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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印发《“十四五”国家应急体系规划》
支持社会力量依法参与灾害救援救助工作

我国应急管理工作在“十
三五” 时期取得了一系列进
展，包括：应急管理体系不断
健全， 初步形成统一指挥、专
常兼备、反应灵敏、上下联动
的中国特色应急管理体制；应
急救援效能显著提升，加快构
建以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
伍为主力、专业救援队伍为协
同、 军队应急力量为突击、社
会力量为辅助的中国特色应
急救援力量体系；安全生产水
平稳步提高，逐步建立安全风
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
双重预防工作机制，科技强安
专项行动初见成效；防灾减灾
能力明显增强，城乡灾害设防
水平和综合防灾减灾能力明
显提升。

《规划》提到，“十四五”时
期，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
略机遇期。我国是世界上自然
灾害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灾
害种类多、分布地域广、发生
频率高、造成损失重，安全生
产仍处于爬坡过坎期，各类安
全风险隐患交织叠加，生产安
全事故仍然易发多发。《规划》
指出了“十四五”时期应急管
理工作面临的一些挑战，包
括：风险隐患仍然突出、防控
难度不断加大、应急管理基础
薄弱。

《规划》明确了国家应急
体系建设的总体目标：到 2025
年，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
化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形成统
一指挥、专常兼备、反应灵敏、
上下联动的中国特色应急管
理体制；建成统一领导、权责
一致、权威高效的国家应急能
力体系；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
险体制机制不断健全，应急救
援力量建设全面加强； 应急
管理法治水平、 科技信息化
水平和综合保障能力大幅提
升；安全生产、综合防灾减灾
形势趋稳向好， 自然灾害防
御水平明显提升， 全社会防
范和应对处置灾害事故能力
显著增强。 到 2035 年，建立
与基本实现现代化相适应的
中国特色大国应急体系，全面
实现依法应急、 科学应急、智
慧应急，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
应急管理新格局。

围绕上述目标，《规划》从
以下五方面对未来应急管理

工作进行了细化：应急管理体
制机制更加完善，灾害事故风
险防控更加高效，大灾巨灾应
对准备更加充分，应急要素资
源配置更加优化，共建共治共
享体系更加健全。

同时，《规划》还部署了七
方面重点任务：一是深化体制
机制改革，构建优化协同高效
的治理模式；二是夯实应急法
治基础，培育良法善治的全新
生态； 三是防范化解重大风
险， 织密灾害事故的防控网
络； 四是加强应急力量建设，

提高急难险重任务的处置能
力； 五是强化灾害应对准备，
凝聚同舟共济的保障合力；六
是优化要素资源配置，增进创
新驱动的发展动能；七是推动
共建共治共享，筑牢防灾减灾
救灾的人民防线。围绕上述重
点任务，《规划》安排了五类共
十七项重点工程。

记者注意到，《规划》特别
强调了社会力量在参与灾害
救援救助以及在推动国家应
急救援体系建设过程中发挥
的重要作用，“社会组织”“社

会工作”“慈善组织”“志愿服
务”等关键词在多处被提及。

如，《规划》提出，加快构建
以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为
主力、专业救援队伍为协同、军
队应急力量为突击、 社会力量
为辅助的中国特色应急救援力
量体系。 同时，《规划》还指出，
应急救援力量不足特别是国家
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力量短缺
问题突出， 应急管理专业人才
培养滞后，专业队伍、社会力量
建设有待加强。

针对灾害事故暴露出的

标准短板，《规划》要求，加快
制修订一批支撑法律有效实
施的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研
究制定应急管理领域大数据、
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应
用标准，鼓励社会团体制定应
急产品及服务类团体标准。

对于如何提升行业救援
力量专业水平，《规划》 提出，
加强各类救援力量的资源共
享、信息互通和共训共练。 健
全政府购买应急服务机制，建
立政府、行业企业和社会各方
多元化资金投入机制，加快建
立应急救援队伍多渠道保障
模式。

在加强应急力量建设方
面，《规划》强调引导社会应急
力量有序发展：制定出台加强
社会应急力量建设的意见，对
队伍建设、登记管理、参与方
式、保障手段、激励机制、征用
补偿等作出制度性安排，对社
会应急力量参与应急救援行
动进行规范引导。

在健全灾害救助机制方面，
《规划》提出，完善自然灾害救助
标准动态调整机制。加强灾后救
助与其他专项救助相衔接，完善
救灾资源动员机制，推广政府与
社会组织、企业合作模式，支持
红十字会、慈善组织等依法参与
灾害救援救助工作；引导心理援
助与社会工作服务参与灾害应
对处置和善后工作，对受灾群众
予以心理援助。

在规范灾后恢复重建方
面，《规划》提出，加强灾后恢
复重建资金管理，引导国内外
贷款、对口支援资金、社会捐
赠资金等参与灾后恢复重建，
积极推广以工代赈方式。

专业人才是应急救援体
系建设中不可忽视的一环 。
《规划》提到，加强专业人才培
养，提升应急救援人员的多言
多语能力，依托高校、科研院
所、医疗机构、志愿服务组织
等力量建设专业化应急语言
服务队伍。

国家应急体系建设涉及
每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如社
区治理、 脱贫攻坚与乡村振
兴、安全教育等，《规划》对此
也有详细阐释。《规划》将从加
强组织领导、投入保障和监督
评估等三方面保障实施，确保
目标任务落到实处。

� � 2021 年河南 7·20 特大水灾发生后，多家社会组织第一时间赶赴灾区，开展紧急救援工作。 图
为壹基金紧急救援项目—淄博市城际救援队在郑州市中牟县白沙镇西城佳苑小区转移被困居民

2月14 日，国务院印发《‘十四五’国家应急体系规划》（以下简称《规划》），对‘十四五’时期安全生产、防灾减灾
救灾等工作进行全面部署。

《规划》指出，‘十三五’时期，各地区、各有关部门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党中
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推动应急管理事业改革发展取得重大进展，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能力明显提升，各项目标任务如
期实现。

■ 本报记者 皮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