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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应急避难场所指示牌
无箭头无说明，不知“指”何方

在走访过程中记者发现，对于居民区的避
难场所，不少市民称并不清楚。“我知道地震了
要往空旷的地方跑，也好像见过写着应急避难
场所的牌子，可具体指的是哪个地方，我不是很
清楚，牌子上也没有写明具体的地点啊。”家住
博雅路的市民符女士说。

还有部分市民称，完全不知道自家附近有
哪些应急避难场所。府城社区居民杨女士说：

“我家附近一个路口就有一个标识牌，但上面并
没有写明距离。我也在附近看到了一块空地，
但平时那里都停满了车。”

凤翔社区居民符先生告诉记者，他之前听
过一个防震减灾的公益讲座，所以知道社区的
篮球场属于应急避难场所，“至于社区的其他应
急避难场所，我就不是很清楚了。应该就是一
般的学校的操场、还有广场公园和一些比较空
旷的地方吧。”

本报讯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10月12日22时55分在广西玉林市北流
市（北纬22.18度，东经110.51度）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此次地震的
震中位于广西、广东交界处，因此广东多地有震感，海口部分地区也有震感。

据海甸岛附近居民反映，有感觉到轻微晃动。昨日，记者从海南省地震局办
公室主任江民英处了解到，此次地震为5.2级，震中距离海口约245千米。江民英
表示，由于距离较远，发生在玉林北流市的地震对海南的影响不大。 记者林文星

广西玉林北流市12日晚发生5.2级地震

海口部分地区有震感
省地震局：震中距海口较远，影响不大

本报讯“昨天晚上10点57分左右，我躺在床上准备睡觉，突然感觉床晃了几下。我赶紧问室友是不
是地震了，她说不知道。”家住海口解放西路附近的市民杨女士昨日回忆道，“紧接着，我手机接到地震消息
的推送，称广西玉林市北流市发生5.2级地震，我这才确信刚刚就是地震了。”

那么，如果发生地震，城区内市民应该往哪里疏散？海口市应急管理局的工作人员表示，如果发生地
震，市民可就近选择空旷地疏散避难。据介绍，海口市四个区、各镇街利用学校、社区、公园等空旷地区建
立地震应急避难场所，截至2019年8月29日，共计约174个。下一步，海口市将继续充分利用广场、绿地
等空旷地带，因地制宜地推进疏散场地建设，一旦发生地震，可给市民提供临时安全的场所。

记者了解到，我省历年来在加强应急体系建设中，都有关于设立应急避难场所的项目。例如，海口市
万绿园、博桂社区、凤翔社区等应急避难场所。本报记者走访后发现，虽然应急避难场所就在身边，但很多
市民却对这些“特殊”的场所不甚了解。 见习记者符小霞实习记者吴佳穗记者罗晓宁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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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区的应急避难场所一般
选在学校，因为在居民区专门开辟出
一片空地设避难场所有点不现实，所
以只能因地制宜地利用学校操场作
为应急避难场所。”海口市琼山区滨
江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陈道锦介绍，
该辖区一共设有3个应急避难场所，
第一个位于博雅上路1号附近一块
1500平米的空地，毗邻博雅上村、桂
雅园、下坎东路；第二个位于博雅上
路58-1号的海南服装工艺美术学
校内；第三个位于博雅上路156号的
海口市知行实验学校。

“这三个应急避难场所均选取

道路交通便捷、场地宽广的地区。
第一个应急避难场所可容纳1000
多人，一旦发生灾情，可利用社区内
救灾物资进行救援；第二个避难场
所也是居民熟知的地方，学校操场
可容纳600多人；第三个避难场所
操场300多平方米，可容纳600多
人。”陈道锦介绍，博桂社区一楼仓
库内储备着大量救灾物资，以备应
急之需。

记者走访时还注意到，博桂社
区还在宣传栏上详细介绍了关于应
急避难场所的具体位置、应急措施、
自救方式等。

如果地震了
该往哪里躲

海口城区有174个应急避难场所，你知道在哪吗？
不少市民称看到过指示牌，却不知具体“指”何方

居民区应急避难场所
一般设在居民熟知的地方或学校内

目前，海口市只有一个按照国
家II类标准建设的地震应急避难场
所，那就是万绿园地震应急避难场
所。该避难场所配备应急供水设施、
应急供电设施、应急排污设施、应急
厕所、应急通道、应急标志、应急指挥
广播等设施，可容纳4.6万人，可安置
受助人员10天至30天。

记者来到海口市滨海大道，在距
离万绿园500米处就看到了应急避
难场所的标志牌。记者跟随万绿园
综合科科长林志明来到物业管理楼
的安保指挥处看到，该处设有广播、
图像监控、有线通信等应急管理设
备，监控设备覆盖园内应急避难处，
可清晰看见园内应急避难场所的具
体情况。

记者在万绿园走访时，随处可

见应急避难场所的指示牌。“在万绿
园里，以应急灯为基点，它的周围都
属于避难点。一旦灾难来临，灯底下
的草坪可掀开，在预先设置的孔桩上
插上支杆撑起帐篷，就成了地震应急
避难场所。”工作人员李先生介绍。

“是不是海口所有公园都可以
作为地震应急避难场所？”部分市民
提出疑问。

为此，记者走访了凤翔湿地公
园，并未发现设有“应急避难场所”的
标志牌。“该公园仍在建设中，目前无
法作为应急避难场所使用，至于未来
的规划，需要看相关部门的指示。”该
公园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海口市人民公园负责人韩主任
介绍，“因为海口公园树木较多，目前
无法当做应急避难场所使用。”

公园应急避难场所
目前海口只有一个国家II类地震应急避难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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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继续利用空地推进应急
避难场所建设

“海口市四个区、各镇街，利用学校、社区、
公园、广场等空旷地区建立地震应急疏散场所
共计约174个。其中，秀英区57个，美兰区80
个，龙华区32个，琼山区5个，具体避难场所面
积总数及可供避难人数正在统计中。下一步，
海口市将继续充分利用广场、绿地、公园、学校
等空旷地带，因地制宜地推进疏散场地建设，以
便发生地震时给市民提供临时安全居住地。”海
口市应急管理局的工作人员介绍，海口市共有3
所国家级防震减灾科普示范学校，分别是琼山
五小、琼山三小、美安小学；4个国家地震安全综
合示范社区凤翔社区、万绿园社区、博桂社区、
镇海社区；8个省级地震安全综合示范社区和
11所省级防震减灾科普示范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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