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初期处置“指挥官” 抢抓救援“窗口期”

——达州在全国率先探索实施突发事件初期处置现场指挥官制度

四川省第十二次党代会提出了“讲政治、抓发展、惠民生、保安全”的工作总思路，其中“保

安全是底线要求”。达州市自然灾害风险点位及高危企业数量居全省前列，存在较大的安全风险隐

患。近年来，达州市坚持以大概率思维应对小概率事件，加强安全生产、森林防火、防汛抗旱等风

险防控，做深、做细、做实初期处置工作，全力以赴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全市安全稳定大

局。2019 年以来，全市连续 39 个月未发生较大及以上生产安全事故，连续 48 个月未发生重特大事

故，有效紧急避险转移人口 29.5 万人。

但随着应急管理、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不断深入，自然灾害和事故灾难发生后，突发事件初期

救援极易出现指挥混乱、职责不清、层层请示，导致错失黄金救援时机。针对这一问题，达州市深

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应急管理、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系列重要论述，立足应急管理工作实际，

创新实施《“突发事件初期处置现场指挥官”办法》，赋予现场指挥更多职权，充分利用有限时间

窗口期，解决事故初期的指挥空档，确保现场指挥统一、有序、高效，最大限度维护人民群众生命

财产安全。

达州市充分利用突发事件发生后县级以上应急响应尚未启动这段先期处置时间，实行现场指挥

官负责制。现场指挥官无需任命，自动担任。无符合担任条件人选的，通过现场群众推选或上级组

织委派。现场指挥官可以无需层层请示，直接下达提前疏散转移受隐患威胁群众、组织救援救灾等

应急指令，充分利用黄金救援时间，避免损失扩大或诱发次生灾害。此外，现场指挥官具备核实报

告信息、劝导停止生产经营行为、协调救援设备和应急物资、组织救援救灾、安置受灾群众、实施

救援熔断机制、开展舆情管控等职权。应急处置职权的全面下放，为现场指挥官果断开展救援处置

提供制度保障。

针对洪涝、地震、火灾等 7类 11 项情形，达州市逐一细化明确现场指挥官担任人选、处置流程、

信息报告、力量调度、工作重点。在特定情况下，将现场指挥官分为行政和技术两种类别，行政指

挥官主要负责协调保障、统筹抓总、决策调动；技术指挥官主要负责情况研判、技战安排、决策建

议。两者发挥专长，协同配合，共同做好应急处置工作。现场指挥官的任命对象，分为突发事件现

场人员、村级及生产经营单位负责人员、乡镇及部门负责人员三个层级。根据事态发展和处置需求，

更高层级领导赶赴现场后，自动接替现场指挥官职位，做到无缝衔接，彻底改变突发事件初期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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抢抓第一时间，制度创新推动处置提速。

紧扣现场需要，响应有据实现处置有序。



无序、低效的状况。

达州市通过建立和完善奖惩制度，解决干部在应急救援一线“想干不敢干、干了怕担责”等问

题，激励现场指挥官担当作为。对于初期处置现场指挥官积极履职、科学决策、指挥有力、最大限

度减少人民群众生命财产损失的，按照有关规定给予表扬或奖励，做到“让担当有为者有位”。对

于现场指挥官在处突中因主动担当作为、积极攻坚克难，出现一定失误或争议行为的，适用容错纠

错机制，按相关规定和程序免除相关责任或从轻、减轻处理，不让一线人员“流血流汗又流泪”。

对于应当担任现场指挥官却拒不担任，或初期处置现场指挥官弄虚作假、工作不力、玩忽职守造成

严重后果的，依法、依规追究相关责任。同时，明确初期处置现场指挥官在处置突发事件中产生的

合理费用，负责牵头处置突发事件的人民政府据实报销，解决现场指挥官对开展救援处置的经费担

忧。

达州市创新实施“初期处置现场指挥官”办法，既为新形势下做好应急管理、防灾减灾救灾工

作提供了有益探索，更为丘陵地区着力构建“以防为主，防抗救相结合”的应急管理新格局探出了

新路子，是深入总结应急救援工作实际摸索的制度成果。

据悉，下一步，达州市应急管理部门将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安全发展理念，以应

用为导向、以实战促发展，通过能力培训、应急演练和实战探索，建立健全突发事件现场指挥机制，

推动全市突发事件应急处置能力和水平再上新台阶，为全面建设现代化四川贡献更多达州力量！

（据：达州应急）

强化制度保障，奖惩有度激励担当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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