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

第 4249 号建议的答复

应急建函〔2021〕41 号

张晓庆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将社会工作服务纳入突发事件应对体系

的建议收悉，经商民政部、国家卫生健康委，现答复如下：

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社会组织和志愿者在防灾减

灾救灾和疫情防控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应急管理部、民

政部、国家卫生健康委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应急管理

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有针对性地采取了一系列具体措施，

规范引导社会组织和志愿者有序参与突发事件应对工作。

一、关于政策法规制定工作

应急管理部、民政部、国家卫生健康委根据部门职能，

制定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不断健全体制机制，提高突发事

件应对能力。

应急管理部加快修订完善国家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

和自然灾害类、安全生产类专项应急预案，规范预案编制、

审批、演练、修订等工作流程，并指导各地各有关部门按照

职责分工做好相关应急预案制修订工作。组织起草了《社会

应急力量救援队伍建设规范（草案）》，为社会应急力量建

设提供指导和参考。



民政部印发了《民政部关于加快推进灾害社会工作服务

的指导意见》，对在灾害社会工作服务领域发展专业队伍、

搭建服务平台、健全服务政策、增强服务成效等提出明确要

求。推动突发事件应对向心理援助、社会秩序重建、社会功

能恢复等社会工作服务扩充，强调在法律中明确社会工作专

业人才在突发事件应对中的作用。会同国家卫生健康委以国

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名义印发了《新冠肺炎患者、隔离人员及

家属心理疏导和社会工作方案》，印发了《关于加强应对新

冠肺炎工作中心理援助与社会工作服务的通知》《入境人员

心理疏导和社会工作服务方案》等文件，规范引导社会工作

者参与疫情防控工作。

国家卫生健康委已初步建立起公共卫生法律保障框架，

涉及法律 30 余部，包括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传染

病防治法等法律，以及 10 余部与公共卫生相关的专门法

律，基本覆盖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的各个方面。及时将

新冠肺炎纳入传染病防治法乙类传染病目录，采取甲类传染

病防控措施；将新冠肺炎纳入边境检疫传染病目录，依法建

立疫情报告和公布制度，依法制定预案并指导各地动态调整

应急响应级别和风

险等级。

下一步，应急管理部将深入研究社会组织在参与重大突

发事件应对工作中的合法权益保障、激励机制等问题，协助

立法机关为社会工作服务纳入突发事件应对体系提供坚实

的法治保障。民政部将加强部门间的沟通，持续推动将社会



工作服务纳入突发事件应对法律体系。国家卫生健康委将不

断总结提炼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好经验、好做法，精心做好

强化公共卫生法治保障立法修法工作，增强应对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的科学性。

二、关于强化社会组织建设工作

应急管理部等单位通过开展调查摸底、技能培训、法规

修订等工作，及时掌握社会组织基本情况，不断提升抢险救

援处置能力，进一步规范社会组织建设。

应急管理部有序推进社会应急力量建设工作，截至

2020 年底，全国共有社会应急力量 1700 余支，约 62 万人，

成为应急救援力量体系的补充。同时，注重发挥枢纽型社会

组织作用，建立完善管理措施，形成政府和社会应急力量间

的桥梁纽带。指导地方应急管理部门对本地区社会应急力量

进行调查摸底，掌握其队员数量、装备种类和救援能力等情

况。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应急管理部门通过争取财政资金支持

等方式，为本地骨干社会应急力量参与培训演练和抢险救援

提供人身伤害保险保障等。组织举办社会应急力量培训班，

开展地震、水域等事故灾害救援领域理论与实操培训。

民政部会同相关部门大力发展社会工作学历学位教育、

加强专业培训，建立了一支 157.3 万人的社会工作专业人才

队伍。推动建立了初、中、高级相衔接的社会工作职业资格

制度体系，支持灾害与突发事件应对领域相关工作人员参加

全国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考试，不断拓展职业空间、提升职

级层次。



国家卫生健康委注重发挥社会慈善组织、民营机构、志

愿者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的积极作用，在突发事件领域法

律的修订中，进一步明确和细化应对处置主体的职责和义

务，增加对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志愿者、公民等具体要

求；增加各级地方人民政府、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进行

应急演练、公共卫生科普教育等方面的规定；实现从制度规

范、保障激励等方面推动社会组织、志愿者健康发展，鼓励

其有序参与突发事件应对工作。

下一步，应急管理部将研究出台具体政策措施支持社会

应急力量发展，完善登记审查、调用补偿、保险保障等方面

的制度，指导地方应急管理部门动员社会应急力量在地方党

委政府的统一领导下，规范有序参与突发事件应对处置，发

挥好社会应急力量辅助作用。民政部将增强对突发事件应对

领域社会工作专业人才的培训力度，提升专业服务水平，推

动突发事件应对领域社会工作走上规范化、制度化道路。国

家卫生健康委将持续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充分吸收历次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防控中积累的经验，健全完善我国公共卫生应

急管理体系，为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健康提供有力保障。

三、关于开展社会组织动员工作

应急管理部等单位注重团结凝聚广大社会组织和志愿

者，持续提升社会各界参与应急志愿服务的热情，规范引导

社会组织有序开展应急救援、灾后重建和疫情防控等工作。

应急管理部印发《关于进一步引导社会应急力量参与防

汛抗旱工作的通知》，有序引导社会应急力量配合国家综合



性消防救援队伍和专业救援队伍开展堤坝巡护、群众转移和

人员搜救等工作。与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建立防灾减灾救灾联

动工作机制，将红十字会救援力量纳入应急救援力量体系，

提升综合应急救援能力。邀请社会应急力量参与“应急使

命·2021”抗震救灾演习，进一步完善与国家综合性消防救

援队伍共训共练机制，提升救援实战水平。

民政部自 2016 年起实施“重大自然灾害与突发事件专

业社会工作服务国家支援计划”，截至 2020 年底，在财政

部的支持下已累计投入资金 1100 万元，支持相关社会工作

服务机构在黑龙江、安徽、江西、山东等地实施多个灾后社

会工作服务项目，在推动社会秩序重建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

用。同时，及时总结在社会工作介入重大自然灾害方面的经

验，推动建立健全物质资金帮扶和社会心理支持相结合、政

府主导与社会参与相衔接的灾后恢复重建工作模式。

国家卫生健康委在疫情期间建立了多层次、多渠道、多

平台信息发布机制，持续发布权威信息，及时回应国内外关

注的疫情形势、防控救治、科研攻关等热点问题，有效提高

了人民群众对突发急性传染病防控知识的了解程度。同时，

向广大人民群众普及公共卫生相关法律法规，提升卫生应急

素养，进一步增强了我国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

下一步，应急管理部将持续做好社会动员工作，在灾害

事故发生后及时发布救援需求公告，按照专业匹配、就近就

便的原则，引导具备相应救援能力的社会应急力量有序参与

抢险救援救灾行动，引导应急志愿者深入城乡社区开展应急



救援、预案演练、科普宣教等工作，指导地方应急管理部门

为参与救援的队伍提供道路通行、保险保障、安全教育等服

务。民政部将积极协调财政部，争取继续实施国家支援计划，

指导各地民政部门加强与财政、应急管理和卫生健康等部门

的沟通协调，完善工作机制，扩展资金来源，为受灾群众提

供专业服务。同时，继续研究完善《重大自然灾害和突发事

件社会工作服务规程》，提高灾害社会工作服务的科学性和

规范性。国家卫生健康委将会同相关部门继续深入开展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知识素养宣教，鼓励开展卫生应急、卫生防疫

知识进企业、进社区、进学校、进农村、进家庭的“五进”

活动，提高社会公众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认知和预防水平

及自救互救能力。

您提出的建议很有参考价值，对推动社会组织健康发

展、提升应对突发事件处置能力具有借鉴意义。感谢您对应

急管理事业的关心支持。

应急管理部

2021 年 7 月 14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