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各区县（自治县）民政局，两江新区社会保障局、万盛经开区民政局，直属各单位、机关
各处室：

《重庆市民政局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已经2019年第1次局党组会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
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重庆市民政局办公室
                               2019年1月9日

重庆市民政局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为建立健全市民政局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机制，规范应急管理和处置程序，提高处置突发
事件的能力，积极、稳妥、高效地处置我市民政系统突发事件，保障民政服务对象生命财
产安全和社会稳定，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我市处置突发事件的相关要求，结合民政工作实
际，特制定本预案。

一、基本原则
（一）统一领导，分级负责。在局党组的统一领导下，按照“分级负责”“谁主管谁负

责”的原则，建立健全由局主要领导负总责，分管领导牵头负责，机关各处室负责人直接负
责的应急管理体制。

（二）预防为主，化解矛盾。坚持预防与应急相结合，从源头上防止突发事件发生，
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稳控、早解决，力争将事件控制在萌芽阶段，控制在基层。

（三）快速反应，相互配合。突发事件发生后，应及时启动应急预案，与公安、信
访、食品卫生、应急管理等相关部门密切配合，严格落实责任，确保信息收集、情况报
告、后勤保障、指挥处置等各个环节紧密衔接，在最短时间内控制事态。

（四）依法处置，防止激化。坚持依法行政、依法处置，运用法律、宣传、调解等方
法处理群体性事件，引导群体合理、合法表达诉求、解决问题，防止矛盾激化和事态扩
大。

二、组织体系
（一）应急管理领导小组
按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谁主管谁负责”“谁审批谁负责”“谁监管谁负责”和“管行业

必须管安全”的原则，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成立市民政局应急管理领导小组，由
局党组书记、局长任组长，其他局领导任副组长，机关各处室主要负责人为成员。

（二）应急管理领导小组职责
       1. 统一领导，指挥、协调、处置民政职责范围内各类突发事件，指导全市民政系统开
展应急管理工作；各分管局领导牵头负责分管业务领域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
       2. 分析、研究重大突发事件的各类信息，判断事件形势及事态发展走向。
       3. 定重大突发事件的处置决策和应对措施，指挥、协调各处室、各单位组织实施并监
督检查落实情况。
       4. 决策突发事件信息发布等有关重大事项。

（三）应急管理领导小组办公室及其职责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主任由局办公室主任担任。其职责是承担领导小组日常工作，

协调各处室应对处置各类突发事件。
（四）成员处室职责

       1. 参与应急管理领导小组的指挥、决策和协助处理有关群体事件。
       2. 负责制定主管业务领域突发事件处置的应急预案。
       3. 在分管副组长的领导下，具体负责职责范围内的突发事件处置和情况信息报告工
作。

三、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民政领域发生的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社会安全事件等

突发事件，以及发生在其他社会领域需民政部门配合处置的突发事件。
四、情况报告
实行24小时值班和信息报告制度。发生突发事件，事故单位要立即向所在地人民政府



和民政局报告，市民政局直属单位发生突发事件，应同时报告市民政局相关处室和值班
室。属地民政局接到事故报告后立即向市民政局相关处室和值班室报告。局相关处室应按
程序在1小时内书面向市委市政府报告重大突发事件情况和处置情况。报告的主要内容包
括：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单位，事件的简要过程、伤亡人数、经济损失初步估计和事
件发生原因的初步判断，采取的措施。同时，随着事态的发展做好续报工作。因瞒报、少
报、漏报、迟报而导致处置工作被动或造成严重后果的，按照有关规定追究相关责任人的
责任。

五、应急响应
综合突发事件性质、类别、危害程度、范围、可控情况等因素，分为三级应急响应：
（一）发生一般性突发事件，在本单位范围内，通过利用日常工作中的人力和物力可

以应对处置，能及时控制事态扩大，并逐步消除危害的，由本单位根据事故情况迅速进行
事故处理，并将处理情况报告市民政局相关业务处室。

（二）发生较大突发事件，能及时控制事态扩大，采取必要的措施，逐步消除危害
的，在局应急管理领导小组统一指挥下，由分管副组长牵头，事件主管业务处室负责处
置。

（三）发生重特大突发事件，由局应急管理领导小组组长负总责，分管副组长牵头，
成立现场处置、信息收集、综合协调、保障服务等工作小组，具体负责处置工作。

六、应急处置程序
（一）局机关相关处室接到突发事件信息后应及时报告分管局领导，必要时直接报告

局主要领导，并立即跟踪了解和报告突发事件相关情况，同时按规定报请局领导启动应急
预案。

（二）局应急管理领导小组组长、副组长根据突发事件情况，组织召集会议研究部署应
急处置工作。各相关处室要按照领导小组的统一部署，加强沟通、互相支持、积极配合、
密切协作，坚决服从指挥，不得推诿懈怠。确定专人负责处置工作。

（三）事件主管业务处室应在分管局领导的直接指挥下，确定专人负责处置工作，实
行24小时值班制度，时刻保持联络畅通。

（四）应急管理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督促检查各项处置决策和应对措施的落实执行情
况，确保各项处置决策和应对措施落实到位，取得实效。

（五）配合处置发生在其他社会领域需民政参与的突发事件，按照业务分工，在牵头
处置单位的统一指挥下开展处置工作。

（六）较大和重特大突发事件处置完毕后，分别由事件主管业务处室和领导小组办公
室提出终止应急状态的建议，经领导小组批准后，终止应急处置工作。

七、后期处置
（一）事件平息后，事发地单位要在当地人民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做好善后处理工

作，积极恢复当地的社会秩序。对承诺解决的问题，必须尽快兑现，消除可能导致事件反
复的不安定因素，进一步做好化解工作，并加强跟踪和督查，防止事件反复。

（二）事件主管业务处室会同领导小组办公室认真剖析引发事件的原因和责任，总结
经验教训，并形成专门报告。

（三）针对事件处置过程中暴露的问题，提出整改措施，修改完善应急预案。
八、预防机制

局机关各处室要按照“谁主管谁负责”“谁审批谁负责”“谁监管谁负责”和“管行业必须管安
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的要求，做好突发事件预防预警工作。

（一）开展定期和不定期的安全稳定检查，特别是消防、食品卫生、安全检查和了解
民政服务对象思想动态，坚持隐患排查与整改并重，及时消除隐患，防止安全稳定突发事
件发生。

（二）开展形式多样的安全稳定宣传教育，组织安全技能演练，制定预防和处置突发
事件应急处置工作子预案。

（三）对安全稳定管理人员、专业人员进行安全稳定教育培训，不断提高安全稳定工
作水平和防范突发事件的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