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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王志伟
实习生 杨 哲

近日，极端天气频现，考验着我国的

应急系统和应急能力。为最大程度保证

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提升大众的

防灾应急意识和能力显得十分重要。近

日，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

卷 网（wenjuan.com）发 布 的 一 项 针 对

1524 名 受 访 者 的 调 查 显 示 ，98.5%受 访

者认为有必要在全民中开展防灾应急教

育，其中 74.9%受访者认为非常有必要。

交互分析发现，00 后受访者认为有必要

的比例达到了 100%。

家住郑州的赵晨辰认为很有必要，

“其实从小学到大学，经历过各种各样的

防灾教育，但我觉得，还是应急培训、演

习实践最有用，只有亲身实践过才能最

大程度掌握”。她觉得，加强灾难知识科

普也十分重要，“近年来官方制作的科普

视频，既有趣又严谨，让人很有收获”。

调查显示，防灾应急教育应包含的

内容，84.5%受访者认为应加强灾难认知

科普，提高应急意识，84.7%受访者觉得

应开展防灾技能培训，提升应急能力。

防灾科技学院灾害风险管理研究中

心主任于汐教授认为，想要切实提高民

众的防灾应急意识和能力，首先要解决

“预而不警”的问题。她解释，目前我国的

预警信息更多是技术预警，旨在供专家

和政府了解并采取行动，不能直接向公

众提供可理解的信息，“预警不仅是应急

技术层面的预警，更是应急服务层面的

预警”。她认为，针对居民的应急服务预

警，要让人们直观地了解到自身将面临

的灾害风险，例如专业术语“降雨量达到

多少毫米”之类的预警，对大多数老百姓

意义不大，人们即便接到预警也并不清

楚灾害实际影响，容易疏忽麻痹、心存侥

幸，很难及时有效采取应对措施。

她建议，政府要主导灾害应急教育，

并将其上升到国家意志，通过法律保障、

规范指导、行政推动、财政支持，构建起

实用性强、多主体、多层次、立体式的防

灾应急安全教育体系，全面提升我国灾

害应急教育水平。此外，要凝聚社会各方

力量，扎实推进防灾应急教育进企业、进

农村、进社区、进学校、进家庭，提升整个

社会的应急能力和应急水平。

调查中，70.6%受访者认为应加强灾

后疾病的预防与控制。

张芷菡听过一句俗语，“大灾之后必

有大疫”。她觉得虽然现在很少发生了，

但仍需引起高度重视，“灾情过后，水源、

食 物 和 居 所 等 都 会 受 到 不 同 程 度 的 污

染，稍不注意就容易给细菌、病毒可乘之

机”。她认为要加强这方面的科普宣传，

“比如告诉大家有可能会发生哪些疾病，

是否具有传染性，怎样才能避免等，让大

家提高警惕，避免受到伤害”。

另外，47.4%受访者认为应重视对受

灾者的灾后心理干预。

赵晨辰认为，每次重大灾情除了会产

生重大损失外，对受灾群众的情感、心理的

打击往往更大，因而有针对性地提供心理

支持和辅导十分必要。“在政策层面，应加

大对受灾者的扶持，帮助他们重拾生活信

心；在社区层面设立心理服务站点，为需要

的人进行心理辅导；在学校层面，对受灾学

生进行重点关注，提供重点支持等”。

98.5%受访者认为有必要
开展全民防灾应急教育

84.5%受访者表示要加
强灾难认知科普，84.7%受访
者期待开展防灾技能培训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孙 山
实习生 穆怡璇

近些年网络公益活动越来越多。在网

络平台上，时常可以看到慈善机构发布的

活动信息。对于网络上的公益活动，大家关

注哪些问题？本周，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

中 心 通 过 问 卷 网（wenjuan.com），对 2029
名受访者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90.6%的受

访者参与过网络平台上的公益活动。参与

网络公益时，68.3%受访者最关心钱款物资

的使用去向。

受 访 者 中 ，男 性 占 42.9% ，女 性 占

57.1%。00 后占 18.6%，90 后占 50.1%，80 后

占 28.4%，其他占 2.9%。

在 进 行 网 络 捐 款 时 ，
82.0% 受 访 者 会 核 查 机 构 账
号并在支付前进行确认

70 后 郑 白 阳 （化名） 平 时 会 参 与 很

多网络平台上的公益活动。郑白阳说，自

己对环保比较感兴趣，看到相关的活动，

一般都会参与捐一些，“单位平时会组织

扶贫相关的公益活动，在一些特殊时点也

会组织捐款。此外就是个人求助类的，看

到认识的人转发的求助信息，一般也会捐

助一些钱”。

数据显示，90.6%的受访者参与过网

络平台上的公益活动。具体说来，72.7%
的受访者会在微公益、淘宝公益等第三方

平台捐款，54.4%的受访者会在红十字会

等官方组织的平台捐款。

00 后 李 诗 颖 （化名） 平 时 会 关 注 公

益活动，也会参加后援会组织的捐款。河

南发生洪灾后，她看到后援会在超话中发

布了捐款链接，自己也查看了项目的发起

方，“第一个帖子转发的是壹基金的公益

活动，后来显示这个项目已经捐满了，又

转发了一个红十字会发起的”。查看了项

目情况后，李诗颖觉得发起方挺令自己放

心的，就捐款了，两天后通过后援会微博

看到了捐款物资使用的截图。

调查中，82.0%的受访者表示在进行

网络捐款时，会核查所捐机构的账号并在

支付前进行确认。交互分析显示，00 后

这样做的比例更高 （82.5%）。

今年 22 岁的罗金宜 （化名），在参与

网络平台上的公益活动时，会关注资金的

用途。“如果是在粉丝后援会等渠道看到

的消息，我会先去查一查以往活动，项目

发起方是否有后续的反馈”。

数据显示，参与网络公益时，受访者

最 关 心 的 是 钱 款 物 资 的 使 用 去 向

（68.3%），然后是发起捐款方的基本信息

（61.1%），其他还有：网络募捐平台的资

质 （56.6%）、公益活动的组织流程和负责

人 （52.3%）、 公 益 机 构 的 项 目 公 开 情 况

（51.2%） 和 公 益 活 动 的 后 续 反 馈 信 息

（32.9%） 等。

70.3% 受 访 者 建 议 加 强
对网络募捐平台的监督

郑白阳说，自己对一些官方认证的平

台会更加信任，也会更多地参与此类平台

发起的活动，“有的平台是跟微信绑定在

一起的，平时可以通过公众号看到各种公

益活动，种类也比较丰富。但我没太留意

项目的后续进展，不清楚有没有反馈捐赠

钱款的具体用途”。

在北京工作的刘帆 （化名） 觉得现在

网络平台上有很多慈善组织发起的公益活

动 ， 有 的 时 候 不 太 能 辨 别 哪 些 更 值 得 信

赖，“尤其是在发生一些特殊的重大事件

时，自己也想参与公益献爱心，但又不太

确定一些组织能不能有效组织好活动，能

不能把款项用到前方切实需要的物资上。

这时可能会等单位组织捐款捐物，觉得在

款项的使用上更加放心靠谱”。

数据显示，在参加网络公益活动时，

受访者的主要顾虑有平台不能保证善款善

用 （72.2%），不能确定发起活动的真实性

（59.3%）。其他还有：在支付中跳转其他

二维码，误导参与者 （49.0%），借明星、

排行榜等吸引参与，盲目攀比 （40.3%），

个人信息被过度收集 （39.7%） 等。

“普通公众在参与公益活动时，可以

选择较为知名或者自己熟悉了解的慈善机

构，参与他们的活动。”北京大学社会学

博 士 、 深 圳 大 学 管 理 学 院 助 理 教 授 章 高

荣 分 析 ， 现 在 慈 善 组 织 在 网 络 平 台 发 布

的 公 益 活 动 比 较 多 ， 普 通 人 可 以 选 择 一

些 专 业 性 更 高 的 慈 善 组 织 ，“ 比 如 救 灾

时 ， 可 以 选 择 从 事 该 领 域的慈善组织进

行捐赠，如果他们有过这方面的经验，捐

赠资金的使用效率相对会更高，减少资源

积压等问题”。

“我参加过一个环保的公益活动，说

会 发 带 有 名 字 的 证 书 ， 但 最 后 没 有 收

到。”郑白阳期待公益组织在运行上可以

更加透明，将捐款明细等信息通过短信、

微信等形式反馈给捐赠者。

李诗颖觉得，一些公益项目通过粉丝

后援会等平台进一步推广，但平台更多是

中间渠道，还需要慈善组织从源头上做好

信息公开。此外，李诗颖希望可以淡化公

益榜单，“我觉得不管捐多捐少，都是奉

献爱心，没有必要做榜单相互比较”。

规范网络公益活动，你有哪些建议？

80.5%的受访者建议对公益造假等行为进

行惩处，抵制不良行为，70.3%的受访者

建 议 加 强 对 网 络 募 捐 平 台 的 监 督 管 理 ，

70.0%的受访者建议严格落实相关法律要

求，加强执法检查。其他建议还有：提高

网络捐赠平台的专业化建设 （55.6%），坚

持 自 愿 原 则 ， 不 过 度 宣 传 捐 款 排 行

（42.3%） 等。

“慈善捐赠是一个长期信任的建立过

程 ， 需 要 慈 善 组 织 加 强 平 时 的 运 营 管

理、品牌塑造。”章高荣认为，慈善捐赠

要 形 成 常 态 化 的 氛 围 ， 这 样 在 一 些 灾 难

发 生 时 ， 大 家 才 会 更 加 愿 意 信 任 慈 善 机

构 ， 在 筹 措 资 金 款 项 时 也 会 更 加 容 易 ，

“有的慈善组织平时运营得比较好，他们

会 加 强 对 捐 赠 人 的 拓 展 和 维 护 ， 这 样 在

发 生 一 些 突 发 事 件 时 ， 人 们 也 会 更 愿 意

信任他们”。

九成受访者参与过网络平台上的公益活动

近七成受访者最关心钱款物资使用去向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王志伟
实习生 杨 哲

上周，河南暴雨灾害牵动着全国人民

的心。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在为河南加油

的同时，大家的防灾应急意识和能力如何？

近日，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

卷 网（wenjuan.com），对 1524 名 受 访 者 进

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对于个人的防灾应急

能力，当满分为 10 分时，受访者平均给自

己打出 6.7 分。为应对各种紧急情况，77.3%
受访者会在家中配备应急药箱（创可贴、碘

伏、绷带等），58.2%受访者会备有饼干、矿

泉水等食物，57.7%受访者会备有手电筒。

此 次 调 查 的 受 访 者 中 ， 00 后 占

19.1%，90 后占 45.1%，80 后占 30.3%，70
后占 4.9%。

49.7% 受 访 者 会 留 意 防
灾应急知识，但不会运用

90 后 赵 晨 辰 平 时 会 关 注 一 些 防 灾 应

急知识，比如不在消防通道堆放杂物，发生

火灾时不能乘坐电梯，要找湿毛巾捂住口

鼻、弯腰逃生等，她觉得了解这些知识很有

用 ，“ 一 方 面 会 在 日 常 生 活 中 提 高 预 防 意

识，另一方面万一真的发生情况，也不会太

过慌乱”。但她坦言，对这些知识还停留在

了解的层面，没有进行过实际操作。

调查显示，47.4%受访者表示平时会留

意 各 种 防 灾 应 急 知 识 ，并 能 运 用 。也 有

49.7%受访者表示看过，但不太会用。2.9%
受访者表示不会留意，没这个意识。

受 访 者 从 何 处 获 取 防 灾 应 急 信 息 ？

62.5%受访者表示是通过学校/单位统一组

织学习，54.1%的受访者是从社区宣传获得

相关信息，44.0%受访者会主动查阅有关资

料/视频。其他方式还有：通过社交网络平

台了解（39.8%），电视广播（33.2%），参加相

关培训课程（29.5%），报纸杂志等传统媒体

（28.9%）等。

暑假到了，青少年的安全问题格外引

人关注。作为一名母亲，张红霞经常看到青

少年溺水的报道，感到十分痛心，“家长一

定要增强安全意识，教导孩子远离危险区

域，切不可麻痹疏忽”。为此她时常会在网

上关注一些青少年防溺水的知识，学习溺

水急救的方法，但她也有些困扰，“一方面

现在的视频很多，难以判断信息是否正确，

另一方面跟着视频学很难记得住，真遇到

问题，也不太敢上手。希望社区能够开展相

关的应急培训，提高大家的应急能力”。

77.3% 受 访 者 会 在 家 中
配备应急药箱

台风即将过境的预警播报了好几天，

浙江杭州的张芷菡早早就准备好充足的食

物和水，虽然以前也经历过台风，但她还是

会担心大风暴雨等恶劣天气给基本生活造

成影响，“最重要的是得保证自己的安全”。

调 查 显 示 ，为 应 对 各 种 紧 急 情 况 ，

77.3%受访者会在家中配备应急药箱（创可

贴、碘伏、绷带等），58.2%受访者会备有饼

干、矿泉水等保质期较长的食物，57.7%受

访者会备有手电筒。其他应急用品还有：充

电宝（44.0%）、灭火器（40.0%）、消防安全绳

（30.5%）、求 生 口 哨（30.3%）、呼 吸 面 罩

（23.5%）、防火毯（19.8%）等。

除了食品等基本物资外，郑州的赵晨

辰表示家中常备有蜡烛、手电筒等应急照

明工具，对于 7 月 20 日的那场暴雨，她现在

想来仍心有余悸，“当天下午 5 点多，雨下

得 很 大 ，没 过 多 久 ，小 区 的 变 压 器 就 爆 炸

了，之后一直处在断电中，手机虽然也有照

明灯，但电量很快就耗完了，所以准备个手

电筒还是十分必要的，关键时候用得上”。

另外，她觉得家中常备一个小型灭火器或

防火毯也十分必要，“对于应急物品最好还

是尽可能地准备齐全，以备不时之需”。

对自己的防灾应急能力，
受访者打出平均分 6.7 分

调查显示，满分 10 分，受访者对自

己 的 防 灾 应 急 能 力 平 均 打 出 了 6.7 分 ，

79.8%受访者打出 8 分及以下。

上班族杨小青感觉，包括自己在内，

身边的人防灾应急能力不是特别强，“虽

然单位有基本的应急设施，安全检查也比

较频繁，但缺少专业的培训，很多人没有

实际操作的能力，遇到突发状况可能还是

会慌乱”。

调查显示，受访者掌握的自救或他救

技 能 ， 伤 口 清 理 、 包 扎 、 换 药 等 处 理

（68.4% ）， 烧 伤 、 烫 伤 等 应 急 处 理

（49.2%） 排在前两位。其他还有：徒手心

肺复苏等复苏急救 （42.3%），扭伤、脱臼

复位等骨伤处理 （32.7%），溺水、呛水等

处理方法 （31.2%） 等。

90 后 青 年 边 阳 阳 平 时 会 通 过 短 视 频

和社交网络平台学习一些自救技巧，“比

如，如果不小心被划伤，应该先消毒，再

上药进行包扎；如果发生溺水，不能胡乱

挣扎，要立即屏住呼吸，然后放松肢体，

尽可能地保持仰位，使头部后仰”。他觉

得这些知识非常实用，“关键时候或许能

救命”。

调查中，8.7%受访者表示什么自救或

他救技能都不会。

对此，防灾科技学院灾害风险管理研

究中心主任于汐教授表示，这说明当前民

众对灾害的重视程度和应对能力还需要提

高。她认为，只有当公民的防灾应急的安

全意识提升到与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相匹配

的程度，才能从根本上降低灾害的损失，

才能够在面对灾难时作出正确判断，能够

采取措施保护自身安全。

她表示，除了要提高安全意识，学习

并掌握一些避险应急技能，可以大大提升

自救、互救能力。最近处于“七下八上”

的汛期，她提醒大家，“外出要避开易涝

积水危险点，易发生滑坡、泥石流和山洪

灾害以及水库大坝下游等危险区，如遇到

滑 坡 、 泥 石 流 、 山 洪 等 情 况 ， 要 保 持 冷

静，并尽快向两侧方向安全地段撤离。如

果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较大

的漂流物，寻求机会逃生。如果遇到暴雨

雷电，应尽快到附近房屋内躲避，不可在

大 树 下 、 电 线 杆 附 近 避 雨 ， 室 外 空 旷 场

地，不要使用金属柄雨伞，不要拨打或接

听电话，尽快蹲下，避免雷电击中”。她

建议，大家要密切关注预警信息，预警发

布后，要尽量减少外出，防止发生危险。

防灾意识调查：77.3%受访者会在家中配备应急药箱
58.2%受访者会常备饼干、矿泉水等食物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李洁言
实习生 顾鑫凤

青少年的食品营养和健康工作始终牵

动人心。近日，教育部联合国家卫生健康委

等 四 部 门 印 发《营 养 与 健 康 学 校 建 设 指

南》，指南明确，“不得在校内设置小卖部、

超市等食品经营场所”。虽然指南不具有强

制性，但依然引发了公众对于校园内食品

健康和安全的关注。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

查中心通过问卷网（wenjuan.com），于近日

对 1535 名 受 访 者 进 行 的 专 项 调 查 显 示 ，

97.2%的受访者感觉现在青少年吃不健康

食品的现象普遍，83.5%的受访学生家长希

望禁止各种不健康食品进校园。

97.2% 的 受 访 者 感 觉 现
在 青 少 年 吃 不 健 康 食 品 的 现
象普遍

李丹是湖北荆州一名小学生的母亲。

她感觉，现在孩子不健康食品吃得都挺多

的。“家长都宠孩子，孩子要什么吃的肯定

都会买，而且孩子自己也有不少零花钱”。

在北京从事销售工作的王华（化名），

儿子正在上初一。王华家在一所中学附近。

放学时间，她经常能看见这些初高中的孩

子，三五成群，在学校不远处的小超市买了

饮料之类，边喝边结伴回家。“我看他们手

里拿的饮料，很少有矿泉水，大多是奶茶和

碳酸饮料。这么大的孩子都有零花钱了，同

学一起买，家长确实也没啥办法”。

调查显示，97.2%的受访者感觉现在青

少年吃不健康食品的现象普遍。

吕道贤是云南省昭通市昭阳区龙泉中

心学校分管安全卫生工作的副校长。据她

观察，学生吃不健康食品的现象很普遍。她

所在的学校，小卖部只出售学习用品和矿

泉水，不售卖不健康食品，但没办法完全禁

止学生将不健康食品带进校园。“校园外小

卖部出售的食品我们没办法管控，学生也

很容易接触到”。

调查中，85.7%的受访者觉得青少年吃

的不健康食品主要来自青少年校外购买，

39.5%的受访者认为主要来自青少年校内购

买，29.5%的受访者认为主要来自家人购买。

湖北十堰的刘仁学，目前外孙女正在

读小学。他感觉，外孙女不健康食品吃得不

算多。但他也坦言，有时候接孩子路过学校

门 口 小 卖 部 ，孩 子 会 主 动 要 ，自 己 心 疼 孩

子，时不时会给她买一次。

李丹认为，孩子自己肯定是没办法把

控食品安全的，年纪小的孩子买零食就看

个样子、香味。她会教女儿看生产日期等相

关信息，尤其在小卖部小超市买零食，更要

多注意一下。

83.5% 的 受 访 学 生 家 长
希 望 禁 止 各 种 不 健 康 食 品 进
校园

尽管只有 39.5%的受访者感觉青少年

吃的不健康食品主要来自校内购买，但受

访者依然认为，保障青少年的食品营养和

健康，校园是重要的一环。调查中，74.9%的

受访者希望禁止各种不健康食品进校园，

在身份为学生家长的受访者中，这一比例

更高，为 83.5%。

卢晓涵是河北省廊坊九中的一名初二

学生，她明确反对各种不健康食品进校园。

“不健康食品对于我们这个年龄诱惑力还

是蛮大的，还容易影响听课。”

在 海 南 省 冲 坡 中 学 读 初 二 的 张 晓 蕾

（化名），也不希望不健康食品进校园，因为

确实存在很大的“健康隐患”。

王华觉得，应该坚决杜绝不健康食品

进入校园。虽然家里很注意，但如果孩子在

校内吃了其他孩子带去的不健康食品，感

觉有滋有味，之后肯定也会想吃。对这个年

龄的孩子，同伴的影响要比家长大。

吕道贤坚决赞成禁止各种不健康食品

进校园。“我们学校给学生提供营养餐，学

生中午不回家，有老师监管。为了防止食物

中毒，难以追溯食物源头，我们是不允许不

健康食品进校园的”。

79.9% 受 访 者 建 议 提 高
食堂饭菜质量

对于推动学生营养与健康工作，受访

者有什么建议？调查显示，79.9%的受访者

建议提高食堂饭菜质量，丰富品种，76.4%
的受访者建议学校严格把关校内小卖部或

超市售卖的食品。

王 华 希 望 学 校 进 一 步 改 善 食 堂 的 伙

食。她的儿子目前上初中，早饭和中饭都在

学校吃，“孩子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容易饿。

如果食堂味道和营养都能兼顾，孩子愿意

吃，吃得多吃得饱，自然就会少吃零食。但

目前看，能做到这一点的学校食堂还不是

那么多”。

吕道贤校长也认为，在校内，食堂在学

生的餐饮方面可以替代小卖部，她所在学

校的食堂，营养餐能够满足学生吃饱吃好

吃健康。

但接受采访的两名中学生则有不同的

看法。

卢晓涵认为，食堂主要还是供应饭菜，

是主食。小卖部更多是售卖零食。两者不可

替代。

张晓蕾也感觉，食堂不能完全替代小

卖部的功能，因为食堂的开放有时间限制，

不是随时都能买到的。

此外，48.0%的受访者建议给学生进行

课间加餐，43.8%的受访者期待开设营养健

康相关课程，36.7%的受访者认为要禁止学

生自带零食进入校园。

李丹建议，学校和家庭都要从小就教

给孩子饮食均衡和食品安全方面的知识。

同时，如果学校允许，很多家长会愿意自己

给孩子准备健康食品。

对于搞好学生营养与健康工作，吕道贤

认为，不单是吃的问题。她认为，在学生吃好

吃饱的基础上，还要科学布置作业，保证学

生的充足睡眠。开足开齐体育课，开展丰富

多彩的大课间活动。在她看来，要真正做到

促进学生营养与健康，必须多部门联动，加

大校园周边环境整治，还给学生一片净土。

参与调查的受访者中，77.9%是学生

家长。

83.5%受访家长期待禁止不健康食品进校园
97.2%受访者感觉现在青少年吃不健康食品现象普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