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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汛应急演练活动方案（通用 9 篇） 

  为了保障活动顺利、圆满进行，时常需要预先开展活动方案准备工

作，活动方案是阐明活动时间，地点，目的，预期效果，预算及活动

方法等的书面计划。那么你有了解过活动方案吗？下面是整理的防汛

应急演练活动方案，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防汛应急演练活动方案 篇 1  

  为进一步强化防汛救灾应急预案各项措施的落实，提高房管所工作

人员应对汛期出现险情的处置能力，结合防汛工作安排，组织开展防

汛救灾应急演练，制定方案如下：  

  一、演练时间  

  20xx年 5 月日  

  二、演练范围  

  1、马家庄廉租房小区  

  2、鸿盛锦苑小区  

  3、直管公房路号院  

  三、演练目的  

  在遇到暴雨天气、汛情紧急的情况下能够迅速、高效、有序、保证

人员安全的情况下组织有关人员撤离危险区域，并最大限度的减少财

产损失，通过演练进一步提高工作人员和物管站对汛情的应急反应能

力和防灾抗灾避灾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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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两个小区演练及时排除积水，确保水路畅通，现场紧急评估，

安全警戒。  

  2、直管公房演练人员疏散撤离，房屋避险支护，积水排除等。  

  五、演练组织  

  1、由直管公房管理科牵头，东街房管所配合，统一协调调度，两

个物管站和直管公房的演练工作。  

  六、演练保障  

  1、防汛物资：水泵、电缆、沙袋、雨衣、雨鞋、铁锹等。  

  2、运输车辆：小型客货车一辆，车号 xxx  

  3、疏散人员安置，善后处理。  

  4、现场记录、拍照、收集信息。  

  防汛应急演练活动方案 篇 2 

  一、成立防汛演练指挥部  

  总指挥：xxx  

  副总指挥：xx、xxx  

  成员：xx及各班班主任  

  二、应急小组  

  1、班级疏散小组：如果是在课堂时间内，谁上课谁负责。如果是

在课余时间班主任负责。  

  职责：  

  （1）防汛演练时带领学生逃生，谁是责任人谁最后一个离开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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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到达安全场地后迅速清点学生人数及伤亡情况；  

  （3）班主任及时向统计小组报告学生撤离情况。  

  2、其他疏散小组：教学楼楼梯：  

  一层楼梯：xxx；  

  二层楼梯：xxx；  

  大门口疏散引导：xx，xx；  

  秩序维护：xxx；  

  职责：警报响起，迅速到各楼梯口和校门口、疏散接应学生，确保

学生快速、有序撤离，严禁出现拥挤、跌倒、踩伤事故的发生。  

  3、宣传小组：xxx（摄影）职责：具体负责应急人员撒离现场后的

宣传教育、摄影、照相、报道等。  

  4、救护小组：  

  职责：具体负责演练疏散过程中发生的意外事故的应急救护等。  

  5、统计小组：  

  职责：具体负责安全疏散后的人员（全校）统计工作，统计好计时

工作。  

  三、演练对象  

  xx小学全体师生  

  四、演练时间  

  20xx年 x月 x号下午 15 点 50 分  

  五、演练内容情景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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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立即把学生从教学楼内疏散到安全地区。  

  六、集合地点  

  教学楼三楼六  

  演练步骤：防汛演练的阶段划分：  

  1、进行学习动员。在全校进行一次汛期安全大教育活动，组织师

生学习，提高师生的汛期安全意识。在分管领导和安全员的组织指导

下，认真学习和模拟演练我校制订的应急预案，熟悉在突发事件中各

自的职责和任务，基本的自救和逃生方法，保障学生和公共财产的安

全。  

  2、成立演练领导组织机构，明确责任，严格组织实施演练活动，

确保演练活动顺利完成，达到预期效果。  

  3、组织演练。讲解防汛知识及演练过程中的注意事项，并在总指

挥的指导下进行演练。全体师生都要参加，把演练当成实战，认真对

待。  

  A、当天下午第一节或第二节，由各班班主任安排时间对学生进行

一次防汛知识教育。  

  B、当天下午 15：50，听到信号，任课教师安排学生有序进行疏散，

带领学生有次序疏散。总指挥发出撤离口令：“各班注意，现在把学

生撤离到校门口外的安全地带，各班迅速撤离，不要惊慌和大声喧哗”。

现场的教师听到口令后马上组织学生准备撤离并发出口令，“起立，

准备撤离！打开前后门”学生听到口令后，1、2 组面向前站，3、4 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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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要求：  

  1、教师要冷静、果断下达口令。学生不要惊慌，更不要大声喧哗。  

  2、学生要听从老师的口令，动作要做到快静齐。  

  C、根据具体情况，教师要果断的发出口令：“开始撤离！”学生听

到撤离口令后，1、2 组直接按顺序从课桌间走出，自动合成一路纵

队从前门出，3、4 组直接按顺序从课桌间走出合成一路纵队从后门

出，出门后再合并成一路纵队迅速下楼，到达安全地点。  

  4、总结汇报。演练结束后，总指挥或负责人对演练进行总结，针

对演练中出现的问题要及时指出来并进行整改，总结情况整理后存档。  

  七、演练要求  

  1、加强领导，确保演练工作达到预期目的。在总指挥的统一部署

下，全校师生要高度重视，提高认识，积极参加，确保演练效果。  

  2、各班级调整好工作，确保全员参加。这次演练是全面性的、较

大规模的防汛演练，各班级要组织好学生积极参加这次演练学习，增

强自己躲避灾难危险的能力等消防技能。  

  3、完善规章制度，强化责任制的落实。演练结束后，要对这次演

练活动进行认真的总结，针对演练中出现的问题要及时进行整改。  

  防汛应急演练活动方案 篇 3 

  活动目的：  

  1、进步安全意识，学习汛期安全的有关知识。  

  2、初步了解汛期安全的有关内容，要求每个学生都要进步安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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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自己能改变生活中不遵守汛期安全的不良习惯，进步对生活中

违反安全原则的行为的辨别能力。  

  活动重点：  

  学习汛期安全的基本知识，培养有关防范力。  

  活动进程：  

  一、谈话引入课题  

  生命安全高于天，父母给你的生命只有一次，所以每个人都要珍惜

生命、留意安全。  

  二、新授  

  1、汛期中要留意的题目。  

  学生讨论：在汛期时要留意哪些题目？  

  2、上网搜索相干溺水事故新闻、图片，组织学生分析事故的缘由，

教师作总结。  

  溺水缘由主要有以下几种：不会游泳；游泳时间太长，疲惫过度；

在水中突病发特别是心脏病；盲目游入深水旋涡。  

  三、教育学生在汛期中如何预防溺水。  

  1、不要独自一人外出游泳，更不要到不摸底和不知水情或比较危

险且易发生溺水伤亡事故的地方去游泳。选择好的游泳场所，对场所

的环境（如该水库、浴场是否是卫生，水下是否是平坦，有无暗礁、

暗流、杂草，水域的深浅等情况）要了解清楚。  

  2、必须要有组织并在老师或熟习水性的人的带领下去游泳。以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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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生员做安全保护。  

  3、要清楚自己的身体健康状态，平时四肢就轻易抽筋者不宜参加

游泳或不要到深水区游泳。要做好下水前的预备，先活动活动身体，

如水温太低应先在浅水处用水淋洗身体，待适应水温后再下水游泳；

镶有假牙的同学，应将假牙取下，以防呛水时假牙落入食管或气管。  

  4、对自己的水性要有自知之明，下水后不能逞能，不要冒然跳水

和潜泳，更不能相互打闹，以免喝水和溺水。不要在急流和旋涡处游

泳。  

  5、在游泳中假如忽然觉得身体不舒服，如眩晕、恶心、心慌、气

短等，要立即上岸休息或呼救。  

  6、在游泳中，若小腿或脚部抽筋，千万不要惶恐，可用力蹬腿或

做跳跃动作，或用力推拿、拉扯抽筋部位，同时呼唤同伴救助。  

  四、教育学生碰到他人溺水时如何施救  

  1、大声呼救。向四周的成人大声呼喊，尽可能引发大人留意，请

大人展开救援。  

  2、简明扼要地向施救职员讲清落水人数、地点，便于展开救援工

作。  

  3、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物抛给溺水者，再将其拖至岸边；

若没有救护器材，可以入水直接救护。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不能

冒然下水救援，应立即大声呼救，或利用救生器材呼救。  

  五、教育学生外出时如何避免遭受雷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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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电时产生的光是闪电，闪电使空气受热迅速膨胀而发出的巨大声响

是雷声，雷雨天轻易遭受雷击，致人受伤乃至死亡。避免雷击应当作

到：  

  1、在外出时碰到雷雨天气，要及时躲避，不要在空阔的野外停留。  

  2、雷电交加时，假如在空阔的野外无处躲避，应当尽可能寻觅低

洼地（如土坑）藏身，或立即下蹲、双脚并拢、双臂抱膝、头部下俯，

尽可能下降身体的高度。假如手中有导电的物体（如铁锹、金属杆雨

伞），要迅速抛到远处，千万不能拿着这些物品在旷野中奔跑，否则

会成为雷击的目标。  

  3、特别要谨慎的是，碰到雷电时，一定不能到挺拔的物体（如旗

杆、大树、烟囱、电杆）下站立；这些地方最轻易遭受；雷击危险。  

  六、教育学生天降暴雨、冰雹怎样保护自己？  

  暴雪、冰雹比较常见，固然不一定会构成灾难，但也应留意保护自

己：  

  1、暴雪天，要留意添加衣物，留意保暖；要减少室外活动，避免

冻伤。  

  2、下冰雹时，应在室内躲避；如在室外，利用雨具或其他代用品

保护头部，并尽快转移到室外，避免砸伤。  

  七、教育学生洪水爆发时如何自救？  

  一个地区短时间内，河水会猛烈上涨，漫过堤坝，沉没农田、村庄。

冲垮道路、桥梁、房屋，这就是洪水灾难。发生了洪水，如何自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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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坡、高地等处转移；在措手不及，已遭到洪水包围的情况下，要尽

可能利用船只、木排、门板、木床等，做水上转移。  

  ２、洪水来得太快，已来不及转移时，要立即爬上屋顶、楼房高屋、

大树、高墙，做暂时避险，等待援救。不要单身游水转移。  

  ３、在山区，假如连降大雨，最轻易爆发山洪。碰到这类情况，应

当留意避免渡河，以避免被山洪冲走，还要留意避免山体滑坡、滚石、

泥石流的伤害。  

  ４、发现高压线铁塔倾倒、电线低垂或断折；要阔别避险，不可触

摸或接近，避免触电。  

  ５、洪水过后，要服用预防流行病的药物，做好卫生防疫工作，避

免发生传染病。  

  八、课堂总结  

  1、同学们小结：  

  通过这次活动，你知道了甚么？  

  2、教师小结：  

  生命只有一次，幸福快乐把握在你的手里，希望同学们通过这堂安

全教育课，学会珍惜生命，养成自觉遵守防溺水安全原则的好习惯。  

  防汛应急演练活动方案 篇 4 

  活动目的:  

  1.提高安全意识，学习汛期安全的有关知识。  

  2.初步了解汛期安全的有关内容，要求每一个学生都要提高安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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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自己能改变生活中不遵守汛期安全的不良习惯，提高对生活中违

反安全原则的行为的辨别能力。  

  活动重点：学习汛期安全的基本知识,培养有关防范力。  

  活动过程:  

  活动方案生命安全高于天，父母给你的生命只有一次，所以每个人

都要珍惜生命、注意安全。  

  二、新授  

  1、汛期中要注意的问题。  

  学生讨论：在汛期时要注意哪些问题？  

  2、上网搜索相关溺水事故新闻、图片，组织学生分析事故的原因，

教师作总结。  

  溺水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种：不会游泳；游泳时间过长，疲劳过度；

在水中突发病尤其是心脏病；盲目游入深水漩涡。  

  三、教育学生在汛期中如何预防溺水。  

  1、不要独自一人外出游泳，更不要到不摸底和不知水情或比较危

险且易发生溺水伤亡事故的地方去游泳。选择好的游泳场所，对场所

的环境(如该水库、浴场是否卫生，水下是否平坦，有无暗礁、暗流、

杂草，水域的深浅等情况)要了解清楚。  

  2、必须要有组织并在老师或熟悉水性的人的带领下去游泳。以便

互相照顾。如果集体组织外出游泳，下水前后都要清点人数、并指定

救生员做安全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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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泳或不要到深水区游泳。要做好下水前的准备，先活动活动身体，

如水温太低应先在浅水处用水淋洗身体，待适应水温后再下水游泳；

镶有假牙的同学，应将假牙取下，以防呛水时假牙落入食管或气管。  

  4、对自己的水性要有自知之明，下水后不能逞能，不要贸然跳水

和潜泳，更不能互相打闹，以免喝水和溺水。不要在急流和漩涡处游

泳。  

  5、在游泳中如果突然觉得身体不舒服，如眩晕、恶心、心慌、气

短等，要立即上岸休息或呼救。  

  6、在游泳中，若小腿或脚部抽筋，千万不要惊慌，可用力蹬腿或

做跳跃动作，或用力按摩、拉扯抽筋部位，同时呼叫同伴救助。  

  四、教育学生遇到他人溺水时如何施救  

  1、大声呼救。向附近的成人大声呼喊，尽量引起大人注意，请大

人开展营救。  

  2、简明扼要地向施救人员讲清落水人数、地点，便于开展营救工

作。  

  3、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物抛给溺水者，再将其拖至岸边；

若没有救护器材，可以入水直接救护。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不能

冒然下水营救，应立即大声呼救，或利用救生器材呼救。  

  五、教育学生外出时如何避免遭受雷击？  

  雷电是常见的自然现象，它实质上是天空中雷暴云中的火花放电，

放电时产生的光是闪电，闪电使空气受热迅速膨胀而发出的巨大声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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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1、在外出时遇到雷雨天气，要及时躲避，不要在空旷的野外停留。  

  2、雷电交加时，如果在空旷的野外无处躲避，应该尽量寻找低凹

地（如土坑）藏身，或者立即下蹲、双脚并拢、双臂抱膝、头部下俯，

尽量降低身体的高度。如果手中有导电的物体（如铁锹、金属杆雨伞），

要迅速抛到远处，千万不能拿着这些物品在旷野中奔跑，否则会成为

雷击的目标。  

  3、特别要小心的是，遇到雷电时，一定不能到高耸的物体（如旗

杆、大树、烟囱、电杆）下站立；这些地方最容易遭遇；雷击危险。  

  六、教育学生天降暴雨、冰雹怎样保护自己？  

  暴雪、冰雹比较常见，虽然不一定会形成灾害，但也应注意保护自

己：  

  1、暴雪天，要注意添加衣物，注意保暖；要减少室外活动，避免

冻伤。  

  2、下冰雹时，应在室内躲避；如在室外，应用雨具或其他代用品

保护头部，并尽快转移到室外，避免砸伤。  

  七、教育学生洪水暴发时如何自救？  

  一个地区短期内连降暴雨，河水会猛烈上涨，漫过堤坝，淹没农田、

村庄。冲毁道路、桥梁、房屋，这就是洪水灾害。发生了洪水，如何

自救呢？  

  １、受到洪水威胁，如果时间充裕，应按照预定路线，有组织地向



13 
 

尽可能利用船只、木排、门板、木床等，做水上转移。  

  ２、洪水来得太快，已经来不及转移时，要立即爬上屋顶、楼房高

屋、大树、高墙，做暂时避险，等待援救。不要单身游水转移。  

  ３、在山区，如果连降大雨，最容易暴发山洪。遇到这种情况，应

该注意避免渡河，以防止被山洪冲走，还要注意防止山体滑坡、滚石、

泥石流的.伤害。  

  ４、发现高压线铁塔倾倒、电线低垂或断折；要远离避险，不可触

摸或接近，防止触电。  

  ５、洪水过后，要服用预防流行病的药物，做好卫生防疫工作，避

免发生传染病。  

  八、课堂总结  

  1、同学们小结：  

  通过这次活动，你懂得了什么？  

  2、教师小结：  

  生命只有一次，幸福快乐掌握在你的手里，希望同学们通过这堂安

全教育课，学会珍惜生命，养成自觉遵守防溺水安全原则的好习惯。  

  防汛应急演练活动方案 篇 5 

  为有效应对 20xx 年防汛抗旱复杂严峻形势，进一步增强我区师生

防汛抗旱主体意识，提升水旱灾害防范能力和自救互救能力，根据自

治区防汛抗旱指挥部及市区两级防汛抗旱指挥部的统一部署，决定将

今年 5 月份定为“防汛抗旱宣传月”。为切实抓好抓实工作，结合我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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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活动主题  

  普及水旱灾害知识，提高灾前预防意识，减轻水旱灾害风险。  

  二、活动时  

  20xx年 5 月。  

  三、宣传内容  

  （一）防汛抗旱知识。洪涝、台风、山洪、干旱等各类水旱灾害防

御知识；工程险情处置、遇险人员救援及自救知识。  

  （二）防汛抗旱形势、防御工作重点。认识 20xx 年学校防汛抗旱

形势，本地台风、洪涝、干旱等灾害易发（影响）区域和防御工作重

点。  

  （三）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做好包括学校洪涝灾害应急预案、干旱

灾害应急预案、台风防御应急预案、山洪灾害应急预案、在建工程安

全度汛应急预案或工作方案。  

  四、活动要求  

  （一）准确把握形势，提高认识。从自治区对今年的防汛形势判断

以及气象、水文部门预测情况来看，我区今年汛期是一个正常偏丰年

景，但由于降雨时空分布不均、气象变化的不确定性、极端天气事件

呈多发态势等原因，今年我区发生流域性严重水旱灾害的可能性比较

大，由于台风、强对流天气等影响，强降雨导致的中小流域、局部性

洪灾不可避免。为此，各校要通过有效的宣传手段，向师生宣传今年

防汛抗旱形势的严峻性，从而提高学生防灾减灾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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