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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灾情是救灾救助工作的重要决策依据，直接关系到

自然灾害的预警预报、应急处置、救援救助、恢复重建

等各项工作开展，也是各地争取中央救灾资金、救灾物

资和灾后恢复重建资金等的重要数据支撑。

        要有“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采取有力措施，

按照及时、准确、规范、全面的原则，加强和规范灾情

信息统计报送管理工作。

       

前 言

 灾情是第一道关。



工作要求

一、严格落实灾情统计报送主体责任

       二、明确灾情报送渠道和时限要求

       三、准确理解把握灾情核心指标

       四、做好死亡失踪人员统计和认定

       五、妥善应对网络舆情



一、严格落实灾情统计报送主体责任

 救灾司：建立灾情报告制度，承

担灾情统计、核查和损失评估等工作

各省厅救灾和物资保障处

各市、县救灾科（室）

乡镇（街道）应急职能机构

村（社区）灾害信息员

应急管理部 

应急厅（局） 

地市应急局 

县应急局 



一、严格落实灾情统计报送主体责任

•  省级救灾处和省以下救灾科（室）主要负责同志为灾情管理工作的第
一责任人。

       在力量配置上，省、市、县、乡、村各级要根据工作需要，设立灾情
管理A、B岗，在灾害多发易发地区可适量增配，确保灾害发生后各级至
少有1名灾情管理人员能够及时到岗到位，第一时间掌握和报送灾情。   



一、严格落实灾情统计报送主体责任

灾情
管理

责任心强

工
作 业务能力精

明
年 善作为敢担当



（二）强化本省灾害信息员
分级培训和定期轮训

（一）压紧压实灾情管理
责任，层层传导压力

（二）完善灾情报告体系，
明确灾情报送责任单位和责
任人

一、严格落实灾情统计报送主体责任



二、明确灾情报送渠道和时限要求

初报要快，牢牢掌握主动权

续报要勤，随时掌握灾情动态

核报要准，精准服务支持举措

台账要全，方便核灾和决策

快、勤、准、全



初报要快，牢牢掌握主动权

 



 系统问题及时联系国家减灾中心

 24小时值班010-52829999





续报要勤，随时掌握灾情动态

      



核报要准，精准服务支持举措

     



台账要全，方便核灾和决策依据

       

损失台账 有的完全没有台账；
有的缺少重灾县的数据；
有的台账比较乱，没有单价；
有的单价明显过高；
有的直接上传快报表；
有些过程划分不清，重复报
送台账。



台账要全，方便核灾和决策依据
       

案例
类型

房屋及居民家庭
财产损失

农林牧渔业
损失

工矿商贸业
损失

基础设施
损失

公共服务
损失

其他
损失

总体 19% 22% 9% 41% 7% 2%
洪涝 15% 23% 8% 46% 5% 2%
地震 43% 1% 1% 36% 16% 3%
台风 5% 34% 22% 36% 2% 2%
雪灾 0% 75% 24% 0% 0% 0%



三、准确理解把握灾情核心指标





响应分级
死亡失踪人
口（人）

紧急转移安置人数
或需紧急生活救助

人口（万人）

倒塌和严重损坏房屋
（万间）

旱灾造成缺粮缺水需救助人口

占农牧业人口比
例

人数
（万人）

预 警 根据有关部门发布的自然灾害预警预报信息，出现可能威胁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影响基本生活，需提前采取应对措施的情况

某一省（区、市）行政区域内，一次灾害过程出现下列情况之一：

Ⅳ 级 20－50人 10 万－50万人
1万－ 10万间

或3000－3万户 15%－20% 100万－200万

Ⅲ 级 50－100人 50 万－100万人
10万－ 20万间或 3万－

7万户
20%－25% 200万－300万

Ⅱ 级 100－200人 100万－200万人
20万 － 30万间或7万－

10万户
25%－30% 300 万－400万

Ⅰ 级 200人以上 200万人以上
30万间

或10万户以上 30%以上 400万人以上

其他
情况

对“老、少、边、穷”地区等特殊情况，或灾害对受灾省（区、市）经济社会造成重大影响时，
启动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响应的标准可酌情调整。

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启动标准（2016年修订版）

三、准确理解把握灾情核心指标



人口相关指标

紧急避险转移人口：指本行政区域内因遭受自然灾
害或可能遭受较大自然灾害（如台风等），暂时转
移到安全地区，不需要由政府进行安置或给予临时
生活救助的人员数量。

紧急转移安置人口：指本行政区域内因遭受自然灾
害或可能遭受较大自然灾害，导致不能在现有住房
中居住，需由政府进行安置并给予临时生活救助的
人员数量。

需紧急生活救助人口：指本行政区域内遭受自然灾
害后，住房未受到严重破坏、不需要转移安置，但
因灾造成当下吃穿用等发生困难，不能维持正常生
活，需要给予临时生活救助的人员数量。



四、做好死亡失踪人员统计和认定

人员死亡失踪报送的

A. 滥用“意外”定性，明显属因灾死亡定为意外;

B. 所有事件都先报为“其他”，后续再勘误调整;

C. 事件认定报告结论打擦边球，让人看不懂;

D. 盲目认可地方认定意见，不把关不审核，直接

丢沙包;

E. 事件认定久拖不决、搁置不管。



          对于事实清楚、灾情统计制度有明确规定的死亡失踪事件，

各地应第一时间按自然灾害相关灾种上报，不得随意认定为“意

外”事件，也不得简单“一刀切”先报为“其他”。

     如不能确切认定灾种的，比如不确定到底是山洪还是泥石流的，

可先按照倾向灾种上报，然后尽快认定灾种后在续报时修正，不

得以灾种归属不明确等为由拖延上报或故意报为“其他”。

    案例: 广西柳州市融水县香粉乡: 地质灾害→山洪→地质灾害

死亡失踪人员报送及认定要求



         暂列为“其他”的，主要是指死亡失踪事件既涉及自然因素、

又涉及人为因素，一时难以认定事件性质的，后期经调查认定，

严格按照《突发事件应对法》分类标准，要么归为自然灾害，要

么归为事故灾难；自然灾害中有经营性行为存在因灾死亡失踪的

（如高铁、飞机、渔船），一般应归为事故灾难。

     

死亡失踪人员报送及认定要求

案例: 贵州动车事故，福建泉州船只倾覆



         例如野象、野猪、熊等野生动物伤人致死的极个别事件，最终

可认定为“其他”。

     

死亡失踪人员报送及认定要求

案例: 云南西双版纳野象伤人事件



         对于存在争议的人员死亡失踪事件，应“先报后核”，抓紧做

好死亡失踪人员性质认定工作。

死亡失踪人员报送及认定要求

市县出具调查报告    省级出具认定意见 部里涉灾司局会商

调查报告结论应明确清
晰，不出具如“自然灾
害意外事件”等含糊结
论，不得滥用“意外事
件”定性。

严格审核把关，不得以
尊重市、县调出具如
“自然灾害查结论为由
不把关、不提意见。出
具省级书面审核意见并
加盖公章。

一般情况下，部里以省级
应急管理部门认定意见为
准，必要时，会商有关涉
灾部门共同认定。省级应
根据部里最终认定意见及
时指导有关市县进行核报。

事件性质认定期限一般不超过事发后7天，特殊情况延长不超过15天。



死亡失踪人员报送及认定要求



         抢险救援救灾过程中因灾殉职或牺牲、失踪的人员，纳入自然

灾害统计。

     

死亡失踪人员报送及认定要求

案例: 云南丘北县2名救援人员，贵州毕节3名抢险救援人员



      5月27日，云南文山州丘北县平寨乡遭遇暴雨有群众被困，县消

防救援大队汪磊主动请缨前往救援。由于河水持续上涨造成混凝

土桥突然坍塌，汪磊同志不幸被卷入洪水，壮烈牺牲。

     

死亡失踪人员报送及认定要求



         要建立信息比对和会商核定机制。

     

死亡失踪人员报送及认定要求

对死亡失踪人员事件，要加强与公安、自然资源、水利等部
门信息沟通和共享，及时开展信息比对和跨部门会商，确保
信息真实准确，口径一致。



五、妥善应对网络舆情

A. 加强舆情监测、研判和应对，密切

关注网上灾情信息，及时核实了解、

及时回应。

B. 加强与宣传部门和新闻媒体的沟通

协调，进一步规范灾情信息发布制

度。

C. 特别注意灾情应“先逐级上报、后

对外发布”，不得颠倒工作程序。



四、下一步工作建议和要求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