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弘扬革命文化 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加快建设新时代应急文化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无形而有力，须臾不可少。应急文化是人们在应急实

践中形成的应急意识和价值观、应急行为规范以及外化的行为表现，对群体中人们的应急行为

起着持续的影响甚至决定作用。纵观人类发展历史，中华民族能够经历无数灾难而不断发展壮

大，因为家国情怀早已融入中华儿女的精神血液之中；因为有千千万万个中华儿女在大灾面前

挺身而出、大爱无疆；因为有连绵不绝的文化激励无私无畏、奋勇向前。如“生于忧患，死于

安乐”“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宜未雨而绸缪，毋临渴而

掘井”无一不是应急文化的具象化。当前，受气候变化、疫情影响，安全形势更加严峻，安全

风险不断增加，灾害易发多发。作为新时代的应急人，我们更加迫切需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赓续红色精神，发扬传统文化，加快建设“未雨绸缪、

居安思危、敬畏自然、珍爱生命、无私无畏、大爱大义”等为特点的新时代应急文化，构筑精

神“长城”、汇聚应急力量、激发奋进之力，应对各种风险挑战，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展示新气

象新作为。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把不畏艰辛、

勇往直前、风雨同舟、万众一心的精神根植于民族灵魂之中。中国共产党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

伟业，百年来扎根中华大地，用马克思主义真理激活了伟大中华文明，用中华传统优秀文化、

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凝聚成强大的精神力量，鼓舞和激励中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而接续奋斗。建设应急文化，第一要务在于赓续红色精神，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

扬革命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是应急文化的根本源泉。虽然经历革命洗礼的先辈英

雄渐次远去，但他们的革命精神和为民情怀必将融入中华历史，融入民族精神，成为指引我们

披荆斩棘、勇毅前行的强大动力。建设应急文化需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人民为

中心，大力弘扬中华民族“以人为本”“防患于未然”等忧患意识和“团结奋斗”“自强不息”

“舍己救人”等优良传统，继承“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精神，激发新时代应急人无限

忠诚可靠、极端认真负责、甘于牺牲奉献、勇于担当作为、善于开拓创新。唯此，方能知道“我

是谁、为了谁、依靠谁”；唯此，方能警醒“我从哪儿来，要到哪儿去”；唯此，方能闻令而动，

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唯此，方能逆难而上，用血肉之躯筑起救援堤坝；唯此，方能枕戈待旦，

点亮守护之光。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有风有雨是常态，风雨无阻是心态，风雨兼程是

状态。建设应急文化，要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做到居安思危、未雨绸缪，这是一种

责任，也是一种担当，更是我们风雨来袭、迎战大灾大难时最可靠的力量源泉。历史充分证明，

忧患意识任何时候都不可或缺，而且形势越好、发展越顺利，越要克服懈怠情绪、增强忧患意

识。面对我省自然灾害多发频发、安全生产形势不容乐观的基本省情，我们所面临的风险挑战

明显增多。我们只有进一步增强忧患意识，居安思危，用“以身许国，何时不可为”的勇毅担

当，把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摆在更加突出位置，从最坏处着眼，做最充分的准备，朝好的方向努

力，争取最好的结果。掌握应对风险挑战的战略主动，推动应急管理事业取得新成就。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护佑生命早已融入民族基因、时代精神。建设

应急文化，核心在于把始终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理念贯穿应急文化建设

始终。在党和政府的价值序列里，生命永远是无价的，永远是最高的。这不仅是应急管理部门

担负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使命所决定了，也是我们民族千年来“民

本”思想所决定的，更是我们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以及“全心全意为人民

服务”的根本宗旨所决定的，成为“中国之治”最根本的价值取向、最深层的政治伦理。“人民

至上、生命至上”体现在“让我上”“有我在”的诠释坚守的话语中，体现在分秒必争的生命光

速中，体现在飞夺泸定桥式的救援中，只要有一丝希望，我们就绝不放弃、不抛弃。只要是为

了人民的生命负责，那么任何代价、什么后果都要担当。

每一次突发事件，每一次救

援，每一句温暖的鼓励，每一袋有热度的血液，每一笔包含关爱的捐款，每一束守护安全的亮

光都是应急精神、应急力量的具体体现。建设应急文化，重点在于增强全民安全意识、提升全

民自救互救能力，激发公众对生命的尊重与关爱，奠定应急文化的思想和价值观基础，形成整

体应急文化氛围。事实证明，无论是“6·17”长宁地震，还是“9·5”泸定地震，在大灾大难

面前，需要广大群众自救互救，更需要无数普通人挺身而出守护生命。只有这样才能达到“1+1>2”

的效果，才能提高救援的达到率和成功率，从而降低伤亡率。因此，建设应急文化要坚持群众

观点和群众路线，坚持社会共治，完善公民安全教育体系，推动安全宣传进企业、进农村、进

社区、进学校、进家庭，加强公益宣传，普及安全知识，培育应急文化，开展常态化应急疏散

演练，促进人民群众参与应急、支持应急的浓厚氛围。

统筹发展和安全，增强忧患意识，做好居安思危，是

我们党和国家治国理政的一个重大原则。各级党委要把应急文化建设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

加强政治领导和工作指导，一手抓繁荣发展、一手抓引导管理。那些在血脉和文脉中代代传承

的文化基因，经过千百年的涵养，才形成了我们今天的精神世界和价值观。建设应急文化，也

需要各级党委、政府从长远着手，从当下抓起，坚持不懈，久久为功。需要各级紧盯解决当前

应急文化建设存在的突出问题，特别是个别地方把文化建设当软指标，重业务不重文化、以业

务代替文化等现象。这就需要我们以永远在路上的执着和钉钉子精神，以“咬定青山不放松”

的定力，持之以恒的啃“硬骨头”、涉“深水区”、攻“桥头堡”，形成“联合作战、齐抓共管”

的良好工作局面。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推出更多增强人民精神动力作品，明确各类社会主体

的应急责任义务和权利，加强应急标志标识、公共场所应急设施设备配置、应急避难场所建设

等应急设施及应急符号标准化建设，打造应急文化主题公园、防灾体验中心和应急纪念馆等，

构建分层次、差异化、重实践的全民应急宣传教育体系。

迈步新征程，要把应急文化建设摆在更加突出位

置，建设应急管理共有精神家园，推进文化铸魂，增强应急管理系统凝聚力、向心力、创造力，

切实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力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自

己的全部智慧和力量！

（据：蜀安之声）

迨天之未阴雨，彻彼桑土，绸缪牖户。

人民生命大于天。

涓涓之力汇成滚滚暖流，点点微光汇就满天星河。

有的放矢事易成，无的放矢事难
成。

征程万里风正劲，重任千钧再出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