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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校应急管理事关师生的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的和谐稳定。当前,我国高校应急管理工作还存

在着工作力量不足和应急处置体制机制不完善等问题。因此,高校在应急管理工作中加强人员、宣教、

处置能力等长效机制方面的建设,是高校提高治理能力完善治理体系面临的一项紧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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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kai 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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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mergency management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s related to the life and property safety of 

teachers and students and the harmony and stability of society. At present, the emergency management work of 

our country's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till has problems such as insufficient work force and imperfect emergency 

response system and mechanism. Therefore, strengthe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long-term mechanisms such as 

personnel, propaganda and education, and handling capabilities in emergency management is an urgent task for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o improve their governance capabilities and improve their governance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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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应急管理工作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的重要内容和重要组成部分,事

关国家的安全发展、社会的安全稳定、人

民的幸福安康。高校作为教书育人的主

要阵地,担负着为社会、国家培养建设人

才的重大使命,同时也是人群密度较高、

集体生活明显的重要场所。学校突发应

急事件如处理不当,容易激化矛盾、扩大

事态,影响师生生命财产安全和高校的

安全稳定。高校更应该坚持以师生为本,

积极创造平安和谐的校园环境,逐步探

索建立高效的校园突发应急管理体制,

不断提高的应急管理能力。 

1 高校突发事件的影响因素 

1.1部分学生的心理素质有待提高 

部分在校学生对于社会环境适应能

力、辨别是非能力、自我调节能力有待

进一步提高,导致部分在校大学生心理

健康、精神状态出现问题,在学习和生活

中,对于情绪的自我调节和心理承受能

力较为欠缺,遇到问题容易走极端。特别

是在面对学业压力、就业压力、人际关

系等倾向性心理、精神问题。近年来,

因此导致自杀、高坠等问题时有发生,

给学生管理、安全管理、应急处置工作

带来巨大的考验[1]。 

1.2部分学生的意识形态安全有待

强化 

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不同国家间在

国家形态、经济结构、社会矛盾等多方

面的矛盾分岐仍然存在,西方敌对势力

对我国发展事态“如鲠在喉”,妄图通过

宗教、非政府组织等多种途径,加强对高

校渗透破坏,打着人权、科学的幌子,利

用敏感时间节点、敏感事件,煽动学生,

引起不良舆情,造成国家和社会的不良

影响,甚至影响国家安全。 

2 高校应急管理工作存在问题

的原因 

2.1对应急管理的重视程度有待进

一步提高 

做好校园应急管理工作,是做好校

园安全稳定工作的重要内容,应急管理

是否到位顺畅,关系到高校师生的切身

利益,影响到人身和财产安全,影响到高

校的建设发展,因此,从制度建设、组织

管理、人员建设、资金保障、技防设施

建设等方面给予高度重视,把应急管理

作为安全稳定的一项重要工作和基础性

工作,注重发挥科技效能,使人防、物防、

技防相统一,织严织密校园安全防护网,

为做好校园应急管理工作奠定基础。 

2.2应急管理人员专业化水平和技

能不够 

从当前高校从事安全及应急管理的

人员结构看,专业化水平和技能不够高。

相对来说,学科专任教师是引起人员重

点,加上平时从事安全及应急管理工作

的人员安全责任重,个人发展受限,晋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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渠道不够顺畅等因素影响,引进不来安

全及应急管理专业人才。同时从高校安

全工作实践来看,还没有系统的理论研

究材料支撑,缺乏安全及应急管理相应

学科建设和研究带头人,虽然各高校持

续进行努力探索实践,但因多种因素制

约着安全及应急管理工作法治化、规范

化、专业化建设。 

2.3应对“新媒体”的方式方法相对

滞后 

随着信息化建设发展,网络安全体

现在应急管理方面主要是各种网络信息

及舆情的安全,网络信息安全主要是个

人的主要信息、各项重大科技研究成果、

各种涉密信息等,它涉及到整个网络系

统的安全建设问题,而网络舆情主要是

师生在网络上的言论和行为,它是当前

高校应对师生网络舆情的主要问题。随

着各种新媒体应用日益多样化,高校师

生参加参与网络活动日益增多,师生在

网络上的行为具有相对隐蔽性、突发性、

快捷性、不可控性等特点,造成影响后,

也仅是加强教育引导和重点关注,对师

生的网络舆情的监管、处置方式方法不

多,且相对滞后,成为网络舆情。 

3 做好高校应急管理工作几点

对策 

3.1进一步加强应急管理队伍建设 

应急管理队伍建设是做好应急管理

工作的基础,要努力建设一支政治意识

强、专业技术精、能力素质高的专业化

应急管理队伍,为应急管理工作提供人

才支撑。只有不断加大应急管理队伍建

设的力度,应急管理工作才能越来越好。 

3.1.1明确专职岗位和人员。对消

防、国安、危险化学品、民族宗教、反

恐防暴以及信息化管理等重点应急管理

工作岗位,对相关专业技能要求的比较

高,应重点予以保障,可以聘请专业化程

度比较高的人员任职或进行专业化培训,

好使这些专业化岗位和人员走上专职

化发展方向,确保应急管理工作的专业

化、有效性。同时有序推进校园应急管

理的相关专业学科建设、配置相关的应

急管理工作学科研究带头人,加强高等

学校安保日常教育和应急管理体系建设,

进一步推进校园应急管理工作科学化、规

范化、专业化发展。 

3.1.2拓宽兼职应急管理工作队伍。

专职应急管理工作队伍是做好校园突发

应急工作的的有效保障,但是应急管理

工作作为校园安全稳定工作的重要组成

部分,预防为主成为保障校园师生生命

财产安全的基本原则和指导方针,和师

生接触密切的各二级单位有必要设置一

定数量的兼职应急管理队伍和志愿者队

伍,加强日常对师生应急管理工作的指

导、监督,提高应急管理的知识和技能。

对这些兼职管理队伍和志愿者,在加强

日常业务指导培训的基础上,也应享受

一定的特殊待遇和补助,进一步激励广

大的应急管理干部和志愿者履职尽责,

形成应急管理工作的长效机制,促进应

急管理工作队伍持续发展。 

3.2进一步加强应急管理工作知识

技能培训 

应急技能是处理突发事件的根本方

法,只有不断提高技能本领,遇到突发事

件才能临阵不慌、临阵不乱,处理起来游

刃有余,才能及时发现并排查化解消除

各种不安定因素,才能确保校园整体安

全稳定,才能真正实现“平安校园”。发

挥教育作用,切实掌握应急管理知识[2]。

要切实发挥主题教育的作用,重点学习

国家各级制定的应急管理工作方针、政

策、法律、法规,将应急管理教育纳入师

生员工安全必修课,通过多种形式的应

急管理教育,进一步强化教育效果,真正

使应急管理教育在实践当中发挥出应有

的功能效应,切实提高师生的安全知识

技能。通过多种多样的应急管理教育,

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使师生员工认识到

应急管理教育不是被动的教育,它能够

从经验教训的实践中所总结、领悟和接

受,关键时候能够化险为夷,确保生命财

产安全。 

3.3进一步加强应急管理制度保障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一道制度就是

一道防线,每项工作只有在制度的保障

下方能高效运行。对于应急管理工作而

言,更应该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为有

效应对突发事件保驾护航。建立综合联

控制度。突发事件的发生往往涉及人数

多、范围广,所以只有形成多部门联动、

密切配合的工作格局,才能有效应对突

发事件。 

4 结语 

总之,不管从学校内部来看,建立班

级、年级、学院、机关职能部门、学校

的五级联控工作制度；还是从学校外部

来看,加强校园周边综合治理,建立学

校、属地政府的公安机关、城市管理、应

急管理部门等联防联控制度,形成横向

到边、纵向到底的工作格局,都要为加强

校园周边综合治理,创建安全、有序、和

谐的校园及周边环境创造条件[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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