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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应急系统中，有“灾害信
息员”这样的一个岗位，他们承
担着各级灾情报送和管理职
责，是构建全国灾情报告系统
的重要力量和具体实施者。灾
前，灾害信息员担负着宣传普
及防灾减灾知识，增强群众防
灾减灾意识和技能的工作，以
减少人员伤亡和灾害造成损
失；灾中，他们要及时发出灾情
预警，提高突发灾情信息报告
时效，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灾后，仍需要及时报送灾情数
据，为灾后救助等工作提供最
基础的决策依据，同时，承担灾
后救助工作。

惠山街道的董健便是这样
一名灾害信息员，从事该工作
九年多的他介绍，他每天的工作

便是关注各类事故信息：“比如
哪里发生了交通事故、火灾，我
们就会利用自身的平台向辖区
的企业、学校、居民通报，普及一
些安全知识。”这只是董健日常
工作之一，灾害信息员更为重要
的是对一些灾害的预警。董健
介绍，无锡地区的自然灾害并不
多，以惠山街道为例，辖区内较
容易发生的便是汛期时发生内
涝以及山体滑坡，这段时间也是
他们最为繁忙的时候。董健介
绍，惠山街道部分老新村地势低
洼，前些年严重的时候积水甚至
可以没到人的膝盖位置，这时他
们便要提前准备物资、配备人
员，对已受灾的地区展开救援，
安置受灾的居民等，“前些年发
生过一次大水，现场只有一名男

同志，他就把老人一个个背出
来。”

董健介绍，每年气象局发布
汛期预警后，他们就要开始24
小时值班，检查泵房是否能正常
运行，堤岸有无隐患是否需要修
补。另一项工作便是去山体附
近的企业、居民家中做工作：“比
如可能发生滑坡，那么就要劝居
民去亲友家中暂住，对于孤寡老
人，就会安置到附近的宾馆内，
这样的工作我们每年都在做。”

这么多年下来，董健说他
明显感觉到技术的便利，以及
居民们安全意识的提高，“以前
我们发通知需要一个个打电
话，现在只要在工作群里发送，
对方立即就能给反馈，很方
便。” （甄泽）

本报讯（晚报记
者 蔡佳）昨天是防灾
减灾日，由市市政和园
林局、市公用事业监管
中心主办的燃气安全
培训走进硕放街道南
星苑第二社区，揭开了
2020 燃气安全进校
园、进社区、进企业“三
进”活动的序幕。据
悉，今年的燃气安全

“三进”活动将持续至
11月，在全社会筑起
一道燃气用气安全的
防线，最大限度预防各
类燃气事故的发生。

市市政和园林局
公用事业管理处负责
人介绍，今年的燃气安
全培训将走进10所学
校、15个社区、5家餐
饮企业。“进校园”培训
针对学生们的年龄特
质，穿插实际案例，内
容生动活泼让学生们
更容易吸收和消化，主
要包括了燃气的特性
及使用、如何安全用
气、户内燃气安全检
查、常见燃气安全隐
患、燃气事故应急处置
等内容。“进社区”重点
围绕出租户二房东的
用气安全培训，结合华
润燃气入户检查大数
据，有针对性的培训整
治。“进企业”将重点针
对商业综合体，尤其是
餐饮用气商户，边培训
边核查，加强安全用

气，杜绝安全隐患。
瓶装气是燃气安

全管理的重点。目前，
无锡市场上36万只液
化气钢瓶已厘清归属，
由所属企业负责到
底。本月起正式实施
的新版《江苏省燃气管
理条例》中明确推行瓶
装燃气实名制销售，这
也意味着用户必须实
名购买瓶装燃气，瓶装
燃气经营者向用户发
放供气使用凭证。针
对瓶装燃气管理环节
多、安全隐患大等特
点，规定瓶装燃气供应
站应当由取得燃气经
营许可证的企业设立，
不再允许个体经营瓶
装燃气。采访了解到，
目前市区13家燃气公
司已停止充装非本企
业所有的钢瓶和居民
自有的钢瓶。为避免
餐饮场所用气事故的
发生，使用瓶装气的餐
饮店上半年必须完成
加装燃气泄漏报警器。

燃气安全“三进”
启动开幕式后，市市政
和园林局还开展实施
了“我倡议、我接力”！
我是2020年无锡“关
注燃气安全，共筑美好
生活”倡议人的云活动，
让更多的人成为安全
用气宣传的使者。截
至目前，共有4268人
参加了接力倡议活动。

2020燃气安全“三进”活动启动

我市36万只液化气钢瓶已厘清归属

防灾减灾日我市活动面广量大引发关注。业内人士建议：

事关生命，学点院前急救很重要
昨天是我国第12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提升基层应急能

力，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为此，市应急局在全市安排了
多场活动，向公众普及防灾减灾救灾知识技能。现场了解到，相比以
往，公众对应急能力有了更高需求。

昨天一早，惠山古镇内的
惠山广场上便摆起了各类救援
装备、应急物品，救援车也停靠
在路边，吸引了不少市民关
注。上午9点活动准时开始，
市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介绍了
活动的相关情况。据悉，近年
来我市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
的制度和措施，有效压降各类
事故的发生，公众对应急知识
的关注度也逐渐上升，取得了
良好社会效果。活动中，三家
社会单位向蓝天救援队进行了
物资捐赠。

5月12日为全国防灾减灾
日，5月9日至15日则是防灾
减灾宣传周。本次宣传活动将
采取进景区、进学校、进社区等
方式进行，力度比以往有了极
大提升，内容上也更为丰富。
从形式上来说，除了现场咨询、
发放相关材料，应急管理局还
将通过微信公众号等多渠道进
行宣传，营造全社会关注、参
与、支持的良好氛围。

当天下午，在市北高中同
样有一场宣传活动。据了解，
在宣传周期间，依托地理学科

与江苏省减灾教育课程基地
的优势，无锡市市北高级中学
在各年级密集开展防灾、减
灾、救灾教育活动，以学科育
人和活动育人形式，渗透生命
教育和安全教育理念。在课
程外，市北高中还将校外教育
资源融入学校防灾减灾教育，
充分利用污水处理厂、垃圾焚
烧厂、阳山地质文化厅等校外
实践基地，带领学生进行防灾
减灾教育校外实践，丰富学生
学习经历，达到活动育人的目
的。

活动现场，市民对于各类
应急宣传册、技能教学也是热
情高涨。

“这边扫二维码进入，就可
以看到题目，都是一些生活中
可能会遇到的紧急情况。”市民
于老伯在工作人员指导下正操
作着手机，虽年过七旬，但操作
起来很熟练，仅仅花了两分钟，
于老伯便顺利答题完毕。于老
伯说，他平时对安全问题就比

较重视，看到正好有活动就过
来看看。

领取宣传册的桌子前则围
满了人，有些大叔大妈手里拿
着基本宣传册，还朝着工作人
员询问上面的内容。市民徐阿
姨说：“之前我们家里油锅起火
了，我女儿急得大叫，我跑过去
拿盖子一盖就好了。不过若是
真碰上事故，我们既不是专业
人士，又上了年纪，难免力不从

心，但如果能用知识保护好自
己和家人，那就十分有用了。”
徐阿姨的说法很能代表不少市
民的态度。

惠山街道安监办负责人
表示，与过去相比，如今居民
对于安全问题越来越重视，老
年人表现得更为明显：“比如
说安全讲座，老年人就很热衷
于参加，而且也愿意与周围人
分享。”

“按压深度在5厘米左右，
每分钟按压100至120下，每
30下进行两次人工呼吸。”蓝
天救援队院前急救展示处，在
工作人员的指导下不少市民
轮流进行着心肺复苏的急
救。连续按压了半分钟左右，
一名老伯喘着气站了起来直
呼“太累”。工作人员介绍，心

肺复苏确实是一向很消耗体
力的技能，即使是他们也需要
两人轮流来做，但同时这也是
一项极为常用且有用的技能，
学上一点很重要，毕竟是救命
技能。

蓝天救援队副队长乔科军
介绍，蓝天救援队最突出的两
个方面是水上救援和院前急

救，队伍中就有十名队员执有
专业的急救执照。乔科军介
绍，无锡地区自然灾害不多，易
发生的事故按季节来区分，夏
天有溺水，秋冬季则是火灾较
多。随着气温升高，溺水事故
逐渐进入高发期，这时若是会
心肺复苏就很可能挽回一条生
命。

活动：大力度、多方面宣传防灾知识

昨天，北桥社区结合北桥人家小区“市
宜居”创建，邀请区消防大队、街道安监局、
物业公司等相关部门组织了消防安全演练，
模拟在居民区真实火灾情况下，如何快速疏
散群众、控制并消除火患。随后，消防大队
工作人员讲解灭火器使用方法、火灾及地震
逃生注意事项。 （潘凡）

现场：市民对安全问题越来越重视

建议：学点院前急救很重要

中坚：认识一下“灾害信息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