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中地质灾害防治方案设计(汇总5篇)
方案可以帮助我们规划未来的发展方向，明确目标的具体内
容和实现路径。方案对于我们的帮助很大，所以我们要好好
写一篇方案。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方案策划范文，欢迎阅
读与收藏。

高中地质灾害防治方案设计篇一

根据《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做好全省教育系统地质灾害防治
和防汛工作的紧急通知》(鄂教发办〔2017〕7号)和《县委办
公室、县政府办公室关于做好当前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紧急
通知》(溪办发电〔2017〕17号)文件要求，全县各学校要迅
速行动起来，强化地质灾害和汛期风险排查、防范和应对，
确保广大师生生命财产安全。现就当前全县教育系统地质灾
害防治和防汛有关工作紧急通知如下：

为做好全县中小学校、幼儿园地质灾害防治和防汛工作，把
地质灾害防治和防汛工作作为政治任务抓紧、抓实,立足防大
灾、抢大险、应大急，进一步压实责任、细化措施、强化督
导、狠抓落实，县教育局决定成立竹溪县学校地质灾害防治
和防汛工作领导小组，局长王琪同志任组长，副局长徐国臣
同志任副组长，教育局办公室、基础教育科、督导办公室、
项目科、安全管理科等科室负责人，县直各学校、各乡镇中
心学校校长、各幼儿园园长为成员。领导组下设办公室，李
思忠任办公室主任，柳垂锋任办公室副主任。领导小组定期
召开专项会议，研究问题，制定措施，督促、指导、检查各
学校(幼儿园)地质灾害防治和防汛工作。办公室负责学校地
质灾害防治和防汛工作总体安排,协调解决地质灾害防治和防
汛工作中的有关问题，并制定竹溪县教育系统地质灾害防治
和防汛工作应急预案。

为进一步落实上级关于地质灾害防治工作要求，各学校要深



入推进地质灾害隐患排查整治工作，切实查险、排险、除险。

一是要做好排查整治。各学校要全面开展安全隐患拉网式排
查，做到不重不漏，不留死角、不留盲区。特别是鄂坪乡中
心学校原校址、丰溪镇洞滨教学点、桃源乡杨寺庙教学点等
要作为重中之重，进行深入细致排查。对排查中发现的重大
隐患点，要及时报告，积极争取支持，制定监测预警、工程
治理或搬迁避让措施。对于尚未采取工程治理或搬迁避让措
施的隐患点，必须逐点编制切实可行的应急预案，确保一旦
发生灾害能够成功临灾避险。

二是认真做好督促检查。根据相关文件要求和6月22日全省教
育系统暑期及秋季开学工作视频会议工作部署，教育局将组
织专班对全县各学校地质灾害防治和防汛工作开展情况进行
督促检查，对行动迟缓，工作落实不力的将追究校长及相关
责任人的责任。

三是要强化预警，提前研判。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预报的雨
情、水情，提前研判可能发生的地质灾害。抓好汛中巡查、
汛后复查和雨前排查、雨中核查、雨后复查，做好洪峰过境
期、强降雨期防灾减灾。采取切实可行措施，包括临时停课、
调整假期时间等，提前做好应对。

四是要加强在建工程防范，确保施工安全。暑期是各学校基
本建设工程的主要施工期，要严格履行好相关建设手续，会
同相关部门做好规划选址和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避免在有
地质灾害隐患的区域施工，并确保不因施工引发地质灾害。

五是要继续加强对广大师生的安全教育，进一步落实好安全
逃生演练制度。将演练活动纳入学校教育教学计划，做到有
课时、有方案、有预案。学校即将放假，各学校要在放假前
对师生开展以防汛防灾防溺水为主要内容的安全教育，确保
学生人身财产安全。



一是要落实工作职责。各学校要切实增强责任意识，加强同
乡镇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的协调配合，在前期工作的基础上，
对防汛工作进行再检查、再部署、再落实，将防汛抗灾责任
落实到预报警、隐患排查整治、指挥调度、巡查值守等各个
环节。尤其是在预报有强降雨时段要将防汛抗洪作为当前十
分重要的政治任务抓紧抓好抓实。

二是要强化工作措施，全力做好应对。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
发布的天气变化动态，及时、准确掌握实时雨情信息。特别
是地处库区、矿山及新修公路附近的学校要关注地质变化;加
强对山区学生上下学乘车的管理和临水临涯路段的安全管理。
要强化联防联控，一旦发生灾害险情，各学校要根据灾情等
级迅速启动相关应急预案，安程序及时上报，联系有关部门
开展救援等工作。

三是严肃纪律，规范信息报告制度。各学校从6月25日开始，
实行24小时应急值守，如遇重大险情、灾情，必须按程序迅
速报告，不得迟报、漏报和瞒报。

高中地质灾害防治方案设计篇二

20xx年，各镇（街道）、各有关部门密切配合，扎实推进地
质灾害防治高标准“十有县”建设和国土资源所“五到位”
创建活动，强化地质灾害预警预报和巡查监测，明确防灾责
任，落实防灾措施，全市未发生地质灾害。

1、崩塌滑坡重点防治区。20xx年调查发现，全市存在重要崩
塌滑坡等地质灾害隐患点26处，其中危险性中等的有5处、危
险性较小的有21处。主要的危岩崩塌滑坡灾害隐患点有北沟
仲庄矿区、双塘沙沟矿区及马陵山镇的宋山采石宕口。

2、地裂缝重点防治区。地裂缝灾害主要分布在墨河街道及棋
盘镇的部分地段，其中以墨河街道姚湖村一带尤为严重，防
范期为全年。



3、岩溶塌陷重点防治区。主要分布在合沟镇。防范期为全年。

4、黄砂采空塌陷重点防治区。主要分布在沂沭河和骆马湖黄
砂开采区。防范期为6月至9月。

5、软土塌陷重点防治区。主要分布在草桥和窑湾等镇。防范
期为全年。

在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之外为一般防治区，在重点防治期之
外为一般防范期，也应做好相应监测防治工作。

（一）加强领导，密切协作。各镇（街道）及有关部门要落
实地质灾害防治工作责任制，完善应急机制，建立健全应急
反应系统，提高突发地质灾害应急处理能力。各有关部门应
按照《市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规定，各司其职，一旦发
生地质灾害险情或灾情，要密切配合，形成应急处置合力，
避免或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二）健全群测群防网络体系。各镇（街道）应进一步健全镇
（街道）、村地质灾害监测预防的群测群防网络体系，把监
测责任落实到具体单位和个人。

（三）认真治理主要地质灾害危险点、隐患点。各镇（街道）
应积极筹措资金，做好辖区内重点地质灾害危险点整治工作。
对于因工程建设单位或采矿等引发的地质灾害危险点、隐患
点，由工程建设单位或矿山企业落实检查和监测防治责任，
及时采取避让、治理等防范措施。

（四）严格落实险情巡查、灾情报告制度。市国土部门要严
格落实地质灾害险情巡查、灾情报告和汛期24小时值班制度。
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和易发区进行定期和不定期检查，发现险
情要及时报告处理，对已查出的地质灾害隐患点，要及时发
放防灾避险明白卡，设置警示牌，加强险情巡查和动态监测。



高中地质灾害防治方案设计篇三

为认真贯彻落实达州市国土资源局，教育局《关于转发国土
资源部、教育部关于加强中小学校校区舍地质灾害防治工作
的通知的通知》要求，确保全县中小学校安全，现结合我县
实际，提出以下贯彻实施意见，望遵照执行。

一、提高认识，明确责任

中小学校是未成年人集中场所，确保安全至关重要。受自然
环境等因素制约，全县不少学校处于地质灾害易发区，防灾
能力和措施相对薄弱，随时面临地质灾害造成群死群伤事故
的发生，已经成为目前加强学校安全工作的重点内容。

各中小学校必须提高认识，加强领导，明确责任，高度重视
学校地质灾害防治工作，认真贯彻落实《地质灾害防治条例》
(国务院第394号令)和《四川省地质环境管理条例》，把它作
为执政为民，创建和谐社会的一项具体行动，彻底排查隐患，
落实防范措施;加强宣传教育，完善应急预案，坚决杜绝因地
质灾害造成的学校重(特)大伤亡事故。

二、建立机构，全面普查

为贯彻落实部、省、市关于中小学校安全防范工作的精神，
有效防止中小学校校区(舍)周边地质灾害的发生，减少人员
伤亡和经济财产损失，经县国土资源局、县教育局会商决定：
从十二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开展全县中小学校校
区(舍)及周边地质环境普查工作，凡是存在(可能存在)地质
灾害的学校都要分类登记造册，作为国土资源部门、教育部
门和学校进行整治、加强监督的依据，作为进一步开展地质
灾害调查、勘查工作，向各级人民政府申报立项整治的依据。
普查工作按照分片普查，逐校排查的原则，采取重点查和一
般查相结合，彻底摸清辖区学校面临的地质灾害威胁，存在
后地质灾害类型和危险程度。第一普查小组：由莫建全、吴



世康、涉及乡镇分管国土、教育工作的副乡(镇)长、学校校
长、国土资源所所长组成，负责渠江、天星、城郊、板桥、
三板、宝城、有庆、鲜渡、琅琊、卷硐片区;第二普查小组：
由程兴社、许明勇、涉及乡镇分管国土、教育工作的副
乡(镇)长、学校校长、国土资源所所长组成，负责临巴、土
溪、流溪.三汇、丰乐、文崇、涌兴、贵福、岩峰、清溪、静
边片区。

三、健全制度，落实应急处置预案

凡是可能受到地质灾害威胁的学校，都要有针对性地制定相
应防范措施，健全管理制度，落实监管责任，做好日常(特别
是汛期)监管工作，建立有效的预测、预警、预防和快速反应
体系。要建立和完善各种应急处置预案，尽量周全考虑可能
发生的情况，研究制定对策，同时加强抢险救灾队伍建设，
储备相应抢险物资，全面提高学校应急应变能力。

四、加强教育，努力提高师生防灾救灾能力

学校是加强防灾救灾教育的主要阵地。各中小学校要把防范
地质灾害的要求作为重要内容，纳入学校安全教育课程，增
加地质灾害防治知识，提高教育的针对性和时效性。教育活
动要形式多样，寓教于乐。借助科普读物、影像资料、互联
网络等手段，通过专题讲座、参观考察、疏散演练、知识竞
赛等方式，提高师生防范意识和救护能力。要特别注意加强
教职员工的教育培训工作，做好应急预案演练，通过采取各
种行之有效的措施，进一 步增强各中小学校防灾救灾能力，
从而确保师生生命财产安全。

高中地质灾害防治方案设计篇四

为切实做好20xx年度三湖镇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确保人民生
命财产安全，最大限度的避免和减轻地质灾害的损失，根据
《地质灾害防治方案条例》，《湖南省地质灾害保护条例》和



《衡阳县20xx年度地质灾害防治方案》，特制定本方案。

(一)、地质灾害威胁对象

1、存在地质灾害的村组主要有南北村胜利组、甘泉村千步组、
丫木组、西村村周山组、塘湾组、下皂组、新建村六平组，
这些村组自然因素和人为工程活动及降雨等因素影响，发生
滑坡、崩塌地质灾害可能性很大。

2、存在地质灾害隐患的交通路线

三湖镇地处偏远地区，境内有甘泉村至南北村公路、鼓峰村
至中合村公路，文光村公路，管桥村易发生崩塌、滑坡等地
质灾害可能性较大。由于公路建设具有深挖、高填、切坡的
特点，且部分建设项目位于地质灾害容易发区，工程建设对
地表破坏严重，导致发生地质灾害的可能性很大。

(二)地质灾害威胁范围

1.突发性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域

20xx年突发性地质灾害高发区是：西村村塘湾组、周山组、
下皂组，南北村胜利组、甘泉村千步组、丫木组，新建村六
平组。

2.重要地质灾害隐患点

我镇范围内有7个地质灾害隐患点(见表1)。

(一)地质灾害趋势预测

地质灾害发展趋势受到地质条件、气候变化、人为活动强度
和方式等因素影响，以及我镇村组道路建设应高度注意防止
人为诱发地质灾害。



(二)地质灾害重点防范时期

(三)重点防范区域

近年来，由于乡村公路建设增加，甘泉片责任区和西村村、
文光村、永安村、新阳村地质灾害频发，这些区域地质疏松，
而且夹杂石块，一遇到暴雨、雨水沿裂缝侵入土体，导致滑
坡和小型泥石流。需加大这些地区地质灾害的重点防范。

(一)、地质灾害调查

我镇24个村、1个居委会，451个小组，地质灾害调查与区划
野外工作已经全部完成，为防灾工作提供了科学依据。今年，
我们要进一步完善地质灾害调查，查清地质灾害发育及分布
规律，完成《三湖镇地质灾害防治规划》，为镇预警预报、
群测群防系统建设、防灾减灾工作提供科学依据。2——3月，
对全镇严重地质灾害隐患点进行调查和巡逻。

(二)、地质灾害监测

本方案附表中所列的重要地质灾害隐患点作为本镇重点监测
对象。对新发现的地质灾害隐患点给于重点监测，监测内容
主要包括隐患变形情况，地下水变化情况等。要采取汛期巡
查和监测结合、并且单位监测和群众监测相结合、定期监测
和连续降雨时加密监测相结合的方法进行监测。

(三)组织机构

镇人民政府成立地质灾害防治领导小组，组织指挥全镇地质
灾害防治工作。

镇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值班室设在镇人民政府办公室，值班电
话：联系人：电话：



(四)明确相关单位防治责任

1.党政办公室：负责地质灾害重大事件的综合协调和应急管
理指导工作。

2.各村委会及居委会：书记、主任要对本区域内的地质灾害
防治工作负总责，在镇政府的统一领导下，积极开展本区域
内的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具体承担本区域内地质灾害全面巡
查，开展隐患点日常监测，落实隐患点的监测人及警示标志，
组建应急队伍，开展地质灾害防治宣传教育工作，负责搬迁
避让措施，接到或发现地质灾害险情报告时，要及时组织人
员及财产转移到安全地带，情况紧急时可以强行组织避灾疏
散，及时报告镇政府和镇国土资源所，采取有效措施做好地
质灾害的抢险救灾工作，安排灾区重建和治理工作，积极配
合镇政府发放地质灾害防灾工作明白卡、地质灾害防灾避险
工作明白卡。

3.国土资源所：具体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地质灾害防治的组织、
协调、指导和监督工作;组织开展地质灾害防治知识的宣传、
培训工作;拟订年度地质灾害防治方案及应急预案，报镇人民
政府批准后公布;对基层上报的地质灾害险情，会同有关部门
尽快到现场勘察，提出应急处理措施，向上级国土部门和镇
政府报告;不得隐瞒、谎报地质灾害灾情。

4.安监站：要对非煤矿山、工业企业、各类选厂、尾矿库地
质灾害隐患进行排查处理，及时采取有效防治措施。

5.镇卫生院：组织本单位人员赶赴灾区抢救伤员，负责灾区
防病治病和卫生防疫工作及药品供应。

6.水管站：要对全镇河道周边地质灾害隐患进行排查处理，
及时预报降雨强度及分布范围，特别要加强对危险天气的研
究，会同国土部门及时发布地质灾害预警预报。



7.路政中队：要对公路沿线的地质灾害隐患进行排查处理;加
强交通线路的边坡防护;加强对地质灾害易发区路段的巡查，
危险及潜在隐患地段应加以治理;同时对拟建和在建交通工程
项目进行监管，通过合理选线、科学设计、规范施工，减少
地质灾害的发生，及时治理施工中发生的地质灾害。

8.民政办：在地质灾害预警期内要做好抢险救灾准备，筹措
资金和救灾物资;灾情发生后应及时做好优抚工作;组织核查
灾情及上报。申请、管理、分配救灾款物，组织指导救灾捐
赠、组织转移、安置受灾人员及灾民生活，负责救灾物资的
组织和供应工作，组织指导灾民倒塌房屋的恢复与重建。

9.财政所：保障地质灾害防治资金及时到位

10.派出所：负责组织、指挥、协调公安机关维护灾区社会治
安，参与抢险救灾，预防和妥善处置群体性治安事件，做好
灾区道路的交通的疏导工作。

11.住建站：要对城镇建设中存在的地质灾害隐患排查处理;
在进行城镇规划时应充分考虑遭受或引发地质灾害的危险性
和危害性，合理规划布局;配合有关部门做好城镇范围内的建
筑工程地质灾害防治工作。

12.中心学校：对各校区周边存在的地质灾害隐患进行排查处
理;根据实际情况做好各学校周边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开展学
生防灾知识教育工作;负责组织、转移受灾学校师生员工，做
好灾后学校教育、教学组织工作，协调有关部门做好灾后校
舍的恢复、重建工作。

13.环保站：负责灾害影响的环境评估;负责地质灾害可能造
成次生突发环境污染事件的应急监测，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和
减轻环境污染危害。

14.武装部：组织民兵预备役人员投入抢险救灾，侦查灾情，



开展国防后备力量应急动员，重点是抢救被埋人员，救扶受
灾群众、工程抢险、处置次生灾害。

15.镇纪委：负责对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地质灾害防
治工作中履行职责实施监督;对国家工作人员和村组干部及隐
患点监测人员因工作失职、渎职造成重大损失的行为进行查
处。

(一)加强领导，明确地质灾害防治目标

各村要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放在首位，坚持预防为主，避让
与治理相结合和全面规划突出重点的原则，切实加强领导，
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一项重要工作认真部署和落实，
保证领导到位，人员到位，措施到位，资金到位。各级地质
灾害防治工作领导小组和应急指挥人员要落实到责任制，实
行行政领导责任追究制，将地质灾害危害隐患点的监测和预
防任务落实到具体单位，明确责任人、做到任务到人、责任
到人、认真履行职责，切实组织好监测、预防、预报预警、
群测群防，治理及突出地质灾害应对工作。

(二)制定方案，落实地质灾害防治责任制

镇国土资源所应在总结往年度地质灾害防治的工作基础上，
结合辖区内地质灾害隐患点的分布、类型、规模、危害性等
实际情况，认真组织编制和落实到本辖区内《年度地质灾害
防治方案》，提出本地区地质灾害危险点、隐患点的具体防
灾措施，落实监测主要负责人，协调各村委会确定避灾方案
和紧急疏散路线。编制的地质灾害防治方案应及时报同级人
民政府批示后公布，并上报国土资源局备案。对违反规定不
落实地质灾害防治方案，造成地质灾害重大伤亡和事故的，
按照《地质灾害防治条例》的相关规定，追究直接责任人的
法律责任。

(三)完善制度，提高地质灾害应急反应能力



各村委会和国土资源所，要按照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衡阳
市地质灾害应急预案)的通知》要求，建立起“横向到边、纵
向到底”的预案体系，确保形成“统一领导、综合负责、分
级负责、属地管理”为主的应急管理体系，尽快形成“政府
统筹协调、群众广泛参与”的基层应急管理机制。一是要建
立预报预警应急指挥系统，完善地质灾害预报预警机制，做
到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理。二是认真落实汛期值班、险情
巡查制度，向社会公布地质灾害报警电话，接受社会监督，
充分发挥地质灾害群测群防监测网络的作用。三是要发放地
质灾害防灾避灾明白卡，在危险区域树立警示牌，让处在地
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具备“自我认识，自我监测、自我防范
的能力”。四是要组织专业技术队伍在汛期时对重点区域进
行地质灾害巡回检查，做到“快调查，快定性、快决策、快
实施”。五是各村委会组织或指定一支抢险应急队伍，以备
担任突发性地质灾害抢险任务。

镇人民政府将按照《地质灾害条例》和《湖南省地质灾害环
境保护条例》的有关规定，结合实际安排地质灾害调查、预
防和自理经费，纳入年度计划财政预算，并根据当地财政状
况和防灾工作需要，建立地质灾害防治专项资金，同时建立
多元化，多渠道的筹措机制，按照轻重缓急的原则，对危害
大，影响严重、急需治理的地质灾害隐患点，要进行彻底治
理或搬迁避让，有效地保护公众生命财产安全。

在镇政府的统一领导下，镇国土资源所要加强与建设、水利、
交通、气象等部门共享机制。要加强与防汛救灾部门的协调、
沟通和合作，互通情报，确保镇、村、组三级之间信息畅通，
加强协作，传达下情上报及时准确，为全镇汛期地质灾害工
作提供信息渠道。

要加大防治工作的科技含量，运用新方法、新技术进行监测
分析工作。国土资源部门与气象部门要继续密切配合，联合
开展汛期地质灾害气象预警工作，通过气象部门现有的群发
手机短信天气预报，指导地质灾害防治工作。



各村委会要按照《地质灾害防治条例》和《省地质环境保护
条例》的规定，切实加强地质灾害易发区工程建设的管理，
禁止在地质灾害危险区审批新建住宅及其他可能引发地质灾
害的活动。加大地质灾害危险评估、各类工程建设项目的监
管力度，依法查处地质灾害违法行为，从源头上控制和预防
人为活动引发地质灾害，注意预防集镇基层设施建设、中心、
村庄建设、农村建房和山体过度开发形成的地质灾害隐患点。
要合理开发利用矿山资源，认真做好矿山地质环境影响评估，
落实矿山地质环境和保护责任，有效防治人为活动引发的地
质灾害。

普及地质灾害防治知识。各村委会和相关职能部门要进一步
加大地质灾害防治知识宣传力度，普及地质灾害监测、预防、
避险、抢险、治理等知识，做到地质灾害预防知识进社区、
进农村、进学校、进矿山，特别是要让地质灾害严重地区的
颁布群众都掌握这方面的基本要求和规范，增强防灾意识，
提高抗灾能力，确保一方平安。

高中地质灾害防治方案设计篇五

地质灾害包括自然因素或者人为活动引发的危害人民生命和
财产安全的山体崩塌、滑坡、泥石流、地面塌陷、地裂缝、
地面沉陷等地质作用有关的灾害。

地质灾害防治原则主要坚持预防为主，避让与治理相结合，
全面防治，突出重点。

地质灾害防治目标是避免人员伤亡、减少经济损失、提高预
报成功率，促进地质环境和经济建设的协调发展。

根据遂川县地质灾害调查与区划报告和全镇发生的地质灾害
与地质环境条件相关分析，我镇重点地质灾害危险点分布范
围主要有衙前村街组、潭背组、金田坑组、大东坑组、店下
组；士高村乐木会组、泥坑组、东边坑组、蕉坑组；上芫村



曲尺坑组、洋金坑组；溪口村、茶盘洲组、龙凤桥组、嵩岭
洞口组、横坑组；双镜村岭子脑组、郑花坑；段尾上庄组、
庙山组、老屋场组；石盘村桂林坑组、高车坳组、双斗坑组、
足子坑组、大坑组。灾点威胁农户96户，人口574人。重点防
护段为衙前街、士高、段尾、溪口、石盘崩滑群和公路沿线
崩滑体，灾害类型主要有崩塌与山体滑坡。各村委会和水利、
道路工程受益单位对灾害点、灾害段进行逐一检查，对危险
处抓紧实施整改措施，避免因工作失职而造成人为的损失。

（一）降水趋势预测

根据气象部门预测，我县今年雨季（3—9月）平均雨量比往
年年略偏多，汛期平均降雨量为700—800毫米，局部1000毫
米以上，雨量时空分布不均，并考虑台风影响，所以我县地
质灾害防治重点防范期在3－9月。

（二）地质灾害预测

1、根据我县地质环境条件和地质形成的实际，结合气象、水
文部门降水趋势预测，20xx年全县汛期由降雨诱发地质灾害的
范围和强度略高往年。在汛期部分地方会有降水集中期和强
降水。各村委会和镇直各单位要密切注意当地实时天气预报，
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加强监测，注意防范。

2、地质灾害主要发生地段，在雨量集中的3－9月，特别是6
－9三个月受台风或热带风暴影响，常因灾害性暴雨和特大暴
雨而引发地质灾害。我镇属暴雨型地质灾害高发区，在集中
降水时，当连续降水达到50毫米或日降水100毫米以上，将出
现崩滑流灾害；当连续降水达到200毫米或短时间（一日或数
小时）降水150毫米以上，崩滑流灾害将大量发生。已发现的
地质灾害隐患点，在连续降水时要加强监测，一旦发生异常
应立即组织人员撤离。

3、城镇、乡村建设和工业、交通、水利、矿山建设等人为工



程活动是诱发崩滑流灾害的重要因素。山区建房切坡段，城
镇规划区切坡段、矿山、采石场，新建和改扩建公路边坡、
水库（电站）坝肩、溢洪道及引水（灌）渠等是可能发生滑
坡崩塌的主要地段，应加强监测防范，特别要注意防范山区
傍山切坡建房地段的滑坡危险，不得新增傍山高切坡建房，
防止出现新的隐患。

（一）汛前调查与制定防治方案

汛前镇国土资源所会同水利等部门加强对地质灾害险情的动
态监测，对镇内地质灾害险情进行检查，核定危险点和危险
区段的位置、类型、规模、成因及危害等情况。根据调查情
况，编制全镇地质灾害防治方案，核定重要地质灾害危险点，
提出防范措施，落实防灾责任。

（二）巡视监测

在地质灾害重点防范期内，国土资源所、水土保持站、民政
所、各村委会、基层群众自治组织要加强地质灾害险情的巡
回检查，发现险情及时处理和报告。要明确责任单位、责任
人及监测内容与方法，落实监测人员。与工程设施直接有关
的地质灾害危险点，由相关部门、单位负责监测工作。

（三）预警和防治工作

1、重要地质灾害危害点，应采取工程治理或者搬迁避让措施。

2、做好重要地质灾害危险点险情监测预报工作，预报分三级。

一般级：经监测，隐患点险情没有明显异变情况者；

异变级：经监测，隐患点险情有扩大，加剧异变情况者；

临界级：经监测，隐患点险情异变情况特别显著，加快或有



其他明显征兆者。

3、对异变级临界级预报点，国土资源部门组织专业人员作进
一步调查论证。对确以进入危险阶段者，要根据地质灾害可
能的规模、地域重要性及危险性，分别由县和镇人民政府发
布预警，在地质灾害危险点，一定范围内划定危险区，设置
警示标记，预警分三级。

一级预警：由市政府或省政府向社会发布划定危险区告示：

二级预警：由县政府向社会发布划定危险区告示；

三级预警：由镇政府向社会发布划定危险区告示。

4、在地质灾害危险区内，禁止爆破、削坡进行工程建设以及
从事其他可能引发地质灾害的活动。

（四）应急准备与避险

1、预警点所在村要立即成立有关人员参加的防灾领导小组，
加强对险情监测、避险救灾工作的领导，组织制定避险、救
灾方案，做好必要的抢险救援力量和抢险器材物资的准备工
作。

2、做好人员撤离、财产转移和重要设施保护工作。出现异变
级险情，地质灾害体地段及灾变主要方向临近地段的人员要
撤离，重要财产要转移；出现临界级险情，灾害影响范围内
人员要立即按转移路线转移到安全地带，重要财产要尽可能
转移，并做好抢险救灾临战准备，情况紧急时，可以强行组
织避灾疏散。

（五）抢险和救灾

1、地质灾害发生后，镇政府启动并组织实施相应的突发性地



质灾害应急预案。镇政府有关部门按照突发性地质灾害应急
预案分工，做好相应的应急工作。

2、灾发地的防灾领导小组要立即按防治方案和应急预案要求，
部署抢险救灾工作，各村委会要组织抢险救援队伍迅速进入
现场，抢救被压埋人员，协助进行工程抢险。民政、卫生、
水利、工商、公安等部门，应当及时设置避难场所和救济物
质供应点，妥善安排灾民生活，做好医疗救助、卫生防疫、
药品供应、社会治安等工作。

（一）加强组织领导，落实责任制

各村要切实加强对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领导，成立地质灾害
防治工作领导小组，由镇长肖邦锋同志任组长，肖瑞培同志
任副组长，曾令春、刘见生、谢晓弘、郭薇薇、汤仰永、罗
海春、彭丽芸、谢大源、胡毅辉及镇各驻村干部为成员。统
一组织协调镇内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并层层落实防治责任制。

（二）加强监测预报，实行专业监测与群测群防相结合

地质灾害防御重在监测预报，各村要根据村内地质灾害分布
情况，落实地质灾害危险点的群测群防和防治工作任务，加
强对群测群防人员的管理和培训，充分发挥群测群防在地质
灾害防治工作中的基础性作用。加强村民建设用地选址，严
防高切坡建房，发生一起坚决制止。

（三）加强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宣传教育

防治地质灾害的最终成效必须依靠全民参与，要利用生动案
例、气象短信、宣传单、黑板报等手段宣传地质灾害防治基
本知识，提高全民防灾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