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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学习

强化底线思维  做好应急救灾工作
 代明堂

云南有着美丽的绿水青山、广袤独特的自然风

貌，多姿多彩的民族风情。同时，云南也素有“无灾

不成年”之说，自然灾害多发频发。在新时代，要不

断提升救灾业务能力和水平，切实做好应急救灾工作。

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

救灾的重要论述和党的二十大精神，做到学深

悟透融会贯通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高度重视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先后提

出“一个国情”“一个理念”“两个坚持”“三个转

变”“两个事关”“四个力”的新思想、新论断、新

要求，强调防灾减灾救灾事关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事

关社会和谐稳定，是衡量执政党领导力、检验政府执

行力、评判国家动员力、体现民族凝聚力的一个重要

方面。我国将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上升到基本国情和国

家治理理念新高度。

2018年，在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中，党中央

决定组建应急管理部，优化整合了防灾减灾救灾相关

职能、资源和力量，构建了大安全、大应急的框架体

系，改变了过去长期以来“九龙治水”、各灾各管的

模式，形成了统筹管理、统分结合的新机制。通过发

挥应急管理部门“统”的综合作用，也充分发挥各个

部门专业优势，齐抓共管、共同应对。

2022年10月，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提高公共

安全治理水平。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建立大安

全大应急框架，完善公共安全体系”，“提高防灾减

灾救灾和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处置保障能力”，明确将

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纳入公共安全治理范畴，推动

公共安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党

的二十大精神，深刻把握新时代新征程的使命任务，

以真抓实干、求真务实的作风，以时不我待、只争朝

夕的干劲，推动新时代应急救灾能力不断迈上新台阶。

准确把握“自然灾害多发频发”的基本省

情，增强做好应急救灾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灾害种类多，分布地

域广，发生频率高，造成损失重，这是一个基本国

情。”其实，云南省就属于典型的“无灾不成年”的

区域之一。

从灾害种类上看，国家划分的10大类全国自然灾

害种类（干旱、洪涝、风雹、台风、地震、低温冷冻

和雪灾、高温热浪、滑坡和泥石流、农作物病虫害、

其他灾害）中，云南除高温热浪灾害造成的影响小一

些外，其他灾害每年都不同程度发生，尤其是地震、

干旱、洪涝、滑坡泥石流对云南危害最大。

从灾害分布范围上看，云南省均处于6度以上的地

震烈度设防区，其中，7～9度地震烈度设防区面积占

全省总面积的91.1%。

从灾害发生频率上看，云南是全球大陆地震最

为频繁的地区之一，是我国大陆地震灾害最严重的地

区之一。此外，由于无雨就旱、有雨则涝，干旱、洪

涝、滑坡、泥石流、低温冷冻、风雹等灾害每年都有

不同程度发生。

从灾害强度上看，云南自然灾害中以重特大灾害

居多，每年都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和人员伤亡。近5年

来，年均因灾造成生活困难，需政府救助人口约500

万人。

从灾害时空分布上看，一年之中或一段时间内，

多种自然灾害交替发生，往往在发生大面积持续干旱

灾害时，局部地区又发生地震、洪涝、滑坡泥石流灾

害，呈现十分典型的立体型多灾交织的复杂局面。

面对复杂严峻的灾害形势，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和党的二十大精

神，落实应急管理部与省委、省政府关于应急救灾的

决策部署，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时刻

紧绷“防大灾、抗大灾、救大灾”这根弦，切实增强

责任感和使命感，进一步树牢底线思维，强化应急救

灾准备，修订完善应急预案并开展演练，做好应急物

资保障工作，完善自然灾害救助管理机制，提升灾情

管理能力，扎实做好云南的应急救灾工作。

（作者系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救灾和物资保障处处长）

省应急管理厅工作组赴绿春县指导“9·16”泥石流救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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