单位保证通讯联系畅通，应急电话保证24小时有人值守。

玉山镇应急救援指挥中心办公室负责各成员单位和人员的通信保障，做到即时联系、信

息畅通。

4.7.4 物资与运输保障

玉山镇做好受灾群众的基本生活保障工作，确保受灾群众有饭吃、有水喝、有衣穿、

有住处、有病能得到及时医治。

政府部门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应急预案规定，做好物资储备工作；结合城市物流

业的发展，合理建设应急物资的储备网络；根据救援需要，保证足够的应急救援物资储

备，实现快速、及时供应到位。各相关部门负责组织救灾物资的生产调拨、紧急供应和

运输保障。安全保卫组及时对现场和相关通道实行交通管制，组织开通应急救援“绿色通

道”，负责交通工具的保障，确保救灾物资、器材和人员的紧急输送；道路、市政设施受

损时，迅速组织有关部门和专业队伍进行抢修，尽快恢复良好状态。相关地区协助做好

应急交通保障工作。

4.7.5 医疗卫生保障

医疗救护组负责组织医护人员配合组成的医疗队伍，迅速进入救灾现场，情况严重

紧急时向临沭县卫生健康局、临沂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报告，并由临沭县卫生健康局、临

沂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组建救护队伍，将伤员安排至相应医疗机构接受救治。

医疗救护队伍迅速进入救灾现场后，立即对伤员进行应急救治和心理咨询，尽最大

可能减少伤亡，消除恐惧心理。镇级医疗救护人员积极做好配合，服从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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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6 资金保障

对玉山镇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以及应急管理（日常办公、演练）所必需的专项资

金，由玉山镇财政所列入财政预算。

4.7.7 治安保障

公安部门迅速组织事发现场的治安警戒和治安管理，在事发现场设立警戒线和警戒

哨，维护秩序，严惩趁机打劫和制造事端的犯罪行为；加强对重点地区、重点场所、重

点人群、重要物资设备的防护，必要时及时疏散受灾群众。村居保安队伍充分发挥群防

群治的作用，协助专业队伍维护社会治安。

4.7.8 社会力量

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应急指挥部现场指挥部可调动本行政区域社会力量和志愿者

配合应急救援工作。

4.8 培训与演练

4.8.1 应急培训

玉山镇应急办应广泛宣传应急法律、法规和预防、避险、自救、互救、减灾等知识

和技能，并有组织、有计划地为公民提供减灾知识和技能培训。将防灾减灾教育培训纳

入党政领导干部培训内容。举办各类领导干部培训班，同时开设综合减灾、紧急处置及

防灾救灾组织指挥课程。应急管理和救援人员由专业部门负责培训。

玉山镇应急办不定期组织相关部门、村居等应急管理机构以及专业救援队伍的相关

人员进行应急业务培训。有关部门、村居可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做好专职、兼职应急救

援队伍的培训，积极组织社会志愿者的培训，提高公众自救、互救能力。

4.8.2 应急演练

玉山镇应急指挥部每年至少组织一次突发事件或专项事件的应急演练，提高应对突

发事件的应急反应能力。应急演习前应编制好演练计划。演练可采用桌面推演、功能演

练和全面演练等形式。

高危和人员密集单位应当每半年至少组织 1次综合或者专项应急预案演练，每 2年

对所有专项应急预案至少组织 1次演练，每半年对所有现场处置方案至少组织 1次演练。

其他生产经营单位应当每年至少组织 1次综合或者专项应急预案演练，每 3年对所

有专项应急预案至少组织 1次演练，每年对所有现场处置方案至少组织 1次演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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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练结束后，各相关机构、部门和参演人员要做好演练总结点评工作，总结经验，

不断改进工作机制和演练计划，并作为预案完善的依据。

4.9 奖励与责任追究

4.9.1 奖励

对在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救援工作中有下列表现之一的单位和个人，根据有关规定给

予表彰或者奖励：

1.出色完成应急处置任务的。

2.抢排险事故或抢救人员有功，使国家、集体和人民生命财产免受损失或减少损失的。

3.对应急救援工作提出重大建议且实施效果显著的。

4.有其他特殊贡献的。

4.9.2 责任追究

在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救援工作中有下列行为之一的，按照法律、法规及有关规定，

对有关责任人员分别予以行政处分、治安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不按规定制订事件应急预案，拒绝履行应急准备义务的。

2.不及时报告事件真实情况，延误处置时机的。

3.不服从指挥机构的命令和指挥，在应急响应时临阵脱逃的。

4.盗窃、挪用、贪污应急救援资金或者物资的。

5.阻碍应急救援人员依法执行任务或进行破坏活动的。

6.散布谣言、扰乱社会秩序的。

7.有其他危害应急救援工作行为的。

4.10 附则

4.10.1 应急预案备案

本应急救援预案报临沭县应急管理局备案。

4.10.2 制定发布与解释

本预案由玉山镇应急办负责组织制定，经应急管理专家评审通过后，由玉山镇镇长

批准发布，由玉山镇应急办负责解释。

4.10.3 维护和更新

本预案每三年修订一次。如遇法规标准更新或预案演练后总结评审认为有不妥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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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适时组织修订完善，报玉山镇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及时修订相关预案：

1.制定预案所依据的法律、法规、规章、标准发生重大变化；

2.应急指挥机构及其职责发生调整；

3.安全生产面临的风险发生重大变化；

4.重要应急资源发生重大变化；

5.在预案演练或者应急救援中发现需要修订预案的重大问题；

6.其他应当修订的情形。

4.10.4 应急预案实施

本预案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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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临沭县玉山镇突发群体性事件专项应急预案

5.1 总则

5.1.1 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玉山镇范围内突发群体事件的应急工作，主要包括下列严重危害人民

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扰乱社会治安秩序的群体性行为，以及造成重大社会影响的群体性

行为：

1.发生 3人及以上规模的集体上访事件。

2.发生人数较多的非法集会、游行、示威。

3.发生聚众阻挠重点工程建设施工的。

4.发生严重影响社会稳定的罢工行为。

5.发生影响社会稳定的非法宗教活动。

6.发生聚众围堵、冲击党政机关、要害部门、重要场所的。

7.发生聚众堵塞公共交通枢纽、交通干线，破坏公共交通秩序或非法占据公共场所。

8.重大文体、商贸或接待活动中发生的群体性突发事件。

9.发生其他严重破坏社会秩序、危害公共安全的活动或行为，如打架斗殴、聚众赌博

等。

5.2 组织机构及职责

参见临沭县玉山镇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相应内容。

5.3 事故预警、发布、响应和解除

5.3.1 预测与预警

1.玉山镇及有关部门按照各自职责范围加强对突发事件的监测工作。建立、健全监测

网络，明确监测项目，制订监测计划，广泛收集本行政区各种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的信

息；建立风险分析与分级等制度，核实、分析、评估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的信息。

2.玉山镇应急指挥部与应急指挥部办公室负责突发事件信息汇总、处理工作；必要时，

组织专家、相关部门进行会商，科学分析、综合评价监测数据，对发生的群体性事件趋

势进行预测。

3.玉山镇应急指挥部针对各种可能发生的群体性事件，不断完善预测预警机制，科学

开展风险分析，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认定发生群体性事件可能性很大的，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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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镇必须在 1小时内向临沭县应急指挥中心报告。

4.玉山镇和相关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的主要危险源、重大隐患的普查、登记和管理工

作；掌握本行政区域重大危险源数量、重大隐患分布和可能造成危害的程度以及影响范

围等基本情况；做好信息收集和风险分析工作。

5.3.2 预警级别

根据生产经营单位监测监控系统数据变化状况、事故险情紧急程度和发展势态或有

关部门提供的预警信息进行预警。按照群体性事件可能造成的危害程度、发展情况和紧

迫性等因素，将预警分成蓝色、黄色、橙色和红色 4个级别。

1.蓝色预警：表示预计将要发生一般事件，可能造成社会影响。

2.黄色预警：表示预计将要发生较大事件，可能造成一定的社会影响。

3.橙色预警：表示预计将要发生重大事件，可能造成较大的社会影响。

4.红色预警：表示预计将要发生特别重大事件，可能造成重大社会影响。

5.3.3 预警发布和解除

1.蓝色及以上预警由县级及以上应急管理部门发布或解除，镇应急指挥部及相关应急

管理部门按上级应急管理部门的预警进行发布与解除。

2.预警信息应包括：事件的类别、可能波及范围、可能危害程度、可能延续时间、提

醒事宜和应采取的相应措施等。预警信息的发布、调整和解除，可采用广播、电视、报

刊、信息网络、宣传车、警报器或组织人员逐户通知等方式。对老、幼、病、残、孕等

特殊人群以及学校等特殊场所和警报盲区应当采取有针对性的公告方式。

3.经过跟踪监测并对监测信息进行分析评估后，认为应当结束预警状态的，镇应急指

挥部办公室应及时向临沭县人民政府提出建议，由临沭县人民政府按照相应规定报临沂

市和山东省应急指挥中心，经批准后向社会公布。

5.3.4 预警响应

针对事件危害程度、影响范围和事件发生单位控制事态的能力，对事件应急响应进

行分级，明确分级响应的基本原则。

1.蓝色及以上级别预警响应：临沭县（玉山镇）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及事发地企业事故

应急指挥部办公室相关人员到岗，确保通信畅通，通知应急救援队伍原地待命。

2.玉山镇建立相应的应急值班制度，负责日常接警工作。玉山镇相关部门监测到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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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事件可能发生时，应立即核实、研判，迅速初步确定预警级别，由主管领导确定是否

报告临沭县应急指挥中心，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可以向处置群体性事件的工作机构报警。

实行首问接警制，任何接警单位不得以任何原因推诿信息接报和转报工作。

5.4 事件应急响应

5.4.1 事件报告

5.4.1.1 先期处置

发生群体性事件后，事件单位应立即启动相应应急预案，组织实施初期处置（人员

隔离，先期救治等），并按预案程序报告 110公安指挥中心、119消防指挥中心及单位负

责人；单位负责人要立即上报应急办等相关部门。

对发生的各类群体性事件，无论级别高低、规模大小、损伤轻重，当地村居、村委

会、事发单位要迅速调度力量，尽快判明事件性质和危害程度，及时采取相应的处置措

施，全力控制事态发展，减少财产损失和社会影响，并及时向上级应急指挥中心报告。

5.4.1.2 事件报告

1.根据《山东省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办法》（山东省人民政府第 342号令），

事故发生后,事故现场有关人员应当立即向本单位负责人报告;单位负责人接到报告后,应

当于１小时内报告事故发生地区人民政府应急管理部门和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

有关部门。情况紧急或者本单位负责人无法联络时,事故现场有关人员可以直接向事故发

生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急管理部门和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有关部门报告。

2.玉山镇应急办接到事故发生单位的事件信息报告后,应当按照下列规定上报事件情

况,并立即报告本级人民政府,同时通知公安机关等相关部门。

事件报告内容包括：

(一)事件发生单位的名称、地址、性质、产能等基本情况;

(二)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以及事故现场情况;

(三)事件的简要经过;

(四)事件已经造成或者可能造成的伤亡人数(包括下落不明的人数)和初步估计的直

接经济损失;

(五)已经采取的措施;

(六)其他应当报告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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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快报、直报的内容可以适当简化;具体情况暂时不清楚的,可以先报事件总体情

况。

4.事件具体情况暂时不清楚的，负责事件报告的单位可以先报事件概况，随后补报事

件全面情况。

5.事件报告后出现新情况的，应当及时补报。

5.4.2 应急响应

1.应急响应程序从应急指挥部办公室接到事件报告信息开始，应急响应程序见图 1-1。

现场应急指挥部根据已经掌握的情况，及时对事件影响范围进行预测，并将需要保护的

环境敏感点（如居民点）迅速报临沭县应急指挥中心，临沭县应急指挥中心制定保护方

案后，迅速通知有关部门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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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 应急响应程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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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重大、重大、较大、一般群体性事件发生后，玉山镇应立即启动最高级别应急

响应，进行先期处置，并上报至县政府及相关主管部门。特殊情况下可越级上报市政府。

一般以下群体性事件发生后，玉山镇根据实际情况决定启动应急响应，必要时报请

启动县级层面应急响应。镇层面应急响应依据突发事件处置难度、现实结果或预期后果

等，由高到低分为一级、二级。

启动一级响应由玉山镇党委和镇决定，由镇长组织指导协调，必要时赴事发地组织

指挥；

启动二级响应由镇决定，由镇分管负责同志和突发事件牵头应对部门主要负责同志

组织指导协调，必要时赴事发地组织指挥；

对涉及面广、敏感复杂的群体性事件，根据实际情况或有关领导批示、指示，或应

事发地政府的请求可适当提高响应级别，直至派出工作组赴事发地指导协调应急处置和

救援工作，必要时组织指挥。

5.4.3 预案启动

本专项预案启动见综合预案“3 运行机制”。

5.4.4 启动程序

当所发生的事件符合本预案启动条件时，应急指挥部执行如下程序：

1.组建现场指挥部，确定现场指挥部成员。

2.通知各专业处置工作组、相关成员单位和专家参加现场救援，制定救援方案。

3.调动有关装备、物资支援现场救援，通知有关部门做好交通、通信、物资、环保等

支援工作。

4.及时向公众及媒体发布事件应急救援信息，掌握舆论动态，回复有关质询。

5.需要有关应急力量支援时，向临沭县应急指挥中心提出请求。

5.4.5 各应急组织的响应

根据事件级别和发展态势，实施应急指挥机构启动、应急资源调配、应急救援、扩

大应急等响应程序。

预案一旦启动，由应急指挥部采用电话等方式通知各应急救援相关部门，迅速组织、

调集有关人员和装备，立即赶赴事件现场。事件发生地原有的应急救援力量归应急指挥

部统一调度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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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应急救援相关部门接到预案启动命令后，迅速按自身职责组织人员和装备立即赶

赴现场，并向现场指挥部报告（已经参与应急救援工作的成员单位在现场指挥部成立后

立即向现场指挥部汇报现场情况）。现场指挥部应根据事件现场状况将各救援小组分组，

各小组按本预案职责行动，执行现场指挥部的各项命令，以最快的速度进入事件应急救

援状态。

5.4.6 应急救援

5.4.6.1 应急救援程序

应急救援相关部门和人员到达事发地后，应迅速整理队伍和装备，立即向现场指挥

部报告。由现场指挥部按照现场侦检和专家组的有关建议，制订具体现场应急救援方案，

并对各应急救援小组下达应急救援命令。各应急救援小组在接到现场指挥部命令后，应

按照规定穿戴好相关防护用品，按照方案规定的各自职责、分工路线和位置进入事件现

场进行应急救援。各应急救援小组在应急救援过程中要服从命令，听从指挥，注意自身

安全，遇到突发情况要迅速上报。

5.4.6.2 现场处置措施

1.玉山镇生产经营单位、村居若出现涉及本单位工作的苗头或群体性事件尚处在酝酿

过程中的，由单位负责人（分管领导）出面做好化解疏导工作，认真听取群众意见和要

求，应当解决的要明确答复群众；不能解决的，要说明原因，讲清道理，并做好思想教

育和法制宣传工作，化解矛盾，避免事态扩大。同时要将工作情况及时报玉山镇应急指

挥部，并准备好处置预案。

2.群体性事件发生后，涉及部门的应急领导小组成员在接到玉山镇应急指挥部通知后

15分钟内到达现场指挥、处置。现场的协调和秩序维护由综合协调组负责，现场接访对

话由党政办公室和涉及部门负责，对外接待及新闻报导工作由新闻报道组负责。

3.尽快控制事态的发展。负责现场处置工作的工作人员应诚恳听取群众代表的意见和

要求，面对面地做群众的工作，对群众提出的要求，符合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的，当场

表明解决问题的态度；无法当场明确表态解决的，责成责任部门限期研究解决；对确因

决策失误或者工作不力而侵害群众利益的，如实对群众讲明情况，公开承认失误，尽快

予以纠正；对群众提出的不合理要求，讲清道理，耐心细致地做好政策宣传解释和说服

教育工作；稳定群众情绪，及时疏导化解矛盾和冲突，控制事态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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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查明挑头人或组织者，现场处置领导要亲自与其谈话，表明态度，进行思想工作和

法制教育。

5.对煽动群众闹事、散布谣言、打架斗殴等情况的，公安机关依照法律法规进行处理。

5.4.7 扩大应急响应和紧急处置

如果应急处置未能控制事故发展，事故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可能波及更大范围造

成严重危害的，必须立即报告临沭县应急指挥中心。

当事故发展到玉山镇难以控制和处置时，由玉山镇应急指挥部或镇政府向临沭县应

急指挥中心或临沂市政府报告，请求支援或提请启动相应的上一级应急预案。

在启动上级预案之前，本预案各机构仍按职责实施应急救援。启动上级应急预案之

后，本预案各成员单位和专业处置工作组按照上级应急指挥部的要求实施救援。

出现急剧恶化的特殊险情时，现场指挥部在充分考虑专家和有关方面意见的基础上，

依法采取紧急处置措施。

5.4.8 现场人员的安全防护

现场指挥部应对现场的安全情况进行科学评估，保障现场应急工作人员的人身安全。

必要时，要对应急工作人员进行现场短暂培训后，再开展救援行动。

现场应急指挥部根据需要，具体协调、调集相应的安全防护装备。

5.4.9 现场应急结束

事故现场得以控制，环境符合有关标准，导致次生、衍生事故隐患消除后，依据法

定程序，经相应级别的应急指挥中心批准，宣布解除灾情，终止应急状态。

现场应急处置工作结束，应急救援队伍撤离现场，组织疏散居民返回居住地，转入

正常工作。

5.4.10 应急恢复

玉山镇应急指挥部或上级应急指挥部宣布应急结束后，各参与应急救援的机构、组

织、部门、队伍及有关人员，投入救援的车辆、装备、设施、设备，消耗的救援物品、

药剂及损坏物品等，要尽快恢复、补充、维修，在 48小时之内恢复正常应急状态。

5.5 信息发布、事故调查和总结评估

充分运用广播、电视、报刊、政府网站、政府公报等形式，向社会公开或通报突发

事件信息，方便群众及时获得信息，保障公民享有知情权，并有效引导舆论。一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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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由现场指挥部在第一时间发布权威信息。必要时，由临沭县人民政府召开新闻发布

会或发表电视讲话，通报有关情况。

1.新闻报道组按照有关规定对事故相关新闻信息进行综合、分析，拟订发布的内容、

范围和方式，经应急指挥部负责人审定后组织发布。各新闻媒体要严格按照有关规定，

做好信息发布工作。

2.信息发布应当及时、准确、客观、全面。事件发生的第一时间向社会发布简要信息，

随后发布初步核实情况、政府应对措施和公众防范措施等，并根据事件处置情况做好后

续发布工作。

3.事故调查组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对事故展开全面调查。

4.善后处理组根据有关规定和合同对参加保险的企业或人员及时开展各项保险理赔

工作。

5.善后处置工作完成后，现场应急指挥及时总结应急救援经验教训，提出改进建议，

形成总结报告报送镇应急指挥部。相关部门和单位认真研究汲取事故应急救援的经验与

教训，对应急救援预案进行有针对性的完善和补充。

5.6 保障措施

5.6.1 队伍保障

1.玉山镇建立各类专业人才库，根据实际需要聘请专家，为玉山镇制订中长期公共安

全规划、信息系统建设、强化危机管理等提供决策意见咨询和建议；参与突发事件的灾

害评估、灾情分析和应急科学研究等工作；必要时，参与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工作。

2.建立镇应急救援队伍；相关企业依法组建和完善专业救援队伍；玉山镇应急指挥部

掌握区域内所有应急救援队伍资源信息，并督促检查应急救援队伍建设和应急准备情况。

3.一旦发生一般及以上群体性事件，公安、消防、医疗卫生等抢险队伍迅速赶赴现场，

立即组织全力以赴、争分夺秒的救援，防范事态扩大，消除次生灾害，努力减少损失。

4.在充分发挥基本抢险队伍作用的同时，积极组织和借助社会资源，建立各类社会化、

群众性救援队伍，形成以专业队伍为主体、群众性队伍为辅助的应急抢险救援队伍网络。

5.合理部署和配置各类抢险救援队伍，制订各类应急处置专业技术方案，配备先进救

援装备，开展专业技能培训，定期组织跨部门、跨行业的群体性事件应急处置演练，加

强组织协同和各专业保障，提高队伍快速反应和协同作战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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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2 装备保障

玉山镇应急指挥部负责指导、协调专业应急救援装备的调配，实现资源共享。各专

业应急救援队伍和生产经营单位根据实际情况和需要配备必要的应急救援装备，并储备

必要的救援物资。

现场应急指挥部利用现场救援和工程抢险装备信息数据库，快速准确调度，在最短

时间内，把各类现场救援和工程抢险装备组织到最有效部位，迅速开展应急处置工作；

根据应急处置需要，对现场救援和工程抢险装备进行科学合理调配，确保能迅速切断灾

害链，防止次生灾害产生和蔓延。

5.6.3 信息保障

玉山镇应急指挥部及各成员单位保证通讯联系畅通，应急电话保证24小时有人值守。

玉山镇应急救援指挥中心办公室负责各成员单位和人员的通信保障，做到即时联系、信

息畅通。

5.6.4 医疗卫生保障

医疗救护组负责组织医护人员配合组成的医疗队伍，迅速进入救灾现场，情况严重

紧急时向临沭县卫生健康局、临沂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报告，并由临沭县卫生健康局、临

沂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组建救护队伍，将伤员安排至相应医疗机构接受救治。

医疗救护队伍迅速进入救灾现场后，立即对伤员进行应急救治和心理咨询，尽最大

可能减少伤亡，消除恐惧心理。镇级医疗救护人员积极做好配合，服从调度。

5.6.5 资金保障

对玉山镇群体性事件应急处置以及应急管理（日常办公、演练）所必需的专项资金，

由玉山镇财政所列入财政预算。

5.6.6 治安保障

公安部门迅速组织事发现场的治安警戒和治安管理，在事发现场设立警戒线和警戒

哨，维护秩序，严惩趁机打劫和制造事端的犯罪行为。

5.7 培训与演练

5.7.1 应急培训

玉山镇应急办应广泛宣传应急法律、法规和预防、避险、自救、互救、减灾等知识

和技能，并有组织、有计划地为公民提供减灾知识和技能培训。将防灾减灾教育培训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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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党政领导干部培训内容。举办各类领导干部培训班，同时开设综合减灾、紧急处置及

防灾救灾组织指挥课程。应急管理和救援人员由专业部门负责培训。

玉山镇应急办不定期组织相关部门、村居等应急管理机构以及专业救援队伍的相关

人员进行应急业务培训。有关部门、村居可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做好专职、兼职应急救

援队伍的培训，积极组织社会志愿者的培训，提高公众自救、互救能力。

5.7.2 应急演练

玉山镇应急指挥部每年至少组织一次突发事件或专项事件的应急演练，提高应对突

发事件的应急反应能力。应急演习前应编制好演练计划。演练可采用桌面推演、功能演

练和全面演练等形式。

高危和人员密集单位应当每半年至少组织 1次综合或者专项应急预案演练，每 2年

对所有专项应急预案至少组织 1次演练，每半年对所有现场处置方案至少组织 1次演练。

其他生产经营单位应当每年至少组织 1次综合或者专项应急预案演练，每 3年对所

有专项应急预案至少组织 1次演练，每年对所有现场处置方案至少组织 1次演练。

演练结束后，各相关机构、部门和参演人员要做好演练总结点评工作，总结经验，

不断改进工作机制和演练计划，并作为预案完善的依据。

5.8 奖励与责任追究

5.8.1 奖励

对在群体性事件应急救援工作中有下列表现之一的单位和个人，根据有关规定给予

表彰或者奖励：

1.出色完成应急处置任务的。

2.抢排险事故或抢救人员有功，使国家、集体和人民生命财产免受损失或减少损失的。

3.对应急救援工作提出重大建议且实施效果显著的。

4.有其他特殊贡献的。

5.8.2 责任追究

在群体性事件应急救援工作中有下列行为之一的，按照法律、法规及有关规定，对

有关责任人员分别予以行政处分、治安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不按规定制订事件应急预案，拒绝履行应急准备义务的。

2.不及时报告事件真实情况，延误处置时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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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不服从指挥机构的命令和指挥，在应急响应时临阵脱逃的。

4.盗窃、挪用、贪污应急救援资金或者物资的。

5.阻碍应急救援人员依法执行任务或进行破坏活动的。

6.散布谣言、扰乱社会秩序的。

7.有其他危害应急救援工作行为的。

5.9 附则

5.9.1 应急预案备案

本应急救援预案报临沭县应急管理局备案。

5.9.2 制定发布与解释

本预案由玉山镇应急办负责组织制定，经应急管理专家评审通过后，由玉山镇镇长

批准发布，由玉山镇应急办负责解释。

5.9.3 维护和更新

本预案每三年修订一次。如遇法规标准更新或预案演练后总结评审认为有不妥之处，

应适时组织修订完善，报玉山镇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及时修订相关预案：

1.制定预案所依据的法律、法规、规章、标准发生重大变化；

2.应急指挥机构及其职责发生调整；

3.安全生产面临的风险发生重大变化；

4.重要应急资源发生重大变化；

5.在预案演练或者应急救援中发现需要修订预案的重大问题；

6.其他应当修订的情形。

5.9.4 应急预案实施

本预案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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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临沭县玉山镇自然灾害专项应急预案

6.1 总则

6.1.1 适用范围

凡在本镇范围内发生干旱、洪涝灾害，台风、冰雹、暴雪、沙尘暴等气象灾害，地

震灾害等灾害，地面塌陷、地面沉降、滑坡、泥石流、特殊类岩土（软土、砂土）等地

质灾害、重大生物灾害等适用于本预案。

6.2事故分级

特别重大自然灾害事故：

（1）死亡 20人以上（含本数，下同）；

（2）紧急转移安置或需紧急生活救助 10万人以上；

（3）倒塌和严重损坏房屋 0.5万间或 0.2万户以上；

（4）干旱灾害造成缺粮或缺水等生活困难，需政府救助人数占农业人口 25%以上，

或 10万人以上。

重大自然灾害事故：

（1）死亡 10人以上，20人以下；

（2）紧急转移安置或需紧急生活救助 2万人以上，10万人以下；

（3）倒塌和严重损坏房屋 0.3万间或 0.1万户以上，0.5万间或 0.2万户以下；

（4）干旱灾害造成缺粮或缺水等生活困难，需政府救助人数占农业人口 20%-25%，

或 5万以上，10万以下。

较大自然灾害事故：

（1）死亡 5人以上，10人以下；

（2）紧急转移安置或需紧急生活救助 1万人以上，2万人以下；

（3）倒塌和严重损坏房屋 0.2万间或 0.06万户以上，0.3万间或 0.1万户以下；

（4）干旱灾害造成缺粮或缺水等生活困难，需政府救助人数占农业人口 15%-20%，

或 1万人以上、5万人以下。

一般自然灾害事故：

（1）死亡 3人以上，5人以下；

（2）紧急转移安置或需紧急生活救助 0.5万人以上，1万人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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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倒塌和严重损坏房屋 0.1万间或 0.03万户以上，0.2万间或 0.06万户以下；

（4）干旱灾害造成缺粮或缺水等生活困难，需政府救助人数占农业人口 10%-15%，

或 0.5万人以上、1万人以下。

6.3 组织指挥机构及职责

6.3.1 应急组织体系

参见临沭县玉山镇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相应内容。

6.3.2 职责

参见临沭县玉山镇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相应内容。

6.3.3 玉山镇自然灾害救灾应急指挥中心及其职责

玉山镇应急指挥中心办公室设在玉山镇党政办公室。

应急指挥中心作为玉山镇应急指挥部的日常办事机构，其职责为：传达、贯彻上级

和玉山镇关于抗灾救灾工作的指示，并监督落实；承担玉山抗灾救灾综合协调工作，统

一发布灾情信息；协调有关部门听取受灾地区灾情和抗灾救灾工作汇报；及时收集、汇

总、评估、报告灾害信息、灾区需求和抗灾救灾工作情况；组织召开会商会议，分析、

评估灾区形势，提出救灾工作对策；协调有关部门组成联合工作组赴灾区协助、指导开

展抗灾救灾工作；负责处理玉山镇应急指挥部的日常事务，办理临沭县应急指挥部交办

的其他事项。

6.4 应急准备

6.4.1 资金准备

1.玉山镇组织、协调相关部门，根据相关规定，安排地方救灾资金预算，并按照救灾

工作分级负责、救灾资金分级负担，以地方为主的原则，加大对救灾资金投入力度。镇

级财政每年按照标准统筹救灾准备金列入财政预算，一旦发生灾情，根据玉山镇要求及

时筹集、调拨救灾资金，会同镇街便民服务中心以最快的速度下拨到灾区。

2.玉山镇财政所每年根据上年度实际支出安排特大自然灾害救济补助资金，专项用于

帮助解决严重受灾地区群众的基本生活困难。

3.玉山镇根据财力增长、物价变动、居民生活水平实际状况等因素逐步提高救灾资金

补助标准，建立救灾资金自然增长机制。

4.村委会在发放使用救灾款物时，要专款专用，突出重点，主要保证紧急转移安置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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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口粮救济和倒房户恢复重建，绝不准优亲厚友、平均发放和挪作他用。

6.4.2 物资准备及救助

由玉山镇应急指挥中心建立、健全救灾储备物资管理办法，分级、分类管理储备救

灾物资。

1.按照救灾物资储备规划，根据需要，科学选址，建立完善救灾物资储备体系。各级

储备库应储备必需的救灾物资，主要包括救灾帐篷、衣被和其他生存性救助所需物资等。

2.汛前应购置补充救灾衣被、净水设备等救灾物资，保证必要的救灾物资储备数量。

3.建立、健全救灾应急所需的食品和生活用品等救灾物资采购供应机制。

4.储备、采购充足的救灾所需药品、疫苗和医疗器械等。

5.建立健全救灾物资储备管理办法和应急采购、调拨、运输制度；建立救灾物资生产

厂家名录，必要时签订救灾物资紧急购销协议。

6.4.3 通信和信息准备

1.通讯部门应依法保障灾害信息畅通，建立村委会救灾信息共享服务系统，为防灾减

灾提供及时、准确的通讯和信息服务。

2.加强救灾通讯网络建设和管理，确保 24小时以内准确掌握重、特大自然灾害信息。

6.4.4 救灾装备准备

民政所、武装部、卫生部门应配备救灾必需的车辆、通讯、办公设备和装备等。

6.4.5 人力资源准备

1.加强灾害信息管理人员队伍建设，搞好救灾业务培训，提高应对自然灾害的能力和

应急救助水平。

2.组织民政、卫生、水利、气象、国土等各方面专家，重点开展灾情会商、赴灾区的

现场评估及灾害管理的业务咨询工作。

3.加强救灾应急快速反应队伍建设，建立、健全与公安、武警、消防、卫生、地震等

专业救援队伍的联动机制。

4.培育、发展非政府组织和志愿者队伍，并充分发挥其作用。

6.4.6 社会动员准备

1.建立和完善社会捐助的动员、运行、监督管理机制，规范突发自然灾害社会捐助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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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完善救灾捐赠工作应急方案，规范救灾捐赠的组织发动、款物接收和分配以及社会

公示、表彰等各个环节的工作。

3.不断加强经常性社会捐助接收服务网络建设，健全覆盖玉山和村居捐助接收站、点。

完善社会捐助表彰制度，为开展社会捐助活动创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6.4.7 宣传、培训和演练

1.积极开展减灾知识宣传活动，利用各种媒体宣传灾害知识，宣传灾害应急法律法规

和预防、避险、避灾、自救、互救、保险的基本常识，增强人民群众的防灾减灾意识。

2.玉山镇不定期开展对镇街机关、村主管领导、各类专业紧急救援队伍、非政府组织

和志愿者组织的培训。

3.每年在灾害多发地区根据灾害发生特点，组织 1至 2次演习，检验并提高应急准备、

指挥和响应能力。

6.5 预警、预报与信息管理

6.5.1 灾害预警预报和信息共享

1.玉山镇应急指挥中心根据有关部门提供的灾害预警预报信息，结合预警地区的自然

条件、人口和社会经济背景数据库进行分析评估，及时对可能受到自然灾害威胁的相关

村做出灾情预警，并向玉山镇和上级有关部门报告。

2.根据灾情可能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大量人员需要紧急转移安置或生活救

助情况，应做好应急准备或采取应急措施，灾情紧急时可提前启动应急预案。

3.玉山镇应急指挥中心要及时汇总各类灾害预警预报信息，向玉山镇应急指挥部成员

单位和相关村通报，做到信息共享。

6.5.2 灾情信息管理

1.灾情信息报告内容

主要包括灾害发生的时间、地点、灾害种类、灾害造成的损失、已采取的救灾措施

和灾区存在的困难以及需要解决的问题。

（1）灾害损失情况包括：受灾人口、因灾死亡人口、因灾失踪人口、因灾伤病人口、

紧急转移安置人口、被困人口、饮水困难人口、需救助人口、需过渡性救助人口和受淹

村居或村居、农作物受灾面积、农作物成灾面积、农作物绝收面积、毁坏耕地面积、因

灾死亡大牲畜数量、因灾死亡家禽数量、倒塌房屋间数（其中倒塌农房户数、间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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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损坏房屋间数（其中严重损坏农房户数、间数）、基础设施毁损情况、直接经济损

失、农业损失、工矿企业损失、基础设施损失、公益设施损失、家庭财产损失等。

（2）因灾需救济情况包括：需口粮救济人口、需救济粮数量、需救助饮水人口、需

衣被救济人口、需救济衣被数量、需救济伤病人口、需重建住房间数、需重建住房户数

等。

（3）已救济情况包括：投亲靠友人口数量、借住房屋人口数量、搭建救灾帐篷和简

易棚人口数量、已救济衣被人口、已支出口粮救济款、已支出饮水救助款、已救济衣被

数量、已救济伤病人口、已支出治病救济款、已支出重建、维修住房款、已重建住房间

数、已重建住房户数、已维修住房间数、已维修住房户数等。

2.灾情信息报告时间

（1）灾情初报。玉山镇及时汇总对本行政县内发生的自然灾害，并用《自然灾害情

况统计快报表》初报，凡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的，应在第一时间（灾情发生后 1

小时内）掌握灾情，及时向临沭县应急指挥中心报告初步情况。县应急指挥中心在接到

灾情报告后，向临沂市应急指挥中心报告最迟不得晚于灾害发生后 2小时。

一次性灾害造成 5人及以上死亡（含失踪）或其他重大损失的重、特大自然灾害，

必须在灾害发生后 1小时内向临沭县应急指挥中心报告，县应急指挥中心在接到镇（区）

灾情报告后，1小时内完成审核、汇总灾情数据工作，向临沭县人民政府报告（重、特大

自然灾害可直接上报省局）。

（2）灾情续报。在重、特大自然灾害灾情未完全稳定之前，玉山镇应急指挥中心执

行 24小时零报告制度，并于每日 9时前将截至到前一天的灾情上报到县应急指挥中心，

重、特大灾害根据灾情发展随时报告。

（3）灾情核报。玉山镇在灾情稳定后 2个工作日内核定灾情，向县应急指挥中心报

告。

（4）旱灾灾情报告：按照灾害过程的不同阶段，分为初报、续报、核报。初报是指

在旱情初露，群众生产生活受到一定影响，对旱情进行调查、汇总，首次对灾情进行填

报；续报是指在初报后，旱情发展过程中上报；核报是指在灾情解除后，玉山镇便民服

务中心、应急办等部门组织力量，全面开展灾情核定和上报工作。

3.灾情核定



- 116 -

由民政、气象、水务、国土等部门组织专家评估小组，通过全面调查、抽样调查、

典型调查和专项调查等形式对灾情进行专家评估，核实灾情。

4.台账管理

建立因灾死亡人口台账、倒塌房屋台账和需政府救济人口台账。玉山镇便民服务中

心在灾情核实后，建立因灾死亡人口、倒塌房屋和需政府救济人口的花名册，为灾后恢

复重建和开展生活救助提供可靠依据。

6.6 应急响应

（1）现场信息获取。组织现场人员、应急测绘、勘察队伍等，利用无人机、雷达、

卫星等手段获取现场影像，分析研判道路桥梁、通信、电力等基础设施及居民住房损毁

情况，重要目标物、人员密集场所和人口分布等信息，提出初步评估意见，并向现场指

挥机构和有关部门报告。

（2）组织营救受灾和被困人员，疏散、撤离并妥善安置受威胁人员，必要时组织动

员社会应急力量有序参与应急处置与救援、受灾人员救助工作。

（3）组织开展伤病员救治、卫生防疫和公共卫生调查处理、应急心理援助等医学救

援工作，治理传染病人和疑似病例，控制传染源，观察密切接触者，对易感人群采取应

急接种、预防性服药和卫生防疫知识宣传。

（4）迅速组织开展抢险工作，控制危险源、减轻或消除危害，并标明危险区域，封

锁危险场所，划定警戒区，实行交通管制以及其他控制措施，交通运输、公安等有关部

门要保证紧急情况下应急交通工具的优先安排、优先调度、优先放行，确保抢险救援物

资、设施、设备和人员能够及时、安全送达。

（5）立即抢修被损坏的交通、通信、供（排）水、供电、供气、供热等公共设施，

短时难以恢复的，要实施临时过渡方案，保障社会生产生活基本需要。

（6）开展环境应急监测，追踪研判污染范围、程度和发展趋势；切断污染源，控制

和处置污染物，保护饮用水源地等环境敏感目标，减轻环境影响；开展灾后环境风险排

查，整治污染隐患，妥善处置事件应对产生的废物。

（7）禁止或者限制使用有关设施、设备，关闭或者限制使用有关场所，中止人员密

集的活动或者可能导致危害扩大的生产经营活动以及采取其他保护措施。

（8）启动本级政府设置的财政预备费和储备的应急救援和救灾物资，必要时征用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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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急需物资、设备、设施、工具。

（9）做好受灾群众的基本生活保障工作，提供食品，饮用水，衣被、燃料等基本生

活必需品和临时住所，开展卫生防疫工作，确保灾区群众有饭吃、有水喝、有衣穿、有

住处、有学上、有病能及时医治，确保大灾之后无大疫。

（10）积极搜救失联人员，及时发布有关信息，做好失联人员家属安抚工作，确认

搜救无望，可采取措施终止有关搜救工作，并予以公布。

（11）开展遇难人员善后处置工作，妥善处理遇难人员遗体，做好遇难人员家属安

抚工作。

（12）组织开展救灾捐赠活动，接受、管理、分配救灾捐赠款物。并将有关情况进

行公开，接受社会监督。

（13）依法从严惩处囤积居奇、哄抬物价、制假售假等扰乱市场秩序的行为，稳定

市场物价，维护市场秩序。

（14）依法从严惩处哄抢财物、干扰破坏应急处置工作等扰乱社会秩序的行为，维

护社会治安。

（15）采取防止次生、衍生灾害和事件的必要措施。

6.7 灾后救助与恢复重建

6.7.1 灾后救助

（1）通过调查摸底并张榜公示后，对确认需要政府救济的灾民，报临沭县民政部门

审批备案。灾民凭身份证到玉山镇民政所或指定的地点领取救济物资，其救济金一律实

行社会化发放。对因灾造成伤病的灾民由医疗卫生部门组织医务人员深入灾区，提供医

疗卫生服务。

（2）通过开展社会捐助、对口支援、紧急采购等方式解决灾民的过冬衣被问题。

6.7.2 恢复重建

灾后恢复重建工作坚持“依靠群众，依靠集体，生产自救，互助互济，辅之以国家必

要的救济和扶持”的救灾工作方针，灾民倒房重建应由玉山镇负责组织实施，采取自建、

援建和帮建相结合的方式，以受灾户自建为主。建房资金以受灾户自筹为主，通过社会

互助、邻里帮工帮料、自行借贷、政策优惠、政府救济等多种途径解决。房屋规划和设

计要因地制宜，合理布局，科学规划，充分考虑防灾因素。



- 118 -

（1）灾情稳定后，玉山镇便民服务中心立即组织灾情核定，建立因灾倒塌房屋台账。

（2）根据实际，由玉山镇应急指挥部组织制订恢复重建目标、政策、进度、资金支

持、优惠政策和检查落实等工作方案。

（3）结合灾情评估情况，向上级争取自然灾害救济补助费，专项用于灾民倒房恢复

重建。

（4）玉山镇应急指挥部向灾区派出督查组，检查、督导恢复重建工作。

（5）有关部门制订恢复重建各项优惠政策。

（6）卫生部门做好灾后疾病预防和疫情监测工作，组织医疗卫生人员深入灾区，提

供医疗卫生服务，宣传卫生防病知识，指导群众搞好环境卫生，实施饮水和食品卫生监

督，实现大灾之后无大疫。

（7）做好救灾资金（物资）安排，并组织做好灾区学校、卫生院等公益设施及水利、

电力、交通、通信、供排水、广播电视设施的恢复重建工作。

6.8 信息发布和总结评估

党政办公室按照有关规定对事故相关新闻信息进行综合、分析，拟订发布的内容、

范围和方式，经应急指挥部负责人审定后组织发布。各新闻媒体要严格按照有关规定，

做好信息发布工作。

突发事件的信息发布应当及时、准确、客观、全面。事件发生的第一时间要向社会

发布简要信息，随后发布初步核实情况、政府应对措施和公众防范措施等，并根据事件

处置情况做好后续发布工作。

突发事件的新闻报道必须遵守纪律，严格把关，尤其是涉外、涉及港澳台侨和民族、

宗教等重大问题的新闻报道，必须按有关政策和法律执行。

新闻报道应以正面宣传为主，高度重视，精心组织，为抗灾救灾工作的开展营造良

好的舆论氛围。应急指挥部根据需要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灾情和救灾信息。

自然灾害救助应急处置善后工作完成后，现场应急指挥要及时总结应急救援经验教

训，提出改进建议，形成总结报告报送镇应急指挥部。相关部门和单位要研究应急救援

的经验与教训，对应急救援预案进行有针对性的完善和补充。

6.9 培训与演练

6.9.1 应急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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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山镇应急办应广泛宣传应急法律、法规和预防、避险、自救、互救、减灾等知识

和技能，并有组织、有计划地为公民提供减灾知识和技能培训。将防灾减灾教育培训纳

入党政领导干部培训内容。举办各类领导干部培训班，同时开设综合减灾、紧急处置及

防灾救灾组织指挥课程。应急管理和救援人员由专业部门负责培训。

玉山镇应急办不定期组织相关部门、村居、企业应急管理机构以及专业救援队伍的

相关人员进行应急业务培训。有关部门、村居、企业可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做好专职、

兼职应急救援队伍的培训，积极组织社会志愿者的培训，提高公众自救、互救能力。

6.9.2 应急演练

玉山镇应急指挥部每年至少组织一次突发事件或专项事件的应急演练，提高应对突

发事件的应急反应能力。应急演习前应编制好演练计划。演练可采用桌面推演、功能演

练和全面演练等形式。

高危和人员密集单位应当每半年至少组织 1次综合或者专项应急预案演练，每 2年

对所有专项应急预案至少组织 1次演练，每半年对所有现场处置方案至少组织 1次演练。

其他生产经营单位应当每年至少组织 1次综合或者专项应急预案演练，每 3年对所

有专项应急预案至少组织 1次演练，每年对所有现场处置方案至少组织 1次演练。

演练结束后，各相关机构、部门和参演人员要做好演练总结点评工作，总结经验，

不断改进工作机制和演练计划，并作为预案完善的依据。

6.10 奖励与责任追究

6.10.1 奖励

对在自然灾害事件应急救援工作中有下列表现之一的单位和个人，根据有关规定给

予表彰或者奖励：

1.出色完成应急处置任务的。

2.抢排险事故或抢救人员有功，使国家、集体和人民生命财产免受损失或减少损失的。

3.对应急救援工作提出重大建议且实施效果显著的。

4.有其他特殊贡献的。

6.10.2 责任追究

在自然灾害事件应急救援工作中有下列行为之一的，按照法律、法规及有关规定，

对有关责任人员分别予以行政处分、治安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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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不按规定制订事故应急预案，拒绝履行应急准备义务的。

2.不及时报告事故真实情况，延误处置时机的。

3.不服从指挥机构的命令和指挥，在应急响应时临阵脱逃的。

4.盗窃、挪用、贪污应急救援资金或者物资的。

5.阻碍应急救援人员依法执行任务或进行破坏活动的。

6.散布谣言、扰乱社会秩序的。

7.有其他危害应急救援工作行为的。

6.11 附则

6.11.1 应急预案备案

本应急救援预案报临沭县应急管理局备案。

6.11.2 制定发布与解释

本预案由玉山镇应急办负责组织制定，经安全专家评审通过后，由玉山镇镇长批准

发布，由玉山镇应急办负责解释。

6.11.3 维护和更新

本预案每三年修订一次。如遇法规标准更新或预案演练后总结评审认为有不妥之处，

应适时组织修订完善，报玉山镇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及时修订相关预案：

1.制定预案所依据的法律、法规、规章、标准发生重大变化；

2.应急指挥机构及其职责发生调整；

3.安全生产面临的风险发生重大变化；

4.重要应急资源发生重大变化；

5.在预案演练或者应急救援中发现需要修订预案的重大问题；

6.其他应当修订的情形。

6.11.4 应急预案实施

本预案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7 临沭县玉山镇建筑施工专项应急预案

7.1 总则

7.1.1 适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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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预案适用于玉山镇范围内建筑施工企业可能发生的或者已经发生的高处坠落、起

重伤害、坍塌、火灾、车辆伤害、触电、中暑、机械伤害、物体打击等生产安全事故。

7.2 事故分级

特别重大安全事故包括：

造成 30人以上死亡，或危及 30人以上生命安全，或 1亿元以上直接经济损失，或

100人以上重伤；

重大安全事故包括：

1.造成 10人以上、30人以下死亡，或危及 10人以上、30人以下生命安全，或直接

经济损失 5000万元以上、1亿元以下的事故，或 50人以上，100人以下重伤；

2.其他一些无法量化但性质严重，对社会稳定、经济建设造成重大影响的事故。

较大安全事故包括：

1.造成 3人以上、10人以下死亡，或危及 3人以上、10人以下生命安全，或直接经

济损失 1000万元以上、5000万元以下的事故，或 10人以上、50人以下重伤；

2.其他一些无法量化但性质较严重，对社会稳定、经济建设造成较大影响的事故。

一般安全事故包括：

1.一般事故是指造成 3人以下死亡，或危及 3人以下生命安全，或 1000万元以下直

接经济损失，或 10人以下重伤；

2.除特别重大、重大和较大事故之外的对社会稳定、经济建设等造成一定影响的事故。

7.3 组织机构及职责

参见临沭县玉山镇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相应内容。

7.4 事故预警、发布、响应和解除

7.4.1 预测与预警

1.镇应急指挥部建立玉山建筑施工生产安全事故预警预防机制，贯彻早发现、早报告、

早处置和联测联报、分工负责的原则，完善常规数据监测、风险分析与分级等制度，建

立健全玉山镇建筑施工生产安全事故预测预警体系。

2.镇应急指挥部与其各成员单位之间建立玉山建筑施工生产安全事故风险信息通报

机制。

3.镇建办等部门对辖县内存在重大危险源的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工程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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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重点监控，及时提出整改措施，并建立建设工程重大危险源数据库。

4.建筑施工企业根据地质条件、可能引发灾害的类型、危害程度，建立其基本情况和

重大危险源、危险因素数据库，实施日常监督管理，并落实好评估备案工作。

5.施工企业发现生产安全事故征兆时，应当立即向镇街应急办公室、镇建办及其他相

关部门报告。镇、应急办及其他相关部门接报告后，应立即组织力量到现场进行复核确

认，及时采取必要的应急措施。

7.4.2 预警级别

根据生产经营单位监测监控系统数据变化状况、事故险情紧急程度和发展势态或有

关部门提供的预警信息进行预警。按照建筑施工企业生产安全事故可能造成的危害程度、

发展情况和紧迫性等因素，将预警分成蓝色、黄色、橙色和红色 4个级别。

1.蓝色预警：表示预计将要发生一般事故，可能造成社会影响。

2.黄色预警：表示预计将要发生较大事故，可能造成一定的社会影响。

3.橙色预警：表示预计将要发生重大事故，可能造成较大的社会影响。

4.红色预警：表示预计将要发生特别重大事故，可能造成重大社会影响。

7.4.3 预警发布和解除

1.蓝色及以上预警由县级及以上应急管理部门发布或解除，镇应急指挥部及相关应急

管理部门按上级应急管理部门的预警进行发布与解除。

2.预警信息应包括：事故的类别、可能波及范围、可能危害程度、可能延续时间、提

醒事宜和应采取的相应措施等。预警信息的发布、调整和解除，可采用广播、电视、报

刊、信息网络、宣传车、警报器或组织人员逐户通知等方式。对老、幼、病、残、孕等

特殊人群以及学校等特殊场所和警报盲区应当采取有针对性的公告方式。

3.经过跟踪监测并对监测信息进行分析评估后，认为应当结束预警状态的，镇应急指

挥部办公室应及时向临沭县人民政府提出建议，由临沭县人民政府按照相应规定报临沂

市和山东省应急指挥中心，经批准后向社会公布。

7.4.4 预警响应

针对事故危害程度、影响范围和建筑施工单位控制事态的能力，对事故应急响应进

行分级，明确分级响应的基本原则。

1.蓝色及以上级别预警响应：临沭县（玉山镇）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及事发建筑工地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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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应急指挥部办公室相关人员到岗，确保通信畅通，通知应急救援队伍原地待命。

2.玉山镇建立相应的应急值班制度，负责日常接警工作。玉山镇相关部门监测到突发

事件可能发生时，应立即核实、研判，迅速初步确定预警级别，由主管领导确定是否报

告临沭县应急指挥中心，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可以向处置突发事件的工作机构报警。实行

首问接警制，任何接警单位不得以任何原因推诿信息接报和转报工作。

7.5 事故应急响应

7.5.1 事故报告

7.5.1.1 先期处置

发生建筑施工生产安全事故后，事故单位应立即启动企业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

组织实施初期处置（包括先期救助、保护现场、迅速撤离事故区域内无关人员等），并

按企业预案程序报告 110公安指挥中心、119消防指挥中心及单位负责人；单位负责人要

立即报告应急办、镇建办等相关部门。

对发生的各类建筑施工突发生产安全事故，无论级别高低、规模大小、损伤轻重，

当地村居、村委会、生产经营单位要迅速调度力量，尽快判明事件性质和危害程度，及

时采取相应的处置措施，全力控制事态发展，减少财产损失和社会影响，并及时向上级

应急指挥中心报告。

7.5.1.2 事故报告

1.根据《山东省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办法》（山东省人民政府第 342号令），

事故发生后,事故现场有关人员应当立即向本单位负责人报告;单位负责人接到报告后,应

当于１小时内报告事故发生地区人民政府应急管理部门和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

有关部门。情况紧急或者本单位负责人无法联络时,事故现场有关人员可以直接向事故发

生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急管理部门和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有关部门报告。

2.玉山镇应急办接到事故发生单位的事故信息报告后,应当按照下列规定上报事故情

况,并立即报告本级人民政府,同时通知公安机关等相关部门。

事故报告内容包括：

(一)事故发生单位的名称、地址、性质、产能等基本情况;

(二)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以及事故现场情况;

(三)事故的简要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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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事故已经造成或者可能造成的伤亡人数(包括下落不明的人数)和初步估计的直

接经济损失;

(五)已经采取的措施;

(六)其他应当报告的情况。

事故快报、直报的内容可以适当简化;具体情况暂时不清楚的,可以先报事故总体情

况.。

4.事故具体情况暂时不清楚的，负责事故报告的单位可以先报事故概况，随后补报事

故全面情况。

5.事故报告后出现新情况的，应当及时补报。

7.5.2 应急响应

1.应急响应程序从应急指挥部办公室接到事故报告信息开始，应急响应程序见图 1-1。

现场应急指挥部根据已经掌握的情况，及时对事故影响范围进行预测，并将需要保护的

环境敏感点（如施工现场）迅速报临沭县应急指挥中心，临沭县应急指挥中心制定保护

方案后，迅速通知有关部门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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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1 应急响应程序图

特别重大、重大、较大、一般突发事件发生后，玉山镇应立即启动最高级别应急响

应，进行先期处置，并上报至县政府及相关主管部门。特殊情况下可越级上报市政府。

一般以下突发事件发生后，玉山镇根据实际情况决定启动应急响应，必要时报请启

动县级层面应急响应。镇层面应急响应依据突发事件处置难度、现实结果或预期后果等，

由高到低分为一级、二级。

启动一级响应由玉山镇党委和镇决定，由镇长组织指导协调，必要时赴事发地组织

I、II、III、IV级预警

玉山镇建筑施工企业生产安全事故发生

企业组织自救，并立即报警

接警

信息确认、预警级别

关闭救援系统

信息反馈

镇街应急指挥救援

临沭县应急中心

指挥救援

现场应急指挥部到现场

应急资源调配

通信联络系统开通

现场应急救援小组到位

现场应急救援行动

信息系统开通

人员救助

工程抢险

安全警戒

现场监测

事故救援

交通管制

应急恢复

事

态

应急指挥中心到位

专家技术组到达现场

事

态

临沭县突发事件

总体应急预案

政府和社会资源调度

各救援小组到位

现场清理

解除警戒

善后处理

事故调查

应急结束

总结评审

现场应急救援行动

非应急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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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挥；

启动二级响应由镇决定，由镇分管负责同志和突发事件牵头应对部门主要负责同志

组织指导协调，必要时赴事发地组织指挥；

对涉及面广、敏感复杂的突发事件，根据实际情况或有关领导批示、指示，或应事

发地政府的请求可适当提高响应级别，直至派出工作组赴事发地指导协调应急处置和救

援工作，必要时组织指挥。

7.5.3 预案启动

本专项预案启动见综合预案“3 运行机制”。

7.5.4 启动程序

当所发生的事故符合本预案启动条件时，应急指挥部执行如下程序：

1.组建现场指挥部，确定现场指挥部成员。

2.通知各专业处置工作组、相关成员单位和专家参加现场救援，制定救援方案。

3.调动有关装备、物资支援现场救援，通知有关部门做好交通、通信、气象、物资、

环保等支援工作。

4.及时向公众及媒体发布事故应急救援信息，掌握舆论动态，回复有关质询。

5.需要有关应急力量支援时，向临沭县应急指挥中心提出请求。

7.5.5 各应急组织的响应

根据事故级别和发展态势，实施应急指挥机构启动、应急资源调配、应急救援、扩

大应急等响应程序。

预案一旦启动，由应急指挥部采用电话等方式通知各应急救援相关部门，迅速组织、

调集有关人员和装备，立即赶赴事故现场。事故发生地原有的应急救援力量归应急指挥

部统一调度指挥。

各应急救援相关部门接到预案启动命令后，迅速按自身职责组织人员和装备立即赶

赴现场，并向现场指挥部报告（已经参与应急救援工作的成员单位在现场指挥部成立后

立即向现场指挥部汇报现场情况）。现场指挥部应根据事故现场状况将各救援小组分组，

各小组按本预案职责行动，执行现场指挥部的各项命令，以最快的速度进入事故应急救

援状态。

7.5.6 应急救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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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6.1 应急救援程序

应急救援相关部门和人员到达事发地后，应迅速整理队伍和装备，立即向现场指挥

部报告。由现场指挥部按照现场侦检和专家组的有关建议，制订具体现场应急救援方案，

并对各应急救援小组下达应急救援命令。各应急救援小组在接到现场指挥部命令后，应

按照规定穿戴好相关防护用品，按照方案规定的各自职责、分工路线和位置进入事故现

场进行应急救援。各应急救援小组在应急救援过程中要服从命令，听从指挥，注意自身

安全，遇到突发情况要迅速上报。

7.5.6.2 现场处置措施

根据事态发展变化情况，出现急剧恶化的特殊险情时，现场指挥部在充分考虑专家

和有关方面意见的基础上，依法采取紧急处置措施。涉及跨区域、跨领域的影响严重的

紧急处置方案，由临沭县应急指挥中心协调实施。

根据生产事故可能造成的后果，将建筑施工生产安全事故主要分为：火灾事故、起

重伤害事故、高处坠落事故、坍塌事故等。

针对建筑施工生产安全事故的特点，其一般处置方案和处置方案要点分述如下。

1.建筑施工生产事故一般处置方案

（1）接警。接警时应明确发生事故的单位名称、地址、事故简要情况、人员伤亡情

况等。

（2）隔离事故现场，建立警戒线。事故发生后，启动应急预案，根据火灾所涉及到

的范围建立警戒线，并在通往事故现场的主要干道上实行交通管制。

（3）人员疏散，包括撤离和就地保护两种。撤离是指把所有可能受到威胁的人员从

危险区域转移到安全县域。在有足够的时间向群众说明并进行准备的情况下，撤离是最

佳保护措施。尽量从上风侧离开，必须有组织、有秩序地进行。就地保护是指人进入建

筑物或其他设施内，直至危险过去。当撤离比就地保护更危险或撤离无法进行时，采取

此项措施。

（4）现场控制。针对不同事故，开展现场控制工作。应急人员应根据事故特点和事

故引发物质的不同，采取不同的防护措施。

2.火灾事故处置方案要点

（1）确定火灾发生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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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确定引起火灾的物质类别（易燃气体、易燃液体、自燃物、电气火灾等）。

（3）确定所需的火灾应急救援处置技术和专家。

（4）明确火灾发生区域的周围环境。

（5）明确周围区域存在的重大危险源分布情况。

（6）确定火灾扑救的基本方法。

（7）确定火灾可能导致的后果（含火灾与爆炸伴随发生的可能性）。

（8）确定火灾可能导致的后果对周围区域的可能影响规模和程度。

（9）火灾可能导致后果的主要控制措施（控制火灾蔓延、人员疏散、医疗救护等）。

（10）可能需要调动的应急救援力量（临沭县及玉山镇消防队伍、企业消防队伍等）。

3.起重伤害事故现场处置措施

（1）首先查明险情，确定是否还有危险源。塔吊构件、其它构件是否有继续倒塌的

危险，确定人员伤亡情况。与应急救援相关人员商定初步救援方案，并向应急指挥部汇

报，经总指挥批准后，现场组织实施。

（2）安全保卫组负责把出事地点附近的作业人员疏散到安全地带，并进行警戒，非

相关人员不许靠近。

（3）检查电路，确定已切断有危险的低压电气线路的电源。如果在夜间，接通必要

的照明灯光。

（4）事故救援组在排除继续倒塌或触电危险的情况下，迅速将伤员脱离危险地带，

移至安全地带。

（5）医疗救护组对伤员开展现场简单急救后，将伤员送至镇街卫生院或临沭县人民

医院进行救治。

4.高处坠落事故现场处置措施

（1）现场警戒和隔离

根据现场遇险人员状况和数量，建立警戒和隔离区域。同时，应注意保证紧急救援

的通道畅通，避免坠落伤害继续扩大和围观人员妨碍现场救援工作。

（2）现场抢险救出伤员

在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下，现场指挥人员根据人员坠落情况，指挥抢险人员，立即

组织专业人员采取相应的抬升、冷热切割设备、工具和手段，尽快抢救出坠落的伤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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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现场施救和送救伤员

在事故现场附近用止血带、夹板等进行现场紧急抢救，防止伤员过量出血。

（4）抢险必须由经过演练和专业培训取得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证书的专业人员进行，

抢险时必须穿戴必要的防护用品（安全帽、防护服、防滑鞋等）。

（5）现场指挥人员可用扩音器（或话筒）实施统一指挥、统一行动。

5.坍塌事故现场处置措施

（1）坍塌事故发生时，安排专人及时切断有关闸门、电源或对未坍塌部位进行抢修

加固或者拆除，封锁周围危险区域，防止进一步坍塌。同时，立即组织抢险人员赶赴现

场。

（2）要迅速确定事故发生的准确位置、发生事故的初步原因，可能波及的范围、坍

塌范围、核准人员人数、人员伤亡情况等。

（3）坚持“救人第一”的原则。当现场遇有人员受到威胁时，首要任务是抢救遇险人

员，应急抢险人员应注意做好自身安全。

（4）事故现场周围应设警戒线，严禁与应急抢险无关的人员进入。

（5）根据具体情况，采取人工清除和机械拨土、打钻等相结合的方法，对坍塌现场

进行处理，建立通风、通讯和供水通道。抢救中如遇到坍塌巨物，人工搬运有困难时，

可调集大型的吊车进行调运。在接近边坡处时，必须停止机械作业，全部改用人工扒物，

防止误伤被埋人员。现场抢救中，还要安排专人对边坡、架料进行监护和清理，防止事

故扩大。

（6）如发生大型脚手架坍塌事故，必须立即划出事故特定区域，非救援人员未经允

许不得进入特定区域。迅速核实脚手架上作业人数，如有人员被坍塌的脚手架压在下面，

要立即采取可靠措施加固四周，然后拆除或切割压住伤者的杆件，将伤员移出。如脚手

架太重可用吊车将架体缓缓抬起，以便救人。

（7）统一指挥、密切协同的原则。坍塌事故发生后，救援单位多，现场情况复杂，

各种力量需在现场总指挥的统一指挥下，积极配合、密切协同，共同完成。

（8）以快制快、行动果断的原则。鉴于坍塌事故有突发性，在短时间内不易处理，

处置行动必须做到接警调度快、到达快、准备快、疏散救人快、达到以快制快的目的。

（9）讲究科学、稳妥可靠的原则。解决坍塌事故要讲科学，避免急躁行动引发连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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坍塌事故发生。

（10）当施工人员发生身体伤害时，急救人员应尽快赶往出事地点，并呼叫周围人

员及时通知医疗部门，尽可能不要移动患者，尽量当场施救。如果处在不宜施救的场所

时必须将患者搬运到能够安全施救的地方，搬运时应尽量多找些人来搬运，观察患者呼

吸和脸色变化，如果是脊柱骨折，不要弯曲、扭动患者的颈部和身体，不要接触患者的

伤口，要使患者身体放松，尽量将患者放到担架或平板上进行搬运。

（11）事故现场取证救助行动中，安排人员同时做好事故调查取证工作，以利于事

故处理，防止证据遗失。

（12）救援人员应注意自身保护，在救助行动中，抢救机械设备和救助人员应严格

执行安全操作规程，配齐安全设施和防护工具，加强自我保护，确保抢救行动过程中的

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

（13）在没有人员受伤的情况下，应根据实际情况对坍塌事故现场进行清理、加固

或拆除，在确保人员生命安全的前提下，组织恢复正常施工秩序。

7.5.7 扩大应急响应和紧急处置

如果应急处置未能控制事故发展，事故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可能波及更大范围造

成严重危害的，必须立即报告临沭县应急指挥中心。

当事故发展到玉山镇难以控制和处置时，由玉山镇应急指挥部或镇政府向临沭县应

急指挥中心或临沂市政府报告，请求支援或提请启动相应的上一级应急预案。

在启动上级预案之前，本预案各机构仍按职责实施应急救援。启动上级应急预案之

后，本预案各成员单位和专业处置工作组按照上级应急指挥部的要求实施救援。

出现急剧恶化的特殊险情时，现场指挥部在充分考虑专家和有关方面意见的基础上，

依法采取紧急处置措施。

7.5.8 现场人员的安全防护

现场指挥部应对现场的安全情况进行科学评估，保障现场应急工作人员的人身安全。

必要时，要对应急工作人员进行现场短暂培训后，再开展救援行动。

根据事故的特点及其引发物质的不同以及应急人员的职责，采取不同的防护措施。

应急救援指挥人员、医务人员和其他不进入污染区域的应急人员，一般配备过滤式防毒

面罩、防护服、防毒手套、防毒靴等；工程抢险、消防和侦检等进入污染区域的应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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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应配备密闭型防毒面罩、空气呼吸器等，并佩戴有毒气体报警器，根据毒物不同性

质穿戴相应的防护服。

现场应急指挥部根据需要，具体协调、调集相应的安全防护装备。

7.5.9 群众的安全防护

根据不同事故的特点，组织和指导群众就地取材（如毛巾、湿布、口罩等），采取

简易有效的防护措施自我防护。根据实际情况，制订切实可行的疏散程序，包括疏散组

织、指挥机构、疏散范围、疏散方式、疏散路线、疏散集合点、疏散人员的照顾等。组

织群众撤离危险区域时，应选择安全的撤离路线，避免横穿危险区域。

进入安全县域后，应尽快去除受污染的衣物，防止继发性伤害。

7.5.10 现场应急结束

事故现场得以控制，环境符合有关标准，导致次生、衍生事故隐患消除后，依据法

定程序，经相应级别的应急指挥中心批准，宣布解除灾情，终止应急状态。

现场应急处置工作结束，应急救援队伍撤离现场，组织疏散居民返回居住地，转入

正常工作。

7.5.11 善后处理

现场清理、设备的检查、生产的恢复等工作，由事故单位按照预案确定的程序及生

产工艺的要求进行。

事故中伤亡人员的善后及治疗，由善后处理组负责，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抚恤和

治疗。

成立事故调查组，及时查明事件经过与原因，总结经验教训。

7.5.12 应急恢复

镇应急指挥部或上级应急指挥中心宣布应急结束后，各参与应急救援的机构、组织、

部门、队伍及有关人员，投入救援的车辆、装备、设施、设备，消耗的救援物品、药剂

及损坏物品等，要尽快恢复、补充、维修，在 48小时之内恢复正常应急状态。

7.6 信息发布、事故调查和总结评估

充分运用广播、电视、报刊、政府网站、政府公报等形式，向社会公开或通报突发

事件信息，方便群众及时获得信息，保障公民享有知情权，并有效引导舆论。一般情况

下，由现场指挥部在第一时间发布权威信息。必要时，由临沭县人民政府召开新闻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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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或发表电视讲话，通报有关情况。

1.新闻报道组按照有关规定对事故相关新闻信息进行综合、分析，拟订发布的内容、

范围和方式，经应急指挥部负责人审定后组织发布。各新闻媒体要严格按照有关规定，

做好信息发布工作。

2.信息发布应当及时、准确、客观、全面。事件发生的第一时间向社会发布简要信息，

随后发布初步核实情况、政府应对措施和公众防范措施等，并根据事件处置情况做好后

续发布工作。

3.事故调查组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对事故展开全面调查。

4.善后处理组根据有关规定和合同对参加保险的企业或人员及时开展各项保险理赔

工作。

5.善后处置工作完成后，现场应急指挥及时总结应急救援经验教训，提出改进建议，

形成总结报告报送镇应急指挥部。相关部门和单位认真研究汲取事故应急救援的经验与

教训，对应急救援预案进行有针对性的完善和补充。

7.7 保障措施

7.7.1 队伍保障

1.玉山镇建立各类专业人才库，根据实际需要聘请专家，为玉山镇制订中长期公共安

全规划、信息系统建设、强化危机管理等提供决策意见咨询和建议；参与突发事件的灾

害评估、灾情分析和应急科学研究等工作；必要时，参与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工作。

2.建立以临沭县消防大队、镇民兵应急排、工作区的应急队伍；相关企业依法组建和

完善专业救援队伍；玉山镇应急指挥部掌握区域内所有应急救援队伍资源信息，并督促

检查应急救援队伍建设和应急准备情况。

3.一旦发生较大突发事件，公安、消防、医疗卫生等抢险队伍迅速赶赴现场，立即组

织全力以赴、争分夺秒的救援，防范事态扩大，消除次生灾害，努力减少损失。

4.在充分发挥基本抢险队伍作用的同时，积极组织和借助社会资源，建立各类社会化、

群众性救援队伍，形成以专业队伍为主体、群众性队伍为辅助的应急抢险救援队伍网络。

5.合理部署和配置各类抢险救援队伍，制订各类应急处置专业技术方案，配备先进救

援装备，开展专业技能培训，定期组织跨部门、跨行业的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演练，加强

组织协同和各专业保障，提高队伍快速反应和协同作战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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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2 装备保障

玉山镇应急指挥部负责指导、协调专业应急救援装备的调配，实现资源共享。各专

业应急救援队伍和企业单位根据实际情况和需要配备必要的应急救援装备，并储备必要

的救援物资。

企业发生生产安全事故时，应充分利用现有的消防设施、防污材料等救灾装备和储

备物资开展救援。应急救援储备资源不足时征用备用救援装备，征用救援装备所需的费

用，由事故发生地政府和事故单位予以解决。

现场应急指挥部利用现场救援和工程抢险装备信息数据库，快速准确调度，在最短

时间内，把各类现场救援和工程抢险装备组织到最有效部位，迅速开展应急处置工作；

根据应急处置需要，对现场救援和工程抢险装备进行科学合理调配，确保能迅速切断灾

害链，防止次生灾害产生和蔓延。

7.7.3 基础设施及信息保障

玉山镇应急指挥部及各成员单位保证通讯联系畅通，应急电话保证24小时有人值守。

玉山镇应急救援指挥中心办公室负责各成员单位和人员的通信保障，做到即时联系、信

息畅通。生产企业负责保障本单位应急通信、信息网络的畅通。

交通、电信、供电、供水、供气等公用设施管理部门尽快恢复被损坏道路、水、电、

气、通信等设施，保证应急指挥通讯系统畅通，确保应急救援工作的顺利开展和灾后恢

复。必要时可紧急调用或征用其他部门和社会通讯设施，确保指挥信息畅通。

7.7.4 物资与运输保障

玉山镇做好受灾群众的基本生活保障工作，确保受灾群众有饭吃、有水喝、有衣穿、

有住处、有病能得到及时医治。

政府部门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应急预案规定，做好物资储备工作；结合城市物流

业的发展，合理建设应急物资的储备网络；根据救援需要，保证足够的应急救援物资储

备，实现快速、及时供应到位。各相关部门负责组织救灾物资的生产调拨、紧急供应和

运输保障。安全保卫组及时对现场和相关通道实行交通管制，组织开通应急救援“绿色通

道”，负责交通工具的保障，确保救灾物资、器材和人员的紧急输送；道路、市政设施受

损时，迅速组织有关部门和专业队伍进行抢修，尽快恢复良好状态。相关地区协助做好

应急交通保障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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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5 医疗卫生保障

医疗救护组负责组织医护人员配合组成的医疗队伍，迅速进入救灾现场，情况严重

紧急时向临沭县卫生健康局、临沂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报告，并由临沭县卫生健康局、临

沂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组建救护队伍，将烧伤、摔伤、掩埋等伤员安排至相应医疗机构接

受救治。

医疗救护队伍迅速进入救灾现场后，立即对伤员进行应急救治和心理咨询，尽最大

可能减少伤亡，消除恐惧心理。对危险化学品事故、放射性污染事故的伤员，及时安排

到相应的专业医院救治。省、市、县急救医疗机构按照职责分工，负责做好院前急救工

作，各级医院负责后续救治，红十字会等社会救援组织积极配合专业医疗队伍，开展群

众性卫生工作。省、市、县疾病预防控制机构负责做好有关卫生防疫工作。镇级医疗救

护人员积极做好配合，服从调度。

7.7.6 资金保障

企业做好应急救援物资与监控设施必要的资金准备。对玉山镇突发事件应急处置以

及应急管理（日常办公、演练）所必需的专项资金，由玉山镇财政所列入财政预算。

7.7.7 治安保障

公安部门迅速组织事发现场的治安警戒和治安管理，在事发现场设立警戒线和警戒

哨，维护秩序，严惩趁机打劫和制造事端的犯罪行为；加强对重点地区、重点场所、重

点人群、重要物资设备的防护，必要时及时疏散受灾群众。村居保安队伍充分发挥群防

群治的作用，协助专业队伍维护社会治安。

7.7.8 社会力量

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应急指挥部现场指挥部可调动本行政区域社会力量和志愿者

配合应急救援工作。

7.8 培训与演练

7.8.1 应急培训

玉山镇应急办应广泛宣传应急法律、法规和预防、避险、自救、互救、减灾等知识

和技能，并有组织、有计划地为公民提供减灾知识和技能培训。将防灾减灾教育培训纳

入党政领导干部培训内容。举办各类领导干部培训班，同时开设综合减灾、紧急处置及

防灾救灾组织指挥课程。应急管理和救援人员由专业部门负责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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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山镇应急办不定期组织相关部门、村居、企业应急管理机构以及专业救援队伍的

相关人员进行应急业务培训。有关部门、村居、企业可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做好专职、

兼职应急救援队伍的培训，积极组织社会志愿者的培训，提高公众自救、互救能力。

7.8.2 应急演练

玉山镇应急指挥部每年至少组织一次突发事件或专项事件的应急演练，提高应对突

发事件的应急反应能力。应急演习前应编制好演练计划。演练可采用桌面推演、功能演

练和全面演练等形式。

高危和人员密集单位应当每半年至少组织 1次综合或者专项应急预案演练，每 2年

对所有专项应急预案至少组织 1次演练，每半年对所有现场处置方案至少组织 1次演练。

其他生产经营单位应当每年至少组织 1次综合或者专项应急预案演练，每 3年对所

有专项应急预案至少组织 1次演练，每年对所有现场处置方案至少组织 1次演练。

演练结束后，各相关机构、部门和参演人员要做好演练总结点评工作，总结经验，

不断改进工作机制和演练计划，并作为预案完善的依据。

7.9 奖励与责任追究

7.9.1 奖励

对在建筑施工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工作中有下列表现之一的单位和个人，根据有

关规定给予表彰或者奖励：

1.出色完成应急处置任务的。

2.抢排险事故或抢救人员有功，使国家、集体和人民生命财产免受损失或减少损失的。

3.对应急救援工作提出重大建议且实施效果显著的。

4.有其他特殊贡献的。

7.9.2 责任追究

在建筑施工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工作中有下列行为之一的，按照法律、法规及有

关规定，对有关责任人员分别予以行政处分、治安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不按规定制订事故应急预案，拒绝履行应急准备义务的。

2.不及时报告事故真实情况，延误处置时机的。

3.不服从指挥机构的命令和指挥，在应急响应时临阵脱逃的。

4.盗窃、挪用、贪污应急救援资金或者物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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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阻碍应急救援人员依法执行任务或进行破坏活动的。

6.散布谣言、扰乱社会秩序的。

7.有其他危害应急救援工作行为的。

7.10 附则

7.10.1 应急预案备案

本应急救援预案报临沭县应急管理局备案。

7.10.2 制定发布与解释

本预案由玉山镇应急办负责组织制定，经安全专家评审通过后，由玉山镇镇长批准

发布，由玉山镇应急办负责解释。

7.10.3 维护和更新

本预案每三年修订一次。如遇法规标准更新或预案演练后总结评审认为有不妥之处，

应适时组织修订完善，报玉山镇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及时修订相关预案：

1.制定预案所依据的法律、法规、规章、标准发生重大变化；

2.应急指挥机构及其职责发生调整；

3.安全生产面临的风险发生重大变化；

4.重要应急资源发生重大变化；

5.在预案演练或者应急救援中发现需要修订预案的重大问题；

6.其他应当修订的情形。

7.10.4 应急预案实施

本预案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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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临沭县玉山镇防台防汛专项应急预案

8.1 总则

8.1.1 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玉山镇范围内防台防汛灾害的防范与应急处置工作。

8.2 事故分级

特别重大洪涝灾害事故：

（1）县气象局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未来 3小时内降雨量将达 50毫米以上，或

者已达 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或红色预警信号（未来 3小时内降雨量将达 100毫

米以上，或者已达 10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且预报降雨区域在过去 3天内累计

平均降雨量达 100毫米以上；

（2）县内 12小时降雨量已经达到 100毫米以上或全县 2／3以上镇日降雨量已经达

到 100毫米及以上，且县气象局预报降雨可能持续。

重大洪涝灾害事故：

（1）县气象局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未来 3小时内降雨量将达 50毫米以上，或者

已达 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且预报降雨区域在过去 7天内累计平均降雨量达 100

毫米以上；

（2）县内或全县 1／2镇日降雨量已经达到 100毫米及以上，且县气象局预报降雨

可能持续。

较大洪涝灾害事故：

（1）县气象局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未来 6 小时内降雨量将达 50 毫米以上，

或者已达 50 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且全县有预报降雨区域在过去 10天内累计平

均降雨量 100毫米以上；

（2）县内 12小时降雨量已经达到 50毫米以上或全县 2／3镇日降雨量已经达到 50

毫米以上，且县气象局预报降雨可能持续。

一般洪涝灾害事故：

（1）县气象局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未来 12小时内降雨量将达 50毫米以上，或

者已达 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且全县有预报降雨区域在过去 10天内累计平均

降雨量 100毫米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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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县内或全县约 1／2镇日降雨量已经达到 50毫米以上，且县气象局预报降雨可

能持续。

8.3 组织指挥机构及职责

8.3.1 应急组织体系

参见临沭县玉山镇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相应内容。

8.3.2 职责

参见临沭县玉山镇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相应内容。

8.3.3 玉山镇自然灾害救灾应急指挥中心及其职责

玉山镇应急指挥中心办公室设在玉山镇党政办公室。

应急指挥中心作为玉山镇应急指挥部的日常办事机构，其职责为：传达、贯彻上级

和玉山镇关于抗灾救灾工作的指示，并监督落实；承担玉山抗灾救灾综合协调工作，统

一发布灾情信息；协调有关部门听取受灾地区灾情和抗灾救灾工作汇报；及时收集、汇

总、评估、报告灾害信息、灾区需求和抗灾救灾工作情况；组织召开会商会议，分析、

评估灾区形势，提出救灾工作对策；协调有关部门组成联合工作组赴灾区协助、指导开

展抗灾救灾工作；负责处理玉山镇应急指挥部的日常事务，办理临沭县应急指挥部交办

的其他事项。

8.4 应急准备

8.4.1 组织准备

强化属地管理责任，结合本镇实际建立健全防台防汛指挥机构，按照“三定”规定设

置防台防汛指挥部办公室。

应急指挥部要落实并公布防台防汛责任人。有防台防汛任务的部门、单位要落实本

部门、单位责任人。各级、各有关部门要落实河道重要堤防、水库、重要设施防汛责任

人，建立健全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责任体系。

8.4.2 工程准备

水利部门按照县级以上政府有关规划推进本镇各类防洪工程建设、水利工程建设、

水毁工程修复、病险水利工程设施除险加固等工程建设和城市排水防涝能力建设，指导

和监督防洪工程管理单位做好日常管理，确保工程安全度汛。

8.4.3 预案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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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成员单位要及时修订完善防台防汛应急预案、各类河道（湖泊）防御洪水方案、

水库汛期调度运用计划和防御洪水方案、城市防洪应急预案、山洪灾害防御预案和部门

防台防汛相关预案等各类防台防汛预（方）案，按有关规定报批并组织实施。

8.4.4 物资队伍准备

由玉山镇应急指挥中心建立、健全救灾储备物资管理办法，分级、分类管理储备救

灾物资。

按照救灾物资储备规划，根据需要，科学选址，建立完善救灾物资储备体系。各级

储备库应储备必需的救灾物资，主要包括救灾帐篷、衣被和其他生存性救助所需物资等。

汛前应购置补充救灾衣被、净水设备等救灾物资，保证必要的救灾物资储备数量。

建立、健全救灾应急所需的食品和生活用品等救灾物资采购供应机制。

储备、采购充足的救灾所需药品、疫苗和医疗器械等。

建立健全救灾物资储备管理办法和应急采购、调拨、运输制度；建立救灾物资生产

厂家名录，必要时签订救灾物资紧急购销协议。

镇、村委会应当组织群众参加抗洪救灾。

8.4.5 转移安置准备

按照属地管理的原则，镇负责本镇区域内的人员转移工作。组织落实应急避难场所

并及时向社会公告，提前部署做好转移安置各项准备工作。人员转移补助经费纳入同级

财政预算。村委会应当协助做好人员转移工作。应急、教育、公安、交通运输、水利、

文化和旅游、卫生健康等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做好人员转移相关工作。企业、事业

单位和其他社会组织负责做好本单位人员转移工作。人员转移工作应当明确相应责任人，

落实相应责任制。

镇、村委会和相关单位应当编制人员转移方案，统计管辖范围内需转移人员数量和

实际转移人员数量，针对可能受洪涝灾害、台风影响区域的转移人员设立台账，登记造

册，建立档案，组织开展人员转移演练。

8.4.6 救灾救助准备

镇民政部门应完善政府救助、保险保障、社会救济、自救互救“四位一体”的自然灾

害救助机制，提升灾害救助质量和水平，帮助受灾群众快速恢复生产生活，避免因灾返

贫、因灾致贫，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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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7 防台防汛检查

防台防汛检查实行单位自查、行业检查、综合检查等方式，以责任制、体制机制、

工程设施、预案编制与演练、物资保障、队伍建设、值班值守、人员转移避险等方面为

重点，排查梳理安全隐患和薄弱环节，落实整改措施、责任、时限，确保防台防汛工作

顺利开展。

8.4.8 技术准备

水利、交通运输、农业农村、应急管理等有关成员单位要加强专家力量建设，切实

做好防台防汛技术支撑工作，及时提出工作建议，按照市县防总部署参与检查督导、抢

险救援、救灾、调查评估和人员培训等工作。

不断完善应急指挥调度系统等系统（平台）建设，做好防台防汛信息资源共享，推

进大数据、云计算、地理信息等新技术新方法运用，提高灾害信息获取、预报预测、风

险评估、应急保障能力。统筹协调专业技术力量，支撑服务防台防汛救灾工作。

8.5 预警、预报与信息管理

8.5.1 灾害预警预报和信息共享

1.玉山镇应急指挥中心根据有关部门提供的灾害预警预报信息，结合预警地区的自然

条件、人口和社会经济背景数据库进行分析评估，及时对可能受到自然灾害威胁的相关

村做出灾情预警，并向玉山镇和上级有关部门报告。

2.根据灾情可能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大量人员需要紧急转移安置或生活救

助情况，应做好应急准备或采取应急措施，灾情紧急时可提前启动应急预案。

3.玉山镇应急指挥中心要及时汇总各类灾害预警预报信息，向玉山镇应急指挥部成员

单位和相关村通报，做到信息共享。

8.5.2 预警信号

1.灾情信息报告内容

主要包括灾害发生的时间、地点、灾害种类、灾害造成的损失、已采取的救灾措施

和灾区存在的困难以及需要解决的问题。

（1）灾害损失情况包括：受灾人口、因灾死亡人口、因灾失踪人口、因灾伤病人口、

紧急转移安置人口、被困人口、饮水困难人口、需救助人口、需过渡性救助人口和受淹

村居或村居、农作物受灾面积、农作物成灾面积、农作物绝收面积、毁坏耕地面积、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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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死亡大牲畜数量、因灾死亡家禽数量、倒塌房屋间数（其中倒塌农房户数、间数）、

严重损坏房屋间数（其中严重损坏农房户数、间数）、基础设施毁损情况、直接经济损

失、农业损失、工矿企业损失、基础设施损失、公益设施损失、家庭财产损失等。

（2）因灾需救济情况包括：需口粮救济人口、需救济粮数量、需救助饮水人口、需

衣被救济人口、需救济衣被数量、需救济伤病人口、需重建住房间数、需重建住房户数

等。

（3）已救济情况包括：投亲靠友人口数量、借住房屋人口数量、搭建救灾帐篷和简

易棚人口数量、已救济衣被人口、已支出口粮救济款、已支出饮水救助款、已救济衣被

数量、已救济伤病人口、已支出治病救济款、已支出重建、维修住房款、已重建住房间

数、已重建住房户数、已维修住房间数、已维修住房户数等。

2.灾情信息报告时间

（1）灾情初报。玉山镇及时汇总对本行政县内发生的自然灾害，并用《自然灾害情

况统计快报表》初报，凡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的，应在第一时间（灾情发生后 1

小时内）掌握灾情，及时向临沭县应急指挥中心报告初步情况。县应急指挥中心在接到

灾情报告后，向临沂市应急指挥中心报告最迟不得晚于灾害发生后 2小时。

一次性灾害造成 5人及以上死亡（含失踪）或其他重大损失的重、特大自然灾害，

必须在灾害发生后 1小时内向临沭县应急指挥中心报告，县应急指挥中心在接到镇（区）

灾情报告后，1小时内完成审核、汇总灾情数据工作，向临沭县人民政府报告（重、特大

自然灾害可直接上报省局）。

（2）灾情续报。在重、特大自然灾害灾情未完全稳定之前，玉山镇应急指挥中心执

行 24小时零报告制度，并于每日 9时前将截至到前一天的灾情上报到县应急指挥中心，

重、特大灾害根据灾情发展随时报告。

（3）灾情核报。玉山镇在灾情稳定后 2个工作日内核定灾情，向县应急指挥中心报

告。

（4）旱灾灾情报告：按照灾害过程的不同阶段，分为初报、续报、核报。初报是指

在旱情初露，群众生产生活受到一定影响，对旱情进行调查、汇总，首次对灾情进行填

报；续报是指在初报后，旱情发展过程中上报；核报是指在灾情解除后，玉山镇便民服

务中心、应急办等部门组织力量，全面开展灾情核定和上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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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灾情核定

由民政、气象、水务、国土等部门组织专家评估小组，通过全面调查、抽样调查、

典型调查和专项调查等形式对灾情进行专家评估，核实灾情。

4.台账管理

建立因灾死亡人口台账、倒塌房屋台账和需政府救济人口台账。玉山镇便民服务中

心在灾情核实后，建立因灾死亡人口、倒塌房屋和需政府救济人口的花名册，为灾后恢

复重建和开展生活救助提供可靠依据。

8.6 应急响应

根据汛情、险情等灾害的严重程度和范围，按特别重大（Ⅰ级）、重大（Ⅱ级）、较

大（Ⅲ级）、一般（Ⅳ级）四个响应级别，分别启动相应的Ⅰ级、Ⅱ级、Ⅲ级、Ⅳ级应急

响应行动。

8.6.1 Ⅳ级应急响应

当出现一般（Ⅳ级）事件时，由镇应急指挥部启动Ⅳ级应急响应，实施Ⅳ级应急响

应行动。

（1）镇应急指挥部办公室、防台防汛办公室加强值班，密切关注气象信息，严密监

视台风、暴雪、暴雨、雷暴、水库水位等动态：

（2）通知各村各单位组织开展以险工险段、小型水库、山塘、低洼地区、各类危房、

学校、医疗机构等重点区域的防自然灾害检查。

（3）合理安排农业生产，做好作物抢收工作，落实好农业大棚、渔业养殖等防灾救

灾措施；

8.6.2 Ⅲ级应急响应

当出现较大（Ⅲ级）事件时，镇应急指挥部启动Ⅲ级应急响应，实施Ⅲ级应急响应

行动。

（1）镇应急指挥部办公室主任到岗，分析洪涝、台风等自然灾害形势、明确防御重

点；

（2）广播台风、洪涝灾害等自然灾害信息，提醒群众和有关单位做好各项防御工作；

（3）检查各村的责任人、信息员、各类巡查(监测、预警)人员、抢险队员的到岗到

位情况和抗灾抢险物资的落实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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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村干部要督促各村开展防御工作、对于抗灾救灾任务较重的村，应提前下村指

导；

（5）险工险段、在建工程、建筑工地等落实防御措施，户外广告牌、高空设施、公

用设施等落实保安加固措施；

（6）各行政村及相关单位向镇应急指挥部办公室上报人员转移、抢险队组织、应急

物资落实等情况。

8.6.3 Ⅱ级应急响应

当出现重大（Ⅱ级）事件时，由镇应急指挥部启动Ⅱ级应急响应，实施Ⅱ级应急响应

行动。

（1）镇应急指挥部总指挥到岗，全面动员和部署全镇防御工作，各应急小组开始运

作；

（2）对辖县内小型水库、山塘、险工险段、在建工程、学校等重点防护目标进行一

次全面检查，发现问题及时采取措施，并落实应急方案，对超过汛限水位的水库山塘，

要迅速将高水位降到汛限水位以下，对洪涝、泥石流灾害的重点受灾区域的人员进行疏

散；

（3）对辖县内危房、临时工棚、山洪灾害易发区域及其他危险地段的居住人员，作

全面排查摸底，做好随时转移准备，并落实好转移安置点及后勤保障措施；

（4）必要时可对幼儿园、学校、企业、公共设施等采取停课、停工、停止集会、交

通管制等措施：

（5）定时向镇应急指挥部办公室上报各类责任人到岗到位、人员转移、抢险队伍、

防汛物资、避灾场所使用等信息。

8.6.4 Ⅰ级应急响应

当出现特别重大（Ⅰ级）事件时，由镇应急指挥部启动Ⅰ级应急响应，实施Ⅰ级应急响

应行动。

（1）全体机关干部到岗到位，联村干部全部下村指导，全面落实好各项防汛防台抗

旱等抗灾救灾工作；

（2）立即组织力量转移洪水灾害易发区域及危房、临时工棚等危险地段的居住人员，

着力做好旅游及外来务工人员的安全转移和安置工作，落实防灾救灾措施，尽全力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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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伤亡；

（3）对各类危险区域人员的转移情况进行逐一排查，做到“不留一户、不漏一人”；

（4）小型水库、山塘、险工险段、学校巡查责任人要到岗到位，实行 24小时不间

断巡查，发现问题及时报告；

（5）各类抢险应急小分队集合待命，进入临战状态。如发现险情灾情，抢险队伍在

保证队员自身安全的情况下，快速出击、全力抢险救灾；

（6）定时向镇应急指挥部办公室上报汛情、工情、灾情、民情等信息；

（7）如遭遇超强台风、超标准暴雨、洪水，要组织更大规模的人员转移，并做好电

力、交通、通讯全面毁损后需要“村自为战”、“人自为战”的各项准备。

8.6.5 应急响应变更和结束

8.6.5.1 鉴于台风往往带来强风、高潮和暴雨，启动防台风应急响应即视为同时启动

防汛应急响应。

8.6.5.2 当出现下列条件之一时，应急指挥部可视情况宣布应急响应结束：

（1）市气象部门解除台风警报、预警信号，且预报对我市无明显影响。

（2）市气象部门预报未来无较大降雨过程，工程险情基本控制，主要河道干流控制

站水位已回落至警戒水位以下。

（3）旱情已得到有效缓解。

8.6.5.3 防台防汛应急响应解除后，依照规定征用、调用的物资、设备、交通运输工

具等，应按照防台防汛物资储备管理有关规定及时归还、入库储存或核销。取土占地、

砍伐林木的，汛期结束后依法向有关部门补办手续；对取土后的土地组织复垦，对砍伐

的林木组织补种。

8.7 信息处理与发布

8.7.1 信息报告

有关部门、单位根据上级有关规定，做好突发险情、灾情信息报告工作。

突发险情、灾情报告分为首次报告和续报。险情或灾情发生后，有关责任部门（单

位）在第一时间掌握有关情况并首报。突发险情、灾情发展过程中，根据险情、灾情发

展及抢险救灾的变化情况，及时对报告事件续报，续报应延续至险情排除、灾情稳定或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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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2 信息发布

未经应急指挥部核实和允许，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发布防台防汛突发事件相关

信息。需要由市级及以上发布的汛情及防汛抢险动态等，由市防总统一审核；涉及水利

工程的，由市防总办公室会同水利部门审核和发布；涉及军队的，由军队有关部门审核；

一般公众信息由本级防汛指挥机构负责同志审批后，可通过媒体向社会发布。在发布重

要灾情、险情信息前必须提前报告本级党委、政府和上级防指。

8.7.3 信息处理

凡本级或上级防指采用和发布的洪水、台风灾害、工程抢险等信息，当地防指应立

即调查，对存在的问题及时采取措施，切实加以解决。

8.8 应急保障

8.8.1 通信保障

灾害发生后，通信部门要启动应急通信保障预案，迅速调集力量抢修损坏的通信设

施，确保防台防汛抢险救灾通信畅通。必要时调度应急通信设备，为抢险救灾和现场指

挥提供通信保障。

8.8.2 应急队伍保障

（1）按照全市应急救援力量联调联战工作机制，在党委、政府统一领导下，应急部

门和消防救援队伍组织指挥各类应急救援力量实施救援。

（2）发生洪涝灾害时，各类专业应急抢险队伍按照防指等有关调动指令及时赶赴现

场抢险救灾。

8.8.3 应急物资保障

镇组织有关部门、单位做好防台防汛物资储备管理工作。统筹本镇防台防汛应急物

资调拨工作，各存储单位接到调令后，第一时间将所需物资运抵指定地点。

8.8.4 人员转移保障

（1）人员转移工作由镇负责，各相关单位协助实施。

（2）按照预案确定的工作流程、转移线路、安置地点做好人员转移安置工作。

8.8.5 供电保障

供电部门建立本行政区域内的用电重点保障单位名录，优先保证抗洪抢险、救灾等

供电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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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6 能源保障

发展改革部门组织做好油、气、电等能源供需调配，优先保障受灾地区和抢险救灾

需求。

8.8.7 交通运输保障

交通运输部门负责做好所辖交通运输基础设施隐患排查，开辟绿色通道，保障抢险

救援指挥、运送救灾装备、物资车辆通行。

8.8.8 医疗保障

卫生健康部门负责做好灾区疾病防治工作，组织医疗卫生救援队伍赴灾区指导、参

与卫生防疫和伤病员救治工作。

8.8.9 治安保障

公安部门负责做好灾区的治安管理工作，依法打击扰乱防台防汛救灾行动和破坏工

程设施安全的行为；负责做好防汛抢险、分洪爆破时的戒严、安保工作，维护灾区社会

治安秩序。

8.8.10 资金保障

按照事权与财权划分原则分级负担，镇做好年度预算，合理安排防台防汛抢险救灾

资金。

8.9 培训与演练

8.9.1 应急培训

玉山镇应急办应广泛宣传应急法律、法规和预防、避险、自救、互救、减灾等知识

和技能，并有组织、有计划地为公民提供减灾知识和技能培训。将防灾减灾教育培训纳

入党政领导干部培训内容。举办各类领导干部培训班，同时开设综合减灾、紧急处置及

防灾救灾组织指挥课程。应急管理和救援人员由专业部门负责培训。

玉山镇应急办不定期组织相关部门、村居、企业应急管理机构以及专业救援队伍的

相关人员进行应急业务培训。有关部门、村居、企业可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做好专职、

兼职应急救援队伍的培训，积极组织社会志愿者的培训，提高公众自救、互救能力。

8.9.2 应急演练

玉山镇应急指挥部每年至少组织一次突发事件或专项事件的应急演练，提高应对突

发事件的应急反应能力。应急演习前应编制好演练计划。演练可采用桌面推演、功能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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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和全面演练等形式。

高危和人员密集单位应当每半年至少组织 1次综合或者专项应急预案演练，每 2年

对所有专项应急预案至少组织 1次演练，每半年对所有现场处置方案至少组织 1次演练。

其他生产经营单位应当每年至少组织 1次综合或者专项应急预案演练，每 3年对所

有专项应急预案至少组织 1次演练，每年对所有现场处置方案至少组织 1次演练。

演练结束后，各相关机构、部门和参演人员要做好演练总结点评工作，总结经验，

不断改进工作机制和演练计划，并作为预案完善的依据。

8.10 奖励与责任追究

8.10.1 奖励

对在防台防汛应急救援工作中有下列表现之一的单位和个人，根据有关规定给予表

彰或者奖励：

1.出色完成应急处置任务的。

2.抢排险事故或抢救人员有功，使国家、集体和人民生命财产免受损失或减少损失的。

3.对应急救援工作提出重大建议且实施效果显著的。

4.有其他特殊贡献的。

8.10.2 责任追究

在防台防汛应急救援工作中有下列行为之一的，按照法律、法规及有关规定，对有

关责任人员分别予以行政处分、治安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不按规定制订事故应急预案，拒绝履行应急准备义务的。

2.不及时报告事故真实情况，延误处置时机的。

3.不服从指挥机构的命令和指挥，在应急响应时临阵脱逃的。

4.盗窃、挪用、贪污应急救援资金或者物资的。

5.阻碍应急救援人员依法执行任务或进行破坏活动的。

6.散布谣言、扰乱社会秩序的。

7.有其他危害应急救援工作行为的。

8.11 附则

8.11.1 应急预案备案

本应急救援预案报临沭县应急管理局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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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1.2 制定发布与解释

本预案由玉山镇应急办负责组织制定，经安全专家评审通过后，由玉山镇镇长批准

发布，由玉山镇应急办负责解释。

8.11.3 维护和更新

本预案每三年修订一次。如遇法规标准更新或预案演练后总结评审认为有不妥之处，

应适时组织修订完善，报玉山镇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及时修订相关预案：

1.制定预案所依据的法律、法规、规章、标准发生重大变化；

2.应急指挥机构及其职责发生调整；

3.安全生产面临的风险发生重大变化；

4.重要应急资源发生重大变化；

5.在预案演练或者应急救援中发现需要修订预案的重大问题；

6.其他应当修订的情形。

8.11.4 应急预案实施

本预案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