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麟游县 2021 年防汛应急预案

1.总则

1.1 序言

为做好全县洪水、暴雨涝渍、山洪等灾害防范与处置工作，

最大限度地减少人员伤亡和灾害损失，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汛条例》

《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等法律法规，结合我县防汛工作实

际情况，特制定本预案。

1.2 防汛预案编制目标、原则及责任

1.2.1 主要目标

本预案主要目标是最大限度地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避

免群死群伤事件的发生。

1.2.2 编制原则

坚持以人为本原则，以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为首要目标；

坚持安全第一，常备不懈，以防为主，防、避、抢、救相结合；

坚持因地制宜，突出实际，具有可操作性。

1.2.3 实施责任

（1）坚持落实行政首长防汛责任制、分级管理责任制、部门

责任制和岗位责任制。

（2）县防汛指挥部成员单位及有关单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防洪法》及本预案规定和防汛指挥部统一部署，各司其职，密

切配合，做好各项准备和实施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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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对拒不执行本预案或防汛抗旱指挥部发布的防汛调度方

案或防汛抢险指令的，视情节和危害后果，按《防洪法》《防汛

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对相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进行处理。

2.基础资料

2.1 自然情况

2.1.1 自然地理

麟游县位于陕西省关中西部，宝鸡市东北部，距省会西安 163

公里，距宝鸡市 110 公里。地理坐标为东经 107°19′—108°

02′，北纬 34°33′—34°58′。东临乾县、永寿，西接千阳，

南与扶风、岐山、凤翔等县毗邻，北和彬县、灵台接壤。属渭北

旱塬丘陵沟壑区，地势西北高、东南低，海拔高度在 730～1664m

之间，平均高度 1271m，沟壑纵横，沟梁相间，坡缓川狭。

2.1.2 水文气象

麟游县属温带半湿润季风气候区，有气象资料记载以来，区

内最高气温 37.5℃，最低气温-22.1℃，多年平均气温9.3℃，最

热的 7月份月均气温 21.8℃，最冷的 1月份平均气温-4.2℃。冻

土层最大厚度 36cm。每年 3—5 月为西北季风期，最大风速

12.7m/s。年平均降水量 640mm，年最大降水量 987mm，最小降水

量 374.5mm。县境内主要水系为渭河水系的漆水河上游。常年流水

杜水河，年平均流量 0.032—0.366m
3
/s。其支流呈树枝状分布，

均为季节性流水，流量较小，主河道春冬流量小，夏秋流量大，

洪水期为每年的 7—9月。

2.1.3 河流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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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岭将麟游县自然划分成漆水河与泾河两个流域，页岭以南

是漆水河流域、以北是泾河流域。县内主要小流域有：杜水河、

北马坊河、永安河、澄水河、董家河、申家河、酒房河、李家河、

两亭河、长益庙河、小庵川河、常村河、普化河13个小流域为山

洪灾害防治的重点区域，防治区域涉及 7个镇 66个行政村、4个

社区 410个村民小组，总人口 9.23 万人，其中危险区涉及7个镇

51 个行政村的 290 个自然村庄，面积 1432.7 平方公里，总人口

6.16 万人。（危险区资料为2010 年普查资料）

2.1.4 地质地貌

麟游县属鄂尔多斯台地前缘地带，其底层发育与分布完全受

构造格局所控制，以沉积接受堆积为主，期间在白垩纪后期和第

三纪初有过强烈上升，当前仍处于缓慢抬升之中，没有大规模的

断裂褶皱，构造作用轻微，岩层产状平缓，基本呈现NW或 NNW的

早斜构造，岩层倾角一般为1°—3°，大者3°—5°，局部小构

造处于岩层可达 22°-35°（两亭河川处）。

麟游地区的地层在太古（rA）前震旦纪（Arz）有板岩，矽质

页岩及干板岩发育，元古代（n）、震旦纪（Z）、古生代（Pz）、

寒武纪（E）、奥陶纪（O）有矽岩、页岩、灰岩生成，发育了中

生代（Mz）、三叠纪（T）、保罗纪（J）和白垩纪（K）的砂岩、

砾岩，在新生代（Kz）中有第三纪（R）和第四纪（Q）地层出露。

2.2 历史洪涝灾害损失、特征及成因

2.2.1 历史洪涝灾害损失

麟游县历史上曾多次发生洪灾，降雨多发生在 7、8、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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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小面积短历时暴雨为主，强度大，所形成的洪水常暴涨暴落，

峰值高且含沙量大，危害性较强。从山洪灾害普查表可以看出，

山洪灾害发生频繁，1964 年-2007 年，全县各小流域不同程度发

生山洪灾害 16次，平均2-3年就发生一次。2007 年 8月 8日发生

的山洪灾害损失近亿元，损失较重。2020年其中 8 月 11 日至 16

日强降水过程，造成我县出现较大范围的洪涝地质灾害，直接经

济损失 17100.9884 元，灾情严重。

2.2.2 洪涝灾害的特征及成因

洪涝灾害是指由于受暴雨影响，山洪暴发而给人类社会所带

来的危害主要表现为溪河洪水泛滥并伴随山体滑坡、泥石流等。

我县洪涝灾害特征：

一是洪涝出现频率高，季节性强。7、8、9月是主汛期，也是

洪涝灾害多发期，给基础设施和人民生命财产造成严重安全隐患。

二是洪涝出现区域性明显，易发性强。全县土地面积 1704 平

方公里，其中山地丘陵占到70%以上，极易形成具有冲击力的地表

径流，导致山洪暴发，造成洪涝灾害。

三是洪涝来势凶猛，成灾快。部分地区山高坡陡，溪河较多，

山洪汇流快，无数条山沟、溪流汇集的洪水来势凶猛，往往几个

小时成灾受损。

四是洪涝破坏性强，自然危害大。洪涝灾害常常瞬间成灾，

猝不及防，造成河道改道、公路中断、耕地受淹、河堤冲毁、良

田被毁、房屋倒塌，严重毁坏基础设施。

五是水毁工程修复难度大。洪涝灾害往往对水利、交通、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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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通讯、农田、渠道、河堤等基础设施造成毁灭性的破坏。

洪涝灾害原因：

一是特殊的地形地势是诱发山洪灾害的基础条件。我县地形

地貌类型较复杂，变化强烈，依据地貌形态划分为高山、丘陵，

这种阶梯式的地势变化具有明显的陡坡，对暴雨的分布和洪水组

合汇流产生显著影响。特别是山地面积比例大，地貌复杂，高差

起伏大，坡陡谷深，为夏季暖湿气流抬升形云致雨、增加近锋坡

面的降水强度和时间提供了条件，易引起长时间高强度降雨，造

成严重山洪灾害。

二是复杂的地质结构是加剧洪涝灾害的重要因素。从我县地

质情况看，地表覆盖层薄，蓄水能力差，汇流时间短，受地形、

水流切割作用明显，容易形成具备较大冲击力的地表径流，极易

导致山洪暴发，加之高山、丘陵阶梯式的构造组合，往往山洪伴

随着山体滑坡、坍塌、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发生，造成重大损失。

三是高强度暴雨是发生洪涝灾害的直接原因。全县降水在地

区、年际、年内上分布极不均匀，7、8、9 三个月占年降水量的

60%以上。受主大气环流及地形影响，常发生短历时暴雨，极易发

生洪涝灾害。

四是河道的泄洪能力严重萎缩是造成洪涝灾害的主要原因。

由于洪涝伴随着山体滑坡，大量泥沙淤积在河道中，河道的泄洪

能力严重萎缩。此外，由于人们对洪涝灾害缺乏认识和了解，在

河道边任意乱倒、乱建，导致河道的泄洪能力严重下降。

2.3 洪涝灾害防御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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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 工程措施现状

（1）水库工程基本情况

县境内现有小型水库 7座，分别为丰塬水库、屯头水库、峡

口水库、李家那水库、南沟河水库、崔木水库、长益庙水库，工

程分别位于九成宫镇丰塬村、西坊村、栗川村和常丰镇郝口村、

两亭镇南沟河村、崔木镇崔木村、两亭镇崖窑村。

（2）堤防工程基本情况

2011 年以来，先后实施了杜水河一期、二期防洪工程，天堂

河一期、二期防洪工程及南坊新城河道治理项目，累计治理河道

长度 27.50km,新修 4 级堤防、护岸 15.52km,加之原有 3 级堤防

2.42km，5 级及以下堤防 9.56km，对全县河道防洪发挥了巨大作

用，保障了河道沿岸九成宫镇、招贤镇、两亭镇、酒房镇及两亭

循环经济科技工业园 30000人、5000 亩耕地免受洪水威胁。

2.3.2 非工程措施现状

县境内现有山洪灾害非工程措施项目 209 个，其中自动雨量

监测站 7处、自动水位（含雨量）监测站 5处，具有报警功能的

简易雨量监测站 66处，在重要河段设立简易水位站 62处、视频

水位监测站 2处，配备无线预警广播 66套。建设县级监测预警平

台 1 处、市级信息共享平台 1处，配备市级水情分中心信息接收

软件设备和预警系统，建立县、镇、村、组、户五级山洪灾害防

御责任制体系等。气象部门建设 5处自动雨量站点，水利部门建

设 26处自动雨量站。

3.安全区、危险区的划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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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划定原则

危险区是指受山洪威胁的区域，一旦发生山洪、泥石流、滑

坡，将直接造成区内人员伤亡及房屋、设施破坏。危险区一般处

在河谷口、沟口、河滩两岸、陡坡下、低洼处和不稳定的山体下。

安全区是指不受山洪、泥石流、滑坡威胁，地质结构比较稳

定，可安全居住和从事生产活动的区域，安全区是危险区人员避

灾场所。安全区选在地势较高，平坦或坡度缓的地方，避开河道、

沟口、陡坡、低洼地带。九成宫镇、两亭镇以20年一遇洪水线不

能淹没的区域划定为安全区，其它镇以10年一遇洪水线不能淹没

区域划定为安全区。

3.2 两区划定

根据普查的结果和评估，确定麟游县山洪灾害危险区主要集

中在杜水河流域两岸川道、其它小流域沟道及易发生泥石流或滑

坡地段的地区。共涉及全县 7个镇 290个自然村（组）14666 户，

人口 6.16万人。

安全区主要分布在梁、峁上部地势较高区域。

4.组织体系

4.1 各级组织指挥机构与职责分工

4.1.1 县级组织指挥机构

县级组织指挥机构为麟游县防汛抗旱指挥部，组成人员如

下：

总 指 挥长：李武发 县长

副总指挥长：闫秉云 县委常委、副县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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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喜春 县委常委、人武部部长

李 婷 副县长

指 挥 长：李朝阳 县政府办副主任、信访局局长

海建军 县应急管理局局长

张怀林 水利局局长

成 员: 王 玥 县人武部副部长

赵晓霞 县发改局副局长

张小龙 县教体局副局长

马宏革 县工信局副局长

张文文 县公安局副局长

胡红江 县财政局副局长

张 宇 县自然资源局副局长

石宏彦 县环境监察大队大队长

石甲瑞 县住建局副局长

李志峰 县交通局副局长

刘海峰 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

孙新军 县文旅局副局长

霍飞超 县卫健局副局长

张春海 县应急管理局副局长

安永斌 县供销联社副主任

尹乃侠 县气象局副局长

刘 涛 县电力局副局长

刘 震 县武警中队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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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轶栋 县电信公司经理

刘扶建 县移动公司经理

杨 震 县联通公司经理

县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设在县应急管理局（县防汛抗旱保

障中心），承担日常工作，办公室主任由县防汛抗旱保障中心主

任马鹏飞同志担任。防汛抢险队伍由县防汛抗旱指挥部成员单位

共同组建，防汛抢险队设工作组、抢险队。其中工作组包括监测

组、信息组、转移组、调度组、保障组五个工作小组；抢险队包

括治安转移分队、物料运输分队、抗洪抢险分队、医疗救护分队、

电力通讯保障分队五个工作分队。详见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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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县级各成员单位职责分工

4.1.2.1 指挥部

在总指挥长的统一领导下，负责全县山洪灾害防御总体工作

的指挥工作。

4.1.2.2 办公室

贯彻执行指挥部的决定、调度命令以及县委、县政府的指示；

承担指挥部日常工作；参与组织抗洪抢险工作并进行业务技术指

导；负责防汛通信、调度现代化的规划、建设和管理；会同有关

部门做好防汛物资计划储备和使用管理工作，提出防汛经费的分

配使用建议计划；及时准确掌握汛情、灾情和水利工程的运行状

况，必要时发布雨水情信息、水情预报和汛情公报；提出全县防

汛工作部署和决策意见，供县政府和指挥部决策；会同有关部门

调查处理防汛重大事故和表彰先进。

4.1.2.3 防汛抢险队

落实上级及本级防汛指挥部有关防汛抢险工作的文件精神，

执行县防汛抗旱指挥部的命令，遵守防汛机动抢险队规章制度和

纪律；制定具体抢险计划和方案，险情发生时，根据县防汛抗旱

指挥部的要求，及时组织机械、车辆、人员、物资奔赴抢险现场，

实施抢险、救援任务；要加强对抢险机械、车辆及其他设备的维

护和保养，保证防汛抢险的急需；加强抢险队伍的施工技术、抢

险知识培训，提高快速反应能力，不断适应新形势下防汛、抢险

工作的要求。

4.1.2.3.1 工作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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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监测组

组长：县气象局副局长

负责做好雨水情监测及管理、协调工作。

（2）信息组

组长：县水利局局长

负责收集整理县气象、水利、自然资源、农业农村局等部门

信息，及时掌握雨水情灾害信息，为指挥决策提供依据。

（3）转移组

组长：县公安局副局长

按照指挥部命令，负责动员到户到人，组织群众按规定路线

转移，同时确保转移途中和安置后的人员安全。

（4）调度组

组长：县政府办副主任

负责调度各类险工险段的抢险救灾工作；负责调度抢险救灾

车辆；负责调度抢险救灾物资、设备。

（5）保障组

组长：县应急管理局副局长

负责统计洪涝灾害造成的损失情况，派员实地查灾核灾，汇

总、上报灾情数据；做好灾区群众的基本生活保障工作，包括应

急物资的组织、供应、调拨和管理等；指导和帮助灾区开展生产

自救和恢复重要基础设施；负责救灾应急资金落实和争取上级财

政支持，做好救灾资金、捐赠款物的分配、下拨工作，指导、督

促灾区做好救灾款物的发放、使用和信贷工作；组织医疗防疫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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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进入灾区，抢救、治疗和转运伤病员，实施灾区疫情监测，向

灾区提供所需药品和医疗器械。

4.1.2.3.2 抢险队

队长：县人武部副部长

在紧急情况下，按照县指挥部命令进行有序的抢险救援工作。

下设五个小分队。

（1）治安转移分队

队长：县公安局副局长

队员由公安干警组成。主要负责做好灾区治安管理工作，依

法严厉打击破坏抗洪救灾行动和工程设施安全的行为，保证抗灾

救灾工作顺利进行；负责组织搞好防汛抢险、分洪爆破时的警戒、

管控工作，维护灾区社会治安秩序。

下设警戒巡逻、交通管制两个小组。

警戒巡逻组：

组长：城关派出所所长

组员：由巡特警大队和基层派出所干警组成

任务：负责警戒区域警戒、治安及群众疏导工作

交通管制组：

组长：交管大队队长

组员：由交管大队干警组成

任务：负责重要路段车辆管制工作，只允许指挥、抢险、救

护车辆通过

（2）物料运输分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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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设抗洪物料储备组与物资运输组两个工作小组

抗洪物料储备组：

组长：县应急管理局副局长

副组长：县供销联社副主任

按照本年度防汛物料储备计划，与有关单位签订防汛物料供

应协议。同时掌握新材料、新设备应用情况，及时调整储备物资

品种，提高科技含量。

物资运输组：

组长：县交通局副局长

负责抢险物资运输工作和运输物资及群众安全转移所需车辆

的调配。

（3）抗洪抢险分队

队长：县应急管理局副局长

抗洪抢险工作在指挥部领导下，各相关部门分区包片负责实

施，做到任务明确，责任到人，措施到位。防汛抢险队伍分为：

群众抢险队伍、消防武警抢险队伍和水利专业抢险队伍。群众抢

险队伍主要为抢险提供劳动力；武警抢险队主要完成急、难、险、

重等抢险任务；水利专业抢险队伍除参加抢险外，主要做好技术

指导工作。抢险人员进入和撤出现场应由指挥部视情况做出决定。

抢险人员进入现场前，应采取防护措施以保证自身安全。参加一

线抗洪抢险的人员，必须穿救生衣。当现场受到污染时，应按要

求为抢险人员配备防护设施，撤离时应进行去污、消毒处理。

（4）医疗救护分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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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长：县卫健局副局长

抗洪抢险医疗救治工作在指挥部的统一指挥下，由县卫健局

具体负责组织实施，抽调医护人员组成救护队，对公共卫生事件

进行监测、报告，落实各项防病措施，并及时发布通告，防止人、

畜进入危险区域或饮用被污染的水源。指挥部调集和储备必要的

防护器材、消毒药品、备用电源和抢救伤员必备的器械、车辆等，

以备应用。

（5）电力通讯保障分队

电力抢险责任人：县电力局副局长

通讯抢险责任人：县电信公司经理、县移动公司经理、县联

通公司经理、县广电网络公司经理

抗洪抢险电力、通讯保障工作在县指挥部的统一指挥下，由

电力部门和电信、移动、联通、广电网络公司组成，负责抢险救

灾用电和通讯保障。紧急状态下，应及时启动应急通信保障预案，

迅速调集力量抢修损坏的通信设施，保证防汛抗旱通信畅通。必

要时，调度应急通信设备，为防汛通信和现场指挥提供通信保障。

4.2 镇级指挥组织机构与职责

4.2.1 镇级指挥组织机构

各镇政府的指挥长由镇长兼任，副指挥长由分管副镇长兼任，

成员为相关单位负责人、各村委会主任负责指导监督所辖村组织

防汛抢险队，落实监测员、信息员和查险员，并报镇政府备查。

4.2.2 镇级职责分工

镇级指挥机构在县防汛指挥部的统一领导下开展山洪灾害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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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工作。负责组织镇和村组群众参加山洪灾害防御，发现异常及

时向有关部门汇报，采取相应的应急措施等。

4.3 村级机构及职责

4.3.1 村级机构

各村委会是村级山洪灾害防御工作的组织指挥机构，村委会

主任是山洪灾害防御工作的主要责任人。各行政村要成立以村民

为主体的防洪抢险队，落实雨情、水情、灾情监测预警人员，并

报镇政府和县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备案。

4.3.2 分工与职责

（1）协助镇政府制定和完善本村山洪灾害防御预案，并负责

执行落实；组织参加预案培训演练，落实本村山洪灾害防御各项

具体措施。

（2）负责上传下达防洪预警信息和命令，负责本村水雨情信

息监测，开展山洪、泥石流、滑坡灾害监测预警，库坝、堤防等

险工险段巡查，险情报告及人员转移工作。

（3）执行上级发布的防洪抢险命令，组织危险区群众转移安

置，安排群众生产和生活。

4.4 组级分工职责

各村民小组长负责本组危险区内群众转移工作，在条件允许

的情况下，积极支援同村和周边村群众开展抗洪抢险救灾。

4.5 住户任务职责

每户群众都要随时注意接听防洪预警信息和命令，根据预警

信息和命令，在确保全家人员安全转移安置外,主动参与本村抢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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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灾工作。

5.实施措施

5.1 预警级别

根据历史降雨及洪涝灾害情况，结合地形、地貌、植被、土

壤类型等，分别选取观测资料系列发生山洪灾害过程中单站 1 小

时、3小时、6小时、12小时、24小时雨量值变幅，确定全县降

雨量预警指标。经过检验后，根据当地情况在实际运用中修订完

善。

准备转移降雨量预警指标，启用Ⅱ级（橙色）预警：

1小时≥30mm、3小时≥50mm、6小时≥80mm、12小时≥120mm、

24小时≥160mm，且降雨可能持续。

立即转移降雨量预警指标，启用Ⅰ级（红色）预警：

1小时≥50mm、3小时≥60mm、6小时≥90mm、12小时≥150mm、

24小时≥180mm，且降雨可能持续。

由于我县汛期降雨极为不均，气象部门可能预测不到局部小

范围的强流天气，因此，一旦发生局部强降雨时，必须及时根据

降雨强度判断山洪灾害预警级别。

5.2 应急响应

5.2.1 预警发布程序

根据监测、预报信息，确定预警等级，适时发布预警命令。

（1）在一般情况下，可按照县→镇→村→组→户逐级的程序

预警。示意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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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发生特大洪涝地质灾害情况下，可不受逐级程序的限

制，可越级发布紧急预警。

5.2.2 预警、警报方式

（1）县级预警

县级预警由县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通过电话、传真、短信

群发等方式，分别向各镇政府、各村委会、各单位负责人报告预

警信息和命令。紧急情况下可越级报告预警信息和命令。当常规

通讯设施遭遇山洪破坏，不能正常使用时，由县防汛抗旱指挥部、

各镇政府通过对讲机和卫星电话等通讯工具报告预警信息命令。

（2）镇级预警

各镇政府负责接收县防汛指挥部发布的预警信息和命令，以

电话、传真、无线预警广播、手机群发短信等方式，及时向各村、

组、户和驻地各单位通报。各镇政府负责将各群测群防监测点和

水库的预警信息及时反馈上级防汛指挥部。

（3）村级预警

镇政府各

单位

村委会 村民小组

居委会

户

县防汛抗

旱指挥部

办公室

省、市

防汛指

挥部

气 象 部 门

雨量测报站（点）

水位测报站（点）

地质灾害测报站（点）

群 众 报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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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村为单位，通过无线广播喇叭、手机和网络短信联发，发

布山洪、泥石流和滑坡等灾害预警信息命令；对单家独户、分散

住户和没有通讯联络信号的住户，以手摇报警器、铜锣、口哨、

传话等方式，传送灾害防御信息命令，确保信息指令畅通。

5.2.3 转移安置基本原则

（1）转移安置

紧急转移遵循原则：先人员后财物，先老弱病残人员，后一

般人员。每个危险区、每个行政村（居委会）和单位，至少要确

定一名转移责任人，在山洪灾害预警信息和命令发布后，应依照

防洪预案，迅速召集抢险队员，组建转移抢险队伍，快速有序转

移遇险人员。

（2）危险区紧急转移

根据危险区山洪灾害危害范围和程度，确定需要转移的人

员，对转移人员造册登记，做到村（居委会）不漏户，户不漏人。

（3）转移地点、路线

转移安置路线依照防洪预案执行，遵循就近、安全、便捷原

则。有转移任务的行政村（居委会）和单位，要提早组织群众和

抢险队员，熟悉转移路线，修整沿途道路，为快速转移创造条件。

（4）制作明白卡

将转移路线、安置地点、责任人和注意事项等，制作明白卡，

发放到户。制作警示牌，标明安全区、危险区、转移路线和安置

区等。

（5）转移安置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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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移安置方式分为集中安置与分散安置相结合。集中安置：

借住公房、搭建帐篷安置。分散安置：采取投亲靠友和群众互助

居住安置等。转移安置通知由各级防汛指挥机构发出，并安排运

输力量，按预定路线转移。对转移安置情况及时进行登记，逐级

通报，及时解决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6）应急措施

各镇、村要借鉴历史经验，制定在断水、断电、断路和通讯

中断情况下，所能采取的防御灾害的手段和措施，确保万无一失。

（7）转移安置纪律

转移工作采取县、镇、村、组、户五级包抓的办法，统一指

挥和实施。对老弱病残人员要指定青壮年一对一帮扶转移，对小

孩、学生要有大人和老师引导进行转移，确保无一人掉队。

5.2.4 应急响应方案

（1）县城区应急响应方案

县城区应急响应依据《麟游县城区 2021 年防汛应急预案》

实施。

（2）各镇、村应急响应方案

各镇、村范围内发生不同等级的洪涝灾害时，在县防汛指挥

部的统一指挥下，启动相应级别的防汛应急预案，实施撤离方案，

确保人员生命财产安全。

5.2.5 应急结束

当洪涝灾害得到有效控制或险情基本消除，指挥部可宣布结

束应急响应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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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有关紧急情况下征用、调用的物资、设备、交通运输工

具等，在应急状态结束后，未使用的应当及时归还或入库储存；

造成损坏或者无法归还的，按照有关规定给予适当补偿或者作其

他处理。取土占地、砍伐林木的，汛期结束后依法向有关部门补

办手续；对取土后的土地组织复垦，对砍伐的林木组织补栽。

紧急处置工作结束后，指挥部应协助政府进一步恢复正常生

活、生产、工作秩序，修复水毁设施，尽可能减少突发事件带来

的损失和影响。

6.保障措施

6.1 汛前检查

汛前检查按分级分部门负责的原则，各镇在县政府各职能部

门的指导下，对辖区内的重要山洪灾害防御区段进行全面普查，

对涉及的重点灾害防御单位、村、户及户主姓名、通信方式、转

移线路、安全转移安置地点等进行造册登记，明确各单位、各村、

各户安全转移的组织单位、责任人、监测人员、监测内容、方法

及注意事项和要求。对重要山洪灾害隐患点，重要防御区段的检

查工作，汛期检查不少于 2-3 次。对重点地区和强降雨频发的重

要时段，要加密巡查。对检查出来的隐患，要采取有效措施，限

期整改。对水毁工程，能修复的要限期及时修复。

6.2 宣传培训演练

6.2.1 宣传

利用会议、广播、电视、报纸、宣传栏、挂图、宣传册、宣

传标语和发放明白卡等方式宣传山洪灾害防御知识，宣传气象、

水文知识和抢险救灾基本技能、做到宣传活动进单位、进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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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村、到户、到每一个人身边，不断提高群众主动防灾、依法防

灾的自觉性，增强依法防洪意识和自觉参与意识。

为使危险区群众熟悉转移路线及安置地点，要在危险区树立

醒目的警示牌，在每户建立山洪灾害防御明白卡，写明转移对象

名称、人数、各级负责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和联系电话等；

同时对临界雨量进行警示，做到家喻户晓。

6.2.2 培训

对县、镇山洪灾害防御指挥人员、责任人、监测人员、预警

人员、片区负责人等进行山洪灾害防御知识、基本技能和相关法

律、法规培训，提高防范意识，确保监测及时准确，指挥科学有

效。

培训内容:山洪灾害监测预警系统终端及其设备运行维护管

理；监测预警平台具体操作与信息数据处理；雨量监测方法等。

6.2.3 演练

每年汛期，至少组织开展一次山洪灾害防范及应急抢险演

练，不断提高各级组织的防洪指挥能力，不断提高全民的防灾抗

灾能力，不断加强防汛队伍建设，为防大汛、抗大洪、抢大险、

抗大灾，做好组织、队伍、物资和技术准备。

演练内容：应急响应、抢险、救灾、转移、后勤保障、人员

转移和安置等。

抄送：县委办公室，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县政协办公室。

麟游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 年 5月 26 日印发

共印 60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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