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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西夏区地震疏散安置工作方案

为建立健全西夏区地震应急体制机制，确保在地震灾害发生

时，能够迅速有效、安全有序地疏散群众至安全地带，并提供必

要的安置和生活保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维护

社会正常秩序，依据《银川市西夏区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西

夏区地震应急预案》等相关规定，特制定本方案。

一、组织机构与职责

西夏区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主任由政府区长担任，副主任由

政府各副区长担任。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

在应急管理局，政府分管应急管理工作的副区长兼任办公室主

任，应急管理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兼任办公室副主任，负责委员会

办公室日常管理工作。根据地震疏散安置工作需要，下设 10个

工作组。各工作组由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相关成员单位组成，工

作组组长由牵头单位主要负责人担任。具体如下：

（一）综合协调组。由西夏区应急管理局牵头，区委网信办、

政府办、发改局、商投局、公安分局、财政局、住建局、综合执

法局、退役军人事务局、人武部组成。

主要职责：承担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工作，协助防灾

减灾救灾委员会主任、办公室主任组织实施地震疏散安置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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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收集汇总震情、灾情、社（舆）情等信息和地震疏散安置工

作进展情况；承办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会议、活动和文电工作，

负责西夏区地震疏散安置综合协调工作，负责地震疏散安置各工

作组之间的协调工作，负责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后勤保障工作。

完成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交办的其他任务。

（二）灾情监测研判组。由西夏区住建局、应急管理局牵头，

工科局、自然资源局、生态环境分局、农水局、各镇街组成。

主要职责：负责震情监测与研判工作。负责震情速报、烈度

速报、余震监测、灾害趋势研判和预警工作；做好灾区气象预警，

开展灾区的空气、水质、土壤等污染监测和防控工作。加强次生

灾害监测预警，防范因强余震和降雨形成的山体崩塌、滑坡、泥

石流、地面塌陷、地裂缝等造成新的人员伤亡和交通堵塞；组织

专家对水库、水电站、堤坝等开展险情排查、评估和除险加固，

必要时组织危险地区人员转移；加强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设备、

输油气管道、输配电线路、非煤矿山等的受损情况排查，及时采

取应急疏散等安全防范措施；组织、协调专家队伍提供必要的技

术支撑指导。负责有关监测研判工作队伍的协调工作。完成防灾

减灾救灾委员会交办的其他任务。

（三）群众疏散引导组。由西夏区住建局牵头，区委宣传部、

应急管理局、工科局、自然资源局、农水局、综合执法局、西夏

区退役军人事务局、人武部、消防救援大队、红十字会、各镇街

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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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职责：制定疏散计划，根据区域特点、人口密度和建筑

结构等因素，制定详细的疏散计划和预案，明确疏散路线、集合

点和疏散顺序。定期对社区居民、学校师生、企事业单位员工等

进行地震应急疏散培训和教育，提高他们的应急意识和自救互救

能力。 预警信息发布与响应，当地震预警系统发出预警信息时，

立即启动疏散预案，通过广播、短信、社交媒体等多种渠道迅速

发布疏散指令，引导人员有序撤离。现场疏散引导，在地震发生

时，疏散引导组成员迅速到达指定位置，按照预案引导人员沿疏

散路线撤离至开阔地带或指定的应急避难场所。在疏散完成后，

疏散引导组要负责记录疏散情况，包括疏散人数、疏散时间、疏

散过程中遇到的问题等，并及时向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反

馈，以便对疏散效果进行评估和调整；完成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

交办的其他任务。

（四）群众转移安置组。由西夏区政府办牵头，发改局、教

育局、商投局、统战部（宗教局）、公安分局、民政局、财政局、

自然资源局、住建局、农水局、文旅广电局、市场监管分局、各

镇街组成。

主要职责：负责灾区受灾群众紧急转移安置和基本生活保

障。制定并实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灾后救助和资金物资保障等

工作方案，组织疏散、转移和临时安置受灾人员，负责遇难人员

善后相关事宜，保障救灾所需的生活必需品供应，启用应急避难

场所或设置临时避难场所，组织、指导、监督自治区下拨及市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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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夏区救灾款物的分配和使用，组织、协调和指导金融机构做好

保险的查勘、定损和理赔工作。完成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交办的

其他任务。

（五）医疗卫生防疫组。由西夏区卫生健康局牵头，各镇街、

发改局、商投局、农水局、市场监管分局、西夏区人武部、红十

字会组成组成。

主要职责：负责灾区医疗救治和卫生防疫工作。制定医疗救

治应急救援方案，组织调配医疗队伍和医疗器械、药品等物资装

备；配合开展生命救援工作，对伤病员进行救治、心理干预和转

移护送，做好食品和饮用水卫生安全监督，开展灾区饮用水源的

检查、监测和污染防控，开展灾区疫情监测，做好重大传染病和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防控工作；做好灾区医药用品等耗材保障工作

恢复灾区医疗卫生服务能力。负责西夏区医疗机构和自治区、银

川市医疗救援队伍的协调工作。完成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交办的

其他任务。

（六）交通运输组。由西夏区住建局牵头，交警一大队、交

警二大队、应急管理局、退役军人事务局、综合执法局、人武部

组成。

主要职责：负责交通道路抢通保畅和救灾物资运输保障工

作。实施必要的交通管制，抢修维护交通设施，维持交通秩序，

制定救援队伍、设备和物资运送方案，配合开展受灾群众和伤病

员的紧急转移；组织协调各类运输力量，做好抢险救援队伍、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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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人员、应急救灾物资装备以及基本生活物资的运输工作。负责

有关交通设施抢险救援队伍、交通运输队伍的协调工作。完成防

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交办的其他任务。

（七）要素供应保障组。由西夏区发改局牵头，商投局、住

建局、农水局、财政局、网信办、工科局、文旅广电局、国网西

夏区供电公司组成。

主要职责：负责电、天然气、成品油等要素供应以及供水、

通信、广播电视等保障工作。指导相关企业对电、天然气、成品

油、供水、防洪、通信、广播电视等设施设备的抢修工作并维护

设施设备正常运转。对西夏区各类市政基础设施开展震后安全性

应急评估和排危除险工作。负责有关要素保供以及基础设施抢修

队伍的协调工作。完成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交办的其他任务。

（八）治安维稳组。由西夏区公安分局牵头，区委社工部、

政法委、网信办，公安分局、司法局、信访局、各镇街组成。

主要职责：负责维持灾区社会秩序稳定。开展灾区的社会治

安维稳工作，预防和打击各类违法犯罪活动，预防和处置群体事

件；负责灾区指挥场所、党政机关、要害部门、金融单位、储备

仓库、避难和临时安置等重要场所的安全保卫工作，必要时组织

开展重要目标的临时转移、搬迁工作；做好涉灾矛盾纠纷化解和

法律服务工作，负责灾区治安维稳各类队伍的协调工作。完成防

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交办的其他任务。

（九）救灾捐赠接收组。由民政局牵头，区委统战部、应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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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局、财政局、市场监管分局、发改局、红十字会组成。

主要职责：负责各类救灾捐赠物资、资金的管理工作和社会

力量动员工作。组织、指导辖区各类慈善机构和社会公益组织规

范接收社会捐赠款物，及时做好统计、分配、使用、公示、反馈

等工作。视情建立临时接收仓库，按需统一调配发放捐赠款物。

视情况为灾区开展捐款捐物活动。完成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交办

的其他任务。

（十）宣传报道组。由区委宣传部牵头，区委网信办、公安

分局、自然资源局、卫生健康局、应急管理局、住建局、文旅广

电局组成。

主要职责：负责新闻宣传和舆论引导工作。负责地震疏散安

置信息的新闻发布和宣传报道工作，组织召开新闻发布会；加强

舆情收集分析，开展舆情监测、研判和引导工作，组织开展对灾

区群众的防震减灾、卫生防疫、次生灾害防范等方面的科普宣传

和安全提示工作；做好震区境内外记者的管理和服务工作。完成

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交办的其他任务。

三、地震疏散安置流程及职责

（一）地震疏散流程及职责

（1）预警信息发布与接收。由灾情监测研判组负责，做好

地震监测和预警信息发布，确保预警信息准确、及时传达至各镇

街、各部门。各镇街、各部门要建立预警信息接收机制，确保预

警信息能够迅速传达至村社区、学校、企事业单位等基层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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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疏散计划制定与演练。由疏散引导组负责制定地震疏

散计划的总体框架和指导原则。各镇街、各部门根据本辖区、本

行业领域特点和实际情况，制定详细的地震疏散计划，包括疏散

路线、集合点、疏散顺序等，并定期组织演练。

（3）疏散引导与撤离。各镇街、各部门负责设立疏散引导

小组，明确疏散引导员的职责和任务，确保在地震发生时能够迅

速、有序地引导广大居民群众和企业单位职工及时撤离至附近开

阔地带或指定的应急避难场所。

（4）特殊群体疏散照顾。各镇街要指导村社区建立特殊群

体疏散照顾机制，确保“老弱病残幼”等特殊群体在疏散过程中

得到优先照顾和特殊安排。

（二）地震安置流程及职责。由群众转移安置组负责，按照

《银川市西夏区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等文件要求，做好灾区

受灾群众紧急转移安置和基本生活保障。应急管理部门会同有关

部门指导受灾镇（街）充分利用应急避难场所等资源，统筹安置

受灾群众，及时调拨发放帐篷、折垫床等各类应急保障物资，加

强集中安置点管理服务，确保受灾群众基本生活；公安交警部门

指导加强受灾镇（街）社会治安和道路交通应急管理；卫健部门

根据需要，及时派出医疗卫生队伍赴受灾镇（街）协助开展医疗

救治、灾后防疫和心理援助等卫生应急工作。其他工作组按照职

责分工，配合做好群众安置各项工作。

四、工作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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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加强组织领导。地震疏散安置工作是保障人民群众生

命财产安全的重要环节，各镇街、各部门要高度重视，切实加强

组织领导。要成立由主要领导任组长的地震疏散安置工作领导小

组，明确职责分工，确保疏散安置工作有序开展。

（二）细化组织方案。各镇街、各部门要依据本地实际情况，

结合西夏区应急避难场所信息表（详见附件），制定详细的地震

疏散安置方案，明确疏散路线、集合点、疏散顺序等关键要素。

方案要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确保在地震发生时能够迅速启动

并有效执行。要加强方案的演练和培训，提高各级领导干部和广

大群众的应急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确保在实战中能够迅速、有

序地撤离到安全地带。

（三）加强宣传引导。各镇街、各部门要加强地震应急知识

的宣传教育，提高广大群众的地震防范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要

通过线上、线下等多种渠道，广泛宣传地震应急知识，让群众了

解地震的危害性和疏散安置的重要性。同时，要组织志愿者队伍

深入社区、学校、企事业单位等基层单位，开展面对面的宣传教

育活动，确保地震应急知识深入人心，为地震疏散安置工作奠定

坚实的基础。

附件：西夏区应急避难场所信息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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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西夏区应急避难场所信息表

一、镇北堡镇应急避难场所信息表（11 个）

序号 分级分类 避难场所名称 坐落位置 主要灾害类型
有效面积（平方米） 可容纳人口数（人） 管辖

权室内 室外 总计 室内 室外 总计

1
乡镇（街道）级室内型综

合性长期避难场所

镇北堡镇安置

点
镇北堡村

地震+洪涝+火灾

+公共卫生事件
9000 10000 19000 3600 3930 7530

镇北

堡镇

2
乡镇（街道）级室内型综

合性短期避难场所
华西希望小学 华西社区 地震+洪涝+火灾 10000 10000 20000 5000 5000 10000

镇北

堡镇

3
乡镇（街道）级室内型综

合性短期避难场所
华西中学 镇北堡村 地震+洪涝+火灾 15000 15000 30000 7500 7500 15000

镇北

堡镇

4
村（社区）级室内型综合

性短期避难场所

镇北堡镇奕

龙希望小学
团结村 地震+洪涝+火灾 6000 6000 12000 3000 3000 6000

镇北

堡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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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村（社区）级室外型综合

性短期避难场所

华西村村委会

大院
华西村 地震+洪涝+火灾 1500 1500 3000 750 750 1500

镇北

堡镇

6
村（社区）级室内型综合

性短期避难场所

镇北堡镇志辉

希望小学
昊苑村 地震+洪涝+火灾 1800 1800 3600 900 900 1800

镇北

堡镇

7
村（社区）级室外型综合

性短期避难场所

镇北堡村小微

公园
镇北堡村 地震+火灾 11200 11200 22400 5600 5600 11200

镇北

堡镇

8
村（社区）级室外型综合

性紧急避难场所
德林村绿地 1 德林村 地震+火灾 9500 9500 19000 6333 6333 12666

镇北

堡镇

9
村（社区）级室外型综合

性紧急避难场所
昊苑村广场 昊苑村 地震+火灾 1000 1000 2000 667 667 1334

镇北

堡镇

10
村（社区）级室外型综合

性紧急避难场所
德林村绿地 2 德林村 地震+洪涝+火灾 8700 8700 17400 5800 5800 11600

镇北

堡镇

11
村（社区）级室外型综合

性紧急避难场所
团结村村委会 团结村 地震+洪涝+火灾 3000 3400 6400 2000 2200 4200

镇北

堡镇

二、兴泾镇应急避难场所信息表（10 个）

1
乡镇（街道）级室外型综

合性长期避难场所

鹿港小镇主题

公园
泾华村

地震+火灾+公共

卫生事件
6500 6500 13000 2600 2600 5200

兴泾

镇

2
乡镇（街道）级室内型综

合性短期避难场所
临时安置点 泾华村 洪涝+火灾 21000 26000 47000 10500 12500 23000

兴泾

镇

3
乡镇（街道）级室内型综

合性短期避难场所
兴泾中学 泾华村 地震+洪涝+火灾 22000 26000 48000 11000 12600 23600

兴泾

镇

4
村（社区）级室外型综合

性短期避难场所

兴泾镇第一小

学
西干村 地震+洪涝+火灾 4600 4600 9200 2300 2300 4600

兴泾

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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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村（社区）级室内型综合

性短期避难场所

兴泾镇第二小

学
兴盛村 洪涝+火灾 —— 5400 5400 —— 2160 2160

兴泾

镇

6
村（社区）级室外型综合

性短期避难场所
运动主题公园 泾华村 地震+火灾 8200 8200 16400 4100 4100 8200

兴泾

镇

7
村（社区）级室外型综合

性短期避难场所

新时代文明实

践广场
泾华村 地震+火灾 8800 8800 17600 4400 4400 8800

兴泾

镇

8
乡镇（街道）级室内型综

合性紧急避难场所

中国石油兴泾

镇希望小学操

场

泾华村 地震+火灾 6500 6500 13000 4333 4333 8666
兴泾

镇

9
村（社区）级室外型综合

性紧急避难场所
兴盛村村委会 兴盛村 地震+洪涝+火灾 1400 1550 2950 933 1008 1941

兴泾

镇

10
村（社区）级室外型综合

性紧急避难场所

兴泾镇第三小

学
泾华村 洪涝+火灾 —— 6200 6200 —— 3100 3100

兴泾

镇

三、怀远路街道应急避难场所信息表（9 个）

序号 分级分类 避难场所名称 坐落位置 主要灾害类型
有效面积（平方米） 可容纳人口数（人）

管辖

权

室内 室外 总计 室内 室外 总计

1
村（社区）级室外型综合

性紧急避难场所

西夏区第七小

学

怀远西路恩和

社区
地震+洪涝+火灾 —— 6600 6600 —— 4400 4400

西夏

区

2
村（社区）级室外型综合

性紧急避难场所
银西村小广场 银西村 地震+火灾 2300 2300 4600 1533 1533 3066

西夏

区

3
村（社区）级室外型综合

性紧急避难场所

农牧场社区公

园
农牧场社区 地震+火灾 6500 6500 13000 4333 4333 8666

西夏

区

4
乡镇（街道）级室外型综

合性紧急避难场所

银川市第八中

学

怀远路街道金

阳社区

地震+火灾+生产安

全事故
—— 8700 8700 —— 5800 5800

银川

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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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乡镇（街道）级室外型综

合性紧急避难场所
规划绿地 8

怀远路街道八

一社区

地震+火灾+生产安

全事故
—— 8900 8900 —— 5900 5900

银川

市

6
村（社区）级室外型综合

性紧急避难场所

宁夏艺术职业

学院

怀远路街道八

一社区
地震+洪涝 —— 8900 8900 —— 5900 5900

西夏

区

7
村（社区）级室内型综合

性紧急避难场所
八一宾馆

怀远路街道八

一社区

洪涝+公共卫生事

件
13300 —— 13300 6700 —— 6700

西夏

区

8
市级室外型综合性短期

避难场所
八一公园

怀远路街道赛

马社区
地震+公共卫生事件 —— 105100 105100 —— 52600 52600

银川

市

9
村（社区）级室内型综合

性紧急避难场所
宁夏旅游学校

怀远路街道艺

校社区
洪涝+火灾 10500 —— 10500 5300 —— 5300

西夏

区

四、宁华路街道应急避难场所信息表（10 个）

序号 分级分类 避难场所名称 坐落位置 主要灾害类型
有效面积（万平方米） 可容纳人口数（万人） 管辖

权室内 室外 总计 室内 室外 总计

1
市级室外型综合性长期

避难场所
西郊森林公园

宁华路街道园

林场社区
地震+火灾 —— 56.25 56.25 —— 18.75 18.75

银川

市

2
市级室内型综合性长期

避难场所

北方民族大学

附属中学

宁华路街道兴

磷社区
地震+洪涝+火灾 0.14 —— 0.14 0.05 —— 0.05

银川

市

3
村（社区）级室外型综合

性紧急避难场所
西夏广场 园林场社区 地震+火灾 0.86 0.86 1.72 0.57 0.57 1.14

西夏

区

4
乡镇（街道）级室内型综

合性短期避难场所

西夏区平吉堡

小学
平吉堡社区 地震+洪涝+火灾 1.5 1.6 3.1 0.75 0.79 1.54

西夏

区

5
村（社区）级室外型综合

性紧急避难场所

平吉堡乳香花

园广场
平吉堡社区 地震+火灾 0.17 0.17 0.34 0.11 0.11 0.22

西夏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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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乡镇（街道）级室外型综

合性紧急避难场所
规划绿地 12

宁华路街道宁

朔南路社区
地震+火灾 —— 1.08 1.08 —— 0.72 0.72

银川

市

7
村（社区）级室外型综合

性紧急避难场所
紫东苑公园

宁华路街道宁

华苑社区
地震+火灾 —— 0.8 0.8 —— 0.53 0.53

西夏

区

8
县级室外型综合性短期

避难场所

银川第二十五

中学

宁华路街道宁

华园社区
地震+火灾 —— 3.86 3.86 —— 1.93 1.93

西夏

区

9
村（社区）级室外型综合

性紧急避难场所

西夏区第一小

学

宁华路街道兴

磷社区
地震+洪涝+火灾 —— 0.72 0.72 —— 0.48 0.48

西夏

区

10
乡镇（街道）级室外型综

合性紧急避难场所
碧波公园

宁华路街道宁

朔南路社区

地震+火灾+公共卫

生事件
—— 4.04 4.04 —— 2.69 2.69

银川

市

五、贺兰山西路街道应急避难场所信息表（22 个）

序号 分级分类 避难场所名称 坐落位置 主要灾害类型
有效面积（万平方米） 可容纳人口数（万人） 管辖

权室内 室外 总计 室内 室外 总计

1
乡镇（街道）级室内型综

合性短期避难场所

西夏区南梁中

心小学
南梁农村 地震+火灾 0.34 0.52 0.86 0.17 0.24 0.41

西夏

区

2
村（社区）级室外型综合

性紧急避难场所

西夏区农科院

小学

贺兰山西路街

道芦花台园林

场社区

地震+火灾 —— 0.47 0.47 —— 0.31 0.31
西夏

区

3
村（社区）级室外型综合

性紧急避难场所

芦花台园林场

社区小广场

贺兰山西路街

道芦花台园林

场社区

地震+火灾 —— 0.07 0.07 —— 0.05 0.05
西夏

区

4
村（社区）级室外型综合

性紧急避难场所
良渠稍小学 良渠稍村 地震+火灾 0.27 0.27 0.54 0.18 0.18 0.36

西夏

区

5
乡镇（街道）级室外型综

合性短期避难场所

同阳新村小广

场 1
同阳新村 地震+火灾 0.2 0.2 0.4 0.1 0.1 0.2

西夏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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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村（社区）级室外型综合

性紧急避难场所

同阳新村小广

场 2
同阳新村 地震+火灾 0.17 0.17 0.34 0.11 0.11 0.22

西夏

区

7
乡镇（街道）级室外型综

合性短期避难场所
宁夏开元学校 芦花村 地震+火灾 0.42 0.42 0.84 0.21 0.21 0.42

西夏

区

8
村（社区）级室外型综合

性紧急避难场所

西夏区芦花洲

小学

贺兰山西路街

道芦花洲社区
地震+火灾 —— 0.83 0.83 —— 0.55 0.55

银川

市

9
村（社区）级室外型综合

性紧急避难场所

宁夏工商职业

技术学院

怀远路街道伊

地社区
地震+火灾 —— 5.31 5.31 —— 3.54 3.54

西夏

区

10
市级室内型综合性短期

避难场所

银川职业技术

学院

贺兰山西路街

道伊地社区
地震+火灾 0.5 13.66 14.16 0.2 6.83 7.03

银川

市

11
村（社区）级室内型综合

性紧急避难场所

宁夏财经职业

技术学院

贺兰山西路街

道伊地社区
洪涝+火灾 0.3 8 8.3 0.15 5.33 5.48

西夏

区

12
村（社区）级室外型综合

性紧急避难场所
景庄巷游园

贺兰山西路街

道伊地社区
地震+火灾 —— 2.8 2.8 —— 1.87 1.87

西夏

区

13
乡镇（街道）级室内型综

合性紧急避难场所

宁夏大学文萃

校区体育馆

贺兰山西路街

道伊地社区
地震+火灾 0.6 —— 0.6 0.3 —— 0.3

银川

市

14
市级室内型综合性短期

避难场所

宁夏职业技术

学院

贺兰山西路街

道学院社区
地震+洪涝+火灾 0.4 —— 0.4 0.16 —— 0.16

银川

市

15
村（社区）级室内型综合

性紧急避难场所

宁夏大学贺兰

山校区

贺兰山西路街

道学院社区
洪涝+火灾 6.65 —— 6.65 3.33 —— 3.33

西夏

区

16
村（社区）级室外型综合

性紧急避难场所

宁夏司法警官

职业学院

贺兰山西路街

道学院社区
地震+火灾 —— 6.65 6.65 —— 4.43 4.43

西夏

区

17
村（社区）级室内型综合

性紧急避难场所
银川科技学院

贺兰山西路街

道学院社区
洪涝+火灾 6.65 —— 6.65 3.33 —— 3.33

西夏

区

18
市级室外型综合性短期

避难场所

第二污水处理

厂北侧公园

贺兰山西路街

道书香苑社区

地震+火灾+生产安

全事故
—— 4.68 4.68 —— 2.34 2.34

银川

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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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村（社区）级室外型综合

性紧急避难场所
学院社区公园

贺兰山西路街

道学院社区
地震+火灾 —— 1.8 1.8 —— 1.2 1.2

西夏

区

20
市级室内型综合性短期

避难场所

银川中关村中

学

贺兰山西路街

道盈北社区
地震+火灾 0.2 —— 0.2 0.08 —— 0.08

银川

市

21
乡镇（街道）级室外型综

合性紧急避难场所
规划绿地 9

贺兰山西路街

道盈北社区

地震+火灾+生产安

全事故
—— 1.14 1.14 —— 0.76 0.76

银川

市

22
村（社区）级室外型综合

性紧急避难场所

新怡雅居小微

公园

贺兰山西路街

道盈北社区
地震+火灾 —— 3.41 3.41 —— 2.27 2.27

西夏

区

六、朔方路街道应急避难场所信息表（10 个）

序号 分级分类 避难场所名称 坐落位置 主要灾害类型
有效面积（万平方米） 可容纳人口数（万人） 管辖

权室内 室外 总计 室内 室外 总计

1
市级室内型综合性短期

避难场所
北方民族大学

朔方路街道文

怀社区
地震+洪涝+火灾 0.23 —— 0.23 0.09 —— 0.09

银川

市

2
村（社区）级室内型综合

性紧急避难场所
金港商务宾馆

朔方路街道二

一七社区

洪涝+公共卫生事

件
0.81 —— 0.81 0.41 —— 0.41

西夏

区

3
村（社区）级室外型综合

性紧急避难场所

西夏区第七小

学

朔方路街道恩

和社区
地震+洪涝+火灾 —— 0.66 0.66 —— 0.44 0.44

西夏

区

4
村（社区）级室外型综合

性紧急避难场所

宁夏大学新华

学院

朔方路街道宁

安社区
地震+洪涝 —— 1.17 1.17 —— 0.78 0.78

西夏

区

5
县级室外型综合性短期

避难场所
玫瑰公园

朔方路街道玫

瑰园社区
地震+火灾 —— 2.04 2.04 —— 1.02 1.02

西夏

区

6
村（社区）级室外型综合

性紧急避难场所

银川市第二十

四中学北校区

朔方路街道正

茂社区
地震+洪涝 —— 0.57 0.57 —— 0.38 0.38

西夏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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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县级室外型综合性短期

避难场所
兴庆公园

朔方路街道正

茂社区
地震+火灾 —— 3.5 3.5 —— 1.75 1.75

西夏

区

8
村（社区）级室外型综合

性紧急避难场所

宁夏大学怀远

校区

朔方路街道宁

大社区

地震+火灾+生产安

全事故
—— 0.69 0.69 —— 0.46 0.46

西夏

区

9
市级室外型综合性短期

避难场所

宁夏大学附属

中学

朔方路街道宁

大社区
地震+火灾 0.27 1.39 1.66 0.11 0.7 0.81

银川

市

10
市级室内型综合性长期

避难场所
银川体育馆

朔方路街道宁

大社区
地震+火灾 0.9 —— 0.9 0.3 —— 0.3

银川

市

七、北京西路街道应急避难场所信息表（4 个）

序号 分级分类 避难场所名称 坐落位置 主要灾害类型
有效面积（万平方米） 可容纳人口数（万人） 管辖

权室内 室外 总计 室内 室外 总计

1
村（社区）级室内型综合

性紧急避难场所
尚客优酒店

北京西路街道

幸福巷社区

火灾+公共卫生事

件
0.38 —— 0.38 0.19 —— 0.19

西夏

区

2
村（社区）级室外型综合

性紧急避难场所

西夏区第三小

学

北京西路街道

地矿局社区
地震+洪涝+火灾 —— 0.86 0.86 —— 0.57 0.57

西夏

区

3
村（社区）级室外型综合

性紧急避难场所

西夏区第十一

小学

北京西路街道

金波路社区
地震+火灾 —— 0.8 0.8 —— 0.53 0.53

西夏

区

4
村（社区）级室外型综合

性紧急避难场所
流芳园

北京西路街道

文萃北街社区

地震+火灾+生产安

全事故
—— 0.6 0.6 —— 0.4 0.4

西夏

区

八、西花园路街道应急避难场所信息表（9 个）

序号 分级分类 避难场所名称 坐落位置 主要灾害类型
有效面积（万平方米） 可容纳人口数（万人） 管辖

权室内 室外 总计 室内 室外 总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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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省级室内型综合性长期

避难场所
贺兰山体育场

西花园路街道

橡民社区

地震+洪涝+公共

卫生事件
—— 26.5 26.5 —— 8.83 8.83

自治

区

2
村（社区）级室外型综合

性紧急避难场所

西夏区第五小

学

西花园路街道

橡民社区
地震+洪涝 —— 1.5 1.5 —— 1 1

西夏

区

3
村（社区）级室内型综合

性紧急避难场所
银川铁道宾馆

西花园路街道

康庄社区

洪涝+公共卫生事

件
0.34 —— 0.34 0.17 —— 0.17

西夏

区

4
村（社区）级室内型综合

性紧急避难场所
君逸主题宾馆

西花园路街道

康庄社区

洪涝+公共卫生事

件
0.34 —— 0.34 0.17 —— 0.17

西夏

区

5
村（社区）级室外型综合

性紧急避难场所

西夏区第四小

学

西花园路街道

西花园社区
地震+火灾 —— 0.81 0.81 —— 0.54 0.54

西夏

区

6
市级室外型综合性短期

避难场所
解放公园

西花园街道花

半里社区
地震+火灾 —— 6.19 6.19 —— 3.1 3.1

银川

市

7
村（社区）级室内型综合

性紧急避难场所
麓枫酒店

西花园路街道

橡民社区
洪涝+火灾 0.91 —— 0.91 0.46 —— 0.46

西夏

区

8
市级室内型综合性短期

避难场所

银川市第二十

四中学体育馆

西花园路街道

西花园社区
地震+洪涝+火灾 0.1 —— 0.1 0.04 —— 0.04

银川

市

9
市级室内型综合性短期

避难场所

西夏区第九小

学南校区体育

馆

西花园街道舜

天苑社区
地震+洪涝+火灾 0.1 —— 0.1 0.04 —— 0.04

银川

市

九、文昌路街道应急避难场所信息表（9 个）

序号 分级分类 避难场所名称 坐落位置 主要灾害类型
有效面积（万平方米） 可容纳人口数（万人） 管辖

权室内 室外 总计 室内 室外 总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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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村（社区）级室外型综合

性紧急避难场所

西夏区第十二

小学

文昌路街道宁

朔北路社区
地震+洪涝 —— 1.05 1.05 —— 0.7 0.7

西夏

区

2
乡镇（街道）级室内型综

合性紧急避难场所

银川市第十八

中学体育馆

文昌路街道共

享社区
地震+火灾 0.08 —— 0.08 0.04 —— 0.04

银川

市

3
村（社区）级室外型综合

性紧急避难场所

宁夏岳麓高级

中学

文昌路街道文

昌北路社区
地震+洪涝+火灾 —— 0.72 0.72 —— 0.48 0.48

西夏

区

4
市级室外型综合性短期

避难场所
西夏公园

文昌路街道艺

术巷社区
地震+火灾 —— 7.17 7.17 —— 3.59 3.59

银川

市

5
乡镇（街道）级室外型综

合性紧急避难场所
规划绿地 10

文昌路街道荷

花苑社区
地震+火灾 —— 1.32 1.32 —— 0.88 0.88

银川

市

6
村（社区）级室外型综合

性紧急避难场所
文昌公园

文昌路街道共

享社区

地震+生产安全事

故
—— 0.66 0.66 —— 0.44 0.44

西夏

区

7
乡镇（街道）级室外型综

合性紧急避难场所
规划绿地 11

文昌路街道荷

花苑社区

地震+火灾+生产安

全事故
—— 0.47 0.47 —— 0.31 0.31

银川

市

8
村（社区）级室外型综合

性紧急避难场所

宁夏光彩职业

学院

文昌路街道同

安苑社区
地震+洪涝 —— 0.41 0.41 —— 0.27 0.27

西夏

区

9
市级室外型综合性短期

避难场所

文昌南路公园

绿地

文昌路街道同

安苑社区
地震+火灾 —— 11.6 11.6 —— 5.8 5.8

银川

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