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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正在构建以国家综合性

消防救援队伍为主力、以专业救援队

伍为协同、以军队应急力量为突击、以

社会力量为辅助的中国特色应急救援

力量体系。应急管理部数据显示，目前

全国社会应急力量共计 2300余支、骨
干救援队员 4.9万余人。这些社会应急
力量以覆盖面广、贴近基层、组织灵活

等优势，积极开展灾情报送、生命救

援、灾民救助和科普宣教等工作，受到

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

此前，在光环之下，这些逆行而上

的“平民英雄”也面临“成长的烦恼”：

身份认定难、经费及装备匮乏、缺少行

业支持……如今，在社会重视、公益行

业支持及相关保障政策不断完善的背

景下，民间救援力量的影响力进一步

得到彰显。

其中，最为显著的特征是积极回

应社会多元需求，政协协同效应更加

明显。

2023年 7月底，京津冀地区发生
严重洪涝灾害，河北省应急管理厅、共

青团河北省委联合有关部门，第一时

间启动社会应急力量参与重特大灾害

抢险救援行动现场协调机制，引导社

会应急力量有序参与抢险救援行动，

成都授渔公益发展中心承担现场协调

机制的具体运营工作。

2023年 8月 1日至 2日，不到 24
小时内有将近 1万人从全国各地赶到
河北涿州，72 小时内这一数字超过 3

万；截至 8 月 5 日 20 时，共登记报备
救援队 398 支、5006 人在灾区开展救
援工作。

甘肃临夏州积石山县地震发生

后，2023年 12月 19日，甘肃省应急管
理厅发布消息，委托甘肃厚天灾害救

援中心建立“12.19临夏积石山地震社
会救援协调机制”，为民间救援力量提

供引导，统一负责接待参与地震救援

的民间机构。当天，甘肃境内社会力量

已经到位，全国有 30至 40支民间救
援队伍备案，沟通救援事宜。

2021年 7月河南特大暴雨灾害发
生后，中国慈善联合会救灾委员会联

合郑州市慈善总会设立“7.20洪灾社
会组织和志愿者协调中心”，方便参与

河南水灾响应的社会应急力量报备。

可以看出，每逢重大自然灾害发

生，设立社会力量参与灾害救援行动

协调机制，已经成为常态和共识。这种

机制既可统筹协调社会应急力量救援

救助行动，又能引导社会应急力量安

全、有序、高效参与抢险救援工作。

而从全球经验来看，国际援助中

除了政府救援力量外，民间力量也扮

演着重要角色，其也成为彰显国家软

实力的重要方面。

2023年 2月 6日，土耳其地震发
生后，蓝天救援队迅速响应，进行灾情

信息采集、向国际组织报备、组织全国

有城市搜救经验的队员报名等工作，

为前往土耳其参加国际救援做准备；2
月 10日，中国民间组织国际交流促进
会（中促会）和中国志愿服务联合会

（中志联）共同发起“同心抗震”国际民

间救援志愿行动，积极协调中国社会

组织、企业等民间团体根据土耳其、叙

利亚救援请求，安全、有序开展有关人

道主义救援行动。

截至 2023年 2月 15日，来自全
国 2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 103支
蓝天救援队伍，在土耳其马拉蒂亚、阿

德亚曼、卡赫拉曼马拉什三地展开救

援，累计搜索建筑物 380 幢，约 18 万
平方米，与其他救援队合作搜救出幸

存者 8名、遇难者 137名。
对民间救援队伍而言，长期以来，

团队运作经费、救灾装备、人员能力建

设等都是摆在眼前的现实挑战。如何

解决这些问题，助力民间救援力量可

持续发展，也是行业关注和讨论的重

点议题。

我们看到，近年来社会公益力量

开始关注民间救援队伍自身发展，通

过经费支持、人员能力建设等多种形

式，提升民间救援队伍行动效率。

在这方面，行业内也涌现出一些

积极的探索和实践。

如，2021年，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发
起“援豫救援队保障项目”。该项目通

过公开募捐、企业定向捐赠等募集资

金，为参与河南 7·20特大暴雨救援的
社会救援队提供装备、食宿、人身意外

保险等经费资助，最高资助金额为每

支队伍 10万元，共有 200余支救援队
获得资助。此后，该项目升级为“社会

应急力量保障和能力提升项目”。

2023年 2月，土耳其强震发生后，
在应急管理部、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等

支持下，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开通赴土

耳其社会救援队资助申请平台，经综

合评定，对 87支援土民间救援队提供
了经费资助，总金额达 298万元。截至
2023年 5月，“社会应急力量保障和能
力提升项目”累计为超过 500支社会
救援队提供 3400余万元资金支持。可
以说，该项目的实施，有效缓解了部分

社会应急力量经费紧张的问题。

此外，我们注意到，有越来越多企

业及其他社会力量通过捐赠等形式，

为民间救援队伍发展提供实实在在的

支持。如在土耳其地震救援期间，有数

家爱心企业公开表示向厦门两支民间

救援队支持救援行政经费，单笔捐赠

金额从数万元到几十万元不等。

不仅如此。企业和社会组织协作，

发挥各自优势助力灾害救援及灾后重

建工作，也是近年来民间力量参与灾

害救援的另一个显著特征。

如，2023年 8月 2日，北京字节跳
动公益基金会宣布捐赠 1亿元，联合
公益机构为京津冀及福建等受灾严重

的地区提供紧急救援，支持灾后重建

等工作。作为该笔捐赠中重要的一个

项目，“益校计划”重点资助受损严重

的学校开展大规模修缮，确保学校能

够如期开学。同时，字节跳动还联动公

益伙伴，通过“益校计划”为学校引入

更多企业和社会资源，探索社会力量

参与应急救援、支持灾后重建及关注

受灾学校长期发展的长效模式。

有媒体指出，从最初的野性生长

到如今的规范化发展，我国民间救援

队伍已走过“黄金 15年”。目前，国内
部分民间救援队通过社会捐助、政府

购买服务等形式，在一定程度上解决

了运作经费不足的问题。面对未来，职

业化、专业化发展，成为民间救援力量

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 （张明敏）

多方关注下的民间救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