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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减灾救灾的几项急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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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提高个人的应急意识和应急能力视为公民的社会责任 
  社会责任感是指在一定的社会生活中，为了维护正常的社会生活秩序，全体社会成员应当是

社会和他人负责的一些最基本、最起码的公共生活准则。梁启超《新民说》:“所谓公德者，就其
本体言之，谓一团体中人公共之德性也；就其构成此本体之作用言之，谓个人对于本团体公共观

念所发之德性也。”因此我们把提高个人的应急意识和应急能力视为公民的一种自主的选择，旨

在提高全社会应急能力，完善全社会的应急机制，实现社会的平稳运行。只有每个社会成员承担

社会责任，才能保证社会的和谐与健康发展。责任感帮助人们努力挖掘自身的本质力量和本性，

强调自己的行为适合客观的需要。“5.12”大地震唤起了全社会的责任感，从这场大灾难我们看到，
只要大力呼唤和滋养国人的社会责任与精神世界，我们这个国家、我们这个民族，将在任何天灾

人祸、突发危机中，异常坚强、成熟、战无不胜。 
  给民间组织和志愿者提供更大的服务空间 
  按照行政系统把各类志愿者组织整合起来。纳入各级政府应急机制中去，通过这些组织来推

进公民应急意识和应急能力的培训。第一，按照普遍倡导、重点支持和专业发展相结合的原则，

鼓励现有各类志愿者组织在服务范围内充实和加强应急志愿服务内容，为社会各界力量参与应急

志愿服务提供渠道。第二，加强对应急志愿服务组织的规范指导和对应急志愿者的招募、培训和

管理。工作人员缺乏专业经验、管理不规范是当前我国志愿者组织的共性问题，由此常导致志愿

者参与兴趣和热情的减退。为做好应急志愿服务工作，建议有关部门要加强对参与应急管理志愿

服务组织的规范指导。第三，开展应急志愿服务示范项目建设。选择试点项目区的部分高校、社

区、企业、乡村等，招募或组织现有青年志愿者，成立地震应急救援青年志愿者服务队。通过开

展培训演练、配备必要装备、开展应急服务等，不断总结应急志愿服务的经验，为开展全国性的

应急志愿服务提供示范。第四，要教育和训练政府官员，在紧急情况下，怎样与志愿者合作。要

教育个别官员不要把政府的等级关系强加于志愿者。相反地，要更有弹性并能鼓励多元化的志愿

服务。有关部门应该与志愿者组织共同讨论和预想相互合作的程序，并将这些程序纳入有关官员

培训和志愿人员培训的内容。 
  完善全国居民应急网络 
  帮助社区预防、应对突发事件，以及灾后恢复和重建。协助社区建立社区突发事件应急小组、

防火小组、医疗救治小组、社区巡逻以及警务志愿者。以各级政府的应急管理组织为核心，建设

以社区为纽带的全国居民应急网络，每个社区都应当建立应急小组，每个社区都应当与当地政府

的应急管理部门联系、合作，把对居民的培训、组织纳入到整个国家应急体系中去。 
  建立和完善减灾救灾的综合决策及其实施机制 
  第一，通过多部门之间的共同参与和共同论证来解决和落实优先解决的问题和优先开发的项

目。第二，为了使综合决策顺利实施，建立相应的机构和相应的法规，这主要包括对各级政府、

部门和有关利益群体的参与者进行综合决策有关问题的培训。第三，在示范过程中逐步建立保证

综合决策按既定目标实施的监督与评估机制。评估是综合决策的一部分，它贯穿决策始终并寓于

决策过程的每一个方面:决策目标、部门和公众参与、部门和社会群体的沟通、决策体系中的利益
群体的规定、优先发展项目的规划、政策执行和政策实施效果等等.。 
  建立和完善减灾救灾社会责任的财政基础和监督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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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先进行强化减灾救灾社会责任的财政支持体制的示范。给予示范地区、示范部门或示范

项目一定的财政支持。在建立、强化减灾救灾社会责任的财政支持机制时，可与目前正在进行的

财政金融改革结合起来进行，因为资金支持是强化减灾救灾社会责任的基本保证，各级政府需要

在应急预算中考虑社会力量参与应急准备的费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