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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应急管理案例集（2008年）》汲取了国内外应急管理的先进理念和方法，搜集了2008年在我国发生
的几起特别重大事件：包括汶川特大地震和南方低温雨雪冰冻灾害、山西省临汾市襄汾县新塔矿业有
限公司980沟尾矿库溃坝事故、三鹿牌婴幼儿奶粉事件以及北京奥运会应急管理保障等相关案例。

　　
《应急管理案例集（2008年）》案例实用性强，不仅适用于大学本、专科相关专业的教学，而且可以
为从事应急管理的实践者和理论研究者提供一定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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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广州火车站滞留人员安置疏散案例
第三节 “低温雨雪冰冻灾害”应对工作存在的问题与反思
一、应急预案缺失或可操作性不强
二、灾害预警能力较为薄弱
三、重要基础设施薄弱，防灾抗灾能力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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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甘肃省卫生厅及时向卫生部和甘肃省政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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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甘肃省卫生厅和卫生部等国务院有关部门应对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应急管理案例集>>

第二节 问题奶粉事件确定后国务院及有关部门积极应对
一、国务院及相关部门
二、卫生部
三、国家工商总局
四、农业部
五、商务部
第三节 问题奶粉事件地方政府应对
一、问题奶粉事件发生地--河北省和石家庄市政府应对
二、问题奶粉事件重灾区--甘肃省和兰州市政府应对
三、国家主导乳品企业地区--内蒙古自治区和呼和浩特市政府应对
第四节 问题奶粉事件乳制品生产企业应对
一、三鹿集团应对
二、蒙牛等国家主导品牌乳品企业的应对
第五节 问题奶粉事件国际应对
一、联合国及WHO等相关国际组织应对
二、欧盟应对
三、美国应对
第六节 问题奶粉事件应对处置的经验与相关建议
一、问题奶粉事件应对处置的经验
二、类似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处置对策建议
第一节 工作概况
一、管理体制
二、管理模式
三、工作成效
第二节 统筹城市运行与应急管理
一、城市“生命线”保障
二、交通运输保障
三、市场供应
四、大气治理和市容环境
五、公共卫生保障
第三节 北京奥运风险评估与控制
一、基本情况介绍
二、工作成果与延续
三、通过评估对奥运会期间城市运行安全管理工作的建议
第四节 应急准备与突发事件处置
一、应急准备
二、开闭幕式及赛事运行安全保障
三、突发事件处置
致谢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应急管理案例集>>

章节摘录

　　（二）“孤岛”状态下基层社会组织的自救行为 汶川特大地震在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的同时
，也极大地破坏了灾区的交通和通信。
许多地方的对外交通完全中断。
通信设施毁损殆尽。
交通、通信的中断，使本地的灾情传送不出去，外部对本灾区的情况毫不知悉，无法有效、快速地使
救援力量和救援物资的进入，这时灾区就成为了一座座“孤岛”。
山高、谷深、林密的10余万平方公里重灾区，被分割成一个个奇特“孤岛”。
县与县之间、乡镇与乡镇之间、村寨与村寨之间，以及众多自然村之间，交通和通信严重受阻。
村是最小也是最多的“孤岛”。
孤岛状态是这次汶川地震中的一个较为普遍的状态，也是相对其他地震的一个较为突出的状态。
孤岛状态的基本特征有：信息孤岛、交通孤岛、救援手段及物资缺乏、处境危险等。
在信息与交通断绝，生活物资与救援物资十分匮乏的情况下，各灾区的基层组织的自救互救就显现出
较为普遍的行为模式。
这些行为模式，是在灾区特定条件下出现的，其行为模式主要有：（1）日常社会管理机构转化为紧
急状况下的应急救援机构，突如其来的特大地震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物资损失，有的灾区基层组织管
理人员甚至出现了伤亡。
原来的管理方式与程序已经完全不能适应形势的巨大变化。
在这种状况下，许多地方的基层组织的日常管理机构就迅速转化为紧急状态下的应急救援机构或组织
。
（2）以多种手段信息外送，争取援助。
（3）紧急组织人员施救。
（4）组织人员从危险区域集中转移到暂时相对安全的区域。
（5）临时安置民众。
（6）集中管理和分发生活物资。
（三）民众的自救互救 被掩埋状况下的自救与等待救援：大地震之后，被埋压在废墟下的人员确保自
己生存机会的办法首先就是自救，这种自救就是使自己在极度危险的情况下保持身体状况与精神稳定
的维持，等待外部救援力量的到来。
因此，被埋压之后的自救是生存下去的第一选择。
这次汶川特大地震中，有许多民众，包括政府机关工作人员、学生、农民，都通过自救存活了下来。
那些在危险面前保持乐观，懂得自救知识与常识，并采取了积极的自救措施的被埋压人员，最终被成
功救出的比例是最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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