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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防灾素养与韧性能力的提升，对于应对突发灾害

至关重要。它不仅关乎个人生命安全，还影响着整个社会

的应急响应能力。北京作为首善之区，推进韧性城市建设

是践行新发展理念、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为深

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建设韧性城市，

提高城市治理水平，加强特大城市治理中的风险防控”重

要思想，加快韧性城市建设，提高公众对社会应急的认识

和应对能力，北京市应急管理局开展了“市民防灾素养与

韧性能力”的问卷调查，旨在评估了解公众的防灾减灾意

识和能力，为韧性城市建设相关工作提出针对性建议。 

 

一、 调查总体情况 

本次调查工作采用网络调查的方式收集问卷。调查对

象为北京市常住居民，市民防灾素养与韧性能力调查问卷

的内容主要围绕“市民防灾素养”、“市民应急能力”、

“市民恢复适应”等方面。本次调查共回收有效问卷 123份，

有效样本满足本次调查工作要求。 

 

二、 调查分析 

（一）受访者基本信息 

从调查数据中可以看出，男性参与者占比较高，为

56.91%，女性参与者占 43.09%。根据年龄分布数据，受访

者主要集中在 31-40岁年龄段，占比 39.02%。其次是 4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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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和 51-65岁，分别占比 23.58%和 18.7%。18-30岁和 66岁

及以上的年龄段占比较小，分别为13.82%和 3.25%。受访者

的文化程度主要集中在大学/大专和研究生及以上两个层次，

这两项合计占到了 86.99%的比例，显示出参与者整体文化

水平较高。相比之下，小学及以下、初中和高中/职高的比

例较低，仅占 12.1%。受访者中企业员工占比最高，达到

32.52%，其次是党政/事业单位员工，占比 26.83%。而个体

工商户和农业劳动者的比例非常低，分别仅为 0.81%和

1.63%。自由职业者和离退休人员的比例也相对较低，分别

为 6.5%和5.69%。全日制学生和专业技术人员的比例相对适

中，分别为 7.32%和 8.13%。无业/失业/下岗和社会组织工

作人员的比例也较低，均为 3.25%。 
表：受访者基本信息分布表 

受访者基本信息 选择人数 选择比例 

性别 
男 70 0.5691 

女 53 0.4309 

年龄 

18岁以下 2 0.0163 

18-30岁 17 0.1382 

31-40岁 48 0.3902 

41-50岁 29 0.2358 

51-65岁 23 0.187 

66岁及以上 4 0.0325 

文化程度 

小学及以下 1 0.0081 

初中 4 0.0325 

高中/职高 11 0.0894 

大学/大专 67 0.5447 

研究生及以上 40 0.3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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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居民突发事件关注类型 

从调查数据分析来看，受访者最关注的突发事件依次

为火灾（65.85%）、强降雨（64.23%）和地震（50.41%），

其次受关注的突发事件为燃气泄漏（35.77%）和传染病疫

情（26.02%）。大风及沙尘暴、交通事故、恐怖袭击事件、

饮用水安全和食物中毒等事件的关注度较低，尤其是恐怖

袭击事件和食物中毒，仅有 2.44%的受访者表示关注。  

 

图：受访者突发事件关注类型图 

 

（三）居民防灾素养情况 

1.居民进入公共场所时，对该区域的逃生线路了解情况 

从数据中可以看出，参与者在了解公共场所逃生线路

的态度呈现出较为分散的趋势。只有 5.69%的参与者表示

“完全不会”了解逃生线路，而选择“基本不会”的参与者占

14.63%。相对而言，选择“偶尔会”和“经常会”的参与者合计

占 79.67%，显示出大部分人对逃生线路有一定的关注。 然

而，仍有 20%以上的参与者表示不会主动了解逃生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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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可能反映出对安全知识的重视程度不足或对逃生线路的

认知缺乏。 

 

图：受访者逃生路线了解情况图 

 

2.居民对防灾减灾的知识的学习和收集情况 

从数据中可以看出，大部分参与者（56.1%）表示“经

常会”学习和收集有关防灾减灾的知识，表明他们对这一主

题有较高的关注度。其次，38.21%的参与者选择“偶尔会”，

说明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对防灾减灾知识的学习存在一定的

积极性。合计仅有 5.69%的人表示“完全不会”或“基本不会”，

这表明对防灾减灾知识的忽视程度较低。  

 

图：受访者防灾减灾知识学习情况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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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居民对“灾害可能会发生在我家附近”的态度 

绝大多数受访者对“灾害可能会发生在我家附近”持赞同

态度，其中 45.53%的人表示同意，34.96%的人表示完全同

意，合计达到 80.49%。相比之下，只有 8.14%的人表示不同

意或完全不同意，而 11.38%的人持中立态度。这表明，受

访者普遍对潜在的灾害风险有较高的认知。 

 

图：受访者灾害发生态度图 

 

4.居民对“我有信心在发生地震等灾难时保护和帮助自

己”的态度 

具体来看，选择“同意”和“完全同意”的参与者合计占

58.53%，显示出大部分人对自己在灾难发生时的应对能力

持积极态度。然而，有 18.70%的参与者表示“不同意”或“完

全不同意”，这反映出部分人群对自身能力的信心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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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受访者突发事件应对信心情况图 

 

5.居民对所居住或工作的区域应急避难场所了解情况 

52.03%的受访者表示他们所在区域有应急避难场所并

且清楚其位置，这表明一半以上的居民对避难场所的存在

及位置有较高的认知度。然而，27.64%的受访者虽然知道

有避难场所，但不清楚具体位置，这可能会在紧急情况下

影响他们的逃生和避难效率。 此外，有 7.32%的受访者表示

所在区域没有应急避难场所，13.01%的受访者则不清楚是

否有避难场所。这显示出在应急避难场所的宣传和信息传

递方面仍存在不足。 

 

图：受访者应急避难场所了解情况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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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居民参加防灾减灾培训、演练或宣传活动情况 

根据数据，约 26.02%的受访者表示没有参加过任何活

动，45.53%的受访者每年参加一次，每年参加两次及以上

的比例相对较低，其中每年参加两次的为 13.82%，每年参

加三次的仅为 4.07%，而每年参加四次及以上的为10.57%。 

从数据中可以看出，大部分人选择每年参加一次，这表明

居民对防灾减灾的重视，但参与频率较低，可能影响防灾

知识的巩固和技能的提升。 

 

图：受访者防灾减灾培训参与情况图 

 

7.居民对居住、工作的场所中安全隐患的处理方式 

根据调查结果，受访者在面对居住和工作场所的灾害

风险与安全隐患时，主要选择向相关部门寻求帮助，比例

达到 45.53%。其次是向物业寻求帮助，占 30.08%。15.45%

的居民选择拨打 12345热线反馈，这表明大多数人倾向于依

赖官方渠道和物业管理来解决安全隐患问题。有 1.63%的受

访者选择借助社会舆论解决问题。同时，5.69%的受访者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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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无视风险，但会有意识地避开，这种态度可能导致潜在

的安全隐患未得到有效处理。  

图：受访者安全隐患处理方式图 

 

8.居民应对汛期洪涝而常备的防汛物品情况调查 

根据数据分析，手电筒的选择比例最高，达到 90.24%。

其次，哨子和救生衣的选择比例均为 77.24%，表明这些物

品也被认为是重要的防汛物资。收音机的选择比例最低，

仅为 44.72%，说明其在防汛物品中的认知和重视程度相对

较低。 

图：受访者防汛物品准备情况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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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居民关于用电安全知识的了解情况 

在关于用电安全的调查中，“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施和

线路”以 94.31%的比例位居第一，其次是“带电电器设备发

生火灾时不能用水扑救”占比为 93.5%， “不乱拉乱接电线，

不超负荷用电”和“外出时要关闭电源开关”也获得了较高的

选择率，分别为 91.87%和 89.43%。而“不可以用湿抹布清洁

电器设施”虽然比例相对较低，但仍有 85.37%的受访者选择。 

总结来看，受访者对用电安全的基本知识和意识较为普遍，

尤其在老化电器的更换和火灾处理方面。 

图：受访者用电安全知识了解情况图 

 

10.居民了解或学习防灾减灾知识的渠道 

从调查数据中可以看出，社交媒体是居民获取防灾减

灾知识的主要渠道，比例高达 84.55%。其次是学校和单位

的宣传（ 63.41%）以及防灾减灾相关的培训和演练

（62.6%），这表明传统的教育和培训仍然在知识传播中占

据重要地位。广播和电视的使用率为 52.03%，显示出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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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力，但相对较低。社区宣传（49.59%）和报刊杂志

（31.71%）的关注度较低，亲戚、朋友和同事的影响力仅

为 24.39%。 

图：受访者防灾减灾知识学习情况图 

 

11.居民关于汛期出游安全知识的了解程度 

关于汛期出游安全知识的正确选项中，所有选项的比

例均较高，体现了参与者对汛期出游安全知识的重视。其

中，"不在滩涂、河道、山脚、行洪道等区域游览、野营和

露宿"的选择比例最高，达到 94.31%。其次是"关注旅游安

全提示信息，掌握天气和道路交通状况"，比例为 92.68%。

选择开放景区游览观光，不到雨后未恢复开放景区和非开

放景区游玩"的比例稍低，仅为 86.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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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受访者汛期出游安全知识了解情况图 

 

（四）居民应急能力情况 

1.居民紧急救护措施（如心肺复苏、创伤包扎等）掌握

情况 

参与者在紧急救护措施的掌握程度上表现出较大的差

异。具体而言，41.46%的参与者表示会使用紧急救护措施，

而 43.9%的参与者大概知道如何使用，这表明大部分人对紧

急救护措施有一定的了解，但并不能够完全熟练掌握。仍

有 14.63%的参与者完全不知道如何使用紧急救护措施。  

图：受访者紧急救护措施掌握情况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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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居民关于地震应急避险的知识了解情况 

从数据来看，大部分人对于地震应急避险的知识有较

好的了解。其中，“勿慌乱、先躲避、后撤离、找空间、保

护头、忌电梯”这一选项的被选比例最高，达到 95.12%；

“一旦被困，存体力、传信号、等救援”和“震时就近躲避，

震后快速撤离”的被选比例也都在 90%以上；“避震正确姿势

为:伏地、遮挡、手抓牢”的被选比例为 76.42%。  

 

图：受访者地震应急避险知识了解情况图 

 

3.居民雷雨天气正确做法了解情况 

根据数据分析，绝大多数受访者对雷雨天气的正确做

法有较高的认知。其中，“不要在楼顶或树下避雨”以 96.75%

的比例成为最普遍的正确做法，显示出人们对避雷安全的

重视。其次，“不要撑带金属伞柄的雨伞”和“不要在户外或

高处使用手机等电子设备”的认知也相对较高，分别为 83.74%

和 88.62%。此外，“身处空旷的地域，应立即双膝下蹲，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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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抱膝，胸口紧贴膝盖，尽量低下头”的比例为 80.49%，虽

然相对较低，但仍显示出一定的安全意识。 

图：受访者雷雨天气正确做法了解情况图 

 

4.居民对高层居民楼发生火灾的正确逃生办法了解情况 

从数据来看，各项逃生办法的被选择比例都较高。其

中，“同楼层起火，楼道无烟，可及时沿消防楼梯向下逃生”

的比例最高，为 93.5%；“自家起火，灭火失败，及时逃生

要关门”“同楼层起火，楼道烟大，及时关门自救等待救

援”“被困高楼层时，绝不能盲目跳楼”“湿毛巾或口罩蒙鼻，

匍匐或弯腰撤离”“身上着火时，不要奔跑，脱掉衣服就地打

滚将火扑灭”的比例也都在 8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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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受访者火灾逃生办法了解情况图 

 

5.居民对泥石流发生时正确逃生原则的了解情况 

在泥石流发生时，逃生原则的选择中，逃生过程中不

要在土质松软的地方停留（86.99%）和逃生时要立即丢弃

除通信工具外的其他沉重物品（82.11%）的比例较高，显

示出大多数人意识到在泥石流情况下保持轻便和稳定的重

要性。其次，迅速跑到开阔地带，哪里高往哪里跑（81.3%）

也是被广泛认可的原则，强调了寻找安全区域的必要性。 

相对而言，选择不要躲到大树或建筑物上（71.54%）和往

两侧跑（72.36%）的比例较低，表明部分人对逃生原则的

认识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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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受访者泥石流逃生争取原则了解情况图 

 

6.居民对森林火灾的正确逃生原则了解情况 

在面对森林火灾的逃生原则中，植被稀疏的路线逃生

（92.68%）和正确判断风向，逆风逃生（91.87%）是被选

中比例最高的选项，表明大多数参与者对这两项原则的理

解和重视程度较高。被困半山腰时，切忌往山上跑

（73.98%）和远离低洼地或坑、洞等容易沉淀烟尘的地方

（78.86%）的选择比例相对较低，说明这些原则的认知还

有待加强。  

图：受访者森林火灾逃生原则了解情况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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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居民家庭应急包准备情况 

从调查数据可知，居民家庭应急包中常见的物品包括

医用外科口罩、纱布、绷带等医用材料（59.35%）、碘伏

棉棒（58.54%）、饮用水（53.66%）和常用的抗感染、抗

感冒等医药品（52.03%）。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仍有 18.7%

的家庭没有应急包，这显示出在应急准备意识方面的不足。

此外，尽管具备收音功能的手摇充电电筒和灭火器或防火

毯的选择比例均为 41.46%，但相对其他更为基础的应急物

品而言，这些选项的关注度较低。  

图：受访者家庭应急包准备情况图 

 

（五）居民恢复适应 

1.居民保险购买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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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数据分析，医疗险（49.59%）和意外险（54.47%）

是购买比例最高的保险类型。寿险（29.27%）和重疾险

（30.89%）的购买比例也相对较高。商业车险（35.77%）

的购买率较为可观。然而，财险（9.76%）、农业保险

（4.88%）和住房保险（7.32%）的购买比例较低，说明这

些保险类型的认知度和需求还需提升。未购买任何保险的

比例（21.95%）也较高，显示出仍有相当一部分人群对保

险的重视程度不足。 

图：受访者保险购买情况图 

 

2.居民对进一步做好北京市防灾减灾工作举措的看法 

根据调查结果，参与者对于防灾减灾工作的看法主要

集中在几个方面。首先，“持续推动城乡基层防灾减灾能

力建设，夯实基层防灾减灾基础”获得了 51.22%的支持，

显示出参与者普遍认为基础能力建设是防灾减灾的重要环

节。其次，“开展应急科普与防灾减灾宣传活动，提升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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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防灾减灾知识和防范应对技能”也得到了较高的支持，

达到 45.53%，说明公众意识的提升被视为关键因素。在其

他选项中，加大资金投入、完善防灾减灾救灾体系以及开

展应急演练均获得了 38.21%的支持，显示出这些措施在参

与者中被视为同样重要，但相对而言不如基础建设和公众

教育受到重视。开展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和加强应急救

援队伍建设的支持率较低，分别为18.7%和21.14%，这可能

表明参与者对这两项措施的认知或重视程度较低。 

图：受访者防灾减灾措施看法图 

 

3.居民最愿意参与的防灾减灾知识宣教模式的情况 

从调查结果来看，参与防灾减灾知识宣传的方式中，

参与防灾演习的比例最高，达到 63.41%，显示出公众对实

践性活动的高度认可和兴趣。其次，参加教育培训或科普

讲座和观看防灾宣传视频、动画等的选择也较为受欢迎，

分别为 45.53%和 47.15%。这表明公众对知识学习和信息传

播的需求较强。 相对而言，浏览官方应急网站权威信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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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度最低，仅为 12.2%，显示出公众对这一形式的关注度

不高。此外，其他选项如参访相关科普基地和安全馆及在

线浏览相关知识的比例也相对较低，均为 34.15%。  

 

图：受访者参与防灾减灾宣传方式意愿图 

 

4.居民对个人或政府增强公民防灾素养（知识、技能和

态度层面）开展行动方式的建议 

居民对于开展增强公民防灾素养行动方式的建议中，

最为集中的观点是需要加强宣传力度，增加宣传投入，通

过多种方式进行防灾减灾宣传；多开展针对居民的防灾减

灾培训，组织居民现场参与，增强居民防灾减灾和防范应

对能力；加强技能培训，加大力度推全民防灾减灾救灾的

参与度，以有奖竞答等方式，鼓励全民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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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受访者建议词频图 

 

三、 调研结论 

（一）居民间防灾意识和知识水平差距较大 

虽然大部分受访者对防灾减灾有一定的认识和关注，

但仍有相当比例的市民对逃生线路、应急避难场所的认知

不足，以及对紧急救护措施的掌握不够全面。 

（二）防灾减灾培训参与度有待提高 

尽管有一半左右的受访者每年至少参加一次防灾减灾

培训或演练，但仍有一部分人从未参与过此类活动，显示

出居民对于防灾减灾相关培训的参与度存在提升空间。 

（三）对突发事件的关注存在差异 

受访者对火灾和强降雨等自然灾害的关注度较高，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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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燃气泄漏、传染病疫情等其他类型的突发事件关注度较

低，反映出公众对灾害类型的认识不均衡。 

（四）防灾减灾宣传方式需多元化 

受访者更倾向于参与实践性的防灾演习和教育培训，

而对官方应急网站的关注度较低，说明宣传方式需要更加

多元化和互动化。 

综上所述，调查结果显示公众对防灾减灾知识的关注

度较高，参与态度积极，但仍需加强对逃生线路的主动了

解和应急避难场所的认知。同时，建议进一步加强宣传和

培训，提升公众的防灾减灾能力。 

 

四、 对策建议 

（一）提升公众防灾意识和知识水平 

通过社区活动、媒体宣传和在线资源，普及防灾减灾

知识，特别是针对逃生线路和应急避难场所的认知提升，

以及紧急救护技能的培训。 

（二）增强防灾减灾培训的普及和频率 

鼓励和激励公众参与防灾减灾培训和演练，特别是对

于从未参与过此类活动的群体，可以通过设置激励机制如

证书、奖励等，提高公众的参与积极性。 

（三）平衡公众对不同灾害类型的关注 

加强对低关注度灾害类型的宣传教育，如燃气泄漏、

传染病疫情等，通过案例分析、模拟演练等方式提高公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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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警觉性和应对能力。 

（四）创新防灾减灾宣传方式 

结合公众偏好，开发更多实践性和互动性强的宣传方

式，如模拟演练、互动展览等，同时优化官方应急网站和

社交媒体平台的内容，提高信息的吸引力和易达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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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市民防灾素养与韧性能力调查问卷 
 

亲爱的市民朋友： 

您好！ 

为了解公众对防灾减灾工作的关注情况，以及对防灾减灾知识

的掌握情况，收集公众对防灾减灾工作和城市韧性建设的对策建议，

市应急局特面向社会公众开展市民防灾素养与韧性能力调查工作，

希望广大市民积极参与。 

本次调查采用不记名方式，所有资料将严格保密。感谢您的支

持与配合! 

2024年 5月 

一、基本信息 

1. 您的性别是？ 

□男          □女 

2. 您的年龄是？  

□18岁以下 □18-30岁    □31-40岁    □41-50岁    □51-65岁   □66岁及以上 

3. 您社区所在的位置是           区           街道 

4. 您的文化程度是？ 

□小学及以下  □初中  □高中/职高  □大学/大专  □研究生及以上 

5. 您的职业/工作单位是？ 

□党政/事业单位员工   □企业员工    □个体工商户   □自由职业者   

□农业劳动者 □离退休人员  □无业/失业/下岗   □全日制学生 

□专业技术人员（含医务、科研、教师、律师或其他专业工作者） 

□社会组织工作人员    □居委会或村委会工作人员     □其他，请注明_______ 

 

二、单选题 

6. 进入公共场所时，您会主动了解该区域的逃生线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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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不会 □基本不会 □偶尔会 □经常会 

7. 您平时注意学习和收集有关防灾减灾的知识吗？ 

□完全不会 □基本不会 □偶尔会 □经常会 

8. 您对“灾害可能会发生在我家附近”的态度是？ 

□完全不同意 □不同意 □中立 □同意 □完全同意 

9. 您对“我有信心在发生地震等灾难时保护和帮助自己”的态度

是？ 

□完全不同意 □不同意 □中立 □同意□完全同意 

10. 据您所知，您所居住或工作的区域是否有应急避难场所？ 

□有，清楚位置 □有，不清楚位置 □没有 □不清楚有没有 

11. 您是否参加过防灾减灾培训、演练或宣传活动？ 

□没有参加过 □每年参加 1次 □每年参加 2次 □每年参加 3次□每年参加多次 

12. 您会采取紧急救护措施（如心肺复苏、创伤包扎等）吗？ 

□会使用 □大概知道怎么使用 □完全不知道 

13. 如果您发现自己居住、工作的场所有灾害风险与安全隐患，您

会怎么做？ 

□向相关部门寻求帮助 □向物业寻求帮助 □借助社会舆论解决  

□无视，但会有意识地避开它  □拨打 12345热线反馈 □其他，请填写        

 

三、多选题 

14. 为有效预防汛期洪涝灾害，家中可常备的防汛物品包括？（可

多选） 

□哨子 □救生衣 □手电筒 □收音机 

15. 关于地震应急避险的知识，以下您知道几种？（可多选） 

□勿慌乱、先躲避、后撤离、找空间、保护头、忌电梯 

□一旦被困，存体力、传信号、等救援 

□震时就近躲避，震后快速撤离  

□避震正确姿势为：伏地、遮挡、手抓牢 

16. 关于用电安全，下面哪些说法是正确的？（可多选） 

□带电电器设备发生火灾时不能用水扑救 

□不乱拉乱接电线，不超负荷用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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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施和线路 

□外出时要关闭电源开关 

□不可以用湿抹布清洁电器设施 

17. 您一般通过什么渠道了解或学习防灾减灾知识（可多选） 

□微信、微博、抖音等社交媒体 

□广播、电视 

□报刊杂志  

□学校、单位宣传  

□社区宣传 

□亲戚、朋友和同事 

□防灾减灾相关培训、演练或宣传活动 

□其他渠道________ 

18. 雷雨天气，下列哪些做法是正确的？（可多选） 

□不要在楼顶或树下避雨 

□不要撑带金属伞柄的雨伞 

□身处空旷的地域，应立即双膝下蹲，双手抱膝，胸口紧贴膝盖，尽量低下

头 

□不要在户外或高处使用手机等电子设备 

19. 高层居民楼发生火灾，哪些逃生办法是正确的？（可多选） 

□自家起火，灭火失败，及时逃生要关门 

□同楼层起火，楼道无烟，可及时沿消防楼梯向下逃生 

□同楼层起火，楼道烟大，及时关门自救等待救援 

□被困高楼层时，绝不能盲目跳楼 

□湿毛巾或口罩蒙鼻，匍匐或弯腰撤离 

□身上着火时，不要奔跑，脱掉衣服就地打滚将火扑灭 

20. 泥石流发生时，哪些逃生原则是正确的？ （可多选） 

□迅速跑到开阔地带，哪里高往哪里跑。 

□逃生时要立即丢弃除通信工具外的其他沉重物品。 

□不要躲到大树或建筑物上 

□逃生过程中不要在土质松软的地方停留 

□往两侧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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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面对森林火灾，下列哪些逃生原则是正确的？ 

□正确判断风向，逆风逃生 

□被困半山腰时，切忌往山上跑 

□选择植被稀疏的路线逃生 

□远离低洼地或坑、洞等容易沉淀烟尘的地方 

22. 关于汛期出游安全知识，哪些是正确的？ 

□关注旅游安全提示信息，掌握天气和道路交通状况 

□不在滩涂、河道、山脚、行洪道等区域游览、野营和露宿 

□不擅自涉水或涉水开车通过深水区域或陌生区域 

□选择开放景区游览观光，不到雨后未恢复开放景区和非开放景区游玩 

23. 您家里的应急包里边有什么？（可多选） 

□无应急包 

□具备收音功能的手摇充电电筒 □救生哨 □压缩毛巾、湿纸巾  

□呼吸面罩 □多功能组合工具 □应急逃生绳 □灭火器或防火毯  

□常用的抗感染、抗感冒等医药品 □医用外科口罩、纱布、绷带等医用材料   

□碘伏棉棒 □饮用水 □食品 □洗漱用品、衣物、女性用品等个人用品 

24. 您是否购买过以下类型的保险？（可多选） 

□未购买任何保险 □寿险 □医疗险 □重疾险 □意外险 □商业车险 □财险 □

农业保险 □住房保险 □其他 

25. 您平时更关注以下哪些突发事件？（最多可选 3项） 

□地震 □强降雨 □火灾 □燃气泄漏 □传染病疫情 □大风及沙尘暴  

□交通事故 □恐怖袭击事件 □饮用水安全 □食物中毒 □其他 

26. 在您看来，下列哪些举措有助于进一步做好我市防灾减灾工作

（最多可选 3项）： 

□加大资金投入，补齐防灾减灾救灾短板 

□持续推动城乡基层防灾减灾能力建设，夯实基层防灾减灾基础 

□完善防灾减灾救灾体系，推进应急管理能力现代化建设 

□开展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为防范化解灾害风险提供科学依据 

□开展应急演练，提高应急救援能力 

□加强应急救援队伍建设，壮大应急救援队伍力量 

□强化防灾减灾设施维护，确保设施设备完好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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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应急科普与防灾减灾宣传活动，提升公众防灾减灾知识和防范应对技

能 

27. 普及防灾减灾知识一直是政府部门不懈努力的方向。针对目前

多方式的宣传模式，下面哪种方式您最愿意参与？（最多可选

3项） 

□参加教育培训或者科普讲座  

□参加防灾演习  

□公交车、影院、电视等播放防灾宣传视频、动画等  

□社区、广场等公共场所设置宣传展板，发放宣传资料  

□网站、微信、微博等在线浏览相关知识  

□浏览官方应急网站权威信息  

□参访相关科普基地和安全馆 

□其他  

 

四、开放题 

28. 您觉得个人或政府为了增强公民防灾素养（知识、技能和态度

层面）可以从哪些方面开展行动？（开放性答题，选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