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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8月5日电 国家防
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8月5日滚动组
织防汛防台风专题视频会商调度，与
中国气象局、水利部、自然资源部会商
研判华北、东北暴雨洪涝灾害和今年
第 6 号台风“卡努”发展趋势，视频连
线天津、吉林、黑龙江、河北等省份防
办，安排部署重点地区防汛救灾工作。

会商指出，当前仍处于“七下八
上”防汛关键期，台风暴雨洪涝形势仍

有很大不确定性。要客观清醒地认识当
前防汛工作的严峻形势，坚决打好今年
防汛救灾这场硬仗。要全力组织抢险救
灾，尽快营救被困和失联人员。要尽快
打通断联村落通信，抓紧抢修抢通水毁
道路、电力等基础设施。要密切监测雨
情水情变化，科学调度防洪工程。

目前，国家防总对天津、河北维持
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对北京、吉林、黑龙
江维持防汛三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

国家减灾委派出的10个防汛救灾工作
组，在北京、河北、天津、吉林、黑龙江等
地协助指导地方开展防汛救灾工作。

此外，应急管理部调派国家消防救
援队伍、国家专业救援队赶赴重灾区，
全力支援当地抢险救灾工作。其中，针
对河北涿州灾情，调派山东消防救援总
队跨区域增援，截至5日16时，共执行
抗洪抢险任务67起，营救疏散遇险被困
群众1098人，累计排水31.7万立方米。

新华社北京8月5日电（刘艺 汪
继全）受台风“杜苏芮”影响，华北、黄
淮等地出现极端降雨过程，河北多地、
北京西南部地区洪涝地质灾害严重，
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截至
目前，中部战区仍有1万余名官兵、民
兵持续奋战在防汛救灾一线。

中部战区联合作战指挥中心8月

1日前置指挥所、靠前指挥；中部战区
陆军第81集团军、第82集团军多支专
业救援力量抢通道路、加固岸堤；中部
战区空军出动直升机勘察受灾情况；
武警北京总队、河北总队官兵持续搜
救失联、被困人员；联勤保障部队第
984 医院、武警河北总队医院派出医
疗组开展伤员救治、灾后消杀等工作；

河北省军区民兵分赴6地抢险救灾。
据中部战区联合作战指挥中心消

息，截至5日17时，已协助地方安全转移
3趟列车全部受困旅客，恢复数百个村庄
信息通联，全面打通109国道受损路段，
稳妥疏散受困群众12800余人，投送物
资药品514.9吨。目前，部分受灾地区巡
堤查险、清淤等重建工作已经展开。

越来越多人主动学习应急救
护技能

7 月 31 日至 8 月 4 日，太原市民孙
杰一直在河北保定参与救援工作。孙杰
等 20 余名司机组成的“滴滴公益救灾
队”共转移北京房山、河北保定当地的被
困群众930人。

“90 后”孙杰原本只是一名网约车
司机，2022 年出于一腔热情参加了“滴
滴公益救援队”。此后，他每周末都会参
加水域救援、山地救援等培训，很快成为
一名颇有经验的救援队骨干。“希望更多
人掌握应急救护技能，加入到我们的队
伍中来。”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像孙杰一样
主动学习应急救护技能，期望在关键时
刻帮助自己和他人。

以天津市红十字会为例，今年上半
年培训近 3 万人，培训人数每年递增
20％以上。暑假是应急救护培训的旺
季，这个假期报名人数增长20％以上。

值得关注的是，近年来主动报名学
习的个人占到所有培训人员的 30％以
上，较往年大有提高。“这说明人们学习
自救技能的意愿在提升。”天津市红十字
会应急救护培训负责人于博介绍说，18
岁以上人员可以取得红十字救护员证，
16岁以上人员可以取得心肺复苏证。

记者梳理发现，各地持续推进相关
技能培训。2022年，甘肃省各级红十字
会开展普及性应急救护培训29.97万人
次，培训救护员 5.02 万人次；四川省普
及培训97.6万人次，培训持证急救员13
万人次。

杭州市推出救护技能公益培训项
目，考核通过的人将获得“电子救护员
证”。当地还上线支付宝小程序“救在身
边”，持证救护员可注册成为“急救侠”，
接收附近的求救信息、参与救助。

天津蓝天救援队多位救援人员反映，
掌握了初步应急救助技能的人在险境中
可以做出相对正确的选择，能更好地配合
别人施救，尤其是可以较早判断风险，抓
住逃生的时间窗口，降低伤亡概率。

1％普及率有待提高

近年来，我国急救培训工作进展较
快，但与庞大的人口基数相比，掌握救护
技能的人员比例仍然较低。《中国公共卫
生管理》2021 年披露数据显示，我国应
急救护知识和技能的普及率仅 1％左
右，仍处于较低水平。

记者了解到，普及率较低背后是应
急技能培训人才匮乏。记者走访发现，
消防、公安特别是医护人员是应急救护
培训的主体力量。然而，通过对东部某
省120急救中心的调研，一些专家发现，
医院人力资源不足，没有余力对公众进
行大规模技能培训。

一位医科大学负责人反映，医学院
课程体系中，急救、灾害、重症医学和医
学救援等技能的系统训练相对较少，急
救人才队伍建设已经落后于医学救援事
业发展需求。

市场化应急培训潜能也有待释放。
一家气象科普展馆建设方负责人说，气象

防灾减灾科普体验场所越来越受到有关部门
重视，得到青少年青睐，但目前规模还不够
大，常态化开放、运营管理有待进一步健全。

近年来，一些地方打造了应急安全产业
园区。深圳市应急安全产业协会常务副会
长杨河生介绍说，部分产业园区的收益结构
中租金及相关收益达九成左右，应急安全产
业目前无法实现良性循环，市场化的应急培
训潜能有待进一步释放。

如何实现3％的目标？

《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 年）》提
出，鼓励开展群众性应急救护培训，到2030
年将取得急救培训证书的人员比例提高到
3％及以上。为稳步实现这一目标，专家呼
吁进一步加快普及群众应急救护培训。

多位专家认为，应由相关部门编制科学
规范统一的教材，由国家主管部门审定后，
向企业、学校、社区及社会服务行业推广。

同时，应利用好短视频平台、直播平台，
在更大范围内普及急救知识。记者了解到，
各地消防站、民间救援队等机构、组织已开
始利用抖音等平台推出公益性急救免费课
程，受到网民欢迎。

据了解，目前应急知识进校园多为临时
性讲座，比较简单、不够系统。专家呼吁应
将应急知识作为大、中、小学的一门课程固
定下来。其中，中小学以提高防灾意识和常
识为主，大学阶段鼓励全员掌握必备的自救
互救技能。

企业也可在入职培训中加入应急救护
知识。比如，今年7月，中建三局一公司为
300余名新入职员工进行了应急救护培训，
经过实操考试后全员获得红十字救护员证。

有基层干部提到，我国气象灾害呈现出
一定季节性规律，可组织基层工作人员结合
本地区易出现的灾害进行有针对性的宣传，
更多发挥消防员、家庭签约医生、街道办工
作人员、派出所民警等群体的力量，全方面
开展急救知识的培训及宣传。

此外，应加强对市场化应急培训教育、应
急培训基地建设的支持力度，使其成为政府
部门、社会公益组织的有力帮手，快速提高应
急培训普及率。 新华社天津8月6日电

应急救护技能，如何“加急”？
□王井怀 周宇轩

“台风天急救
指南”“泥石流来临

如何躲避”……最近，极
端天气中自救与互救知识

频上热搜。大家对应急救护技
能的关注度也越来越高。

近年来，我国持续推进应急
救护培训，越来越多的人掌握了
基础的应急救护技能，一些地方持
证救护员数量年增速达到20％以
上。然而，在庞大的人口基数面
前，懂自救、能自救的人占比仍
然较低，洪水等灾害来袭时人
们仍难免不知所措。如何加
快推广应急救护技能？记

者进行了走访。

▲主动学习 新华社发 朱慧卿 作

新华社北京8月6日电（记者 董博婷）6日
从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获悉，河北省涿州市暴雨洪
涝灾情发生后，中国红十字会迅速行动，调集红
十字救援队驰援灾区，搜救转移受灾群众。截至
5日22时，14支红十字救援队的200余名救援
队员在涿州受灾地区共转移1475名受灾群众。

据悉，8月1日，中国红十字会总会针对河北
洪涝灾情启动四级应急响应，并向受灾地区调拨
单帐篷、折叠床、棉被、赈济家庭包等7700件（套）
物资，并安排资金2000万元，用于支持京津冀受
灾群众生活安置和生产生活恢复。3日，根据灾区
需求，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向涿州灾区追加5260件

（套）物资。根据工作部署，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积极
动员人道资源援助涿州，截至目前共支持涿州市
款物总价值251.78万元。

8月5日，搜救转移任务接近尾声，红十字救援
队开始消杀工作。当日下午，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赴
河北工作组组织50多名救援队队员，在涿州市主
干道范阳中路开展消杀，共消杀街道、居民区、商业
街1.4万平方米，在学校、社区排灌3000立方米。

国家防办、应急管理部部署重点地区防汛救灾工作

中部战区1万余名官兵、民兵持续奋战在防汛救灾一线

14支红十字救援队
已成功转移涿州
受灾群众1475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