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離島區社區服務諮詢委員會 

議程前發言 

徐承康 

2024 年 4 月 9 日 

 

加大民防對突發大型災禍演練及居民旅客認知參與 

 

自 2017 年超強颱風天鴿襲澳後，當局便制定防災減災十年規劃，目標在

2028年前實現安全韌性城市的願景，保障居民旅客生命財産安全。事實上當局

在推展防災減災基建、舉行民防演習和民防架構啟動前後，部門各自有序進行

其專業抗災工作，保障居民旅客的人身財產安全，呈現更精準處理在颱風暴雨

時不同突發事件，整體上社會各界都滿意及讚揚當局行動。 

然而近年鄰近地區均有出現嚴重水浸、山泥傾瀉、橋梁被撞、地震或燃氣

洩漏(圖 1、圖 2 及圖 3) 等災害，不但引致人員傷亡及經濟損失，更對社區居

民生活造成重大影響。日前黃少澤司長在 2024年民防架構會議上指出，因應近

年不少大型基建投入運作，民防架構需為預案作針對性部署，做好對突發事件

的應對。 

為此建議： 

1. 宣傳教育。當局和社團定期舉辦防災教育活動，通過學校、社區活動、

媒體和網絡，向社區居民提供有關災害風險、應急措施和自救技能的

知識。 

2. 社區參與。建立強大的社區網絡，讓社區居民參與災害風險管理，並

與當局制定應急計劃，討論避難路線，並共同參與演習。 

3. 信息傳遞。加強信息包內容，通過數字資訊和現場宣導等不同渠道，

向社區居民及來澳旅客傳遞準確及時的災害信息。 

4. 建立備災意識。向社區居民宣講災害可能隨時發生，加強備災意識，

除儲存可即食糧、飲用水和急救用品外，因應不同災害時背包配備簡

易維生包及外套 (圖 4)。 

5. 預案演練。在應對不同災害的預案內，除部門進行演練外，更應向社

區居民傳達演練情形，在可行情況下加入社區居民參與發生緊急事

件，以加強部門前綫因地制宜的處理能力。 

6. 災後復常。就交通基建在災後儘快速恢復正常運作，包括道路/橋樑/

軌道狀態、燈號、廣角鏡角度等，舒緩災後交通堵塞情況。 



 

                                                                            附件 – 相片    

圖一  2024 年 2 月 22 日廣州南沙貨船撞橋 

 

 
(圖片來源: 央視新聞) 

 

圖二 2022 年 6 月 9 日 加思欄馬路山泥傾瀉事

件 

 

(資料來源: 澳門文化遺產網頁) 

圖三  2024 年 4 月 3 日花蓮大地震天王星大樓倒

塌

 

 

(圖片來源: 中央社網站) 

圖四 緊急避難包信息圖 

 

 

(圖片來源: 台灣地區“消防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