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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5 月 12 日是第十六个全国防灾

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

急——着力提升基层防灾避险能力”，旨

在通过加强基层应急管理能力建设，宣

传普及防灾减灾救灾知识和技能，提高

社会公众防灾减灾意识和自救互救能

力，筑牢保护人民安全和社会稳定的“第

一道防线”。

我 国 是 世 界 上 自 然 灾 害 最 为 严 重

的 国 家 之 一 ，灾 害 种 类 多 、分 布 地 域

广、发生频率高，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面

临不小压力。基层作为防范化解灾害

风险的“最初一公里”和应对处置各类

突 发 灾 害 事 件 的“ 第 一 道 防 线 ”，担 负

的 责 任 尤 其 重 大 。 近 年 来 ，各 地 区 各

有 关 部 门 按 照 党 中 央 决 策 部 署 ，大 力

推 进 自 然 灾 害 防 治 重 点 工 程 建 设 ，夯

实基层防灾减灾基础；突出综合减灾，

坚持把转移避险作为有效保障人民群

众 生 命 安 全 的 重 要 措 施 ，大 力 推 进 防

范 救 援 救 灾 一 体 化 ，防 灾 减 灾 救 灾 成

效显著。据统计，与近 5 年均值相比，

2023 年 全 国 受 灾 人 次 、因 灾 死 亡 失 踪

人 数 和 农 作 物 受 灾 面 积 分 别 下 降

24.4%、2.8%和 37.2%。 但 是 ，当 前 基 层

防 灾 减 灾 救 灾 还 存 在 不 少 短 板 弱 项 ，

比如，基层应急组织不健全、应急联动

机 制 不 完 善 ，基 层 应 急 管 理 能 力 有 待

进 一 步 加 强 ；基 础 设 施 设 防 水 平 低 、

“ 城 市 高 风 险 、农 村 不 设 防 ”的 状 况 没

有 根 本 改 观 ；重 大 灾 害 监 测 预 报 预 警

精 准 化 水 平 不 高 ，应 急 队 伍 专 业 能 力

不强、装备不足，救援救灾应急能力有

待 强 化 ；公 众 灾 害 风 险 防 范 和 自 救 互

救 技 能 低 、参 与 防 灾 减 灾 救 灾 的 氛 围

不 够 ，全 社 会 防 灾 减 灾 意 识 有 待 增 强

等等。

党 的 十 八 大 以 来 ，以 习 近 平 同 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将防灾减灾救灾工作

摆 到 更 加 突 出 的 位 置 。 2024 年 2 月

19 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全面

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强调“要

进一步提升基层应急管理能力，推动应

急管理工作力量下沉、保障下倾、关口

前移，有效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及

时有力有效处置各类灾害事故，筑牢安

全底板，守牢安全底线”。我们一定要

深入领会和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聚焦基层加大资源配置、力

量建设、人才科技等倾斜力度，进一步加强乡镇（街道）、村（社区）

应急管理能力建设，着力提升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及时应对

处置各类灾害事故的能力，更好地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

维护社会稳定。

一是树立基层应急管理的风险意识和极限思维。应充分认

识到，在灾害防范应对实践中，可以预料的灾害风险与难以预料

的灾害风险共存、常态管理能力不等同于应急管理能力，避免产

生虚假的“安全感”。针对各种极端、复杂情况进行情景设计和预

研，从最不利的情况出发，严阵以待、严负其责，不断提高基层在

“孤岛”状态下的自我支撑、自我保障能力。

二是健全基层应急管理组织体系。把向基层赋权与向基层

赋能结合起来，赋予乡镇（街道）应急处置权和村（社区）“两委”的

资源、力量统筹调配权。根据本地实际整合安全生产监管、消防、

防灾减灾救灾、应急救援等职责，明确乡镇（街道）统一归口负责

应急消防工作的内设机构，与基层综合性应急救援队伍实行一体

化运行，统筹联动。推动设立村（社区）应急消防服务站，配强应

急消防管理员，承担政策宣传、隐患排查、安全劝导、信息传递、先

期处置等任务。以强化党的领导为抓手，形成以街乡为纽带，上

下联动的基层应急体系，强化乡镇（街道）吹好“应急哨”的能力，

形成政府部门及企业、社会组织应急协同发力的机制。培养基层

党政领导、应急管理干部和骨干人员的应急知识和技能，重点提

升其危机感知、临机处置、沟通协调、舆情引导等方面能力。

三是切实提升基层应急准备能力。加大乡镇（街道）和村（社

区）应急能力建设的投入力度，抓住增发专项国债的有利机遇，统

筹实施好自然灾害应急能力提升工程的基层防灾工程，让基层实

现“有机构、有队伍、有预案、有物资、有场所、有平台”的“六有”目

标。以重心下沉、力量下移、保障下倾为原则，加强对基层应急准

备方面的投入与赋能，建立“一专多能”的基层应急救援队伍。健

全灾害预警和响应联动机制，完善直达基层责任人的临灾预警

“叫应”机制，确保灾害来临时果断组织避险转移、紧急安置。

四是充分利用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成果。第

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全面摸清了全国灾害致灾要素、

承灾体和减灾能力以及重点隐患底数，全国 100%乡镇（街道）、社

区（村）直接参与了普查调查工作，完成了国家、省、市、县四级灾

害风险评估与区划任务，以及 68 个市县的县域普查成果应用试

点，助力提升基层防灾减灾能力。要充分利用普查成果，推动基

层细化灾害风险评估，加强风险排查与隐患治理，全面修订乡镇

（街道）和村（社区）应急预案，编制应急行动手册，加强教育培训，

落实各项应急准备责任。

五是落实隐患排查治理。加强对基层隐患排查治理工作的

指导，推广应用简便易用的灾害风险隐患信息报送系统。推动

落实乡镇（街道）定期重点检查、村（社区）日常巡查和生产经营

单位主动自查等制度，着重开展“九小场所”、农家乐、经营性自

建房、在建工地、燃气、低洼易涝点及地下空间、江河堤防、山塘

水库、尾矿库、山洪和地质灾害危险区、森林草原火险区等风险

隐患排查。

六是加强常态化基层公共安全教育。推动基层建立辖区内

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家庭和居民共同参与的应急减灾宣传动

员网，举办安全文化论坛、系列应急减灾知识讲座、应急法律法规

宣教等活动，推动安全教育进社区走深走实。推动有条件的地方

建立公共安全科普教育基地或应急体验场馆，将辖区内的公园建

设为“安全综合体”，使其同时具备应急避难所、应急教育培训学

校、应急演练基地、志愿者集结场所等功能，定期组织应急演练，

提高广大群众自救互救能力。强化广大群众在公共安全方面的

自我管理、自我监督、自我服务和自我教育，逐步变“要我安全”为

“我要安全、我会安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工作责任重大，中国灾害防御协会将

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广泛动员和团结支持防灾减灾救灾事

业的各方力量，组织推进防范和减轻各类灾害，聚焦基层一线提

升防灾避险能力，增强全社会防灾减灾意识和救灾救助能力，更

好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作者为中国灾害防御协会会长，原国家减灾委员会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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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天，极光现象在我国北京、内蒙古、

黑龙江、甘肃、新疆等地出现，引起人们广泛

关 注 。 极 光 的 出 现 与 地 磁 暴 活 动 密 切 相

关。5 月 11 日 9 时，中国气象局国家空间天

气监测预警中心发布地磁暴红色预警。除

了地磁暴，近期太阳耀斑多次爆发，也引发

热议。

什么是地磁暴、太阳耀斑？它们为什么

发生？对普通人的生活有影响吗？记者采

访了中国气象局专家，对人们关心的相关问

题进行解读。

极光的产生和绚烂多彩
的颜色，与地磁暴的发生
有关

“如果不是近期频繁出现的极光，人们

可能很少关注到地磁暴。地磁暴对于人类

而言，是既看不到又感知不到的。”中国气象

局国家空间天气监测预警中心空间天气技

术研发室高级工程师韩大洋说。

韩大洋解释，极光的产生与地磁暴的

发生有关。地磁暴是指地球磁场出现剧烈

扰动的现象，往往表现为地球磁场的方向

和大小的快速变化。引发地磁暴的能量则

是来自于太阳的爆发活动。在地球磁场与

太阳高能物质“对抗”时，大气中的粒子也在

吸收着能量，当这些原本不属于它的能量释

放出来，就会发生闪光。400 千米高度的氧

原子释放能量时会产生红色的光，200 千米

左右高度的氧原子被次级电子激发时会产

生绿色的光，100 千米左右的氮分子会产生

紫色的光，由此形成绚烂多彩的极光。

中国气象局国家空间天气监测预警中

心空间天气预报台台长郭建广介绍，最近

日冕物质抛射过程较多，造成大地磁暴现

象。未来几天，在我国北方高纬度地区如

内蒙古、黑龙江、新疆等地，还有机会看到

极光。

太阳耀斑则是发生在太阳外部大气层

的一种强烈闪光，其能量来自太阳内部积聚

的巨大磁场能。一次典型的耀斑爆发会释

放很多种不同波长的光，比如波长极短能量

极高的伽马射线，还有波长几米甚至更长的

射电波，不同波长的光又会出现相差很多倍

的增强现象，如软 X 射线波段比较平时状态

能增强 5 个数量级，而极紫外波段则能增强

上百倍。

“耀斑是可以通过光学设备进行观测、

拍摄的，不光是在地球上，科学家已经把专

门拍摄耀斑的相机搬到了卫星上，24 小时

不分日升和日落地对它进行实时监测。”韩

大洋介绍。

根据太阳活动趋势，
地磁暴和太阳耀斑在近期
频繁出现是正常的

2002 年，中国气象局成立了国家空间

天气监测预警中心，经过 20 多年建设，目前

该预警中心能系统并准确地预报预警地磁

暴等重要空间天气过程。

据国家空间天气监测预警中心专家介

绍，地磁暴预警级别由低到高有蓝色、黄色、

橙色、红色 4 个级别。太阳耀斑作为太阳表

面的强烈能量喷发，分为 A、B、C、M、X5 个

级别，其中 A 为能量最小级别，X 为能量最

大级别。

地 磁 暴 和 太 阳 耀 斑 为 何 近 期 频 繁 出

现？是否正常？

韩大洋解释，地 磁 暴 和 太 阳 耀 斑 在 近

期 频 繁 出 现 是 正 常 的 。 统 计 显 示 ，5 月 以

来地磁暴已经出现 3 次，分别是 5 月 3 日、

5 月 6 日，以及目前还在持续的从 5 月 10 日

23 时开始的地磁暴过程。太阳耀斑就更多

一些，进入 5 月以来的短短 10 多天内，就发

生了 X 级耀斑 10 多个、M 级的耀斑 60 余个。

“从目前太阳活动的趋势来判断，近期

再次出现地磁暴以及太阳耀斑的可能性是

比较高的。”韩大洋说。

对普通人的生活一般
没 有什么影响，不会影响
身体健康，不需要专门防护

地磁暴和太阳耀斑，会不会对我们的

生活产生影响？专家回应，地磁暴和太阳

耀斑只会对航空、通信等高技术行业产生

一些影响，对普通人的生活一般没有什么

影响，也不会影响身体健康，更不需要进行

专门防护。

专 家 解 释 ，太 阳 耀 斑 和 太 阳 光 很 像 ，

只 不 过 它 的 能 量 要 强 上 很 多 个 量 级 。“ 当

耀斑发生时，地球外包裹的电离层就会接

收到比日常多得多的照射量，空气粒子快

速 移 动 ，导 致 电 离 层 的 密 度 、结 构 发 生 改

变，原本该反射回地面的无线电波信号受

到 影 响 。”由 于 电 离 层 扰 动 而 发 生 的 短 波

吸 收 现 象 ，给 现 代 航 空 、航 海 等 领 域 常 用

的短波通信带来如信号丢失、通信质量变

差的问题。

不过，太阳耀斑不会影响普通人的生

活。在大气层的保护下，耀斑所有波段的辐

射都大幅减少，能够到达地面的部分微乎其

微。同时，现代科技有办法来应对耀斑造成

的无线电通信变差的问题，比如调整通信频

率、改变通信方式等。

当发生地磁暴时，高纬度地区大气在

焦 耳 加 热 和 高 能 粒 子 沉 降 的 作 用 下 受 热

膨胀，并随着大气环流将这种变化传递到

全球 ，引 发 高 层 大 气 密 度 升 高 ，给 运 行 在

500 千米以下轨道高度的人造航天器等制

造更大的飞行阻力，使其轨道出现明显的

衰减，这在航天上叫做大气拖曳作用。还

有一类影响是，地磁暴的发生造成地磁信

息变化，使得鸽子在飞行途中容易迷路，造

成信鸽丢失。

对普通人而言，地磁暴的影响非常微

弱，完全可以忽略不计。对空间天气活动给

一些行业带来的影响，中国气象局国家空间

天气监测预警中心与相关行业部门有长期

密切合作，共同探讨针对不同技术系统的应

对措施与减缓策略。

我国多地出现极光现象，中国气象局专家解读—

地磁暴、太阳耀斑，会有什么影响？
本报记者 李红梅

核心阅读

近日，我国多地出现极光
现象，引起人们广泛关注。极
光现象与地磁暴活动密切相
关。地磁暴以及近期频繁出
现的太阳耀斑为什么发生？
对普通人的生活有影响吗？
记者采访了相关专家，对此进
行解读。

在浙江杭州，西溪湿地智治中心是我

国的国际重要湿地数字化项目试点。从 3月

31 日上线运行以来至 5 月 5 日，西溪湿地

13 套声纹设备加 8 套视频设备共采集到

195623 条 有 效 数 据 。 其 中 ，置 信 度 大 于

90%的数据达到 11353 条，共记录到鸟类

22 科 48 种。

莲花滩区域是一个典型的全生态要素

集聚地，也是西溪湿地治理的“微型观测

点”。在这里，智治中心布设水质、雨量、碳

汇、土壤和鸟类音视频监测设备等，用于观

测和统计莲花滩实时生态环境信息。

“音视频监测设备由声纹采集、视频

采集两个部分组成。以往监测鸟类时，人

工难以持续监测，数据不够全面，加上鸟

类活动区域环境较复杂，光靠视频设备难

以全面监测湿地内栖息的林鸟和水鸟种

类及数量。”西溪湿地管理局数据资源科

业务负责人余卉介绍，“现在有了声纹设

备 采 集 鸟 类 叫 声 、视 频 设 备 采 集 鸟 类 身

影 ，自 动 化 监 测 识 别 准 确 率 高 达 90% 以

上。通过声纹、视频识别算法与湿地已有

鸟类数据库比对分析，出现的新鸟类将马

上被电子眼、电子耳发现并记录。”

西溪湿地位于城市，不仅是公园、景

点，也与居民生活和城市发展密切相关。

“单靠传统管理手段，已无法科学高效解决

当前湿地保护面临的问题和挑战。”杭州西

溪国家湿地公园党工委委员、湿地服务中

心副主任刘想说，新上线的智治中心能充

分利用数字孪生、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

能等技术，整合零散数据资源，通过仿真计

算推演等技术手段，提升湿地生态环境的

精细化管理水平，为湿地公园的保护和利

用提供强大支撑。

“西溪湿地通过智治中心采集感知数

据，精确实现湿地碳排放实时监测和年度

核算盘查。同时，结合土壤、植被、水体碳

储量状态评估结果，能更好估算西溪湿地

生态系统的碳收支状况。”余卉介绍。

浙江杭州西溪国家湿地公园上线智治中心——

数字化治理 服务湿地生态保护
本报记者 顾 春

本报北京 5月 12日电 （记者刘温馨）

5 月 6 日至 9 日，国家防总检查组检查淮河

流域防汛抗旱工作。检查组实地查看了安

徽、江苏两省淮河流域灾害监测预警、防洪

排涝工程安全度汛、物资力量准备、基层能

力建设等工作，详细检查了责任落实、隐患

排查整改、基层临灾预警“叫应”等情况。

检查组指出，淮河流域气候多变、地形

特殊、水系复杂，洪涝、干旱灾害风险均较为

突出。据预测，今年汛期全国气候状况总体

偏差，极端天气事件偏多，淮河流域降水较

常年同期明显偏多，可能出现较重汛情，江

苏、安徽两省防汛抗旱形势严峻复杂。

检查组强调，各级防指要全面落实地方

党委政府防汛救灾主体责任，把责任层层压

实到最前线；全面排查重点区域和部位防洪

风险隐患，强化城市暴雨区、山洪灾害易发

区的精细化气象预报；进一步强化预警与应

急响应联动，突出抓好城市外洪内涝防范、

蓄滞洪区运用准备等工作；加强干旱风险研

判和抗旱工作部署，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

严防旱涝急转。

国家防总检查淮河流域防汛抗旱工作

本版责编：陈 娟 张 晔 施 钰

近年来，江西省瑞昌市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扎实推进河长制工作，保护水资源、防治水

污染、改善水环境、修复水生态，绘就一幅河畅水清的美丽画卷。

图为瑞昌市桂林街道大塘村志愿者正在辖区河道内巡河。

魏东升摄（人民视觉）
巡河护河 碧水长流

本报南宁 5月 12日电 （记者庞革平）

记者从南方电网获悉：大容量钠离子电池储

能电站——伏林钠离子电池储能电站近日

在广西南宁建成投运。这是国家“百兆瓦时

级钠离子电池储能技术”项目示范工程的一

期工程，通过自主创新，率先将钠离子电池

技术应用于大容量储能电站。工程的投产

标志着钠离子电池大规模储能工程技术取

得关键性突破。

该电站由南方电网广西电网公司投资

建设，本期投产规模为 10兆瓦时。项目整体

建成规模将达到百兆瓦时，每年能发出清洁

电能 7300万千瓦时，相应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5万吨，可满足 3.5万居民用户的用电需求。

广西南宁投运大容量钠离子电池储能电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