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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从构建和完善中国特色应急管理体系、推进中国特色应急管理事业发展的一些关键环节人手
，就如何加强应急管理能力建设，不断提高应急管理的科学化水平，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探索和研究，
旨在为应急管理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提供参考，为构建和完善中国特色应急管理体系、推动和促
进经济社会更加科学和谐发展作出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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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警报传递手段警报传递手段必须是有效的，应具备以下特征：　　第一，多样性。
警报传播媒介既包括报纸、广播、电视、网络等大众传媒，也包括奔走相告等人际传播方式，还可以
借助无线电爱好者等特殊群体的特殊传播渠道。
当然，我们也可以多种手段并用。
　　第二，针对性。
警报传播要针对不同的群体采取不同的手段，如在广播、电视信号无法接收的情况下，可以采取发警
报或奔走相告的方式　　第三，全覆盖性。
警报的传播要确保可能受到突发事件影响的所有公众都能知晓警情。
通常，应急部门应保持对特定群体发布警报手段的稳定性和经常性，使其能够密切关注相关信息。
　　第四，互动性。
警报传递手段最好具备双向可达性，以便于社会公众及时反馈警报接收信息。
　　人们在选择警报传递的手段时可考察以下几个指标：一是精确性，即是否可将警报传递给精确锁
定的受众，而不会影响其他的公众二是渗透力，警报引起风险承受主体的关注程度；三是具体程度，
即警报描述威胁、脆弱性等内容的详细程度；四是易被扭曲的程度；五是传播速度；六是发送和接受
的资源需求。
　　3.警报传递制度通常，警报信息传递要由社会公众所信赖的权威机构完成，如气象局发布天气灾
害预警、卫生局发布公共卫生事件预警等。
但是，非政府组织、志愿者机构等社会力量经过必要培训后，也可以在警报传递的过程中发挥十分重
要的作用。
他们具有庞大的组织、联系网络，能够及时地将警报传递给自己的成员；他们具有很强的亲和力，能
够使传播的信息为广大社会公众所理解和接受。
一般而言，政府要负责警报原始信息的发布，以保证信息的真实性和权威性，杜绝流言和谣言。
在警报传播过程中，多个主体可以参与其中。
但是，政府必须制定相关法律，约束其他主体的传播行为，严禁故意发布虚假警情或故意夸大、缩小
警情，避免有人趁机造谣惑众。
不仅如此，突发事件发生变化，警报也要相应地进行调整。
对此，我国突发事件应对法规定：“发布突发事件警报的人民政府应当根据事态的发展，按照有关规
定适时调整预警级别并重新发布。
有事实证明不可能发生突发事件或者危险已经解除的，发布警报的人民政府应当立即宣布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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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坚持预防与应急并重、常态与非常态结合的原则，建立健全统一指挥、结构合理、反应灵敏、保
障有力、运转高效的国家突发事件应急体系，提高危机管理和风险管理能力。
健全应急管理组织体系，完善应急预案体系，强化基层应急管理能力。
加强应急队伍建设，建立以专业队伍为基本力量，以公安、武警、军队为骨干和突击力量，以专家队
伍、企事业单位专兼职队伍和志愿者队伍为辅助力量的应急队伍体系，提高生命救治能力。
建立健全应急物资储备体系，加强综合管理，优化布局和方式，统筹安排实物储备和能力储备。
建立健全应急教育培训体系。
完善特大灾害国际救援机制。
——摘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　　针对突发事件关键问题
阐释紧扣应急管理现实需求解答，预防、处置、信息、资源、多方参与、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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