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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重要论述，

认真贯彻落实县委、县政府决策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

至上，贯彻落实好“两个坚持、三个转变”防灾减灾救灾理

念和“预防为主，避让与治理相结合”的方针，深化“人防

+技防”措施，推动我县“隐患点+风险区”建设，全力保障

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扎实做好 2024 年度全县地质灾害

防治工作。根据《地质灾害防治条例》、《辽宁省突发地质

灾害应急预案》、《辽宁省“十四五”地质灾害防治规划》、

《关于印发铁岭市地质灾害防治方案（2024 年度）的通知》

（铁自然资办发〔2024〕6 号）等规定和要求，结合我县地

质灾害工作实际，特制定本方案。 

一、全县地质灾害概况 

我县地质灾害类型主要为崩塌、滑坡和地面塌陷。截止

2023 年底，我县共查明地质灾害隐患（孕灾）点 32 处（包

括地质灾害隐患点 23 处，地质灾害孕灾点 9 处）。按地质

灾害类型划分，崩塌 6 处，滑坡 18 处，地面塌陷 8 处；地

质灾害隐患点险情均为小型。共威胁人口 136 人，潜在经济

损失 1.0372 亿元。 

根据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统计标准，2023 年全县无突发

性地质灾害，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取得良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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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地质灾害防范重点 

（一）降水预测 

根据铁岭市气象局发布的汛期气候趋势预测资料，预计

今年汛期（6～8 月）全市平均降水量为 450～490 毫米，较

常年同期（441.6 毫米）偏多 1～2 成，其中铁岭县为 460～

560 毫米。 

汛期降水阶段性变化明显，极端性强。6 月，东北冷涡

不活跃，我县降水以偏少为主，可能发生阶段性干旱。7～8

月，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偏北偏强，可能有 1 个北上台风影

响我县，降水偏多 1～2 成，强降水过程频次多、极端性强。 

（二）地质灾害重点防范地区 

我县地质灾害重点防范区域为已划定的地质灾害中高

易发区以及人口密集工程活动强烈的地区、采矿可能诱发地

质灾害的地区。此外险情严重、灾害体变化显著、始终处于

监控的地质灾害隐患点也是防范的重中之重。 

1.自然地质灾害防范区域 

我县东部低山丘陵区发生滑坡、崩塌等突发性地质灾害

的可能性较大，为重点防范区域；其他地区发生滑坡、崩塌

等突发性地质灾害的可能性较小，为次重点防范区域。 

2.人为地质灾害防范区域 

（1）井工开采区，以防范地面塌（沉）陷为重点的防

治区域，我县西部蔡牛镇、双井子镇有少量分布。 

（2）人工切坡区，以防范切坡筑路、建房等人为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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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形成的高陡边坡崩塌、滑坡为重点的防治区域，主要位

于我县东部低山丘陵区。 

3.重点地段地质灾害防范区域 

主要位于地质灾害易发区的城镇、学校、医院、集市、

农家乐、景区和安置点、工棚营地等人口聚集区，靠山靠崖、

临沟临坎的房屋前后及左右两侧在建公路、铁路、水利、大

型深基坑（边坡）等重要工程建设活动区，交通干线沿线、

旅游景区、新兴行业以及重要基础设施周边区域均属重点防

范对象。 

（三）地质灾害重点防范期 

地质灾害的发生与降雨密切相关，区域强降雨、台风暴

雨和局地暴雨是自然地质灾害主要诱发因素。在这一时段内

集中强降雨和连续降雨，都有可能引发突发性地质灾害，每

年汛期 7-8 月是我县地质灾害的高发期，特别是 7 月下旬至

8 月上旬，为最易发生时段。 

汛期内日降雨量大于 50mm或累计过程降雨量大于 100mm

的时段是重点防范期中的防范重点时段，重点防范强降雨诱

发群发型泥石流、滑坡、崩塌地质灾害。如遇台风或短时强

降水，也有可能发生地质灾害。 

三、地质灾害防治措施 

（一）落实防灾责任，制定年度防治方案 

严格按照“属地管理、分级负责”的要求，进一步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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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组织领导，全面落实县、乡、村（组）

地质灾害防灾责任制，把责任落实到点、到岗、到人。要把

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列入乡镇政府重要议事日程，及时制定

（更新）乡镇年度地质灾害防治方案和应急预案。 

（二）健全分工协作，强化防灾行业监管 

严格落实“谁引发、谁治理”的刚性要求。按照本级地

质灾害防治机构职责分工，健全地质灾害分工协作机制，充

分发挥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的行业优势，加强与气象、水利、

应急等部门信息互通、会商研判和协调联动，形成地质灾害

防灾合力。同时，自然资源局将协调住建、教育、交通运输、

水利、文旅、应急、气象等部门履职尽责，强化行业监管责

任。 

（三）推进风险调查成果应用，扎实开展隐患风险排查 

根据最新的风险调查成果，县自然资源局将认真落实地

质灾害防治驻守技术支撑相关要求，把地质灾害风险隐患排

查整治贯穿于汛前、汛中和汛后，强化雨前排查、雨中巡查、

雨后核查。各乡镇及县有关部门（单位）要按照职责分工认

真组织本辖区、本领域的隐患风险排查。重点加强人员密集

场所、农村房屋及重要基础设施周边、交通干线、旅游景区

等部位隐患排查整治，做到不留盲区，不留死角，对排查发

现的风险隐患要逐一登记造册、入库，落实防灾预案和防范

措施，明确防灾责任人、监测责任人和监测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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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推进“隐患点+风险区”双控工作，提升风险防

控能力 

围绕地质灾害防治重点由“隐患点”向“隐患点+风险

区”转变的需求，持续推进“隐患点+风险区”双控体系建

设工作，提高我县地质灾害防治能力，最大限度防范和化解

地质灾害风险，推动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再上新台阶。 

四、基层地质灾害防治工作 

（一）加强监测预警，努力提升技防水平 

各乡镇政府、县自然资源局要进一步完善群测群防网

络，将经风险调查更新后的地质灾害点全部纳入到群测群防

体系中，汛前逐一完善地质灾害点的责任人、监测人、预警

人等信息，动态监管群测群防建设，开展群测群防人员培训，

同时推广“辽宁地灾查询”、“辽宁地灾防治”软件及“辽

宁省地质灾害防治服务”微信公众号的使用，使群测群防员

能在第一时间掌握预警信息，发挥群测群防网络的作用。 

推动县级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体系建设，深化县级地

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报，推进建立县级“常规预警+实时

预警”综合预报平台，进一步加大预警网格密度，提高预警

时长，加密预警频次，提升预警精准度和时效性。 

完善自然资源与水利、气象等部门调查、监测数据和预

警信息共享，提高灾前预警时限和精度，提升防灾预判能力，

及时传递预警信息到防灾一线，科学指导防灾避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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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强化预警响应，开展避险转移检查 

县自然资源局、气象局要依据地区实际，在接收到上级

预警信息后要按照相关工作程序建立并申请启动相应级别

预警响应。在降雨来临前、发现成灾迹象及风险研判不清时，

坚决果断地指导受威胁群众避险撤离、妥善安置，做到应转

早转、应撤尽撤，确保不漏一点一区、一户一人，并加强撤

离人员管控，做到“不安全，不返回”，严防人员擅自回流

造成伤亡，坚决防止出现工作死角。 

预警响应级别依据预警等级动态调整，可逐步升(降)

级，县自然资源局要指导乡镇和村果断启动应急预案，及时

开展避险转移工作，同时指导乡镇做好撤离人员管控工作，

避免撤离人员私自返回造成人员伤亡。县自然资源局要根据

地方政府提供的转移安置人员信息及“一表两卡”内容，对

受地质灾害威胁群众避险转移情况进行检查、抽查。 

地质灾害预警响应解除后，各乡镇群测群防员或巡查员

对隐患点或风险区进行现场排查，确定是否具备返回条件。

现场条件复杂，难以确定能否返回的，可以申请县自然资源

局组织技术单位或专家给出技术咨询意见，帮助基层科学、

有序组织被转移人员返回。 

（三）加强协调联动，做好应急技术支撑 

一旦发生灾（险）情，事发地乡镇政府要第一时间按要

求启动应急预案，迅速组织有关部门开展抢险救灾，最大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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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地减少灾害损失，坚决避免出现二次人员伤亡。自然资源

局将积极配合应急管理部门，开展地质灾害应急救援的技术

支撑工作。 

（四）及时补齐短板，细化汛期防灾工作 

1.组织开展汛期地质灾害防治巡查 

各乡镇政府、县有关部门要在汛期开展“三查”（即汛

前排查、汛中巡查、汛后核查）工作，认真开展地质灾害隐

患排查，确保隐患排查贯穿汛期始终，将排查重点放在受地

质灾害威胁的人口密集区、重大基础设施及各类工矿、企业、

在建工程等重要领域，确保隐患排查不留盲区。 

2.加强汛期值班值守 

各乡镇政府要严格执行 24 小时值班值守制度，细化领

导带班、专家驻守、专人值守保障措施。严格执行信息报送

制度，及时、规范、准确报送地质灾害信息。 

3.及时开展汛期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 

6-9 月份开展汛期县级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由县自

然资源局会同气象局联合发布预警信息，预警结果及时报送

市级相关部门，并下发至预报范围内的各乡（镇）人民政府。

当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高于（含）三级时，通过县政府官

方网站向社会发布，并通过手机微信、短信等方式向县防指、

应急局和乡镇地灾防治人员发送预警信息。汛期可根据雨情

变化，增加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频次，提高预报预警时效



 

 
 

8 

性。 

4.做好灾情统计速报 

县自然资源局汛期气象预警值班人员需每日统计全县

地质灾害发生数量和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等级。如遇强降

雨，发生地质灾害险情和灾情时，值班人员应汇总、统计全

县上报的巡查地质灾害隐患点数量、巡查人员数量、发布预

警信息次数及级别、值班值守人员数量、转移受威胁人员户

数及人数等数据并速报市自然资源主管部门。 

县自然资源局接到当地出现特大型、大型地质灾害报告

后，应立即速报铁岭县政府和铁岭市自然资源局，同时报送

当地应急管理部门，并可越级速报省级和国家级自然资源主

管部门。 

县自然资源局接到当地出现中、小型地质灾害报告后，

应立即速报铁岭县政府和铁岭市自然资源局，同时可越级速

报省政府自然资源主管部门。 

县自然资源局获悉地质灾害险情灾情后，同时向同级应

急管理部门通报。 

（五）加强培训演练，增强防灾减灾意识 

县自然资源局要加大对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宣传、培训

力度，普及地质灾害防治知识。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刊、

网络等新闻媒体，结合“4.22 世界地球日”“5.12 全国防

灾减灾日”和“6.25 土地日”等向全社会特别是基层、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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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中小学生开展防灾减灾知识宣传教育，发放科普读物、张

贴宣传图册、刷写标语警示、知识问答等，开展多层次、多

形式的舆论和科普宣传，提高群众的“防灾、识灾、避灾”

能力，营造良好防灾减灾舆论氛围。 

汛前县自然资源局要组织开展地质灾害防治培训，负责

组织本行政区内隐患点群测群防员全员培训，进一步提高监

测监控、预警预报和履职尽责能力。 

县自然资源局要结合本地实际情况，积极配合乡镇政府

及相关部门组织的各类应急演练，如地质灾害预报预警、地

质灾害应急调查和地质灾害应急救援技术支撑等相关科目

的演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