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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认识���服务大局
切实做好防震减灾宣传工作

钱�莉
瑞丽市防震减灾局�云南�瑞丽�678600

摘�要：防震减灾直系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关系经济和社会发展大局，与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它

是—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需要政府强有力的领导，需要地震科学技术部门的支持，需要社会公众的积极参与。防

震减灾部门要强化防震减灾科学知识在社会上的普及，增强全社会防震减灾意识，让主动防灾、科学避灾、充分备

灾、有效减灾成为人民群众的实践自觉，使国民地震安全素质整体上升到较高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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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空间和物质基础，它有其自

身发展规律和生态平衡，而且具有脆弱性的特点。地震

是地球上经常发生的一种自然现象，全球每年发生地震

约500万次，其中能感觉到的有5万多次，能造成破坏性
的5级以上的地震约1000次，而7级以上有可能造成巨大
灾害的地震约十几次。千百年来破坏性地震引发的灾害

一直威胁着人类社会的安全。我国地处欧亚板块的东南

部，受环太平洋地震带和欧亚地震带的影响，是个多地

震、地震灾害最为深重的国家。据统计，我国大陆7级
以上的地震占全球大陆7级以上地震的1/3，因地震死亡
人数占全球的1/2；全国有41％的国土、一半以上的城市
位于地震基本烈度7度或7度以上地区，6度及6度以上地
区占国土的面积的79%；新中国成立以来因地震死亡人
数占各类自然灾害死亡总人数的一半以上；中国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都发生过5级以上的地震。2008年我国
“5·12”四川汶川大地震再次将地震这个沉重的话题摆
到了人们的面前。

地震灾害能否可以躲得起，“预知袭来预防之”。

两千年前张衡的《地震对策》和今日日本的《地震对策

特别措施法》，都反映了人们对地震灾害的严重关切，

并提出了所能采取地防震减灾措施，但对地震预测预报

却仍然不得门而入之。虽然目前地震研究相关部门对某些

类型的地震能做出一定程度的预报，但对所有的破坏性地

震还是不能作出预报，特别震前的预报更是世界级的难

题。地震预测预报仍是一个探索中的世界科学难题。

从四川汶川大地震中我们可以得出的经验教训就

是：在社会各个层面普及防震减灾科普知识，让防震减

灾科普知识的宣传教育进学校、进社区（乡村）、进

家庭、进机关、进企业……使防震减灾科普知识真正入

耳、入脑、入心，进而内化为一种自觉的需要和行为，

促使全民关心支持防震减灾事业并自觉参与到防震减灾

工作中来，提高防震减灾知晓率，才能最大限度地减少

地震灾害给人类社会造成的损失。

近观我国的防震减灾科普宣传工作，虽然国家制定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中明确规定了各级人

民政府在防震减灾知识宣传方面的责任和义务，各级防

震减灾主管部门对此也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我们开展的

工作往往是更侧重于地震监测、地震预警、抗震设防、

震后应急救援、恢复重建方面，而对防震减灾科普知识

的宣传教育工作重视不够，甚至被边缘化。目前仍然有

相当一部分民众不清楚国家对防震减灾制定的法律政策

及内容，没有接受过防震减灾科普知识方面的教育和地

震应急疏散演练，社会公众形成的防震减灾社会态度也

只是肤浅的、片面的。

云南位于亚欧板块和印度洋板块的交界地带，板块

间相互挤压，地壳运动活跃，活动断裂发育，导致地震

灾害频繁发生。地震活动具有频度高、强度大、震源

浅、分布广的特点,是中国大陆内部地震活动最活跃的场
所之一。地震灾害对我省的国民经济和人民生命财产安

全构成巨大的威胁，提高全民防震减灾意识刻不容缓。

如何提高人们的防震减灾意识，笔者认为，防震减

灾部门要进一步提高认识，实施“双轨制”，即地震预

报和防震、抗震并行，在加强地震预报预测能力建设的

同时，积极协调，争取各部门、社会各界对震害防御工

作的大力支持和积极参与，采取形式多样的手法，加强

抗震救灾舆论宣传，进一步建立健全常规宣传机制，提

高社会公众对防震减灾常识的知晓率，宣传工作要注重

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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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要破除因怕触及民众“恐震”社会心态而过于“慎

重”的防震宣传态度

我国从1966河北省邢台地区发生7.2级强烈地震开
始，到2008年四十多年的时间里，共发生7级以上的大
地震26次，其中有6次发生在云南。2008年我国四川汶川
“5·12”的8.0级地震，造成近10万人遇难和不可估量的
经济损失；2010年青海玉树“4·14”7.1级地震，造成2698
人遇难；2013年四川“4·20”芦山7.0级地震，造成208人
遇难。这些残酷的事实说明直到现在，我国大部分民众对

防范地震的常识还仅仅停留在较为片面的、肤浅的了解认

识，有的甚至于一无所知，对自然灾害的防患意识薄弱。

民众“恐震”就是因为缺少对地震知识的全面了

解，未能掌握实用的应急防卫手段，对震情不清楚，自

身又尚未纳入地震安全保障或灾后损失补偿体系而形成

的。防震抗震宣传教育若能做到经常化，社会大众的恐震

盲从心理必将因失去其存在的基础而逐渐淡化。因此，我

们对防震减灾知识宣传要做到常抓不懈，尽可能将防震减

灾知识普及到每一个人，提高民众灾患防范、应急能力。

“防震减灾”警钟长鸣，才能真正做到防范于未然。

2��要清楚认识不同年龄、不同性别、不同文化程度、

不同社会阶层群体的灾害意识强弱不同，接受防震减灾

知识倾向性和认识度千差万别

在开展防震减灾宣传教育中，应针对不同的社会群

体在防震减灾中的社会责任，开展相应的防震减灾的宣

传教育。例如，对于政府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首先应

该对其进行防震减灾的法规教育，明确政府公务员的社

会职责，同时要对其进行防震减灾的组织指挥方法教育，

以增强其组织防灾救难工作的能力。对于社会团体则应进

行集体防震减灾的基本知识和方法的教育，以使社会团体

能在灾难来临时，发挥团体的力量减灾避难。对一般群众

则主要是进行防震减灾的基本知识和方法的教育，使他们

熟悉地震灾害的特征及其防震、避震方法。同时还应定

期进行不同层次和规模的防震自救互救演习，从而使防

震减灾教育真正学以致用，用之有效、高效。

3��防震减灾宣传方式方法要紧跟时代步伐不断创新、

改进

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的宣传工作不能只停留在做

几部宣传片、制几块宣传板、出几本宣传册的手工作坊

式的简单宣传模式，这样的宣传普及面有限，往往只能

是少数地区、少数人在特定的场合接受到一定的防震减

灾知识教育，很难覆盖社会公众的大多数。目前我国社

会信息化飞速发展，我们可以充分利用电视、计算机网

络、新媒体等现代化媒体，及时、准确、有效的进行各

种防震、避震知识以及多震灾国情、省情、市情的宣传

教育；构建通畅的地震信息平台，及时通告突发危机事

件发展的最新动态和可能的造成的灾害损失（危机事件

包括影响较大的地震谣言、误传、地震应急事件等）；

设立社会咨询热线，以满足公众的求知欲望，消除社会

的恐震盲从隐患，制止地震谣言的产生和传播，在社会

公众中树立起政府信息的权威地位。

4��要注重加大防震减灾知识在学校的宣传教育力度

学生时期是人生学习和掌握知识的最佳阶段，此阶

段的教育将深刻地影响人的一生，尤其是中小学教育阶

段。2004年震惊世界的印度洋地震海啸来临的当天，英
国11岁的小学生蒂莉运用在课堂上所学到的有关海啸知
识，在海啸来临前正确预测此事，并不辞辛苦地请求当

时在海滩度假的游人离开，使这些有可能受到海啸袭

击的人们得以获救。凭着在学校学到的有关海啸防护知

识，竟然在海难危害来临时用上，成功的救出了几百名

可能受海啸袭击的游人的生命，这的确是一个了不起的

事迹，此事给了人们许多宝贵的启示。生活中知识就是

力量，灾难时知识就是生命力量的保障。国外对于灾害

防护常识教育的高度重视给我们一个深刻的启示，就是

灾害防护应从教育抓起，并且应尽早从小学教育入手，

从小教育学生具有多种突发灾难认知和防护常识。同时

采用划分不同教育阶段，对他们进行各种灾害和多种形

式的防灾训练演习。从根本上增强我国国民防灾救难的

知识和技能，提高生存本领，营造良好的生活环境。

结束语

总而言之，防震减灾宣传，是震灾预防工作的重要

组成部份，也是提高民众抵御震灾能力及减轻地震灾害

损失的重要手段，对于维护社会稳定，保障经济发展具

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防震减灾宣传要依照“服务大局、

把握分寸、讲究时机、因地制宜”的方针来进行，不断

创新宣传方式，充分利用现代化媒体宣传教育和训练、

增强社会公众的防震减灾意识和自救互救的能力，使广

大人民群众从防震减灾的宣传教育中获得的防震减灾知

识并内化为一种自觉的需要和行为，是防震减灾宣传工

作的最终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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