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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加州州长应急服务办公室 (Cal OES) 及其服务与支持需求办公室 (OAFN) 与社区利益相关

者密切合作，在加州应急管理系统中识别并整合了全体加州有服务和支持需求（AFN）

民众的需求。 

“服务和支持需求”（access and functional needs）一词，指的是有身体、智力或发育障碍、

患有慢性疾病、受伤、英语水平有限或不讲英语的个人；老年人；儿童；在机构环境中生

活的人，或低收入、无家可归、怀孕或交通不便者，包括但不限于依赖公共交通人士和孕

妇。 

一直以来，地方应急行动计划(Emergency Operations Plans, 即 EOPs)未曾充分考虑过与服

务和支持需求相关的因素。有服务和支持需求的个人受到的灾难影响尤为严重，再加上缺

乏综合计划导致的漏洞，给整个社会造成了巨大的生命损失，加剧了这些人士的苦难。其

中，最大的漏洞是总体上很少考虑有服务和支持需求的个人在灾前、灾中和灾后所面临的

紧急疏散具体问题。为弥补这些漏洞，加州颁布法律，要求各辖区在制定各自的 EOP
（包括疏散计划）时，全程充分考虑服务和支持需求。 

本文件旨在为地方辖区提供指导、最佳做法和信息资源，以便地方辖区完善其计划，灾难

发生时能够成功疏散有服务和支持需求的个人。本文件包含一些各辖区可使用的工具，用

以与交通服务提供方等合作伙伴合作组织社区全体成员（包括有服务和支持需求的个人）

进行综合疏散。 

最后，本文汇编了一些资源，有服务和支持需求的个人可利用这些资源制定个人疏散计划，

在灾前和灾中保障自身的安全、平安和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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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目前，自然灾害和人为灾难变得愈加频繁、愈加深远和愈加广泛。因此，保护全体社会成

员的生命、安全和财产也越来越复杂。各辖区必须采用包容性的综合计划来增强社区的抗

灾能力，以筹划并应对复杂形势。要做到这一点，需要社区全体成员精诚合作。同样至关

重要的是，个人要勇担责任、积极主动制定个人计划，提高自己的防灾能力。 

当应急管理人员能与社区成员合作，增强集体效能、提高灾害期间的抗灾能力时，每个人

（包括有服务和支持需求的个人）的防灾准备都将更充分。 

本文件重点介绍紧急事件发生前、中、后期，各辖区和个人为顺利开展疏散行动而应执行

的包容性做法和程序。 

简介  

目的 

本文件旨在帮助地方辖区和有服务和支持需求的个人制定有利于整个社区的全面、包容的

紧急疏散计划。 

背景 

各辖区的疏散计划和制度历来是由具有行走和跑动能力的人士制定，并为他们而服务。制

定计划时，通常没有考虑到行动不便或有其他服务和支持需求的人人士。缺乏包容性的计

划，会使得许多辖区在组织全社区进行紧急疏散时存在重大漏洞。因此，要制定包容性强

的、组织成功的疏散行动，必须了解有服务和支持需求群体的需求，并与他们一起制定计

划。 

残障人士融合法令 

1973 年《康复法案》（The Rehabilitation Act of 1973）和 1990 年《美国残障人士法案》（

the Americans with Disabilities Act，ADA）明确要求残障人士平等享有各项权利，包括但

不限于参与联邦、州或地方政府开展或资助的项目和活动。包容性疏散计划需根据权利平

等的要求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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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对 ADA 进行诠释，要求各辖区： 

• 使有服务和支持需求的利益相关者参与应急管理规划过程 
• 制定停电、地震和山火火灾的应急计划时，充分考虑有服务和支持需求个人的需求 
• 使用无障碍报警策略 
• 提供无障碍紧急疏散交通资源 

加州议会第 2311 号法案（Brown, Chapter 520, Statutes of 2016）颁布了《加州政府法典》

第 8593.3 条，要求各辖区下一次更新其 EOP 时，需在每一环节（包括疏散/交通环节）中

考虑与服务和支持需求相关的因素。 

加州议会第 477 号法案（Cervantes, Chapter 218, Statutes of 2019）对《加州政府法典》第 
8593.3 条进行了修订，要求各辖区在下一次定期更新其 EOP 时，邀请有服务和支持需求

人群的代表参与其中，确保各县与社区一同进行规划，而不是为社区制定计划。这意味着

有服务和支持需求的个人将全程参与计划制定过程。 

第 2311 号议会法案和第 477 号议会法案的总体目标是，确保应急管理人员和计划制定人

员制定 EOP 时能够全面充分考虑全社区、利益相关者和合作伙伴，以便在灾前、灾中和

灾后满足服务和支持需求。 

第 1 章：制定包容性计划的最佳做法 

各辖区应与整个社区的利益相关者密切合作，制定疏散计划。Cal OES 建议各辖区成立正

式的服务与支持需求 (AFN) 咨询委员会，其成员包括附属于非政府机构的全体社区代表、

为有服务和支持需求的个人提供服务的社区组织 (CBO)、残障人士组织、社区倡导者以及

有服务和支持需求经验的人士。遵循包容性计划制定流程，可确保各辖区是与社区一同进

行规划，而不是为社区制定计划，从而制定出更完善的计划，获得利益相关者的认可。 

AFN 咨询委员会参与计划制定过程  

各辖区应邀请AFN咨询委员会参与计划制定全过程，而不是仅

参与最后的审查评议环节。在整个计划制定过程中，要花时间

阐释想法、寻求合作并征求重要反馈意见，从而为整个社区制

定出更完善的计划。 

包容性计划的其他益处包括： 

各辖区应使其 AFN 咨
询委员会参与疏散计

划制定的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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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轻灾前、灾中和灾后的生命损失和苦难 
• 更加了解辖区的动态变化和人口数据 
• 增强社区在整个灾难周期中的援灾能力 
• 在应急管理人员和社区之间建立信任 
• 推动个人做好更充分的防灾准备 

如果疏散计划考虑并采纳了服务对象和组织的意见、建议和反馈，利益相关者便能更有可

能接受并执行该计划。包容性计划制定过程还有助于建立联系和行动模式，这将在紧急情

况下发挥其作用。 

疏散行动中的信息传播工作  

计划  

作为疏散计划的一环，社区内的应急管理人员、服务提供者和个人需了解已制定的疏散流

程，确保灾难期间疏散时能获得无障碍交通资源。疏散流程必须明确、一致，应在整个应

急行动中心（Emergency Operations Center, EOC）、社区和合作伙伴中广泛传播。 

传播计划应确保能够迅速一致地传递疏散相关的有效信息。 

各辖区应利用 AFN 咨询委员会来推广、强化并批准传播、疏散和交通运输策略。 

各辖区在灾前和灾中扩散、执行其疏散计划、提供相关疏散信息时，需采取可采取的一切

信息传递和传播方式。 

传播疏散计划 

为确保社区知晓获取交通资源的方式，各辖区应采用多种可用的传播方式，包括： 

• 社交媒体内容 
• 应急警报、警告和通知 
• 新闻发布会  
• 市民大会 
• 数字广告牌/信息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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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确保整个社区都能够知悉并利用辖区发布的疏散信息，传播信息时需考虑以下可及性因

素： 

• 美国手语 (American Sign Language, ASL)  
• 平实、清晰、简洁的语言  
• 多种语言 
• 遵守《康复法案》第 508 条的规定 
• 替代文本、色彩对比、阅读顺序和标题 
• 考虑无障碍图形设计和布局 

灾难登记册

部分辖区会围绕当地的灾难登记册来制定疏散计划。灾难自愿

登记册的概念很简单——就是一份在紧急情况下需要额外支持

的人员名单，灾难来临时，政府可凭借这份名单提供援助。然

而值得注意的是，登记册往往会给已登记人员带来安全感错觉；

他们会认为，既然自己在名单上，那么紧急事件发生时就会获

得额外的资源或优先救援服务。这种错误的假设十分危险，会

导致个人防灾能力的整体下降。  

登记册往往会给已登记

人员带来 信任错觉 ，

让他们以为，只要自己

在名单上，那么紧急事

件发生时就会获得额外

的资源或优先救援服

务。 

 

为消除这些误解，地方政府应明确指出，灾难往往会使应急资源不堪重负，已登记人员可

能在数小时或数天之内都得不到帮助或援助（如有）。 

登记册并不是紧急情况下的物质资源调度手段。登记册是用来电话通知或亲自造访已登记

人员，为其提供灾难相关信息的工具。因此，已登记人员应持续做好个人和家庭的防灾准

备。 

即便辖区已建立灾难登记册，也绝不能因为建立了登记册就认为辖区的疏散计划已十分完

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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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 AFN 因素的交通运输和疏散行动 

在大规模疏散行动中，要满足有服务和支持需求个人的交通需

求，就需要提前进行周密规划。各辖区必须认识到，并非社区

中的每个人都拥有可用和/或可靠的交通工具，许多人都需要借

助交通资源才能抵达安全区域。各辖区应在整个计划制定过程

中充分考虑这些现实因素。  

各辖区需与当地的

各个服务提供方签

订 合同。 

 

各辖区必须提前制定疏散计划，以便成功将有服务和支持需求的个人从其家中、公寓、学

校、社区、医疗或护理机构疏散出来。虽然许多设施都有自己的疏散计划，但辖区仍有责

任确保每个人均能获得紧急疏散交通资源。各辖区还应解决部分社区公共交通选择有限的

问题，调查残障人士及有服务和支持需求的个人获取无障碍交通资源的方式问题。 

确定交通资源 

灾难发生时，许多人都需要紧急交通服务才能安全疏散。为确保能够及时提供紧急交通服

务，各辖区应与当地的每个服务提供方（包括辅助交通机构）签订合同。 

大规模灾难发生时，在特定地区内，需要紧急疏散援助的人数很可能会超过可用的交通资

源数。为解决这一问题、建设超负荷运输能力，各辖区还应与周边地区的交通服务提供方

签订协议，以便在需要时使用其资源。 

非营利组织、社区组织和辖区 AFN 咨询委员会的成员能够协助应急规划人员确定指定区

域内可用的交通资源（例如，辅助交通、社区合作伙伴车辆、班车、公共汽车等）。社区

合作伙伴还能够确定交通资源的整合获取策略，以便紧急疏散时实施。 

确定交通服务提供方 

在确定潜在的交通服务合作方时，各辖区应具有创新意识，跳出传统资源的局限。潜在的

交通服务合作伙伴有： 

酒店接驳服务 成人日间健康服务

中心 (ADHC) 旅游公司 医疗保健中心 

游乐园 地区老龄事务机构 老年活动中心 学区交通系统 

娱乐中心 机场接驳巴士 机场租赁汽车 残障服务提供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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赌场班车 独立生活中心 区域中心 出租车服务 

旅游巴士公司 县游乐场班车 私人拼车公司 教堂/宗教机构 

与交通服务提供方签订合同 

辖区内合同 

与辖区内的交通服务提供方签订合同，十分重要。签订合同是成功疏散的关键，合同应涵

盖以下内容： 

• 角色/职责 - 明确界定角色（例如，由谁提供疏散援助） 
• 启动计划 - 确定何时启动、由谁启动、启动谁 
• 资产 - 确定可用资产的数量和类型 
• 响应时间 - 估算响应所需时间 
• 责任 - 确定责任保险范围及生效方式 

合同应明确规定，有需要时将以类似出租车服务的方式全天候（24/7：一周 7 天，一天 24
小时）提供紧急疏散服务，用户无需支付任何费用；明确规定，资源将包括无障碍交通运

输资产。 

各辖区应在应急行动中心留存一份所有交通运输/疏散合同的清单。 

与周边辖区签订合同  

大范围疏散时，某单一辖区内的交通运输资源可能无法

疏散完全部需要援助的人。为建立超负荷交通运输能

力，各辖区在进行疏散规划时，应与周边辖区的交通服

务提供商和供应商签订合同。  

为确保服务连续性，计划制定者应确保有一个以上的供

应商提供交通运输和疏散服务。此举将有助于在大规模疏散中调用更多无障碍交通资源。 

辖区计划是全面成功疏散的关键。个人防灾准备也十分重要，因为在灾难发生前采取必要

的预防措施将有助于个人制定策略并获取资源，从而在政府援助延迟或无法获得政府援助

时最大限度地提高生存能力。 

各社区应与周边辖区的交通

服务提供商签订合同，以保

障大范围疏散时所需的超负

荷交通运输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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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章节将为有服务和支持需求的个人提供一些建议，以进一步完善其个人防灾计划。 

 

第 2 章：为有服务和支持需求的人士制定个人计划 

一个人明天能否在紧急情况下成功撤离，取决于其今天所做的计划和准备。本章节提供了

一些建议，有服务和支持需求的个人可用来为紧急疏散做准备。 

了解您所在地区/区域的紧急事件类型 

了解您所在地区可能会发生的紧急事件类型十分重要。请根据个人情况调整这些信息并尽

一切努力遵循官方指示。最重要的是，要保持冷静、有耐心、三思而后行。完成这些简单

的准备工作后，您就可以在紧急事件或灾难发生时做好撤离准备。 

获取紧急事件警报 

紧急事件发生时，您需要尽可能多地获取信息，了解何事即将发生、何时疏散和疏散目的

地。请利用以下资源获取重要警报和安全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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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信息：  

 访问 CalAlerts.org，注册账号，免费获取紧急事件警报 

 拨打 2-1-1 或类似的通知热线获取重要紧急事件信息 

 观看或收听当地新闻，了解紧急事件的相关报道 

 查找您所在县的应急无线电系统的名称和频道 

 在线或通过社交媒体关注当地的应急管理、消防和执法机构 

 在线资源： 

 在 MyShake 应用程序中注册账号，获取地震警报和信息 

 News.caloes.ca.gov 提供最新的紧急事件信息，  

 Response.ca.gov 提供当前山火、停电、避难所和道路封闭等的相关信息 

 Ready.gov 为个人和家庭提供安全信息 

制定计划 

想一想紧急情况下能够帮助您安全撤离的人（如家人、邻居、朋友或护理人员）。 

列出联系人名单 

• 列出联系人名单，包括朋友、家人、同事、邻居或其他能够帮助您撤离的人 
• 与您的社会支持网络讨论您的灾难应急计划，并酌情让他们参与您的疏散计划制定

过程 
• 写下当地无障碍交通服务提供方的电话号码和网址 
• 询问学校有关父母与子女团聚的计划   
• 确保您的社会支持网络知晓您的疏散目的地 
• 规划多个疏散目的地，因为您的会合地点可能需要因灾难情况而变 

制定计划时，需要超出直接社会支持网络范围 

• 如果您在诊所或医院接受常规治疗，请了解您服务提供方的紧急疏散计划 
• 确定紧急事件或灾难发生后您可能疏散前往的地区的后备服务提供方 

http://www.calalerts.org/
https://news.caloes.ca.gov/
http://www.ready.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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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疏散 

• 现在就思考在灾难期间撤离可能会遇到的问题，并制定相应的计划 
• 听从当地政府的指导和指示 
• 如果您需要额外的时间或支持才能撤离，请尽早撤离 
• 请熟悉撤离社区的不同疏散路线 
• 准备一张纸质地图，以防互联网和手机服务中断，若有可用的县疏散规划区域图，

也请携带一张 
• 练习疏散；乘坐您在灾难中会使用的交通工具，让您社会支持网络中的人也参与此

练习 
• 如果您没有自己的私人交通工具，请确定好当地的交通运输机构/提供方 
• 准备一个装有所需物资的应急包 

为您的服务性动物和宠物考虑 

• 为您的服务性动物和宠物制定计划 
• 切记，于您最有利的方案通常也最对您的动物最有利 
• 谨记，紧急避难所允许服务性动物入内 

 

其他关键计划措施： 

 救援人员将采取一切措施确保您和您的社会支持系统（如家人、服务性动物、

私人护理员或您的辅助技术设备和物资）待在一起 

 与当地服务机构、公共交通或辅助交通机构合作，确定所有无障碍交通资源 

 了解您的住所、营业场所、学校、社区、城市或地区的疏散路线，并在灾难发

生前走一遍，以熟悉这些路线 

 告知您的社会支持网络您的应急物资所在地，考虑给您信任的人进入您住所的

权限 
 如果您在使用透析疗法或其他疗法维持生命，请确定疏散目的地有一个以上相

应设施 

 请确保您的紧急信息标明了与您联系的最佳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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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避难所  

疏散时，请拨打 2-1-1（如可行）、利用 美国红十字会避难所定位器 以及其他当地服务机

构来寻找紧急避难所。在加州，所有由政府修建的避难所均为无障碍设计，可通过程序查

询使用。如果您对寻找避难所还存有疑虑，请谨记： 

• 紧急避难所向所有社区人员开放  
• 加州法律规定，所有公共避难所必须为无障碍避难所 
• 公共避难所允许服务性动物入内 

 

准备应急包 

提前准备 

应急包中应装有您疏散时需要的关键物品。在紧急事件发生前就准备好应急包，如此您就

可以在接到疏散通知后立刻做好准备。您需考虑以下几点： 

• 考虑生存的基本需求，如食物、水、急救用品和工具等 
• 做好独自生存至少三天的计划 
• 考虑准备两个应急包：一个留在住所，必须离家时随身携带另一个重量轻、体积小

的应急包（这套装备应至少可以维持七（7）天） 
• 在任何常去的地方，包括但不限于家、工作场所和/或汽车里，都备一个应急包 

将重要文件装进您的应急包 

• 将重要文件的复本装进应急包，如家庭档案、医疗档案、遗嘱、契约、社会安全号

码、对账单和银行账户信息以及纳税记录等。 
• 携带医疗处方复本、医嘱复本和您使用的辅助设备的制造商/型号和序列号复本 
• 携带身份证件和保险卡的复件 
• 携带地图和联系人名单 
• 携带您的重要联系人名单，以便联系到您关心和关心您的人。 

o 最好将文件装在防水袋中；如果您所依赖的设备或救生装置有操作使用说明，

也请将其装进您的应急包 

https://www.redcross.org/get-help/disaster-relief-and-recovery-services/find-an-open-shelter.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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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携带您个人支持网络中每个人的姓名和电话号码，以及您的医疗和残障服务

提供者的姓名和电话号码 

 

疏散时，请携带一些现金（小面额） 

• 如果停电，信用卡和借记卡读卡机可能无法正常工作，届时您可能无法从自动取款

机中取出现金 

针对失聪或听力障碍者的物品/提示 

• 带有文字显示屏和闪光报警灯的天气收音机 
• 为助听器或人工耳蜗准备备用电池或充电器 
• 安装带有声光警示信号的烟雾报警器 
• 考虑随身携带一份预先打印好的关键短语，例如“I use American Sign Language 

(ASL) and need an ASL interpreter（我使用美国手语 (ASL)，需要 ASL 翻译）”或 “If 
you make an announcement, please write it down for me（若您要发布公告，请帮我写

下来）”。 

针对失明或视力低者的物品/提示 

• 用盲文标签或大号字体标记应急物资  

应急包还可以包括： 
  

 定期使用的药物或医疗物资，至少一周或尽可能多的用量 
 医疗警示标签或手链，或您的残障和支持需求的书面说明，以防您在紧急情况

下无法描述情况  
 医疗保险卡、Medicare/Medicaid 卡、医生联系信息、过敏史和疾病史 
 备用眼镜；任何您使用的视觉辅助设备的备用品  
 助听器的备用电池；如果您有助听器（或您有助听器保险），可携带备用助听

器  
 如果您在交流沟通方面存在残障问题，请确保您的应急信息说明了与您沟通的

最佳方式；即使您自己不使用电脑，也可以考虑将重要信息放入便携式 U 盘

中，以便疏散时携带 
 电动轮椅或其他电池驱动的医疗/辅助技术设备的电池充电器  
 您的服务性动物的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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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您的紧急疏散信息清单保存在U盘上，或制作成音频文件并将其保存在安全的地

方 
• 在应急包中备好通讯设备 
• 携带额外的眼镜或放大镜  
• 出于对您的服务性动物或宠物的考虑，请做好食物、水和物资计划 
• 如果您使用拐杖，请在工作场所、家、学校等处准备备用拐杖。 

针对言语障碍者的物品/提示 

• 携带一张说明卡片（包括印有短语和/或象形图的压膜卡），在您的设备或辅助设

备无法正常工作时，可说明您需要的沟通方式 
• 携带辅助设备的型号信息 
• 携带纸笔或白板和记号笔 

针对行动不便者的物品/提示 

• 如果您使用电动轮椅或需要定期充电的假肢，请携带充电线 
• 为爆胎准备一个补胎包或密封胶和便携式气泵等其他必要工具 
• 携带额外的行动设备，例如，需要时可携带拐杖或助行器 

针对感官障碍者的物品/提示 

• 携带一个可看电影或玩游戏的电子设备 
• 携带耳机，以降低听觉干扰 
• 携带一副深色眼镜，以辅助视觉刺激 
• 携带可用于缓解焦虑的物品，如指尖玩具、可咀嚼的饰品、压力球或泡泡，帮助分

散注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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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发育障碍者的物品/提示 

• 保证手持设备满电，并且载有视频和各种活动 
• 考虑携带一副降噪耳机，以降低听觉刺激 
• 确定在灾难中可以信赖的盟友 
• 将您的计划付诸实践，以提升信心和安全感 

针对需要药物治疗者的物品/提示 

• 尽量准备至少一周的处方药药量 
• 携带一份所有药物、剂量和过敏症的清单 
• 携带一份您的医疗信息复本，包括处方和处方医生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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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语 

疏散成功不会自动发生。各辖区应努力制定包容性疏散计划和政策，满足全社区的需求、

提升抗灾能力、强化防灾能力。让有服务和支持需求的利益相关者参与疏散计划制定的全

过程，是制定成功的疏散计划的必由之路。 

各辖区要进行周密、协调、包容的规划，才能确保整个社区都能收到并处理疏散信息、获

取无障碍交通服务并安全撤离工作场所、学校和生活场所。 

疏散计划应负责迅速、一致地提供有效的疏散信息。应采取各种有效方式向整个社区传播

疏散计划的基本要素。各辖区应努力确保每个人都能获得紧急疏散交通资源。 

进行大规模疏散时，牢记与当地及周边辖区的交通服务提供方签订的合同十分重要，有助

于保障紧急交通资源、及时提供疏散服务。 

有服务和支持需求的个人应优先考虑做好个人防灾准备，以提高成功撤离的可能性。个人

防灾准备有助于减轻灾难对个人、家庭和社区的影响，有助于最大限度地控制局势。 

成功的疏散计划需要整个社区一同努力。让合作伙伴参与进来，分享其生活经验，最终会

创造出更完善、更具文化能力的计划。 

各辖区应让社区参与规划、应对不断变化的需求、预测新问题并从以往的灾难中吸取经验

教训，不断完善其疏散计划。此举或将拯救和改变全体加州民众的生命和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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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 交通运输协议清单 

在与县内外交通服务提供方签订合同时，各辖区应注意以下几点： 

交通运输协议清单  

应确保协议每一行右侧的每个方框均可勾选，以作出肯定答复。 

如以下情况适用，

则请在方框中打勾 

目标 签订该协议后，有服务或支持需求的个人是否

能够平等地获取计划和服务？ ☐ 

工作范围 
该协议是否为有服务和支持需求的个人提供往

返紧急避难所、避暑中心等地的无障碍交通服

务？ 

☐ 
 

履行期限/时间 该协议是否概述了提供服务的条件和服务的开

始/结束时间？ ☐ 

项目代表 该协议是否详细说明了辖区和供应商的全天候

（24/7）项目代表？ ☐ 

预算金额 该协议是否明确规定了项目金额？ ☐ 

服务任务/程序 
 

该协议是否写明具体服务以及开展或申请这些

服务的程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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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商职责 
该协议是否列出供应商在疏散前、中、后期应

负责的事项（如车辆/坡道维护、许可证、服务

记录）？ 
☐ 

与司机分享协议 在疏散前、中、后期，辅助交通司机是否了解

该协议规定的责任？ ☐ 

辖区职责 
该协议是否概述了辖区在疏散前、中和后期应

负责的事项（如提供信息、通信服务、设

备）？ 
☐ 

免费 被疏散人员可以免费获取服务吗？ ☐ 

24/7 服务 在没有给撤离人员大量准备时间的情况下，可

否全天候提供服务？ ☐ 

电话号码 是否有一个有效的电话号码为被疏散人员全天

候按需提供交通运输服务？ ☐ 

宣传服务 
该协议是否概述了负责传播这些服务信息的人

以及传播方式（例如，提供信息并帮助获取交

通服务的有效无障碍网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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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首字母缩写词和缩略语 

AB 议会法案（Assembly Bill） 

ADA 美国残障人士法案（Americans with Disabilities Act） 

ADHC 成人日间健康服务中心（Adult Day Health Care） 

AFN 服务与支持需求（Access and Functional Needs） 

ASL 美国手语（American Sign Language） 

CALIF 独立免费乐活社区（Communities Actively Living Independent and Free） 

Cal OES 加州州长应急服务办公室（California Governor’s Office of Emergency 
Services） 

CBOs 社区组织（Community-Based Organizations） 

CFILC 加州独立生活中心基金会  (California Foundation for Independent Living 
Centers) 

DRC 加州残障权益会(Disability Rights California) 

EOC 应急行动中心（Emergency Operations Center） 

EOP 应急行动计划 (Emergency Operations Plans) 

IC 事故指挥官（Incident Commander） 

OA 业务区域（Operational Area） 

OAFN 服务与支持需求办公室（Office of Access and Functional Needs） 

SCDD 加州发育障碍委员会 (State Council on Developmental Disabil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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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42572176]引言 

加州州长应急服务办公室 (Cal OES) 及其服务与支持需求办公室 (OAFN) 与社区利益相关者密切合作，在加州应急管理系统中识别并整合了全体加州有服务和支持需求（AFN）民众的需求。

“服务和支持需求”（access and functional needs）一词，指的是有身体、智力或发育障碍、患有慢性疾病、受伤、英语水平有限或不讲英语的个人；老年人；儿童；在机构环境中生活的人，或低收入、无家可归、怀孕或交通不便者，包括但不限于依赖公共交通人士和孕妇。

一直以来，地方应急行动计划(Emergency Operations Plans, 即EOPs)未曾充分考虑过与服务和支持需求相关的因素。有服务和支持需求的个人受到的灾难影响尤为严重，再加上缺乏综合计划导致的漏洞，给整个社会造成了巨大的生命损失，加剧了这些人士的苦难。其中，最大的漏洞是总体上很少考虑有服务和支持需求的个人在灾前、灾中和灾后所面临的紧急疏散具体问题。为弥补这些漏洞，加州颁布法律，要求各辖区在制定各自的EOP（包括疏散计划）时，全程充分考虑服务和支持需求。

本文件旨在为地方辖区提供指导、最佳做法和信息资源，以便地方辖区完善其计划，灾难发生时能够成功疏散有服务和支持需求的个人。本文件包含一些各辖区可使用的工具，用以与交通服务提供方等合作伙伴合作组织社区全体成员（包括有服务和支持需求的个人）进行综合疏散。

最后，本文汇编了一些资源，有服务和支持需求的个人可利用这些资源制定个人疏散计划，在灾前和灾中保障自身的安全、平安和健康。




[bookmark: _Toc142572177]序言

目前，自然灾害和人为灾难变得愈加频繁、愈加深远和愈加广泛。因此，保护全体社会成员的生命、安全和财产也越来越复杂。各辖区必须采用包容性的综合计划来增强社区的抗灾能力，以筹划并应对复杂形势。要做到这一点，需要社区全体成员精诚合作。同样至关重要的是，个人要勇担责任、积极主动制定个人计划，提高自己的防灾能力。

当应急管理人员能与社区成员合作，增强集体效能、提高灾害期间的抗灾能力时，每个人（包括有服务和支持需求的个人）的防灾准备都将更充分。

本文件重点介绍紧急事件发生前、中、后期，各辖区和个人为顺利开展疏散行动而应执行的包容性做法和程序。

[bookmark: _Toc142572178]简介 

[bookmark: _Toc142572179]目的

本文件旨在帮助地方辖区和有服务和支持需求的个人制定有利于整个社区的全面、包容的紧急疏散计划。

[bookmark: _Toc142572180]背景

各辖区的疏散计划和制度历来是由具有行走和跑动能力的人士制定，并为他们而服务。制定计划时，通常没有考虑到行动不便或有其他服务和支持需求的人人士。缺乏包容性的计划，会使得许多辖区在组织全社区进行紧急疏散时存在重大漏洞。因此，要制定包容性强的、组织成功的疏散行动，必须了解有服务和支持需求群体的需求，并与他们一起制定计划。

[bookmark: _Toc142572181]残障人士融合法令

1973 年《康复法案》（The Rehabilitation Act of 1973）和 1990 年《美国残障人士法案》（the Americans with Disabilities Act，ADA）明确要求残障人士平等享有各项权利，包括但不限于参与联邦、州或地方政府开展或资助的项目和活动。包容性疏散计划需根据权利平等的要求进行调整。

法院对ADA进行诠释，要求各辖区：

使有服务和支持需求的利益相关者参与应急管理规划过程

制定停电、地震和山火火灾的应急计划时，充分考虑有服务和支持需求个人的需求

使用无障碍报警策略

提供无障碍紧急疏散交通资源

加州议会第 2311 号法案（Brown, Chapter 520, Statutes of 2016）颁布了《加州政府法典》第 8593.3 条，要求各辖区下一次更新其 EOP 时，需在每一环节（包括疏散/交通环节）中考虑与服务和支持需求相关的因素。

加州议会第 477 号法案（Cervantes, Chapter 218, Statutes of 2019）对《加州政府法典》第 8593.3 条进行了修订，要求各辖区在下一次定期更新其 EOP 时，邀请有服务和支持需求人群的代表参与其中，确保各县与社区一同进行规划，而不是为社区制定计划。这意味着有服务和支持需求的个人将全程参与计划制定过程。

第2311 号议会法案和第 477 号议会法案的总体目标是，确保应急管理人员和计划制定人员制定 EOP 时能够全面充分考虑全社区、利益相关者和合作伙伴，以便在灾前、灾中和灾后满足服务和支持需求。

[bookmark: _Toc142572182]第1章：制定包容性计划的最佳做法

各辖区应与整个社区的利益相关者密切合作，制定疏散计划。Cal OES 建议各辖区成立正式的服务与支持需求 (AFN) 咨询委员会，其成员包括附属于非政府机构的全体社区代表、为有服务和支持需求的个人提供服务的社区组织 (CBO)、残障人士组织、社区倡导者以及有服务和支持需求经验的人士。遵循包容性计划制定流程，可确保各辖区是与社区一同进行规划，而不是为社区制定计划，从而制定出更完善的计划，获得利益相关者的认可。

[bookmark: _Toc122516388][bookmark: _Toc122514569][bookmark: _Toc122513921][bookmark: _Toc122514021][bookmark: _Toc142572183]AFN 咨询委员会参与计划制定过程 

各辖区应邀请AFN咨询委员会参与计划制定全过程，而不是仅参与最后的审查评议环节。在整个计划制定过程中，要花时间阐释想法、寻求合作并征求重要反馈意见，从而为整个社区制定出更完善的计划。各辖区应使其 AFN 咨询委员会参与疏散计划制定的全过程。



包容性计划的其他益处包括：

· 减轻灾前、灾中和灾后的生命损失和苦难

· 更加了解辖区的动态变化和人口数据

· 增强社区在整个灾难周期中的援灾能力

· 在应急管理人员和社区之间建立信任

· 推动个人做好更充分的防灾准备

如果疏散计划考虑并采纳了服务对象和组织的意见、建议和反馈，利益相关者便能更有可能接受并执行该计划。包容性计划制定过程还有助于建立联系和行动模式，这将在紧急情况下发挥其作用。

[bookmark: _Toc142572184]疏散行动中的信息传播工作 

[bookmark: _Toc142572185]计划 

[bookmark: _Toc122514572][bookmark: _Toc122514024][bookmark: _Toc122516391][bookmark: _Toc122513924]作为疏散计划的一环，社区内的应急管理人员、服务提供者和个人需了解已制定的疏散流程，确保灾难期间疏散时能获得无障碍交通资源。疏散流程必须明确、一致，应在整个应急行动中心（Emergency Operations Center, EOC）、社区和合作伙伴中广泛传播。

传播计划应确保能够迅速一致地传递疏散相关的有效信息。

各辖区应利用AFN 咨询委员会来推广、强化并批准传播、疏散和交通运输策略。

各辖区在灾前和灾中扩散、执行其疏散计划、提供相关疏散信息时，需采取可采取的一切信息传递和传播方式。

[bookmark: _Toc142572186]传播疏散计划

为确保社区知晓获取交通资源的方式，各辖区应采用多种可用的传播方式，包括：

· 社交媒体内容

· 应急警报、警告和通知

· 新闻发布会 

· 市民大会

· 数字广告牌/信息标志




为确保整个社区都能够知悉并利用辖区发布的疏散信息，传播信息时需考虑以下可及性因素：

· 美国手语 (American Sign Language, ASL) 

· 平实、清晰、简洁的语言 

· 多种语言

· 遵守《康复法案》第508条的规定

· 替代文本、色彩对比、阅读顺序和标题

· 考虑无障碍图形设计和布局





[bookmark: _Toc142572187]灾难登记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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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辖区会围绕当地的灾难登记册来制定疏散计划。灾难自愿登记册的概念很简单——就是一份在紧急情况下需要额外支持的人员名单，灾难来临时，政府可凭借这份名单提供援助。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登记册往往会给已登记人员带来安全感错觉；他们会认为，既然自己在名单上，那么紧急事件发生时就会获得额外的资源或优先救援服务。这种错误的假设十分危险，会导致个人防灾能力的整体下降。 

登记册往往会给已登记人员带来信任错觉，让他们以为，只要自己在名单上，那么紧急事件发生时就会获得额外的资源或优先救援服务。





为消除这些误解，地方政府应明确指出，灾难往往会使应急资源不堪重负，已登记人员可能在数小时或数天之内都得不到帮助或援助（如有）。

登记册并不是紧急情况下的物质资源调度手段。登记册是用来电话通知或亲自造访已登记人员，为其提供灾难相关信息的工具。因此，已登记人员应持续做好个人和家庭的防灾准备。

即便辖区已建立灾难登记册，也绝不能因为建立了登记册就认为辖区的疏散计划已十分完备。




[bookmark: _Toc142572188]考虑AFN 因素的交通运输和疏散行动



在大规模疏散行动中，要满足有服务和支持需求个人的交通需求，就需要提前进行周密规划。各辖区必须认识到，并非社区中的每个人都拥有可用和/或可靠的交通工具，许多人都需要借助交通资源才能抵达安全区域。各辖区应在整个计划制定过程中充分考虑这些现实因素。 

各辖区需与当地的各个服务提供方签订合同。





各辖区必须提前制定疏散计划，以便成功将有服务和支持需求的个人从其家中、公寓、学校、社区、医疗或护理机构疏散出来。虽然许多设施都有自己的疏散计划，但辖区仍有责任确保每个人均能获得紧急疏散交通资源。各辖区还应解决部分社区公共交通选择有限的问题，调查残障人士及有服务和支持需求的个人获取无障碍交通资源的方式问题。

[bookmark: _Toc142572189]确定交通资源

[bookmark: _Toc122516395]灾难发生时，许多人都需要紧急交通服务才能安全疏散。为确保能够及时提供紧急交通服务，各辖区应与当地的每个服务提供方（包括辅助交通机构）签订合同。

大规模灾难发生时，在特定地区内，需要紧急疏散援助的人数很可能会超过可用的交通资源数。为解决这一问题、建设超负荷运输能力，各辖区还应与周边地区的交通服务提供方签订协议，以便在需要时使用其资源。

非营利组织、社区组织和辖区 AFN 咨询委员会的成员能够协助应急规划人员确定指定区域内可用的交通资源（例如，辅助交通、社区合作伙伴车辆、班车、公共汽车等）。社区合作伙伴还能够确定交通资源的整合获取策略，以便紧急疏散时实施。

[bookmark: _Toc142572190]确定交通服务提供方

在确定潜在的交通服务合作方时，各辖区应具有创新意识，跳出传统资源的局限。潜在的交通服务合作伙伴有：

		酒店接驳服务

		成人日间健康服务中心 (ADHC)

		旅游公司

		医疗保健中心



		游乐园

		地区老龄事务机构

		老年活动中心

		学区交通系统



		娱乐中心

		机场接驳巴士

		机场租赁汽车

		残障服务提供商



		赌场班车

		独立生活中心

		区域中心

		出租车服务



		旅游巴士公司

		县游乐场班车

		私人拼车公司

		教堂/宗教机构





[bookmark: _Toc142572191]与交通服务提供方签订合同

[bookmark: _Toc142572192]辖区内合同

与辖区内的交通服务提供方签订合同，十分重要。签订合同是成功疏散的关键，合同应涵盖以下内容：

角色/职责 - 明确界定角色（例如，由谁提供疏散援助）

启动计划 - 确定何时启动、由谁启动、启动谁

资产 - 确定可用资产的数量和类型

响应时间 - 估算响应所需时间

责任 - 确定责任保险范围及生效方式

合同应明确规定，有需要时将以类似出租车服务的方式全天候（24/7：一周7天，一天24小时）提供紧急疏散服务，用户无需支付任何费用；明确规定，资源将包括无障碍交通运输资产。

各辖区应在应急行动中心留存一份所有交通运输/疏散合同的清单。各社区应与周边辖区的交通服务提供商签订合同，以保障大范围疏散时所需的超负荷交通运输能力。





[bookmark: _Toc142572193]与周边辖区签订合同 

大范围疏散时，某单一辖区内的交通运输资源可能无法疏散完全部需要援助的人。为建立超负荷交通运输能力，各辖区在进行疏散规划时，应与周边辖区的交通服务提供商和供应商签订合同。 

为确保服务连续性，计划制定者应确保有一个以上的供应商提供交通运输和疏散服务。此举将有助于在大规模疏散中调用更多无障碍交通资源。

辖区计划是全面成功疏散的关键。个人防灾准备也十分重要，因为在灾难发生前采取必要的预防措施将有助于个人制定策略并获取资源，从而在政府援助延迟或无法获得政府援助时最大限度地提高生存能力。

下一章节将为有服务和支持需求的个人提供一些建议，以进一步完善其个人防灾计划。



[bookmark: _Toc142572194]第2章：为有服务和支持需求的人士制定个人计划

一个人明天能否在紧急情况下成功撤离，取决于其今天所做的计划和准备。本章节提供了一些建议，有服务和支持需求的个人可用来为紧急疏散做准备。

[bookmark: _Toc142572195]了解您所在地区/区域的紧急事件类型

了解您所在地区可能会发生的紧急事件类型十分重要。请根据个人情况调整这些信息并尽一切努力遵循官方指示。最重要的是，要保持冷静、有耐心、三思而后行。完成这些简单的准备工作后，您就可以在紧急事件或灾难发生时做好撤离准备。

[bookmark: _Toc142572196]获取紧急事件警报

紧急事件发生时，您需要尽可能多地获取信息，了解何事即将发生、何时疏散和疏散目的地。请利用以下资源获取重要警报和安全信息。

获取信息：	

访问 CalAlerts.org，注册账号，免费获取紧急事件警报

拨打2-1-1 或类似的通知热线获取重要紧急事件信息

观看或收听当地新闻，了解紧急事件的相关报道

查找您所在县的应急无线电系统的名称和频道

在线或通过社交媒体关注当地的应急管理、消防和执法机构

· 在线资源：

在MyShake 应用程序中注册账号，获取地震警报和信息

News.caloes.ca.gov 提供最新的紧急事件信息， 

Response.ca.gov 提供当前山火、停电、避难所和道路封闭等的相关信息

Ready.gov 为个人和家庭提供安全信息



[bookmark: _Toc142572197]制定计划

想一想紧急情况下能够帮助您安全撤离的人（如家人、邻居、朋友或护理人员）。

[bookmark: _Toc142572198]列出联系人名单

列出联系人名单，包括朋友、家人、同事、邻居或其他能够帮助您撤离的人

与您的社会支持网络讨论您的灾难应急计划，并酌情让他们参与您的疏散计划制定过程

写下当地无障碍交通服务提供方的电话号码和网址

询问学校有关父母与子女团聚的计划  

确保您的社会支持网络知晓您的疏散目的地

规划多个疏散目的地，因为您的会合地点可能需要因灾难情况而变

[bookmark: _Toc142572199]制定计划时，需要超出直接社会支持网络范围

如果您在诊所或医院接受常规治疗，请了解您服务提供方的紧急疏散计划

确定紧急事件或灾难发生后您可能疏散前往的地区的后备服务提供方

[bookmark: _Toc142572200]如何疏散

现在就思考在灾难期间撤离可能会遇到的问题，并制定相应的计划

听从当地政府的指导和指示

如果您需要额外的时间或支持才能撤离，请尽早撤离

请熟悉撤离社区的不同疏散路线

准备一张纸质地图，以防互联网和手机服务中断，若有可用的县疏散规划区域图，也请携带一张

练习疏散；乘坐您在灾难中会使用的交通工具，让您社会支持网络中的人也参与此练习

如果您没有自己的私人交通工具，请确定好当地的交通运输机构/提供方

准备一个装有所需物资的应急包

[bookmark: _Toc142572201]为您的服务性动物和宠物考虑

为您的服务性动物和宠物制定计划

切记，于您最有利的方案通常也最对您的动物最有利

谨记，紧急避难所允许服务性动物入内

其他关键计划措施：

· 救援人员将采取一切措施确保您和您的社会支持系统（如家人、服务性动物、私人护理员或您的辅助技术设备和物资）待在一起

· 与当地服务机构、公共交通或辅助交通机构合作，确定所有无障碍交通资源

· 了解您的住所、营业场所、学校、社区、城市或地区的疏散路线，并在灾难发生前走一遍，以熟悉这些路线

· 告知您的社会支持网络您的应急物资所在地，考虑给您信任的人进入您住所的权限

· 如果您在使用透析疗法或其他疗法维持生命，请确定疏散目的地有一个以上相应设施

· 请确保您的紧急信息标明了与您联系的最佳方式





[bookmark: _Toc142572202]寻找避难所 

疏散时，请拨打 2-1-1（如可行）、利用美国红十字会避难所定位器以及其他当地服务机构来寻找紧急避难所。在加州，所有由政府修建的避难所均为无障碍设计，可通过程序查询使用。如果您对寻找避难所还存有疑虑，请谨记：

紧急避难所向所有社区人员开放 

加州法律规定，所有公共避难所必须为无障碍避难所

公共避难所允许服务性动物入内

[bookmark: _Toc122513940][bookmark: _Toc122514040][bookmark: _Toc122514588][bookmark: _Toc122516408]

[bookmark: _Toc142572203]准备应急包

[bookmark: _Toc142572204]提前准备

应急包中应装有您疏散时需要的关键物品。在紧急事件发生前就准备好应急包，如此您就可以在接到疏散通知后立刻做好准备。您需考虑以下几点：

考虑生存的基本需求，如食物、水、急救用品和工具等

做好独自生存至少三天的计划

考虑准备两个应急包：一个留在住所，必须离家时随身携带另一个重量轻、体积小的应急包（这套装备应至少可以维持七（7）天）

在任何常去的地方，包括但不限于家、工作场所和/或汽车里，都备一个应急包

[bookmark: _Toc142572205]将重要文件装进您的应急包

将重要文件的复本装进应急包，如家庭档案、医疗档案、遗嘱、契约、社会安全号码、对账单和银行账户信息以及纳税记录等。

携带医疗处方复本、医嘱复本和您使用的辅助设备的制造商/型号和序列号复本

携带身份证件和保险卡的复件

携带地图和联系人名单

携带您的重要联系人名单，以便联系到您关心和关心您的人。

最好将文件装在防水袋中；如果您所依赖的设备或救生装置有操作使用说明，也请将其装进您的应急包

携带您个人支持网络中每个人的姓名和电话号码，以及您的医疗和残障服务提供者的姓名和电话号码

应急包还可以包括：

 

· 定期使用的药物或医疗物资，至少一周或尽可能多的用量

· 医疗警示标签或手链，或您的残障和支持需求的书面说明，以防您在紧急情况下无法描述情况 

· 医疗保险卡、Medicare/Medicaid卡、医生联系信息、过敏史和疾病史

· 备用眼镜；任何您使用的视觉辅助设备的备用品 

· 助听器的备用电池；如果您有助听器（或您有助听器保险），可携带备用助听器 

· 如果您在交流沟通方面存在残障问题，请确保您的应急信息说明了与您沟通的最佳方式；即使您自己不使用电脑，也可以考虑将重要信息放入便携式U盘中，以便疏散时携带

· 电动轮椅或其他电池驱动的医疗/辅助技术设备的电池充电器 

· 您的服务性动物的物资





[bookmark: _Toc142572206]疏散时，请携带一些现金（小面额）

如果停电，信用卡和借记卡读卡机可能无法正常工作，届时您可能无法从自动取款机中取出现金

[bookmark: _Toc142572207]针对失聪或听力障碍者的物品/提示

带有文字显示屏和闪光报警灯的天气收音机

为助听器或人工耳蜗准备备用电池或充电器

安装带有声光警示信号的烟雾报警器

考虑随身携带一份预先打印好的关键短语，例如“I use American Sign Language (ASL) and need an ASL interpreter（我使用美国手语 (ASL)，需要 ASL 翻译）”或 “If you make an announcement, please write it down for me（若您要发布公告，请帮我写下来）”。

[bookmark: _Toc142572208]针对失明或视力低者的物品/提示

用盲文标签或大号字体标记应急物资 

将您的紧急疏散信息清单保存在U盘上，或制作成音频文件并将其保存在安全的地方

在应急包中备好通讯设备

携带额外的眼镜或放大镜 

出于对您的服务性动物或宠物的考虑，请做好食物、水和物资计划

如果您使用拐杖，请在工作场所、家、学校等处准备备用拐杖。

[bookmark: _Toc142572209]针对言语障碍者的物品/提示

携带一张说明卡片（包括印有短语和/或象形图的压膜卡），在您的设备或辅助设备无法正常工作时，可说明您需要的沟通方式

携带辅助设备的型号信息

携带纸笔或白板和记号笔

[bookmark: _Toc142572210]针对行动不便者的物品/提示

如果您使用电动轮椅或需要定期充电的假肢，请携带充电线

为爆胎准备一个补胎包或密封胶和便携式气泵等其他必要工具

携带额外的行动设备，例如，需要时可携带拐杖或助行器

[bookmark: _Toc142572211]针对感官障碍者的物品/提示

携带一个可看电影或玩游戏的电子设备

携带耳机，以降低听觉干扰

携带一副深色眼镜，以辅助视觉刺激

携带可用于缓解焦虑的物品，如指尖玩具、可咀嚼的饰品、压力球或泡泡，帮助分散注意力

[bookmark: _Toc122514049][bookmark: _Toc122514597][bookmark: _Toc122516417][bookmark: _Toc122513949]


[bookmark: _Toc142572212]针对发育障碍者的物品/提示

保证手持设备满电，并且载有视频和各种活动

考虑携带一副降噪耳机，以降低听觉刺激

确定在灾难中可以信赖的盟友

将您的计划付诸实践，以提升信心和安全感

[bookmark: _Toc142572213]针对需要药物治疗者的物品/提示

尽量准备至少一周的处方药药量

携带一份所有药物、剂量和过敏症的清单

携带一份您的医疗信息复本，包括处方和处方医生清单

[bookmark: _Toc122516419][bookmark: _Toc122513951][bookmark: _Toc122514599][bookmark: _Toc122514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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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语

疏散成功不会自动发生。各辖区应努力制定包容性疏散计划和政策，满足全社区的需求、提升抗灾能力、强化防灾能力。让有服务和支持需求的利益相关者参与疏散计划制定的全过程，是制定成功的疏散计划的必由之路。

各辖区要进行周密、协调、包容的规划，才能确保整个社区都能收到并处理疏散信息、获取无障碍交通服务并安全撤离工作场所、学校和生活场所。

疏散计划应负责迅速、一致地提供有效的疏散信息。应采取各种有效方式向整个社区传播疏散计划的基本要素。各辖区应努力确保每个人都能获得紧急疏散交通资源。

进行大规模疏散时，牢记与当地及周边辖区的交通服务提供方签订的合同十分重要，有助于保障紧急交通资源、及时提供疏散服务。

有服务和支持需求的个人应优先考虑做好个人防灾准备，以提高成功撤离的可能性。个人防灾准备有助于减轻灾难对个人、家庭和社区的影响，有助于最大限度地控制局势。

成功的疏散计划需要整个社区一同努力。让合作伙伴参与进来，分享其生活经验，最终会创造出更完善、更具文化能力的计划。

各辖区应让社区参与规划、应对不断变化的需求、预测新问题并从以往的灾难中吸取经验教训，不断完善其疏散计划。此举或将拯救和改变全体加州民众的生命和生活。

[bookmark: _Toc142572215]


附录 A - 交通运输协议清单

在与县内外交通服务提供方签订合同时，各辖区应注意以下几点：

		交通运输协议清单 

应确保协议每一行右侧的每个方框均可勾选，以作出肯定答复。

		如以下情况适用，则请在方框中打勾



		目标

		签订该协议后，有服务或支持需求的个人是否能够平等地获取计划和服务？

		☐



		工作范围

		该协议是否为有服务和支持需求的个人提供往返紧急避难所、避暑中心等地的无障碍交通服务？

		☐





		履行期限/时间

		该协议是否概述了提供服务的条件和服务的开始/结束时间？

		☐



		项目代表

		该协议是否详细说明了辖区和供应商的全天候（24/7）项目代表？

		☐



		预算金额

		该协议是否明确规定了项目金额？

		☐



		服务任务/程序



		该协议是否写明具体服务以及开展或申请这些服务的程序？

		☐



		供应商职责

		该协议是否列出供应商在疏散前、中、后期应负责的事项（如车辆/坡道维护、许可证、服务记录）？

		☐



		与司机分享协议

		在疏散前、中、后期，辅助交通司机是否了解该协议规定的责任？

		☐



		辖区职责

		该协议是否概述了辖区在疏散前、中和后期应负责的事项（如提供信息、通信服务、设备）？

		☐



		免费

		被疏散人员可以免费获取服务吗？

		☐



		24/7服务

		在没有给撤离人员大量准备时间的情况下，可否全天候提供服务？

		☐



		电话号码

		是否有一个有效的电话号码为被疏散人员全天候按需提供交通运输服务？

		☐



		宣传服务

		该协议是否概述了负责传播这些服务信息的人以及传播方式（例如，提供信息并帮助获取交通服务的有效无障碍网页）？

		☐









[bookmark: _Toc122516421][bookmark: _Toc122514601][bookmark: _Toc122045844][bookmark: _Toc122514053][bookmark: _Toc122422506][bookmark: _Toc122513953]


[bookmark: _Toc142572216][bookmark: _Hlk112653590]附录B–首字母缩写词和缩略语

		AB

		议会法案（Assembly Bill）



		ADA

		美国残障人士法案（Americans with Disabilities Act）



		ADHC

		成人日间健康服务中心（Adult Day Health Care）



		AFN

		服务与支持需求（Access and Functional Needs）



		ASL

		美国手语（American Sign Language）



		CALIF

		独立免费乐活社区（Communities Actively Living Independent and Free）



		Cal OES

		加州州长应急服务办公室（California Governor’s Office of Emergency Services）



		CBOs

		社区组织（Community-Based Organizations）



		CFILC

		加州独立生活中心基金会 (California Foundation for Independent Living Centers)



		DRC

		加州残障权益会(Disability Rights California)



		EOC

		应急行动中心（Emergency Operations Center）



		EOP

		应急行动计划 (Emergency Operations Plans)



		IC

		事故指挥官（Incident Commander）



		OA

		业务区域（Operational Area）



		OAFN

		服务与支持需求办公室（Office of Access and Functional Needs）



		SCDD

		加州发育障碍委员会 (State Council on Developmental Disabil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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