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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人科〔2016〕309 号

重庆人文科技学院
关于印发《地震应急疏散预案（修订）》的

通 知

各二级院（部）、各部门：

学校对《地震应急疏散预案》进行了修订，并经 2016 年 6

月 21 日院务会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特此通知

重庆人文科技学院

2016 年 12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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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人文科技学院地震应急疏散预案（修订）

为保证地震发生时，应急工作高效、有序地进行，最大限度

的减轻地震给学校造成的影响，保障全校师生员工的生命和财产

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及重庆市政府、市教

委有关要求，结合学校实际，特制定本预案。

一、防震工作组织机构

（一）防震疏散领导小组

组 长：党委书记、校长

副组长：常务副校长、分管党政办、安全工作、后勤工作的

副校长、分管学生工作的副书记（副校长）。

成 员：党群工作部、学生处、保卫处、后勤处、资产处负

责人和各二级院（部）党总支书记、直属党支部书记。

（二）领导小组下设机构及人员

1. 抢险救灾组

组 长：分管安全工作的副校长

副组长：学生处、保卫处、后勤处负责人

成 员：保卫处、后勤处人员和保安队员

2. 医疗救护组

组 长：分管后勤工作的副校长

副组长：后勤处长

成 员：校医院医务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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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治安维护组

组 长：保卫处处长

成 员：保卫处全体人员、保安队员和消防应急分队队员

4. 人员疏散组

组 长：分管学生工作的副书记（副校长）

副组长：学生处处长、副处长

成 员：各二级院（部）党总支书记、直属党支部书记、辅

导员、学生公寓管理人员、学生工作与就业处、园区管理办公室

全体人员。

5. 宣传组

组 长：分管党政办的副校长

副组长：党群工作部和教育信息化建设处负责人

成 员：党群工作部、电视台、教育信息化建设处相关人员

6. 通讯联络与后勤保障组

组 长：分管党政办的副校长

副组长：党政办、后勤处、资产处负责人

成 员：党政办公室、后勤处、资产处全体工作人员

二、任务与职责

（一）抢险救灾组

迅速集结人员和器材，根据领导小组指示开展抢险救灾。

1. 抢救被埋压人员；

2. 及时运送重伤员和调配救灾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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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抢修主要设施，尽快恢复正常教学秩序。

（二）医疗救护组

1. 准备充足的药品，器械和设备；

2. 根据领导小组命令，实施现场救护；

3. 根据灾情，及时调整救护力量，妥善安置重伤员；

4. 加强水源管理，防止疫情的发生和控制疫情蔓延。

（三）治安维护组

1. 平时检查各部门的安全措施和防灾器材完好、可用情况；

2. 指挥和疏导校内交通；

3. 地震灾害发生后，立即赶赴重点要害部位实施安全防控

工作；

4. 维护现场秩序，严防各种破坏活动；

5. 督促有关部门采取有效的安全防范措施；

6. 加强校内治安巡逻、检查，采取有效措施确保校园安全

稳定。

（四）人员疏散组

确定疏散场地和路线，组织人员疏散。

1. 人员疏散地点为：球场、塑胶操场、百川广场及就近空

场地、无高大建筑物体的道路及场所。疏散时不得逆行、弯腰、

蹲下、推攘和大声喧哗，听从指挥，有序撤离。

2. 疏散方案

（1）白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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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导员、教师、园区管理人员、行政人员利用小喇叭告知学

生，地震时保持镇静，从各疏散通道快速有序地跑到室外，不跳

楼、不拥挤，应在老师、辅导员的组织带领下，统一行动。如楼

层高、离门远，可在墙角、柱子、桌椅边就近隐避，并与外墙和

窗户操持一定的距离，避免外墙倒塌或玻璃破碎时伤人；避开室

内的悬挂物；留一定的通道，便于地震时紧急撤离；把体弱或残

疾的同学安排在方便避震或撤离的地方。震后快速有序的撤离。

要求：

①上课时发生震情，做到不惊慌、尽快就近避险。

②按照预案疏散线路疏散，下楼时各班成两路纵队分左右道

下楼，以免碰撞、拥挤、踩伤。

③遇到灾情，不要惊慌、不要跳楼。

④任课教师负责指挥学生疏散，不得擅离岗位，有秩序地将

学生撤离到操场。

⑤各层道路出口要有教师或班级干部指挥。

（2）晚上：

①宿管值班员、二级学院值班辅导员负责组织学生的疏散。

②楼梯的出口处必须有教师或管理员指挥学生下楼，避免碰

撞，踩伤。

③学生每人自备手电筒一个。

④加强学生遇险、自救知识教育，如遇灾情，要听从指挥迅

速、有序疏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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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教职工疏散：

①如遇地震，教职工要从教室、办公室迅速撤离，不要惊慌，

从就近的楼梯或安全通道疏散，不拥挤，避免受伤。

②疏散后，教职工要立即回到所在单位，要组织学生撤离和

保护学生安全。

（五）宣传组

1. 宣传普及地震科学知识，增强师生防震避险、自防自救

能力和地震应急应变能力；

2. 维护好学校宣传设备、设施和线路，保证通信畅通有效

宣传；

3. 及时采集和收集地震后各类情况，正面宣传地震后的抢

险救灾和灾后重建情况以及好人好事等。

（六）通信联络与后勤保障组

1. 检查督促并协调各组实施方案的落实；

2. 组织协调各组的工作，确保应急抢险物资、器材、工具

和设备储备到位，通讯设备到位且线路畅通、信号稳定；

3. 迅速调查灾情和震情动态，及时向上级部门报告；

4. 抽调组织救灾人员、协调病员安置、生活保障等；

5. 负责上级指挥部人员的接待，安排和联络；

6. 负责处理领导小组交办的其它事项。

三、防范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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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前应急准备工作在本预案公布后，当临震预报发布时的紧

急情况下完成。

（一）应急工作领导组办公地点及通讯方法：指挥部办公室

设在学校操场正中位置，利用校园广播和喊话器指挥人员疏散。

（二）指挥部办公室要定期修订学校预案，并组织指挥部成

员学习和熟悉预案，并适时组织演练；周密计划和充分准备抗震

救灾设备、器材、装备、工具等，并落实数量明确到人；相关部

门利用宣传栏经常开展防震科普知识传。

（三）疏散组要制定人员疏散方案、疏散路线，明确疏散场

地。

（四）抢险救灾组熟悉预案，明确职责，尤其对水、电设施

及火险等经常进行检查；负责抢险工具、器材、设备的落实；组

织抢险救灾组成员定期进行演练。

（五）制定治安管理措施，加强对重点部门、设施、线路的

监控及巡视。

（六）出现地震谣传，校党政办、教务处、学生处要及时平

息地震谣传或误传，开展防震科普知识培训，提高师生识别地震

谣传的能力，安定人心，保证学校安定。

四、临震应急处置

接到政府及有关单位关于地震的预报后，学校进入临震应急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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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学校防震疏散领导小组立即召开紧急会议，研究部署应

急措施，立即向各工作组传达临震处置意见，并按应急预案落实

各项应急措施，准备抢险救灾物资工具和消防器材。

2. 宣传组利用宣传工具，立即开展应急宣传，要特别注意

防止和果断平息地震谣传、误传事件，确保校园秩序稳定。

3. 各组负责人制定本组应急方案。

五、震后应急对策

1. 地震发生后，防震疏散领导小组成员立即进入第一线，

了解震情和灾情，启动抗震救灾指挥系统。

2. 各工作小组立即进入各自岗位，启动应急预案，完成各

自任务。

3. 震后半小时内，办公室人员迅速将震情报告领导小组负

责人，负责人向当地政府和上级机关报告地震受灾情况。

4. 组织师生开展自救互救。

5. 组织人员对全校进行卫生防疫工作，防止发生疫情和控

制疫情蔓延。

6. 组织全校师生进行灾后重建工作，尽快恢复教育教学和

办公秩序。

重庆人文科技学院党政办公室 2016 年 12 月 28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