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当地地质灾害调查报告(大全5篇)
“报告”使用范围很广，按照上级部署或工作计划，每完成
一项任务，一般都要向上级写报告，反映工作中的基本情况、
工作中取得的经验教训、存在的问题以及今后工作设想等，
以取得上级领导部门的指导。优秀的报告都具备一些什么特
点呢？又该怎么写呢？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优秀的报告文
章怎么写，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当地地质灾害调查报告篇一

1、镇村地质灾害应急避险场所位于镇村，建设施工单位市蜀
益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该工程的建设是通过竞争性谈判方式
于20xx年10月30日确定。其中地质灾害避险场所建筑面
积333m2（含装修、水电安装、场地硬化等）；村阵地建
设110.57m2，共计总建筑面积443.57㎡，总投资45万元，工
程于20xx年11月1日动工建设，于20xx年3月30日完成全部工
程。

2、镇中学地质灾害应急避险场地位于镇村、距镇场镇方
向800m的宜飞路旁。该场地分三部分：一是将中学的操场进
行平整、扩宽、硬化建成约3000m2的露天地质灾害避险场地；
二是利用中学办公楼前1000m2的敞坝作货物临时存放地和通
道；三是利用中学教室20间(1200m2)作安置房。本次投资5
万元（操场进行平整、扩宽、硬化4万元，付学校补助1万
元），工程已于20xx年3月30日完成。

根据工程建设需要，我镇采取竞争性谈判的方式确定施工单
位，经过合法谈判，最终确定工程施工单位为蜀益建筑工程
有限公司，由镇政府与施工方签订了施工合同。在工程开工
建设后，我镇成立了由镇安全生产办公室、规划建设办公室、
西郊国土资源所人员为成员的镇村地质灾害应急避险场所工
作小组，负责工程实施过程中的安全、质量和进度管理。



自村地质灾害应急避险场所建设项目启动以来，我镇始终坚
持把工程质量和安全摆在首要位置。严把材料质量关、施工
安全关，依法操作，规范实施。不断强化现场安全管理工作，
工作组定期不定期的开展现场督查工作，要求施工单位切实
增强质量、安全意识，加强施工质量管理，完善安全防范措
施，在确保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的前提下，加快工程实施。我
们也加大了地质灾害应急避险场所的管理力度，按照功能区
划分，设置有应急供水、应急供电设施；应急医疗、应急指
挥部；应急老、幼、病等安置房；应急物资仓库、厨房、食
堂等设施。进一步加强应急设备设施的管理和维护，从而保
障了地质灾害应急避险场所平时功能运转和应急期的使用，
提高我镇综合防御自然灾害及突发事件的能力，为人民群众
的生命财产安全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和谐社会提供更
好的安全保障服务。

镇村地质灾害应急避险场所（包括村阵地建设）及镇中学地
质灾害应急避险场地全部工程的资金使用情况，均做到专款
专用，封闭运转，严格按区对项目配套资金按工程进度拨款、
镇财政统一支付的要求落实，没有任何挪作他用的情况，该
工程项目资金的使用均按照相关规定和流程进行，无任何违
规违法行为。

镇村地质灾害应急避险场所及中学地质灾害应急避险场地的
建设，是将两个项目资金和村阵地建设、中学操场建设资金
合并使用，场所和场地建设已顺利完工，尽管在建设中本着
科学规划、励行节约、有效配置、充分发挥有限资金作用的
原则，但因建设项目多，涉及范围广，建设工期长，原材料
价格及人工工资上涨等因素，以致于场所和场地存在以下问
题：

1、地质灾害避险场所的公厕、垃圾处理池、院坝硬化和绿化
等附属工程未建设，缺乏相关配套设备设施，建议追加10万
元资金予以完善。



2、场所和场地的相关设备设施应该定期维护，建议落实专款
进行维护管理。

当地地质灾害调查报告篇二

裘家岭自然村位于六石街道北向12公里处，与相距4公里的广
东坞自然村合为一个行政村，共有330余户871人。该村四周
群山环抱，是我市“一大”的会址所在地。裘家岭虽有光荣
的革命历史，但由于山势较陡，交通不便，村民始终依赖三
分薄田、几亩荒山过着清贫的生活，村集体经济十分薄弱，
百姓收入也仅够糊口。目前村中身体强壮的都长年在外打工，
坚守的只是老弱病残者或学前儿童约两百多人。村貌破
旧，70%以上村民仍居住在泥墙或砖木结构的老房中，很多住
房泥墙长期雨蚀地陷，已严重开裂或危倾。更为危险的是村
北侧的后山坡体不稳，出现牵拉张裂缝，在极端气象或梅雨
季节极易诱发地质灾害。村中地势极陡，许多道路和房屋同
时面临局部坍塌或大面积下滑的可能，直接威胁村民的生命
财产安全。

此前六石街道和六石国土所针对该村现状已做了大量工作，
每逢大雨来临或气象报道有大雨，街道干部与国土所都只有
驻村加强警戒，20xx年初对部分坍塌险情严重部位作了部分加
固，但治标不治本。村民由于久居险地而思想麻痹，有时还
不理解，不配合政府的预防工作。上级有关部门也曾多次亲
临察看，但终因治理工作耗资巨大而委决不下。

此次市国土资源局和六石街道接受任务后，重新组织联合调
查组，对裘家岭地质灾害区域面积、人口、房屋、人员思想
进行详细调查。经调查，全村面临地质灾害威胁的共有108户
（已立户未析产的父子、兄弟只统计一户）341人，房屋297
间11101、086o（占地）。村民针对现状如何解决分歧较大，
有主张搬迁也有反对搬迁，因政策不明朗，若没有相对有利
于己的政策措施出台，大多数村民反对拆迁。但若是能有足
够的政策支持，90%以上村民是内心盼望外迁的，由于条件不



成熟，村民思想状况调查无法进一步细入。

裘家岭村地质灾害状况，始终是各级政府心中的一个沉重包
袱，尤其是六石街道领导为裘家岭现状常常是一夜三起，如
履薄冰，村民的安危始终是也必须是乡镇基层干部首要的考
虑！为切实解决裘家岭村地质灾害隐患，建议如下：

（一）建立领导小组。裘家岭村地质灾害隐患根除非街道或
国土资源局能力所及，须由市分管领导牵头，成立由六石街
道、农办、国土、财政、供电、民政、交通、林业、公安、
广电等相关部门参与的联合工作组，具体协调处理有关政策
事项，及时反馈信息，保证上下渠道畅通，才有可能杜绝空
对空，以确保工作落到实处。

（二）根据裘家岭村实际，要实施搬迁，我们提议以下方案
供市领导决策参考：

1、整体搬迁整体安置：下山脱贫与地质灾害搬迁相结合，在
六石附近置换一合适场地，重建一个裘家岭村。

此案优点：符合大部分村民设想，运行能得到大部分村民拥
护，裘家岭村作为一个有光荣历史的集体能得到较好保留。

弊点：征地、建设耗资巨大，财力承受困难，村民下山后无
耕地，生活出路不能保障。

2、整体搬迁分散安置：政府给政策，给补助，将该村按户划
拨到全市范围安置。

此案优点：政府减轻了安置的难度。

弊端：只能得到小部分村民支持，阻力较大。

3、地质灾害户搬迁：只将面临灾区的`108户341人外迁安置。



优点：减轻安置工作量，也根治了地质灾害。市领导和六石
街道、国土局少了一道牵挂的心。

弊端：部分肢解该村，反对意见较大。安置难度较大，资金
投入也较大。

4、就地搬迁：将灾域内村民搬迁至该村地势平缓无地质灾害
的场地。

优点：手续简单，操作易行，成本相对较低。

弊端：需大量的解释说服工作，阻力很大，灾域内村民多数
反对。场地难找，贫穷户多，建房困难，需要政府投资金较
大。

5、建立应急避险点，就地防治。若上四个方案都有较大困难
而不能立即施行，只能先尽快建立应急避险点。

（三）在根本解决裘家岭地质灾害方案出台前，恳请上级有
关部门能尽快拿出部分资金专项解决该村临时预防灾害所急
需，以防万一。拟建临时避险中心（5间三层房），在极端灾
害性气象时多派人手挨户劝说避险，同时对已坍塌危险处逐
处加固。

我们认为除了整体搬迁外，地质灾害户搬迁是最好的，可以
从以下几方面考虑：

二是愿意自谋生路者，政府给予一次性补助；

四是就地搬迁安置，由街道、村找好场地，国土局解决土地
指标，政府给予一定的资金补助。

特此报告！请市领导决定。



当地地质灾害调查报告篇三

根据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金福昌同志的重要批示，我们迅
速组成联合工作组，对裘家岭地质灾害情况进行进一步调查
摸底，并研究防治措施。现将有关情况及建议上报如下：

裘家岭自然村位于六石街道北向12公里处，与相距4公里的广
东坞自然村合为一个行政村，共有330余户871人。该村四周
群山环抱，是我市“一大”的会址所在地。裘家岭虽有光荣
的革命历史，但由于山势较陡，交通不便，村民始终依赖三
分薄田、几亩荒山过着清贫的生活，村集体经济十分薄弱，
百姓收入也仅够糊口。目前村中身体强壮的都长年在外打工，
坚守的只是老弱病残者或学前儿童约两百多人。村貌破
旧，70%以上村民仍居住在泥墙或砖木结构的老房中，很多住
房泥墙长期雨蚀地陷，已严重开裂或危倾。更为危险的是村
北侧的后山坡体不稳，出现牵拉张裂缝，在极端气象或梅雨
季节极易诱发地质灾害。村中地势极陡，许多道路和房屋同
时面临局部坍塌或大面积下滑的可能，直接威胁村民的生命
财产安全。

此前六石街道和六石国土所针对该村现状已做了大量工作，
每逢大雨来临或气象报道有大雨，街道干部与国土所都只有
驻村加强警戒，20xx年初对部分坍塌险情严重部位作了部分加
固，但治标不治本。村民由于久居险地而思想麻痹，有时还
不理解，不配合政府的预防工作。上级有关部门也曾多次亲
临察看，但终因治理工作耗资巨大而委决不下。

此次市国土资源局和六石街道接受任务后，重新组织联合调
查组，对裘家岭地质灾害区域面积、人口、房屋、人员思想
进行详细调查。经调查，全村面临地质灾害威胁的共有108户
（已立户未析产的父子、兄弟只统计一户）341人，房屋297
间11101.086o（占地）。村民针对现状如何解决分歧较大，
有主张搬迁也有反对搬迁，因政策不明朗，若没有相对有利
于己的政策措施出台，大多数村民反对拆迁。但若是能有足



够的政策支持，90%以上村民是内心盼望外迁的，由于条件不
成熟，村民思想状况调查无法进一步细入。

裘家岭村地质灾害状况，始终是各级政府心中的一个沉重包
袱，尤其是六石街道领导为裘家岭现状常常是一夜三起，如
履薄冰，村民的安危始终是也必须是乡镇基层干部首要的考
虑！为切实解决裘家岭村地质灾害隐患，建议如下：

（一）建立领导小组。裘家岭村地质灾害隐患根除非街道或
国土资源局能力所及，须由市分管领导牵头，成立由六石街
道、农办、国土、财政、供电、民政、交通、林业、公安、
广电等相关部门参与的联合工作组，具体协调处理有关政策
事项，及时反馈信息，保证上下渠道畅通，才有可能杜绝空
对空，以确保工作落到实处。

（二）根据裘家岭村实际，要实施搬迁，我们提议以下方案
供市领导决策参考：

1、整体搬迁整体安置：下山脱贫与地质灾害搬迁相结合，在
六石附近置换一合适场地，重建一个裘家岭村。

此案优点：符合大部分村民设想，运行能得到大部分村民拥
护，裘家岭村作为一个有光荣历史的集体能得到较好保留。

弊点：征地、建设耗资巨大，财力承受困难，村民下山后无
耕地，生活出路不能保障。

2、整体搬迁分散安置：政府给政策，给补助，将该村按户划
拨到全市范围安置。

此案优点：政府减轻了安置的难度。

弊端：只能得到小部分村民支持，阻力较大。



3、地质灾害户搬迁：只将面临灾区的108户341人外迁安置。

优点：减轻安置工作量，也根治了地质灾害。市领导和六石
街道、国土局少了一道牵挂的心。

弊端：部分肢解该村，反对意见较大。安置难度较大，资金
投入也较大。

4、就地搬迁：将灾域内村民搬迁至该村地势平缓无地质灾害
的场地。

优点：手续简单，操作易行，成本相对较低。

弊端：需大量的解释说服工作，阻力很大，灾域内村民多数
反对。场地难找，贫穷户多，建房困难，需要政府投资金较
大。

（三）在根本解决裘家岭地质灾害方案出台前，恳请上级有
关部门能尽快拿出部分资金专项解决该村临时预防灾害所急
需，以防万一。拟建临时避险中心（5间三层房），在极端灾
害性气象时多派人手挨户劝说避险，同时对已坍塌危险处逐
处加固。

我们认为除了整体搬迁外，地质灾害户搬迁是最好的，可以
从以下几方面考虑：一是愿意投靠亲友，把地灾区房子拆除
的，市政府给予资金补助，国土局解决安置房土地指标；二
是愿意自谋生路者，政府给予一次性补助；三是愿下山脱贫
安置的，六石街道安排场地，国土局解决土地指标，政府拿
出补助资金；四是就地搬迁安置，由街道、村找好场地，国
土局解决土地指标，政府给予一定的资金补助。

特此报告！请市领导决定。



当地地质灾害调查报告篇四

裘家岭自然村位于六石街道北向12公里处，与相距4公里的广
东坞自然村合为一个行政村，共有330余户871人。该村四周
群山环抱，是我市“一大”的会址所在地。裘家岭虽有光荣
的革命历史，但由于山势较陡，交通不便，村民始终依赖三
分薄田、几亩荒山过着清贫的生活，村集体经济十分薄弱，
百姓收入也仅够糊口。目前村中身体强壮的都长年在外打工，
坚守的只是老弱病残者或学前儿童约两百多人。村貌破
旧，70%以上村民仍居住在泥墙或砖木结构的老房中，很多住
房泥墙长期雨蚀地陷，已严重开裂或危倾。更为危险的是村
北侧的.后山坡体不稳，出现牵拉张裂缝，在极端气象或梅雨
季节极易诱发地质灾害。村中地势极陡，许多道路和房屋同
时面临局部坍塌或大面积下滑的可能，直接威胁村民的生命
财产安全。

二、调查情况

此前六石街道和六石国土所针对该村现状已做了大量工作，
每逢大雨来临或气象报道有大雨，街道干部与国土所都只有
驻村加强警戒，20xx年初对部分坍塌险情严重部位作了部分加
固，但治标不治本。村民由于久居险地而思想麻痹，有时还
不理解，不配合政府的预防工作。上级有关部门也曾多次亲
临察看，但终因治理工作耗资巨大而委决不下。

此次市国土资源局和六石街道接受任务后，重新组织联合调
查组，对裘家岭地质灾害区域面积、人口、房屋、人员思想
进行详细调查。经调查，全村面临地质灾害威胁的共有108户
（已立户未析产的父子、兄弟只统计一户）341人，房屋297
间11101、086o（占地）。村民针对现状如何解决分歧较大，
有主张搬迁也有反对搬迁，因政策不明朗，若没有相对有利
于己的政策措施出台，大多数村民反对拆迁。但若是能有足
够的政策支持，90%以上村民是内心盼望外迁的，由于条件不
成熟，村民思想状况调查无法进一步细入。



三、相关建议

裘家岭村地质灾害状况，始终是各级政府心中的一个沉重包
袱，尤其是六石街道领导为裘家岭现状常常是一夜三起，如
履薄冰，村民的安危始终是也必须是乡镇基层干部首要的考
虑！为切实解决裘家岭村地质灾害隐患，建议如下：

（一）建立领导小组。裘家岭村地质灾害隐患根除非街道或
国土资源局能力所及，须由市分管领导牵头，成立由六石街
道、农办、国土、财政、供电、民政、交通、林业、公安、
广电等相关部门参与的联合工作组，具体协调处理有关政策
事项，及时反馈信息，保证上下渠道畅通，才有可能杜绝空
对空，以确保工作落到实处。

（二）根据裘家岭村实际，要实施搬迁，我们提议以下方案
供市领导决策参考：

1、整体搬迁整体安置：下山脱贫与地质灾害搬迁相结合，在
六石附近置换一合适场地，重建一个裘家岭村。

此案优点：符合大部分村民设想，运行能得到大部分村民拥
护，裘家岭村作为一个有光荣历史的集体能得到较好保留。

弊点：征地、建设耗资巨大，财力承受困难，村民下山后无
耕地，生活出路不能保障。

2、整体搬迁分散安置：政府给政策，给补助，将该村按户划
拨到全市范围安置。

此案优点：政府减轻了安置的难度。

弊端：只能得到小部分村民支持，阻力较大。

3、地质灾害户搬迁：只将面临灾区的108户341人外迁安置。



优点：减轻安置工作量，也根治了地质灾害。市领导和六石
街道、国土局少了一道牵挂的心。

弊端：部分肢解该村，反对意见较大。安置难度较大，资金
投入也较大。

4、就地搬迁：将灾域内村民搬迁至该村地势平缓无地质灾害
的场地。

优点：手续简单，操作易行，成本相对较低。

弊端：需大量的解释说服工作，阻力很大，灾域内村民多数
反对。场地难找，贫穷户多，建房困难，需要政府投资金较
大。

5、建立应急避险点，就地防治。若上四个方案都有较大困难
而不能立即施行，只能先尽快建立应急避险点。

（三）在根本解决裘家岭地质灾害方案出台前，恳请上级有
关部门能尽快拿出部分资金专项解决该村临时预防灾害所急
需，以防万一。拟建临时避险中心（5间三层房），在极端灾
害性气象时多派人手挨户劝说避险，同时对已坍塌危险处逐
处加固。

我们认为除了整体搬迁外，地质灾害户搬迁是最好的，可以
从以下几方面考虑：

二是愿意自谋生路者，政府给予一次性补助；

三是愿下山脱贫安置的，六石街道安排场地，国土局解决土
地指标，政府拿出补助资金；

四是就地搬迁安置，由街道、村找好场地，国土局解决土地
指标，政府给予一定的资金补助。



特此报告！请市领导决定。

当地地质灾害调查报告篇五

1.镇村地质灾害应急避险场所位于镇村，建设施工单位市蜀
益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该工程的建设是通过竞争性谈判方式
于20xx年10月30日确定。其中地质灾害避险场所建筑面
积333m2（含装修、水电安装、场地硬化等）；村阵地建
设110.57m2，共计总建筑面积443.57㎡，总投资45万元，工
程于20xx年11月1日动工建设，于20xx年3月30日完成全部工
程。

2.镇中学地质灾害应急避险场地位于镇村、距镇场镇方
向800m的宜飞路旁。该场地分三部分：一是将中学的操场进
行平整、扩宽、硬化建成约3000m2的露天地质灾害避险场地；
二是利用中学办公楼前1000m2的敞坝作货物临时存放地和通
道；三是利用中学教室20间(1200m2)作安置房。本次投资5
万元(操场进行平整、扩宽、硬化4万元，付学校补助1万元),
工程已于20xx年3月30日完成。

根据工程建设需要，我镇采取竞争性谈判的方式确定施工单
位，经过合法谈判，最终确定工程施工单位为蜀益建筑工程
有限公司，由镇政府与施工方签订了施工合同。在工程开工
建设后，我镇成立了由镇安全生产办公室、规划建设办公室、
西郊国土资源所人员为成员的镇村地质灾害应急避险场所工
作小组，负责工程实施过程中的安全、质量和进度管理。

自村地质灾害应急避险场所建设项目启动以来，我镇始终坚
持把工程质量和安全摆在首要位置。严把材料质量关、施工
安全关，依法操作，规范实施。不断强化现场安全管理工作，
工作组定期不定期的开展现场督查工作，要求施工单位切实
增强质量、安全意识，加强施工质量管理，完善安全防范措
施，在确保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的前提下，加快工程实施。我



们也加大了地质灾害应急避险场所的管理力度，按照功能区
划分，设置有应急供水、应急供电设施；应急医疗、应急指
挥部；应急老、幼、病等安置房；应急物资仓库、厨房、食
堂等设施。进一步加强应急设备设施的管理和维护，从而保
障了地质灾害应急避险场所平时功能运转和应急期的使用，
提高我镇综合防御自然灾害及突发事件的能力，为人民群众
的生命财产安全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和谐社会提供更
好的安全保障服务。

镇村地质灾害应急避险场所（包括村阵地建设）及镇中学地
质灾害应急避险场地全部工程的资金使用情况，均做到专款
专用，封闭运转，严格按区对项目配套资金按工程进度拨款、
镇财政统一支付的要求落实，没有任何挪作他用的情况，该
工程项目资金的使用均按照相关规定和流程进行，无任何违
规违法行为。

镇村地质灾害应急避险场所及中学地质灾害应急避险场地的
建设，是将两个项目资金和村阵地建设、中学操场建设资金
合并使用，场所和场地建设已顺利完工，尽管在建设中本着
科学规划、励行节约、有效配置、充分发挥有限资金作用的
原则，但因建设项目多，涉及范围广，建设工期长，原材料
价格及人工工资上涨等因素，以致于场所和场地存在以下问
题：

1.地质灾害避险场所的公厕、垃圾处理池、院坝硬化和绿化
等附属工程未建设，缺乏相关配套设备设施，建议追加10万
元资金予以完善。

2.场所和场地的相关设备设施应该定期维护，建议落实专款
进行维护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