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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没有标准答案，到提供改革样本——

宁波打通基层应急服务的“最后一公里”

A03

责编/胡晓新 朱忠诚 审读/刘云祥 美编/周斌2021年6月27日 星期日 广告

宁波改革创新最佳实践案例2020

生产安全事故、台风洪涝、火灾事故……突发事件的救援处置，考验着诸多政府职能部门的应急处突能力。以
往，我们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在事发现场，车来人往，各部门悉数到场，救援工作陆续展开。越复杂的险情，工作
越是千头万绪，相关部门如果缺乏协作，难免顾此失彼。

在2018年以来的应急管理机构改革中，国家、省、市、县成立了应急管理机构。然而，乡镇（街道）一级该怎么调
整？如何打通基层应急服务“最后一公里”一直没有标准答案。我们来看看宁波的做法。

日前，记者来到鄞州区下应街
道应急管理中心。这是我市首家
应急管理中心，投资300万元，占
地面积约2500平方米。如今，该
中心拥有“一所、一队、一平台、一
馆、一库、一课堂”，各类应急救援
物资储备充分，已实现人员、设备、
物资综合管理，形成了统一指挥、
协同作战的准军事化模式。

“改革调整后的应急管理部
门，职能主要有三块：安全生产与
消防安全管理、自然灾害防治与综
合应急救援。”下应街道应急管理
所所长楼晓晨介绍，基层应急管理
部门直面一线，更加考验响应速
度、协作能力和执行成效。在将原
有的多部门职能整合之后，重新进
行梳理，以期达到更好更优的效
果，这将在日常管理、突发事件中
一一得到检验。

“比如一起工厂火灾，在开始
灭火救援前，应急管理所就能够提
供企业基本情况，如企业类型、人
员数量、消防栓位置、有无危化品
与易爆易燃物等。结合这些重要
信息，不仅仅能大幅提高救援开展

效率，还能提高救援的安全性。”楼
晓晨说，类似的协作处处可见，应
急管理中心就好比是一个“大后
方”，也是“智慧大脑”，在数据优化
之后，能给出最优的解决方案。

在下应街道应急管理中心，应
急管理所、消防工作站、防灾减灾
办、防汛抗旱指挥部等相关职能部
门实行了合署办公；应急指挥平台
按标准配备可视化移动终端，建立
起了可视化双向互动应急指挥调
度系统；正在开发中的“哨兵系统”
将实现对高危、重点点位的24小
时全天候监管。此外，应急装备物
资仓库、应急安全体验馆、安全课
堂、实训基地都已上线运行。

据楼晓晨介绍，为了不打无准
备之仗，该中心完成了8个专业预
案，包括安全生产事故、交通运输
事故、重大火灾事故、重大环境污
染事故、重大自然灾害、防汛防台
抗旱、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社会安
全事件。自该中心成立以来，隐患
发现率提高了50%，隐患闭环率达
到了 100%，出警效率提高了
30%，效果显著。

作为试点单位，下应街道应急管
理中心的成功运行，是我市大力健全
完善基层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建设
的一个样本和缩影。

“基层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建
设，必须强化乡镇（街道）应急统筹协
调功能。”宁波市应急管理局有关负
责人介绍，如今，我市各地积极构建
主要领导挂帅的应急管理委员会，下
设办公室，负责统筹领导安全生产、
消防安全和自然灾害领域重大安全
风险防范化解，统一指挥突发事件应
对处置。

一套机制的成功运行，必须有完
备的后勤保障。据悉，应急管理部门
加大应急装备、物资及基础设施专项
资金投入，针对不同灾害特点加强安
全生产、防汛防台抗旱、疏散安置、灾
难救助等应急实物和信息储备；建立
资源共享、调用补偿等工作制度，加

强动态管理，确保随时调用，满足减
灾救灾工作需要。

数字化、智能化在基层应急管理
体系和能力建设中，将发挥越来越重
要的作用。据了解，鄞州下应街道即
将启用的“哨兵系统”，将接入各类物
联网感知，以智能分析与人工判断相
结合，实行街道重点点位与管理节点
24小时实时联系。在保证报警信息
及时性的前提下，实现救援队对一键
报警的无条件出警。

同时，智能技术也更多地运用于
全链条管理工作体系中。这其中，包
括利用卫星遥感技术开展危化品、消
防、非煤矿山等重点单位智能测查；
利用物联感知技术，推进高危作业场
所、商渔船防碰撞、“两客一危”运输、
危化品管道、重大危险源等重点领域
监测预警设施建设；利用技术手段，
智能识别发现风险隐患。

据统计，我市目前已有121个乡
镇（街道）建立起了基层应急委员会，
131个乡镇（街道）设立了安全生产
和消防安全委员会，132个乡镇（街
道）更名组建应急管理所。

“通过改革，基层应急管理所
（站）有效地承担起了安委办、消安
办、减灾办、防震办以及其他相应自
然灾害议事协调机构办公室的职责，
管理着综合应急救援队、森林消防
队，并根据基层政府授权管理专职消
防队，统筹指导企业、社会等各类应
急救援队伍。”宁波市应急管理局有
关负责人表示。

经过实践检验，我市推进基层应
急管理体系和能力建设，已取得了长
足的进步和显著的成效。今年3月，
覆盖社会救援、森林防灭火救援、防
汛救援、危化品救援、医疗救援、高速
公路突发事件救援、电力电信救援等
7个领域的21支地面航空应急救援

队伍正式成立。
“地面航空应急医疗救援的范围

更广，机动性更强，不受地面交通条
件的限制，30分钟就可以覆盖我市
全区域，大大缩短院前急救时间。”宁
波市应急管理局应急指挥中心庄水
彬说：“这样能有效发挥直升机应急
救援优势、实现空地协同高效执行救
援任务。”

“从没有模板、没有答案，到创造
标准、解答难题，我们摸着石头过河，
持续不断自我挖潜，将工作做得更
细、落得更实。”宁波市应急管理局有
关负责人说，各区县（市）都涌现出了
许多先进的做法，互相交流，起到了
学习、追赶、相互促进的作用。《中国
应急管理报》头版刊登宁波的改革做
法，许多城市来甬交流取经，这也助
推了我市基层应急管理改革持续不
断向纵深推进。 记者 马涛

通讯员 沈刍 卢江 万犇

隐患闭环率达到了100%
全市首个基层应急管理中心“初战告捷”

鄞州区下应街道应急指挥中心。 通讯员供图

专业化、智能化、社会化……
基层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建设驶上快车道

132个乡镇（街道）组建应急管理所
应急管理改革的“宁波样本”走向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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