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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正进行的是救灾帐篷搭建。所搭建的帐篷是
救灾专用帐篷，可安置10人”；“应急供电保障小组已
经过来，他们正在避灾安置点上忙着架设安装供电设
施”；“余姚市战狼户外公益救援队紧急援助，驾驶水陆
两用救援车，前往救援地点”……

5月11日，在江北区慈城镇慈孝广场，宁波市应急
救助综合演练正在进行。来自政府部门、企业、社区、专业
救援队伍等各方力量的14支参演队，协同参与灾前应急
转移、道路应急抢险、灾时应急救助、巨灾保险理赔等板
块演练。

2012年至2017年，我市各类自然灾害呈多发态势，
尤以台风、暴雨、雷电、洪涝等灾害易发、频发；“海葵”“菲
特”“灿鸿”等强台风袭击，造成558万人次受灾，直接经
济损失510.25亿元。

面对不测风雨，完善的防灾减灾机制能为人民群众
的生命财产安全筑起一个强大“堡垒”。

护航美好家园
——我市不断提升防灾减灾能力

“保障和改善民生”，绝非一个
简单的口号，而是一项细致浩繁的
工程。

我市始终把防灾减灾工作纳入
各级党委政府的重要议事日程，健
全完善三大救灾体系，努力构建齐
抓共管的工作局面。

健全防灾减灾组织领导体系。
我市在市、区县 （市）、乡镇 （街
道） 和村 （社区） 均建立了减灾委
员会或减灾工作领导小组。四级减
灾领导机构均明确了组成人员、职
责分工、工作制度，在全市构建了
组织健全、上下联动、运作有序的
防灾减灾组织领导体系。

健全灾害应急救助预案体系。
市本级建立了自然灾害灾民救助应
急预案，从 2015 年起每年编制自
然灾害灾民应急救助操作手册，并
指导各区县 （市）、乡镇 （街道）

和村 （社区） 建立起本地的自然灾
害应急救助预案。每年组织区县

（市）、乡镇 （街道） 和村 （社区）
广泛开展应急救助预案演练活动，
提高基层防灾减灾意识和应急救助
能力。

健全灾情管理工作队伍体系。
我市在各区县 （市） 和乡镇 （街
道） 设立灾情管理员，村 （社区）
设立灾害信息员，全面建立市、区
县（市）、乡镇（街道）、村（社区）四级
联动的灾情管理员和灾害信息员队
伍。2017 年村（社区）换届后，及时
调整补充了基层灾害信息员。目前，
全 市 各 级 灾 害 信 息 员 总 数 达 到
3500 名。同时，加强队伍能力提
升，按照“分级管理、分级培训”
的原则，每年组织开展灾情管理员
和信息员业务培训，着力提高基层
灾情管理能力和报送质量。

■未雨绸缪强体系

只有把“工作做在前头”，才
能把“安全留在后头”。提升综合
防灾减灾能力，离不开防灾减灾基
础设施建设。近年来，我市不断加
大投入，健全和改善救灾基础设
施。

按照“分散转移为主，集中转
移为辅，灾民避灾就近就便”的原
则，全市利用学校、办公楼、社区
服务中心、福利机构、文化礼堂、
体育场馆等公共服务设施，优化配
置避灾安置场所资源，因地制宜建
设、改造和提升避灾安置场所。
2017 年，我市将避灾安置场所建
设列入市政府民生实事工程，全年
新建避灾安置场所115个。

同时，我市大力推进避灾安置
场所规范化建设，完善服务功能和
配套设施，建立管理制度，落实管
理人员，规范标识牌和指示牌设
置。民政、住建、国土等部门，联
合对避灾安置场所房屋质量、地质
状况开展安全隐患大排查，确保避
灾安置场所使用安全。

目前，全市拥有避灾安置场所
2137个，总面积 285万平方米，可
临时安置受灾群众 70 余万人。其
中，每个乡镇 （街道） 至少有一个
避灾中心，63%的村 （社区） 建有
避灾安置点，并通过一点一村 （社
区） 或一点多村 （社区） 的方式，

基本实现了避灾安置场所服务保障
城乡社区全覆盖。

今年，我市启动了避灾安置场
所电子地图管理查询系统建设。该
系统包括避灾安置场所的地理位
置、服务功能、配套设施、联系电
话等内容，系统将生成覆盖全市
各级避灾安置场所的电子地图。
该系统建成后，将面向社会公众
开放，设置二维码和定位功能，
市民通过手机扫描二维码就可进
入系统，查询自己所处位置附近
的避灾安置场所及距离，方便应急
避险。

有备方能无患。我市制定了
《宁波市救灾物资储备建设管理暂
行办法》，加强和规范救灾物资储
备库建设和管理。全市已建成市、
区县 （市）、乡镇 （街道） 三级储
备仓库 （点） 71 个，总面积 1.6 万
平方米。

2016 年，市民政局在鄞州区
新设了面积达到 800平方米的救灾
物资代储库，投入 130万元购买了
一批救灾物资。各区县 （市） 每年
亦拨出一定的财政资金加强救灾物
资储备。区县 （市） 民政局、乡镇

（街道） 还与当地超市等商贸企业
签订食品等生活物资紧急供应协
议，构建了实物储备与协议储备相
结合的救灾物资保障体系。

■全力以赴筑“堤坝”

防灾减灾救灾是一项社会系统
工程，我市在坚持政府主导的基础
上，注重引导、鼓励、支持社会力
量有序参与。

自 2007 年开始，我市每年确
定一批社区 （村） 开展综合减灾示
范社区创建活动。2011 年以来，
加大创建资金投入，市财政采取以
奖代补的方式，给予一定建设资金
补 助 ， 目 前 累 计 投 入 补 助 资 金
1800多万元。

各地立足提高防灾减灾救灾水
平，通过交流学习、自评互评，不
断 提 高 建 设 标 准 和 质 量 。 截 至
2017 年 12 月，全市累计创建市级
综合减灾示范社区 691 个。其中，

“ 全 国 综 合 减 灾 示 范 社 区 ” 181
个、“省级综合减灾示范社区”146
个。

同时，以创建活动为载体，推
动城乡社区普遍建立党员、干部、
居民以及辖区单位广泛参与的减灾
志愿者队伍，协助政府做好防灾减
灾宣传、群众转移安置、应急抢险
救助等工作。

防灾减灾救灾，离不开社会救
援组织的广泛参与。市民政局牵头
组建了由 17 支社会专业应急救援
组织参加的宁波市应急救援志愿者
联盟，并通过设备支持、业务指
导、人员培训等方式，加大对社会
救援组织的扶持力度。

平时练得好，关键时刻方能用
得上。去年5月10日，我市成功举
办了首次社会力量救援技能展演活
动。在慈溪郑徐水库，来自各区县

（市） 的 17支民间专业救援队协同
展开了一场救援技能演练，应急通
信设备搭建、应急电源发电、无人

机搜索、搜救犬搜救、灭火救援、
水上横渡……救援行动有序展开。

不仅如此，每年，我市组织
30%以上的乡镇 （街道） 和村 （社
区） 开展各种形式的防灾救灾应急
演练。演练已成为我市防灾减灾工
作的一项“常规项目”。

比灾害更可怕的，是对灾害的
无知。提高防灾减灾意识，识别灾
害风险，掌握避险逃生技能，是应
对自然灾害的一个重要举措和方
法。近年来，我市积极开展防灾减
灾宣传教育活动。

围绕“弘扬防灾减灾文化，提
高防灾减灾意识”“科学减灾，依
法应对”“行动起来，减轻身边的
灾害风险”等主题，全方位、多角
度地开展防灾减灾宣传教育活动，
大力推进防灾减灾宣传进社区、进
学校、进企业、进农村。

“地震了该怎么办？”“屋子起
火能返回拿取财物吗？”“台风来临
前应该做好哪些预防举措？”3 年
来，海曙区段塘街道南都社区在镇
明中心实验校区持续开展防灾减灾
知识擂台赛，向孩子们普及防灾减
灾知识。除了知识竞赛活动，社区
还联合学校组织开展逃生演练。

今年 5月是我市第三届“关注
应急、守护生命”应急宣传教育
月，科普宣教、技能培训、比武亮
剑等活动正火热进行中。

据 不 完 全 统 计 ， 2015 年 以
来，我市各级民政系统累计发放各
类防灾减灾科普宣传材料 60 余万
份，开展乡镇 （街道） 级别以上规
模的救灾演练 210余次，举办各类
培训和讲座 435场次，使全民防灾
减灾意识显著提升。

■社会力量齐参与

去年第 20号台风“卡努”外
围环流和冷空气给宁波带来强降
雨，10月16日，象山、北仑、镇
海受灾区域致灾过程面雨量先后
在 200 毫米以上，市民政局根据
公共巨灾保险合同约定的理赔触
发条件，及时启动巨灾保险理赔
工作。

巨灾保险已成为甬城防灾减
灾的稳定器。时光回转到 2014
年，那年 11月，我市引入市场机
制，率先在全国建立财产损失救
助和人身伤亡抚恤相结合的公共
巨灾保险制度。

该制度实施三年来，先后经
历“灿鸿”“杜鹃”“莫兰蒂”等
多次台风灾害，累计向 16万多户

（次） 居民家庭支付救助赔款超过
9500 万元。2017 年，市民政局委
托第三方专业评估机构对公共巨
灾保险试点工作进行绩效评估，
结果显示，83.7%的受灾群众对公
共巨灾保险实施效果给予肯定。

2018 年 1 月起，我市实施新
一轮公共巨灾保险。相比以往，
新一轮的公共巨灾保险在保障范
围、赔付标准、理赔触发条件、
理赔服务等方面进行了优化和完
善。

扩大了保险险种。自然灾害

保险在保留台风、龙卷风、暴
雨、雷击等险种的基础上，增加
了暴雪险种；雷击保险扩大到居
民家庭财产损失救助。

提高了赔付标准。人身伤亡
抚恤最高赔付标准从原来的 10万
元提高到 20万元，住房倒损、住
房进水最高赔付标准从原来的
2000元提高到 3000元；救灾安置
费用赔付标准从原来的每人每天
90元提高到150元。

降低了理赔触发条件。主要
是较大幅度地降低了公共安全保
险理赔触发条件，从原来的 10人
及以上死亡或者 50 人及以上重
伤，降低为 3 人及以上死亡或者
10 人及以上重伤，就可启动保险
理赔。

规范了理赔服务。按照理赔
服务便捷、高效和公开、公平原
则，对巨灾保险报案、核灾、定
损、理赔等方面作了更加明确具
体、责任清晰的规定，也明确了
村、社区在理赔服务中的工作要
求。

一系列重大决策，一大批资
金项目，一步步实践探索，正加
快推动我市构建多层次的巨灾风
险防护网，以更好地保障人民群
众生命财产安全。

■高效有序济危困

备注：1.强降雨量、强降雪量达到气象部门认定的触发条件为满足以下任何一个条件：（1） 宁波全市过程面雨量在180毫米及以上；（2） 受灾县
域(指县<市>级、区级区域范围)过程面雨量200毫米及以上或者县域50%以上区域气象观测站过程雨量在200毫米及以上；（3） 受灾区域 （受灾点15
公里范围内） 有3个及以上气象观测站测得1小时降雨量达到50毫米及以上；（4） 区县 （市） 国家气象观测站测得积雪深度达到8厘米及以上。

2.人身伤亡抚恤按伤残等级分级赔付，十级伤残为2万元，九级伤残为4万元，八级伤残为6万元，依次类推，一级伤残为2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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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灾种

①台风、龙卷风、雷击、暴
雨、暴雪；
②由上述自然灾害引发
的洪水、泥石流、突发性
滑坡及水库溃坝、漏电和
化工装置爆炸、泄漏等次
生或衍生灾害。

①火灾、爆炸（含恐怖活
动引起的火灾、爆炸）；
②参加群众性活动中发
生拥挤、踩踏；
③重大恶性案件（发生危
害公共安全罪的犯罪行
为）。

触发条件

发生以下任何一个情形时，启动自然
灾害保险理赔：

（1）我市发布防台、防汛Ⅲ级及以上
应急响应；

（2）雷击、龙卷风；
（3）强降雨量、强降雪量达到气象部
门认定的触发条件。

发生以下任何一个情形时，启动公共
安全保险理赔：

（1）发生公共安全保险保障范围内的
风险一次造成3人及以上死亡的；

（2）发生公共安全保险保障范围内的
风险一次造成 10 人及以上重伤（含
死亡）的。

保险类别

居民人身伤亡抚
恤

见义勇为人身伤
亡增补抚恤

居民家庭财产损
失救助

居民人身伤亡抚
恤

见义勇为人身伤
亡增补抚恤

受灾安置费用补
偿

赔付标准

每人赔付限额20万元，按伤残等级分级赔付；一级伤残或死亡
的，按20万元赔付。

每人赔付限额20万元，按伤残等级分级赔付；一级伤残或死亡
的，按20万元赔付。

住房倒损赔付标准：
造成一间住房倒塌或四分之一以上（含）屋顶被掀、压塌

的，每户赔付金额2000元；造成一间以上住房倒塌或二分之一
以上（含）屋顶被掀、压塌的，每户赔付金额3000元。

住房倒损每户年度累计赔付最高3000元。
住房进水赔付标准：

20cm＜住房进水水位线≤50cm，每户赔付金额500元；
50cm＜住房进水水位线≤100cm，每户赔付金额1000元；
100cm＜住房进水水位线≤150cm，每户赔付金额2000元；
住房进水水位线＞150cm，每户赔付金额3000元。
住房进水每户年度累计赔付最高3000元。

在无法找到责任人或责任人无力赔付时，每人赔付限额 20万
元，按伤残等级分级赔付；一级伤残或死亡的，按20万元赔付。

每人赔付限额20万元，按伤残等级分级赔付；一级伤残或死亡
的，按20万元赔付。

在无法找到责任人或责任人无力赔付时，每人每天 150元、最
多90天。

2018年—2020年宁波市公共巨灾保险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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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 佳 通讯员 甬珉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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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 防
队 员 正 在
进 行 高 空
救 援 ， 通
过 云 梯 解
救 被 困 高
楼的群众。

战狼户外应急救援队用水陆两用救援车转移受灾群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