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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1 编制目的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重要论述和“两个坚

持、三个转变”防灾减灾救灾理念，健全完善广安市地质灾

害抢险救援工作机制，强化突发性地质灾害应急工作领导，

有效防范化解地质灾害风险，科学有序、精准高效应对全市

突发性地质灾害事件，最大限度避免或减轻地质灾害造成的

损失，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为全市经济社会高

质量发展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1.2 编制依据

依据《地质灾害防治条例》《四川省地质灾害防治条

例》《四川省突发事件应对办法》《四川省突发事件总体应

急预案（试行）》《四川省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2025 年

度修订）》《四川省地质灾害防治抢险救灾工程项目管理办

法》《广安市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试行）》等有关法律

法规和相关政策文件，结合广安实际，制定本预案。

1.3 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处置全市境内自然因素和人为活动引发的

危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山体崩塌、滑坡、泥石流、地

面塌陷、地裂缝、地面沉降等与地质作用有关的突发性地质

灾害灾（险）情的预防、应急准备、应急处置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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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工作原则

1.4.1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

树牢“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安全第一”理念，贯彻

“两个坚持，三个转变”，把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抢险

救援人员安全放在首位，积极做好地质灾害风险防控和应对

准备，切实加强群测群防，尽量避免和减轻突发性地质灾害

给人民群众造成的生命财产损失。

1.4.2 统一领导、协调联动

在地方党委政府领导下，按照“属地管理、分级负责、

分类指导、条块结合”的原则，充分发挥地质灾害指挥机构

统筹协调作用，相关部门各司其职、密切配合，形成突发性

地质灾害应急处置整体合力。

1.4.3 依法依规、快速响应

依据有关法律和行政法规，使应对突发性地质灾害事件

的工作规范化、制度化。整合各类应急力量资源，发挥专家

队伍和专业技术人员作用，动员社会各界广泛参与，依靠科

技手段，科学有序、精准高效应对突发性地质灾害。

1.4.4 预防为主、综合施策

做好隐患排查、监测预警、主动避让、工程治理等预防

措施，加强应急装备和队伍建设，强化预案管理和宣传培训

演练，强化会商研判、预警预报、信息报送及发布等机制，

提升防范化解地质灾害风险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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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组织指挥体系与职责

2.1 广安市地质灾害防治指挥部

广安市地质灾害防治指挥部（以下简称市防治指挥部）

是市应急委下设专项指挥部，在市委、市政府和市应急委的

领导下，建立常态化组织体系，负责组织、协调、指导全市

地质灾害预防和应急处置工作。当发生地质灾害时，根据抢

险救灾需要，可在常态组织体系基础上扩大响应，成立临时

指挥机构。市防治指挥部组成如下。

指 挥 长：市政府分管地质灾害防治副市长

第一副指挥长：广安军分区副司令员

常务副指挥长：市自然资源规划局局长

市应急管理局局长

副 指 挥 长： 市政府副秘书长（联系自然资源工作）

市水务局局长

市气象局局长

武警广安支队支队长

市消防救援支队支队长

成 员 单 位：市自然资源规划局、市应急管理局、广安

军分区、武警广安支队、市气象局、市委宣传部（市政府新

闻办）、市委网信办、市发展改革委、市经济信息化局、市

教育体育局、市科技局、市公安局、市财政局、市生态环境

局、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市交通运输局、市水务局、市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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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局、市商务局、市卫生健康委、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市

国资委、团市委、市国动办、广安市通信发展办公室、国网

广安供电公司、爱众股份公司、市消防救援支队、中国电信

广安分公司、中国移动四川广安分公司、中国联通广安市分

公司等有关部门和单位分管负责同志。

市防治指挥部办公室设在市自然资源规划局，由市自然

资源规划局局长兼任办公室主任，市自然资源规划局、市应

急管理局各 1 名分管负责人任副主任，具体负责指挥部的日

常工作。

各县（市、区）、园区应当成立相应的地质灾害防治指

挥机构，在市防治指挥部的领导下，负责辖区地质灾害预防

和应急处置工作。

2.2 市防治指挥部职责

发生特大型、大型地质灾害灾（险）情时，在省委、省

政府的领导下，按照《四川省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2025

年度修订）》开展应急处置；发生中型和小型地质灾害灾

（险）情时，分别由市本级和事发地县（市、区）人民政

府、园区管委会负责应对。国家和省级层面在市内设立现场

地质灾害防治指挥部的，在现场地质灾害防治指挥部统一领

导下组织开展突发性地质灾害应对工作。

2.3 市防治指挥部办公室职责

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和市应急委、市防治指挥部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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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部署；督促、协调市防治指挥部成员单位和县（市、区）

指挥机构开展地质灾害应急处置和救灾工作；汇总、上报灾

（险）情和应急处置与救灾进展情况。承担市防治指挥部日

常事务和市防治指挥部交办的其他任务。

2.4 市防治指挥部成员单位职责

市自然资源规划局：负责市防治指挥部办公室日常工

作。负责全市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协助指导做好中型突发地

质灾害事件的处置工作；应急处置的技术保障工作，积极协

调提供灾区遥感、三维影像图等应急测绘成果，配合开展灾

害体的动态监测和预测，为突发地质灾害处置提供测绘地理

信息技术支持；做好受威胁城镇居民的地质灾害防治工作；

落实防灾减灾规划要求，组织编制并实施地质灾害防治规划

和防护标准；组织、指导、协调和监督地质灾害调查评价及

隐患的普查、详查、排查；组织、指导开展群测群防、专业

监测和预报预警等工作；组织、指导地质灾害工程治理工

作。编制完善《广安市突发性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开展地

质灾害防灾避险演练和宣传培训。认真完成市防治指挥部交

办的其他防灾减灾救灾任务。

市应急管理局：负责中型突发地质灾害事件的应急抢险

救援工作和处置工作。协助做好市防治指挥部办公室日常工

作；协助编制完善《广安市突发性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参

与开展应急演练；做好矿山开采等生产活动地质灾害防治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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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组织实施；提供地质灾害预警预报所需的地震资料信

息，对可能诱发地质灾害的地震趋势进行监测预测；参与灾

害发生地群众的临时安置和生活保障工作，及时为受灾群众

提供粮食、帐篷、棉被等生活类救灾物资供给。认真完成市

防治指挥部交办的其他防灾减灾救灾任务。

广安军分区：负责联系驻广安部队（含预备役部队），

组织所属部队和民兵开展人员搜救、抢险救灾与隐患消除等

任务；协助公安机关维护当地社会秩序，保卫重要目标。认

真完成市防治指挥部交办的其他防灾减灾救灾任务。

武警广安支队：负责人员搜救、隐患排除与抢险救灾任

务；协助公安机关维护当地社会秩序，保卫重要目标。认真

完成市防治指挥部交办的其他防灾减灾救灾任务。

市气象局：加强与市自然资源规划局会商，提供地质灾

害预警预报所需的气象资料信息；加强灾害发生地气象监测

预报，为灾害的救援处置提供气象信息保障。认真完成市防

治指挥部交办的其他防灾减灾救灾任务。

市委宣传部（市政府新闻办）：负责组织协调开展地质

灾害防治、突发地质灾害灾情和抢险救援行动新闻宣传报

道，指导、协调广播电视播出机构新闻宣传报道、现场新闻

媒体服务管理、科普宣传、舆论引导等工作，根据授权及时

发布信息，回应社会关切。认真完成市防治指挥部交办的其

他防灾减灾救灾任务。



— 10 —

市委网信办：负责组织协调对地质灾害舆情的引导、监

测、处置工作，指导和参与应急防灾和救灾工作进展情况的

信息发布。认真完成市防治指挥部交办的其他防灾减灾救灾

任务。

市发展改革委：负责组织协调本领域地质灾害防治的实

施工作；协调各部门开展应急粮食和物资的储备、保障、调

运等相关工作。按照职责分工参与协调地质灾害现场工作和

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后的日常生活能源保障有关工作；按有关

规定牵头开展或指导灾后恢复重建工作。认真完成市防治指

挥部交办的其他防灾减灾救灾任务。

市经济信息化局：负责组织协调工业企业等生产活动地

质灾害防治的实施工作；协调灾害发生地企业单位配合支持

应急抢险；组织协调灾区各电信运营企业做好通信应急保障

工作，协助做好灾区通信组网、通信设施恢复、交通和物资

保障等工作。认真完成市防治指挥部交办的其他防灾减灾救

灾任务。

市教育体育局：负责组织协调危及学校的地质灾害防治

的实施工作；负责指导、督促和帮助灾区政府疏散、转移学

校师生、修复受损校舍、应急调配教学资源，妥善解决灾区

学生的就学问题；指导学校开展学生防灾减灾知识宣传教育

工作。认真完成市防治指挥部交办的其他防灾减灾救灾任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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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科技局：协助开展重大地质灾害预警预备、应急救助

和灾害恢复技术研究工作。认真完成市防治指挥部交办的其

他防灾减灾救灾任务。

市公安局：负责组织协调本领域地质灾害防治的实施工

作；负责指导协助灾区加强治安管理工作，协助维护社会治

安和道路交通秩序；预防和处置群体事件，维护社会稳定；

指导开展灾害现场指挥部领导安全保卫工作；协助遇险人员

搜救，对遇难人员身份进行鉴定；动员受灾害威胁的居民以

及其他人员疏散。认真完成市防治指挥部交办的其他防灾减

灾救灾任务。

市财政局：按照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的有关要

求，提出防治与应急救灾补助资金的筹集和落实意见；负责

对应急处置、灾后重建和灾后生产恢复等重要事项的经费分

配及使用进行指导、监督和管理；认真完成市防治指挥部交

办的其他防灾减灾救灾任务。

市国资委：负责组织协调本领域地质灾害防治的实施工

作，负责灾区市属监管企业经营性国有资产的管理和统计，

指导、组织、协调相关单位及时清理受损资产，尽快恢复灾

区生产秩序。认真完成市防治指挥部交办的其他防灾减灾救

灾任务。

市生态环境局：负责组织协调本领域地质灾害防治的实

施工作；负责对灾区现场生态环境监测，及时提供环境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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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负责地质灾害引发环境次生灾害的紧急处置工作。认

真完成市防治指挥部交办的其他防灾减灾救灾任务。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负责本领域房屋建筑和市政公用设

施及其周边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组织实施；采取有效措施，

消除可能影响构筑物安全的灾害隐患；指导抢修和评估受损

毁构筑物，提供经济损失情况，为受灾群众提供必要安全保

障；负责指导灾后恢复重建工程中房屋建筑和市政工程的建

设质量安全监督。认真完成市防治指挥部交办的其他防灾减

灾救灾任务。

市交通运输局：负责做好公路、航道沿线危及交通设施

和通行安全的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组织实施；督促指导各县

（市、区）、园区公路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及时收集报送公

路、航道地质灾害情况，并督促指导整治抢修工作，确保公

路、航道畅通；协调应急运力，配合有关部门做好救灾人

员、物资的运输工作；指导灾后重建工程中交通工程的建设

质量安全监督。认真完成市防治指挥部交办的其他防灾减灾

救灾任务。

市水务局：负责做好河道、山洪沟、水利设施、水利工

程管理范围及周边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组织实施；水利设施

建设过程可能诱发地质灾害的防治和水利工程管护范围内的

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组织指导；水情汛情的监测预警预报；

灾后重建工程中水利工程的建设质量安全监督。认真完成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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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治指挥部交办的其他防灾减灾救灾任务。

市农业农村局：负责组织协调本领域地质灾害防治的实

施工作；协助开展灾后重建和灾后生产恢复相关工作。负责

灾区因灾导致有返贫、致贫风险的群众的信访接待处理，对

符合条件的三类监测人员开展帮扶；协调、指导相关部门建

立灾区三类监测人员识别机制和管理办法；承担衔接乡村振

兴计划、资金和项目管理。认真完成市防治指挥部交办的其

他防灾减灾救灾任务。

市商务局：负责组织协调本领域地质灾害防治的实施工

作；做好灾区主要生活必需品市场监测，按职责分工保障灾

区主要生活必需品供应。认真完成市防治指挥部交办的其他

防灾减灾救灾任务。

市卫生健康委：负责组织协调医院等医疗机构周边地质

灾害防治的实施工作；组织、指挥、协调医疗卫生机构和医

疗卫生救援队伍开展伤员救治和卫生防疫等工作，及时救治

伤员防止灾区发生传染病疫情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认真完

成市防治指挥部交办的其他防灾减灾救灾任务。

市文化广电旅游局：负责组织协调本领域地质灾害防治

的实施工作；协调指导旅游景区及时启动应急预案，做好

游客疏散工作；指导旅游景区对景区范围内的地质灾害进

行排查监测和治理，及时组织抢修损毁的旅游基础设施和

旅游服务设施。认真完成市防治指挥部交办的其他防灾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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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救灾任务。

团市委：按照指挥部统一部署安排，参与受灾群众安置

和基本生活保障、新闻宣传和舆情监管组织协调等工作。认

真完成市防治指挥部交办的其他防灾减灾救灾任务。

市国动办：负责组织协调人防工程建设领域地质灾害防

治的实施工作；组织人防专业队伍配合做好突发地质灾害救

灾工作。认真完成市防治指挥部交办的其他防灾减灾救灾任

务。

市消防救援支队：按照指挥部统一部署安排，参与人员

搜救、抢险救灾与隐患消除。认真完成市防治指挥部交办的

其他防灾减灾救灾任务。

国网广安供电公司、爱众股份公司：负责组织协调对危

及电力设施地质灾害防治的实施工作；组织、协调灾区电力

企业尽快恢复受到破坏的电力设施，确保灾区地质灾害应急

指挥救援正常用电；保障灾区群众生产生活用电需求。认真

完成市防治指挥部交办的其他防灾减灾救灾任务。

广安市通信发展办公室、中国移动四川广安分公司、中

国电信广安分公司、中国联通广安市分公司：负责组织协调

对危及通信设施地质灾害防治的实施工作；组织、协调灾区

通信企业尽快恢复受到破坏的通信设施，确保灾区地质灾害

应急指挥救援正常通信；保障灾区群众通信畅通。认真完成

市防治指挥部交办的其他防灾减灾救灾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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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建设项目相应的行政主管部门要指导和督促工程建

设项目业主单位做好本领域工程建设项目地质灾害防治工

作。其他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负责做好本领域地质灾害防

治工作，积极参与抢险救灾工作。

2.5 市防治指挥部下设专项工作组

市防治指挥部下设 12 个专项工作组。各专项工作组组长

由牵头单位相关领导担任，负责协调工作组各成员单位共同

做好应急处置工作。在地质灾害应急处置工作中，可根据地

质灾害类型、规模和应对需求，视情况增减相关编组设置。

各专项工作组成员单位和职责如下：

（1）综合协调组

牵头单位：市自然资源规划局、市应急管理局

成员单位：市发展改革委、市公安局、市文化广电旅游

局、市卫生健康委、武警广安支队；事发地县（市、区）人

民政府、园区管委会。

主要职责：负责应急抢险综合协调及指挥部各工作组之

间的协调工作。负责收集汇总灾（险）情、社（舆）情等信

息和应急处置工作进展情况，及时向省委、省政府和市委、

市政府报告有关情况；对接相关部门和事发地党委、政府地

质灾害应急处置工作；承办市防治指挥部会议、活动和文电

工作；负责市防治指挥部后勤保障工作。完成市防治指挥部

交办的其他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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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抢险救援组

牵头单位：市应急管理局

成员单位：广安军分区、市公安局、武警广安支队、市

消防救援支队、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市交通运输局、市水务

局、市自然资源规划局；事发地县（市、区）人民政府、园

区管委会。

主要职责：负责人员搜救和应急抢险。负责制定抢险救

援行动计划，组织各方救援队伍和力量开展人员搜救；指导

事发地人民政府开展抢险救援；统筹涉及应急救援力量和志

愿者队伍的组织、派遣和管理工作；组织调用、征用抢险救

援装备、设备和物资，协助各类应急救援力量及装备物资的

运输、后勤保障工作；采取应急处置措施避免人员二次伤

亡。完成市防治指挥部交办的其他任务。

（3）技术支撑组

牵头单位：市自然资源规划局

成员单位：市生态环境局、市科技局、市教育体育局、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市交通运输局、市水务局、市应急管理

局、市气象局、广安水文中心；有关行业（单位）专家；驻

守技术支撑单位；事发地县（市、区）人民政府、园区管委

会。

主要职责：负责动态监测灾（险）情、预警预报、制定

抢险救援方案等技术支撑工作。组织、协调专家队伍开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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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灾害现场灾（险）情会商研判，提供必要的抢险救援指

导；开展灾害现场及周边隐患点排查巡查；指导开展灾害现

场地质灾害应急监测；开展应急测绘数据支持工作；开展气

象监测，做好气象风险预警；开展生态环境监测，及时提供

环境监测信息；开展水情汛情监测；开展交通沿线、市政公

用设施及周边应急排查与监测。完成市防治指挥部交办的其

他任务。

（4）气象预警保障组

牵头单位：市气象管理局

成员单位：市应急管理局、市公安局、国网广安供电公

司、中国电信广安分公司、中国移动四川广安分公司、中国

联通广安市分公司；事发地县（市、区）人民政府、园区管

委会。

主要职责：负责组织气象预警信息研判，保障重要时段

气象精准信息分析并及时准确发布，为灾害救援处置提供气

象信息保障。完成防治指挥部交办的其他任务。

（5）通信电力保障组

牵头单位：市经济信息化局

成员单位：市应急管理局、市公安局、国网广安供电公

司、爱众股份公司、中国电信广安分公司、中国移动四川广

安分公司、中国联通广安市分公司；事发地县（市、区）人

民政府、园区管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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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职责：负责组织协调通信、电力运营企业抢修和维

护因灾损坏的通信、电力设施，尽快恢复灾区通信、电力；

负责调度应急通信、电力设备，做好抢险救援现场通讯、电

力保障。完成市防治指挥部交办的其他任务。

（6）交通保障组

牵头单位：市交通运输局、市公安局

成员单位：市发展改革委、市经济信息化局、市国资

委、国网广安供电公司、爱众股份公司；事发地县（市、

区）人民政府、园区管委会。

主要职责：负责应急物资、应急车辆和交通保障，开展

救援人员运送、现场安全、善后处理等，为现场与各级地质

灾害防治指挥部、各成员单位之间的密切配合提供保障。完

成市防治指挥部交办的其他任务。

（7）军队协调组

牵头单位：市应急管理局

成员单位：广安军分区、武警广安支队；事发地县

（市、区）人民政府、园区管委会。

主要职责：协调调动军队力量参加抢险救援；协助建立

军地协同对接渠道，加强信息互联互通，开展军地联合指

挥；做好军队力量在灾害现场时的后勤保障工作。完成市防

治指挥部交办的其他任务。

（8）调查评估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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牵头单位：市应急管理局、市自然资源规划局。

成员单位：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市交通运输局、市水务

局、市农业农村局、市气象局、市文化广电旅游局、驻守技

术支撑单位；事发地县（市、区）人民政府、园区管委会。

主要职责：负责组织开展灾害体的应急调查，动态掌握

灾（险）情；收集、分析相关信息，会同技术支撑组对灾害

发展趋势进行初步预测，提出初步应急处置措施和建议，汇

总后报市防治指挥部；负责灾（险）情信息收集、统计、核

查和上报工作；开展灾（险）情调查和跟踪评估；对受灾情

况进行调查核实，评估灾害损失；对灾后群众救助情况进行

调查评估。完成市防治指挥部交办的其他任务。

（9）群众安置组

牵头单位：市应急管理局

成员单位：市发展改革委、市财政局、市经济信息化

局、市商务局、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市自然资源规划局、市

水务局、市农业农村局、市卫生健康委、团市委、武警广安

支队；事发地县（市、区）人民政府、园区管委会。

主要职责：负责灾害发生地群众紧急转移安置和基本生

活保障。组织疏散、转移和临时安置受灾人员；对安置场所

进行灾害风险评估，确保安全；开辟紧急避难场所，设置集

中安置点，调拨帐篷、衣被、食品、饮用水等救灾物资，保

障受灾群众吃饭、穿衣、饮水、住宿等基本生活需求。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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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投亲靠友等方式，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及志愿者安置受灾

群众。完成市防治指挥部交办的其他任务。

（10）医疗救治组

牵头单位：市卫生健康委

成员单位：市应急管理局、市经济信息化局；事发地县

（市、区）人民政府、园区管委会。

主要职责：负责医疗救治和卫生防疫工作。抢救和转送

受伤群众，必要时建立医疗点，实施现场救治；加强救护

车、医疗器械、药品等医疗物资的组织调度；及时向现场指

挥部报告人员伤亡和救援情况；指导灾害发生地做好消杀工

作。完成市防治指挥部交办的其他任务。

（11）社会治安组

牵头单位：市公安局

成员单位：广安军分区、武警广安支队；事发地县

（市、区）人民政府、园区管委会。

主要职责：负责灾害发生地社会秩序维护。开展灾区交

通管制和社会治安维稳工作，预防和打击各类犯罪活动，预

防和处置群体事件；开展灾害现场指挥部、党政机关、要害

部门、金融单位、避难和临时安置地等重要目标安全保卫工

作。完成市防治指挥部交办的其他任务。

（12）宣传舆情组

牵头单位：市委宣传部（市政府新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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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员单位：市委网信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市自然资

源规划局、市应急管理局、市卫生健康委、团市委、市气象

局、武警广安支队；事发地县（市、区）人民政府、园区管

委会。

主要职责：负责新闻宣传和舆情监管的组织协调。负责

组织开展抢险救援行动新闻宣传报道，组织召开新闻发布

会；加强舆情收集分析，开展舆情研判和引导工作；组织开

展防灾减灾、卫生防疫等方面的科普宣传和安全提示工作；

做好现场新闻媒体服务管理工作。完成市防治指挥部交办的

其他任务。

2.6 各县（市、区）、园区地质灾害指挥机构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园区管委会应当建立和完善

本级地质灾害防治指挥部，负责统一指挥、协调本行政区域

内的地质灾害抢险救援工作。县（市、区）、园区地质灾害

防治指挥部应当明确组织体系，健全完善协调机制，定期召

开工作会议，分析研判防灾形势，安排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

作。

有地质灾害防治和应急任务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

处设地质灾害指挥机构，由主要负责人担任指挥长，并明确

承担地质灾害应急工作任务的工作人员，在上级地质灾害防

治指挥部的领导下，负责本区域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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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突发地质灾害分级应对

3.1 突发地质灾害分级

地质灾害按照危害程度和规模大小分为特大型、大型、

中型、小型地质灾害灾（险）情。

3.1.1 特大型地质灾害灾（险）情

受灾害威胁，需搬迁转移人数在 1000 人以上，或潜在经

济损失 1 亿元以上的，为特大型地质灾害险情。

因灾死亡（含失踪）30 人以上，或者直接经济损失 1000

万元以上的，为特大型地质灾害灾情。

3.1.2 大型地质灾害灾（险）情

受灾害威胁，需搬迁转移人数在 500 人以上、1000 人以

下，或潜在经济损失 5000 万元以上、1 亿元以下的，为大型

地质灾害险情。

因灾死亡（含失踪）10 人以上、30 人以下，或因灾造成

直接经济损失 500 万元以上、1000 万元以下的，为大型地质

灾害灾情。

3.1.3 中型地质灾害灾（险）情

受灾害威胁，需搬迁转移人数在 100 人以上、500 人以

下，或潜在经济损失 500 万元以上、5000 万元以下的，为中

型地质灾害险情。

因灾死亡（含失踪）3 人以上、10 人以下或因灾造成直

接经济损失 100 万元以上、500 万元以下的，为中型地质灾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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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情。

3.1.4 小型地质灾害灾（险）情

受灾害威胁，需搬迁转移人数在 100 人以下，或潜在经

济损失 500 万元以下的，为小型地质灾害险情。

因灾死亡（含失踪）3人以下，或因灾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100万元以下的，为小型地质灾害灾情。

3.2 分级应对

发生特大型、大型地质灾害灾（险）情，在做好先期处

置的同时，报请省级层面协调支持或组织应对，并在省委、

省政府的统一领导、指挥下组织实施抢险救援工作；发生中

型和小型地质灾害灾（险）情，分别由市本级和事发地县

（市、区）人民政府、园区管委会负责应对。当地质灾害超

出事发地县（市、区）人民政府、园区管委会应对能力时，

由市政府提供支援或负责应对。

涉及跨县（市、区）、园区行政区域的，由上一级人民

政府负责应对；必要时向省地质灾害防治指挥部办公室请求

支援。

3.3 响应分级

市级层面响应分级由高到低分为一级、二级、三级。

3.3.1 一级响应

发生下列情况之一，启动市级地质灾害一级应急响应。

（1）发生特大型、大型地质灾害灾（险）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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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巨灾大难诱发的社会关注度高、危害大的次生地质

灾害灾（险）情。

（3）省级已先期启动二级及以上应急响应。

一级响应由市防治指挥部办公室提出启动建议，由市防

治指挥部报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同意，启动后按程序向社

会公布。同时，上报省地质灾害防治指挥部办公室，并按上

级要求开展后续工作。

3.3.2 二级响应

发生下列情况之一，启动市级地质灾害二级应急响应。

（1）发生中型地质灾害灾（险）情。

（2）巨灾大难诱发的社会关注度较高、危害较大的次生

地质灾害灾（险）情。

（3）省级已先期启动三级应急响应。

二级响应由市防治指挥部办公室提出启动建议，报市防

治指挥部指挥长同意，并向市委、市政府报告。启动后按程

序向社会公布。

3.3.3 三级响应

发生下列情况之一，启动市级地质灾害三级应急响应。

（1）发生跨县（市、区）的、超出事发地县（市、区）

人民政府、园区管委会应对能力的小型突发性地质灾害灾

（险）情。

（2）发生地质灾害本身比较敏感，或发生在重点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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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活动举办、重要会议召开等时期的小型突发性地质灾害

灾（险）情。

三级响应由市防治指挥部办公室提出启动建议，报市防

治指挥部指挥长同意。启动后按程序向社会公布。

市级层面根据地质灾害灾（险）情，综合研判确定是否

启动响应及响应级别，发生灾害本身比较敏感、或发生在重

点地区、敏感时段，可适当提高响应级别。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园区管委会要结合本地实

际，科学设置本级响应级别和启动条件，原则上应满足逐级

提升响应、分级承担任务的总体要求。

3.3.4 响应级别调整

启动应急响应后，根据地质灾害发展变化趋势，由市防

治指挥部办公室提出调整响应级别建议，并参照应急响应启

动程序报批后，调整响应级别，避免响应不足或响应过度。

4. 预防与监测预警

4.1 预防

（1）年度防治方案。市自然资源规划局会同市住房城乡

建设局、市水务局、市交通运输局、市应急管理局等部门根

据地质灾害防治规划，每年年初制定年度地质灾害防治方

案，报市政府批准后公布实施。

（2）群测群防。市政府根据当地已查出的地质灾害隐患

点，将群测群防工作落实到乡（镇）长、街道办事处主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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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居）委会主任以及受威胁群众，将“地质灾害危险点防

御预案表”“防灾工作卡”和“避险明白卡”发放到防灾责

任人和受威胁群众手中。

（3）隐患排查整治。严格落实“三查”制度，县级自然

资源部门要充分发挥地质灾害群测群防、专业技术支撑队伍

的作用，对辖区内地质灾害隐患开展动态排查。加强对地

震、强降雨期间地质灾害巡回检查，发现险情立即组织受威

胁群众转移避让，并向上级部门报告。对发现的隐患，分轻

重缓急，采取避险搬迁、排危除险、工程治理、群专结合监

测等分类处置措施，及时消除（减轻）地质灾害威胁。

（4）驻守技术支撑。地质灾害易发区所在的县（市、

区）人民政府、园区管委会要落实驻守技术支撑队伍，协助

开展隐患排查、预案编制、群众转移安置、培训演练、应急

调查与监测等工作，切实增强基层防灾力量。

（5）培训演练。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园区管委会

要统筹专业力量开展地质灾害宣传培训，对辖区相关部门

（责任单位）和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负责人、村社干

部、监测人员、志愿者、受威胁群众、工程建设单位及项目

管理人员等进行全覆盖培训，提升防灾水平和避险能力。

（6）综合治理。根据地质灾害隐患的规模及威胁状况，

分轻重缓急，采取避险搬迁、排危除险、工程治理等分类处

置措施，加大地质灾害综合整治力度，及时消除（减轻）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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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灾害威胁。

（7）督导检查。各级地质灾害指挥机构适时派出工作组

开展督导检查，重点检查责任落实、隐患排查、监测预警、

预案编制、培训演练、物资储备、队伍建设等，推动工作部

署落地见效。

（8）地质灾害预报。各级自然资源部门会同气象部门开

展地质灾害预报工作，并根据实际情况改进预报信息系统，

不断提高预报准确率。

4.2 监测与预警

4.2.1 监测预警体系建设

加快建设地质灾害群测群防网络和专业监测网络，配备

专职监测人员和专业监测设备，逐步完善“群专结合”“人

技结合”的地质灾害监测预警体系，形成覆盖全市的地质灾

害监测预警网络。

4.2.2 预警机制

（1）信息收集与分析

各级自然资源部门应积极与气象部门建立信息交换和共

享机制，气象部门负责提供降水资料，包括气候趋势分析资

料、实况降水数据、预报降水数据等。运用省级气象部门数

据制作预警产品时，市自然资源部门可视情况与同级气象部

门开展会商，并根据会商结果及时修正。

（2）预警分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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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级自然资源、气象等部门负责设定地质灾害预报预警

指标，对可能发生地质灾害的区域进行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

警。预警级别从低到高分别为四级、三级、二级、一级，分

别用蓝色、黄色、橙色、红色表示。

蓝色预警：预计地质灾害发生有一定风险。

黄色预警：预计地质灾害发生的风险较高。

橙色预警：预计地质灾害发生的风险高。

红色预警：预计地质灾害发生的风险很高。

（3）预警信息内容及发布

预警信息的内容包括突发性地质灾害可能发生的时间、

空间范围和风险等级等。市防治指挥部应加强预警信息管

理，建立预警信息共享发布机制，实现预警信息的权威统一

发布，提高预警信息发布的时效性。

①发布权限。市、县地质灾害防治指挥部办公室会同本

级气象部门联合开展本行政区域的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会

商，负责确定预警区域和级别，按相应权限发布，并报同级

人民政府备案。

②发布方式。预警信息的发布和调整应及时通过预警平

台、手机短信、广播、电视、报刊、通信与信息网络、警报

器、宣传车、大喇叭或组织人员逐户通知等方式进行。

③发布对象。坚持分级预警原则，市级预警信息发布到

县（市、区）、园区；县级预警信息发布到乡镇（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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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患点和有关行业部门、相关企事业单位，把学校、医院、

集市、农家乐、景区、安置点、网红打卡点、在建工地等人

口聚集区作为预警信息重点发布对象。

④信息反馈。承担地质灾害防治与应急职责的有关部门

（单位）接收到预警信息后，应及时向发布预警信息的部门

反馈接收情况及响应结果。

（4）预警响应

预警信息发布后，预警区域内的属地政府要依照群测群

防责任制的规定，立即将有关信息通知到地质灾害隐患点的

防灾责任人、监测责任人、监测员和该区域内的群众；相关

防灾责任人和当地群众要对照“防灾工作卡”和“避险明白

卡”的要求，做好防灾各项准备工作。

①四级（蓝色）预警响应

预计未来 24 小时 2 个及以上县（市、区）、园区将出现

50 毫米以上降雨，且局部有超过 100 毫米的降雨，在市气象

台发布蓝色预警信息后，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保持通

信联络畅通。实行 24 小时值班值守，开展辖区防灾措施落实

和值班值守情况抽查。县级地质灾害防治指挥部办公室督促

监测人员开展巡查和监测。

②三级（黄色）预警响应

过去 24 小时 2 个及以上县（市、区）、园区出现 100 毫

米以上降雨，且预计未来 24 小时上述地区仍将出现 50 毫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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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降雨，在市气象台发布黄色预警信息后，同时在四级响

应基础上，强化 24 小时值班值守，会同气象、水务、应急等

部门加强雨情、水情的动态跟踪和信息收集。会商研判地质

灾害发展趋势，适时加密开展等级预报。督促指导各县

（市、区）、园区开展预警区域地质灾害重点巡查区和地质

灾害隐患点的巡查与监测，做好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准备，做

好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情况的每日统计、分析和报告。

③二级（橙色）预警响应

过去 48 小时市内 2 个及以上县（市、区）、园区连续出

现日雨量 100 毫米以上降雨，影响严重，且预计未来 24 小时

上述地区仍将出现 50 毫米以上降雨，在市气象台发布橙色预

警信息后，同时在三级响应基础上，强化会商调度，会同气

象、水务、应急等部门密切关注雨情、水情的动态变化和信

息收集，及时向预警区和市级有关部门动态通报。指导预警

各县（市、区）、园区针对性落实各项防灾措施，做好突发

性地质灾害应急准备工作。必要时督促指导预警县（市、

区）、园区组织做好受地质灾害威胁区域的人员主动避险转

移。市级地质灾害防治相关专家与技术支撑队伍等防御力量

进入待命状态。

④一级（红色）预警响应

过去 48 小时市内 2 个及以上县（市、区）、园区连续出

现日雨量 100 毫米以上降雨，并有日雨量超过 250 毫米的降



— 31 —

雨，影响特别严重，且预计未来 24 小时上述地区仍将出现

100 毫米以上降雨，在市气象台发布红色预警信息后，在二级

响应基础上，跟踪指导预警县（市、区）、园区 24 小时开展

巡查、监测、预警，落实“三查”“三避让”“三个紧急撤

离”等防灾措施。必要时派遣市级地质灾害专家队伍与驻守

技术支撑单位进驻预警县（市、区）、园区。预备启动市级

突发性地质灾害应急预案，立即准备预警区地质灾害防范应

对背景资料。

（5）监测预警响应

专业监测预警发布后，专职监测员应第一时间开展预警

区现场核查，若为异常预警，应检查预警设备和周围环境，

及时向县级自然资源部门反馈，由县级自然资源部门组织技

术人员分析误报原因，开展设备维护、排查检修及预警阈值

修订等工作。若核实为有效预警，则立即启动监测预警响

应。

①四级（蓝色）预警响应。专职监测员及时开展现场核

查，在 4 小时内通过地灾智防 APP 上传现场照片并反馈核查

结果，上报防灾责任人和县级自然资源部门，按照不低于 1

次/天的频率开展现场巡查。防灾责任人、监测责任人加密与

专职监测员联系，督促做好巡查、核实工作。县（市、

区）、园区自然资源部门在预警信息发布 4 小时内掌握现场

情况，督促指导预警区落实各项防灾措施。市级自然资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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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督促指导各县（市、区）、园区开展预警核查与反馈，及

时在系统审核辖区的预警核查和处置情况。

②三级（黄色）预警响应。在四级响应基础上，专职监

测员按照不低于 2 次/天的频率加密现场巡查，并在 3 小时内

通过地灾智防 APP 上传现场照片并反馈核查结果，通知受威

胁群众做好防范工作，逐户告知受威胁人员做好避险撤离准

备；防灾责任人、监测责任人赴现场组织划定地质灾害危险

区，视现场隐患变化情况做好受地质灾害威胁区域的人员主

动避险转移；县（市、区）、园区自然资源部门在预警信息

发布 3 小时内掌握现场情况，组织专业技术人员开展实地调

查，分析发展趋势并提出应对策略。

③二级（橙色）预警响应。在三级响应基础上，专职监

测员按照不低于 4 次/天的频率加密现场巡查，并在 2 小时内

通过地灾智防 APP 上传现场照片并反馈核查结果；防灾责任

人、监测责任人组织设立明显的危险警示标志，强化人员管

控，视现场情况变化做好受地质灾害威胁区域的人员主动避

险转移；县（市、区）、园区自然资源部门在预警信息发布 2

小时内掌握现场情况，做好突发性地质灾害应急准备；市级

自然资源部门督促指导各地落实各项防范措施。

④一级（红色）预警响应。在二级响应基础上，专职监

测员应在 1 小时内通过地灾智防 APP 上传现场照片并反馈核

查结果，动态加密现场巡查；防灾责任人、监测责任人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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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启动应急预案，组织受威胁群众按照“防灾明白卡”

“避险明白卡”进行避险撤离；县（市、区）、园区自然资

源部门在预警信息发布 1 小时内掌握现场情况，督促指导当

地政府落实“三查”“三避让”和“三个紧急撤离”，组织

专家研讨隐患发展趋势和应对策略，做好突发性地质灾害应

急处置准备工作；市级自然资源部门要加强地质灾害防范指

导，按要求做好突发性地质灾害应急处置工作。

4.2.3 预警转换和结束

预警响应级别可视气象预报及实时雨情、水情、灾

（险）情监测情况确定或逐步升（降）级。超出地质灾害预

报预警时限，未再发布新的黄色预警以上地质灾害气象风险

预警，或在预警时段内未发生地质灾害灾（险）情，需继续

保持预警状态，在市防治指挥部办公室发布预警解除信息

后，预警响应结束。

5. 应急处置

5.1 信息报告

5.1.1 报送流程

发现或接报突发性地质灾害事件的乡（镇）人民政府、

街道办事处、村委会（社区）及企事业单位应立即向当地基

层自治组织和群众示警，同时向所在县（市、区）人民政

府、园区管委会及应急管理、自然资源等部门报告。事发地

县（市、区）人民政府、园区管委会及应急管理、自然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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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部门应及时将地质灾害相关信息向市政府及上级应急管

理、自然资源部门报告，每级上报时限不得超过 1 小时。当

发生有人员伤亡的地质灾害时，事发地县（市、区）人民政

府、园区管委会应当立即责成应急管理、自然资源等部门采

取有力措施掌握情况，核准信息内容，统一数据口径，分别

在 30 分钟之内向市委、市政府及市应急管理局、市自然资源

规划局电话报告或通过紧急信息报送渠道报告，并在事发 2

小时内以书面形式快报相关情况。市委、市政府对报告时限

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执行。

5.1.2 速报内容

报告内容应尽可能详细说明地质灾害发生的时间、地

点、灾害类型、灾害体的规模、可能的引发因素和发展趋势

等，同时提出已采取的对策措施及请求上级支援事项。对地

质灾害灾情的速报，还应包括伤亡、失踪和受伤的人数及造

成的直接经济损失等。

5.2 先期处置

地质灾害发生后，事发地县（市、区）、园区地质灾害

防治指挥部和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立即启动应

急预案，组织抢险救援人员第一时间到达现场，果断组织干

部群众避险转移、自救互救，迅速采取排险措施，划定地质

灾害危险区，设立明显警示标志，组织受灾害威胁区域的人

员避险转移，开展人员搜救和医疗救护，对灾害造成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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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核实，对重要设施、中大型企业破坏情况进行调查录

像，提出抢险救援工作重点，并按规定做好情况报告。

市防治指挥部办公室迅速调度掌握灾情形势，提出启动

市级地质灾害应急响应的建议，组织支援力量进入预备状

态。

市防治指挥部各成员单位迅速按照本单位预案启动应急

响应，开展先期处置，及时向市委、市政府报告工作进展并

同步报送市防治指挥部办公室。

5.3 指挥部运行

5.3.1 一级响应组织指挥与应急行动

在“四川省XX·XX（日期）XX（地名）XX（地质灾害

类型）抢险救灾指挥部”或上级现场工作组领导下开展应对

处置。先期处置阶段，实施以市防治指挥部为基础的扩大响

应，成立“广安市XX·XX（日期）XX（地名）XX（地质灾

害类型）抢险救灾指挥部（以下简称市抢险救灾指挥

部）”，下设若干工作组，由市长任总指挥，市政府和驻地

解放军、武警部门有关领导任副总指挥并兼任有关工作组组

长，市直有关部门和事发地县（市、区）、乡（镇）党委、

政府主要负责同志任副组长或成员。

应急行动主要有：

（1）市抢险救灾指挥部及时向省委、省政府和应急管理

厅、自然资源厅报告灾情和应急处置工作进展情况，按照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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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领导指示批示要求，统一部署开展应急处置工作；视情请

求上级部门给予援助。

（2）先期处置，总指挥或总指挥指定其他市领导组织指

挥应急处置工作，灾害发生后迅速召开市抢险救灾指挥部会

议。会议宣布启动市级一级响应决定，按程序启动市级一级

响应，掌握地质灾害信息、发展趋势、抢险救援需求，组织

协调抢险救援力量开展先期应急处置工作；省级地质灾害指

挥部抵达灾区后，将指挥权限移交给省地灾指挥部，相关工

作组并入省级工作组，按照上级要求开展后续工作。

（3）总指挥或总指挥指定其他市领导靠前指挥，实时组

织抢险救灾工作，并视情派出多个工作组分赴重点区域现场

督导；与省指挥部取得联络后，按照上级要求开展后续工

作。

（4）在市防治指挥部指导下组建后方协调中心，由1名

副总指挥牵头负责，相关成员单位派联络员集中办公，负责

协调、处理有关应急处置工作；当上级现场工作组到达后，

由省级指挥机构对省、市后方集中办公人员进行统筹安排。

（5）市防治指挥部相关工作组迅速到位，牵头单位组织

相关成员按职责开展应急处置工作；与省地质灾害防治指挥

部取得联络后，按照上级要求开展后续工作。

（6）市防治指挥部对外发布启动市级一级响应决定，协

助编写应急处置工作简报，及时发布有关信息。有关工作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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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成员单位组织、协调媒体做好抢险救援工作报道。

5.3.2 二级响应组织指挥与应急行动

在市委、市政府领导下，市防治指挥部负责从常态组织

体系中组织有关成员单位和事发地县（市、区）、园区成立

市抢险救灾指挥部，下设若干工作组，由分管副市长任指挥

长，相关成员单位及事发地县（市、区）、园区党政主要负

责同志、分管负责同志分别担任常务副指挥长、副指挥长和

相关工作组组长。

应急行动主要有：

（1）市抢险救灾指挥部及时向市委、市政府和应急管理

厅、自然资源厅报告灾（险）情和应急处置工作进展情况。

按照上级领导指示批示要求，统一部署开展应急处置工作。

（2）指挥长组织指挥应急处置工作，灾害发生后迅速召

开市抢险救灾指挥部会议。会议宣布启动二级响应决定，掌

握地质灾害信息、发展趋势、抢险救援需求，组织协调抢险

救援力量开展应急处置工作。

（3）指挥长或常务副指挥长靠前指挥，对抢险救灾工作

集中领导，并视情派出多个工作组分赴重点区域现场督导。

（4）市抢险救灾指挥部相关工作组迅速到位，牵头单位

组织相关成员按职责开展应急处置工作。

（5）市抢险救灾指挥部对外发布启动二级响应决定，组

织编写应急处置工作简报，及时发布有关信息。有关工作组



— 38 —

和成员单位组织、协调媒体做好抢险救援工作报道。

5.3.3 三级响应组织指挥与应急行动

市防治指挥部视情从常态组织体系中组织相关成员单位

和事发地县（市、区）、园区成立市抢险救灾指挥部或工作

组开展应对处置工作。事发地县（市、区）人民政府、园区

管委会或其指挥机构负责具体组织指挥、应对处置工作。

应急行动主要有：

（1）市防治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指导、协调应急处置工

作，灾害发生后及时召开会议，掌握地质灾害信息、发展趋

势、抢险救援需求。会议宣布启动三级响应决定，组织协调

抢险救援力量开展应急处置工作。

（2）及时向市委、市政府和应急管理厅、自然资源厅报

告灾（险）情和应急处置工作进展情况，按照上级领导指示

批示要求，统一部署开展应急处置工作。

（3）市防治指挥部派出工作组、专家组赶赴灾区现场指

导应急处置工作。

（4）市防治指挥部对外发布启动三级响应决定，组织编

写应急处置工作简报，及时发布有关信息。有关工作组和成

员单位组织、协调媒体做好抢险救援工作报道。

5.3.4 其他情况组织指挥与应急行动

市级层面未启动响应时，由事发地县（市、区）人民政

府、园区管委会、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或其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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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负责组织应对处置工作。

应急行动主要有：

（1）市自然资源规划局第一时间调度掌握灾情信息、发

展趋势，及时向指挥长和市委、市政府报告。

（2）市防治指挥部相关成员单位各司其职，迅速指导当

地力量开展应急处置工作。

（3）市防治指挥部办公室视情指派以地灾防治专业技术

人员为主的工作组、专家组赶赴灾区现场指导应急处置工

作。

5.4 应急处置主要措施

（1）加强气象风险预警预报。开展应急值班值守工作，

根据应急工作需要，加强开展灾区气象条件和天气趋势监测

预报，动态发布突发性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

（2）组织受地质灾害威胁区域内群众避险转移。指导事

发地按照群测群防有关规定，立即将有关信息通知到地质灾

害隐患点的防灾责任人、监测人员和受威胁的群众，组织群

众转移避让或采取排危除险措施，及时划定地质灾害危险

区，设立明显标志，禁止无关人员进入。

（3）开展灾（险）情监测与研判。组织专业队伍及专家

指导开展灾害现场应急调查、监测预警及周边地质灾害隐患

排查监测，会商研判灾（险）情及发展趋势，为抢险救援工

作提供技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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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开展灾（险）情调查评估与报送。开展灾（险）情

详细调查，对灾区损失情况进行评估和统计汇总，按规定程

序及时报送灾（险）情信息和应急处置工作情况。

（5）开展人员搜救。立即组织基层组织、有关单位和广

大干部群众开展自救互救，组织协调各方应急救援力量，调

配挖掘机、铲车、千斤顶、生命探测仪等救援装备，开展被

困或失联人员搜救，并根据工作需要，按程序提请驻军及武

警部队参与抢险救援。现场救援队伍加强协调和配合，合理

划分责任边界，遇有危险时及时传递警报，确保自身防护安

全。

（6）采取紧急处置措施。结合灾（险）情评估和趋势研

判情况，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组织专业技术队伍采取排危

除险等应急处置措施，延缓灾害发展进程，减轻灾害造成的

损失，防止造成二次伤亡。

（7）开展医疗救治。迅速协调组织应急医疗队伍赶赴现

场，抢救受伤群众，必要时建立医疗点，实施现场救治。加

强救护车、医疗器械、药品等医疗物资的组织调度，确保被

救人员得到及时医治，最大程度减少伤员致死致残。统筹周

边地区的医疗资源，根据需要及时分流重伤员，实施异地救

治。开展灾后心理援助。

（8）安置受灾群众。开放应急避难场所或设置集中安置

点，对安置场所进行地震、洪灾、地质灾害等灾害风险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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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确保安置场所安全；组织和调运食品、饮用水、帐篷、

衣被等救灾物资，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需求；在受灾群众

集中安置点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严防火灾发生。鼓励采取

投亲靠友等方式，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安置受灾群众。

（9）抢修基础设施。抢修因灾损毁的铁路、公路等交通

基础设施，协调运力，优先保障应急抢险救援人员、救灾物

资和伤病员运输需要。抢修供电、供水、通信、广播电视等

基础设施，保障灾区群众生活需要和应急处置工作正常开

展。

（10）维护社会治安。加强灾区治安、道路交通管理，

加强重点单位、重点部位安全保卫工作，依法打击各类犯罪

活动，做好社会治安风险监测、矛盾纠纷化解，严密防范、

妥善处置群体性事件，维护社会稳定。

（11）做好新闻宣传与舆情应对。统筹做好灾（险）情

应急处置和抢险救援新闻报道工作。加强舆论应对和引导，

依法打击编造、传播虚假信息的行为。

5.5 信息发布

各县（市、区）、园区地质灾害防治指挥部应及时准

确、客观全面向社会发布地质灾害防范和应急抢险救援相

关信息，重要信息发布前，须征求本级政府或管委会意

见。市委、市政府的相关重大决策、部署和中型地质灾害

信息等，由市防治指挥部统一审核和发布。在市级媒体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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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公开报道的稿件，市防治指挥部办公室负责审核地质灾

害的类型、规模、成因、性质及造成的损失等情况，市应

急局负责审核抢险救援等应急处置情况。涉及人员伤亡、

经济损失的，由市自然资源规划局、市应急管理局会同有

关部门共同审核。

各县（市、区）、园区要健全地质灾害信息发布机制，

加强与新闻媒体的沟通对接，及时、准确、规范发布权威信

息，回应社会关切，营造良好舆论氛围；对于链发性灾害，

在定性前应使用“自然灾害”“暴雨灾害”等中性词语宣传

报道，避免因灾害信息前后矛盾引发公众质疑和舆情。

5.6 响应结束

突发性地质灾害应急处置工作结束，或相关威胁和危害

得到有效控制，灾区社会秩序基本恢复正常，市防治指挥部

办公室提出终止响应的建议，按程序报请批准后宣布终止响

应，应急救援阶段转入恢复重建阶段。

6. 后期处置

6.1 灾情调查评估

各县（市、区）、园区地质灾害防治指挥部应组织对造

成较大损失的地质灾害事件开展调查评估，查清事件的起因

与过程，总结经验教训，制定改进措施，形成事件调查评估

报告，并按程序报送同级政府及上一级地质灾害防治指挥

部。必要时，市防治指挥部可直接开展调查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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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恢复重建

中型、小型突发性地质灾害应急工作结束后，事发地县

（市、区）、园区根据地质灾害发生的原因，按有关法规和

政策做好救助、补偿、抚慰、抚恤、安置等工作，并根据灾

害损失实际，组织开展灾后恢复重建工作。市级相关单位按

照各自职责给予指导，负责职责范围内的恢复重建工作。

7. 应急保障

市政府及有关部门要按照责任分工和本应急预案，做好

突发性地质灾害的应急保障工作。

7.1 队伍与装备保障

突发性地质灾害应急救援队伍由消防救援队伍、驻地解

放军和武警部门、市内各级各部门建立的专业应急救援队

伍、基层应急救援队伍和社会救援力量等组成。地质灾害应

急抢险救援有关单位应储备必需的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援物

资和装备，保障应急抢险救援工作需要。

7.2 物资保障与避灾场所

市、县两级要建立健全突发性地质灾害应急物资保障体

系，制定应急物资储备目录清单，建立应急物资储备库。完

善重要应急物资生产、储备、调拨、更新、登记和紧急配送

机制，采取实物储备、商业储备、产能储备等方式，保证抢

险救灾物资的供应。建立完善应急避灾场所，储备用于灾民

安置、医疗卫生保障、生活必需等必要的专用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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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通信与信息传递

广安市通信发展办公室牵头，组织协调灾区各通信运营

企业做好通信应急保障工作，尽快恢复被破坏的通信设施，

调度应急通信设备，保障应急抢险救援现场通信畅通。参与

应急处置的防治指挥部成员单位及抢险救援单位，需确定一

名负责人和联系人，实现部门间相关信息互通共享。

7.4 技术支撑保障

市、县两级各有关部门（单位）要加强对地质灾害防治

及应急处置、抢险救援方法、技术、装备的运用和及时更

新，积极支持开展地质灾害调查评价、风险评估、监测预

警、气象预报预警等相关理论研究和技术攻关，提升地质灾

害应急能力和水平。

7.5 资金保障

市、县两级政府应将地质灾害防治与应急处置经费纳入

同级财政预算予以保障。发生地质灾害时，财政部门要及时

安排拨付相关资金。处置突发性地质灾害所需财政负担的经

费，按照现行财权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原则，分级负担。

8. 预案管理与更新

8.1 预案管理

市防治指挥部办公室负责编制完善本预案，报市政府批

准后实施。地质灾害易发区所在县（市、区）、园区及乡镇

（街道）地质灾害指挥机构应参照本预案，制定完善本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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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突发性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强化审核，报同级政府批准后

实施，并报上级地质灾害防治指挥部备案。有关部门应制定

本部门突发性地质灾害应急预案，经部门主要负责同志批准

后印发实施。

8.2 预案演练

各级地质灾害指挥机构每年至少组织 1 次应急演练，相

关部门和单位应积极配合参与。各县（市、区）人民政府、

园区管委会、乡镇（街道）要按照实战化要求，针对排查发

现的地质灾害隐患点，逐点组织受威胁群众开展防灾避险培

训、演练，特别要强化夜间和断路、断电、断网等特殊情境

下的避险演练，每个地质灾害隐患点应在每年主汛期前至少

组织开展 2 次演练。

8.3 预案评估更新

预案实施后，市防治指挥部办公室会同有关部门组织预

案学习、宣传和培训；根据省级、市级相关预案修订情况和

工作实际，适时组织预案评估和修订，组织审核，并报原审

批机构批准后实施。

9. 责任与奖惩

9.1 奖励

对在地质灾害防治和应急处置工作中贡献突出的单位和

个人，按照《地质灾害防治条例》《四川省地质灾害成功避

险奖励暂行规定》等相关规定给予表彰和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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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责任追究

对工程建设等人为活动引发地质灾害的单位和个人，按

照《地质灾害防治条例》规定处理；对地质灾害应急工作中

存在失职、渎职行为的有关人员，依法依规追究其责任。

10. 附则

10.1 名词术语解释

地质灾害危险区：指已出现地质灾害迹象，明显可能发生

地质灾害且可能造成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的区域或者地段。

直接经济损失：指地质灾害及次生灾害造成的物质破

坏，包括建筑物和其他工程结构、设施、设备、物品、财物

等破坏引起的经济损失，以重新修复所需费用计算。不包括

非实物财产，如货币、有价证券等损失。

“两个坚持，三个转变”：即坚持以防为主、防抗救相

结合，坚持常态减灾和非常态救灾相统一，努力实现从注重

灾后救助向注重灾前预防转变，从应对单一灾种向综合减灾

转变，从减少灾害损失向减轻灾害风险转变，全面提升全社

会抵御自然灾害的综合防范能力。

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级别分级：指根据某一地域、地

段或地点在特定时间段内受气象因素影响发生地质灾害的可

能性大小而确定的预警级别。

三查：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核查。

三避让：主动避让、提前避让、预防避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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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发生强降雨时要紧急撤离，

接到暴雨蓝色及以上预警或预警信号要立即组织高风险区域群

众紧急撤离，出现险情或对险情不能准确研判时要紧急撤离。

两书一函：约谈通知书、整改通知书和提醒督促函。

四不两直：不发通知、不打招呼、不听汇报、不用陪同

接待、直奔基层、直插现场。

本预案有关数量的表述中，“以上”含本数，“以下”

不含本数。

10.2 预案解释

本预案由广安市地质灾害防治指挥部办公室负责解释。

10.3 预案实施时间

本预案自印发之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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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1

广安市地质灾害防治指挥部成员名单

指 挥 长：王飞虎 市政府副市长

第一副指挥长：温耀光 广安军分区副司令员

常务副指挥长：李寿喜 市自然资源规划局局长

何海林 市应急管理局局长

副 指 挥 长：阙忠均 市政府副秘书长

蒋永春 市水务局局长

龙 飞 市气象局局长

刘 伟 武警广安支队支队长

杨 林 市消防救援支队支队长

唐世鉴 市自然资源规划局机关党委书记

成 员：刘 星 市委网信办主任

祝茂元 市委宣传部副部长

张道川 市发展改革委副主任

唐 刚 市经济信息化局总经济师

张春燕 市教育体育局副局长

秦玉霞 市科技局创新促进中心主任

程 刚 市公安局副局长

汪 毅 市财政局副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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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 岗 市生态环境局副局长

谢祥奎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副局长

胡 鹏 市交通运输局副局长

刘裕文 市水务局副局长

唐铁军 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

陈 辉 市商务局副局长

段 威 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

何 斌 市卫生健康委副主任

陈 聪 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

付 涛 市国资委副主任

王德明 市气象局副局长

戚文胜 共青团广安市委副书记

王 巍 广安军分区战备建设处长

房成元 武警广安支队参谋长

荣小勇 市消防救援支队副支队长

曾俊川 广安市通信发展办公室副主任

何海峰 国网广安供电公司副总经理

刘经文 爱众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雷 波 中国电信广安分公司副总经理

李庆国 中国移动四川广安分公司副总

经理

张西川 中国联通广安市分公司副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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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俊川 中国铁塔广安市分公司副总经理

市地质灾害防治指挥部办公室设在市自然资源规划局，由

李寿喜兼任办公室主任，唐世鉴、陈聪兼任办公室副主任。如因

工作调整职务变动由继任者自行接替，不再另行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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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2

广安市地质灾害应急技术专家委员会

主 任：李寿喜 市自然资源规划局局长

副主任：唐世鉴 市自然资源规划局机关党委书记

成 员：陈德清 市自然资源规划局地质灾害防治科科长

谢耀平 市地质环境监测站负责人

舒中潘 省地矿局第一地质大队正高级工程师

郝红兵 四川省地质环境调查研究中心正高级

工程师

周 宇 省地矿局第一地质大队高级工程师

刘宇骏 省地矿局第一地质大队工程师

张 宇 省地矿局第一地质大队工程师

高 雅 市自然资源规划局高级工程师

李云杰 市地质环境监测站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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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3

广安市应对地质灾害组织指挥体系参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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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4

广安市应对地质灾害应急响应流程参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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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5

广安市地质灾害防治指挥部办公室汛期值班表

时间：2025 年 5 月 1 日至 10 月 31 日 督导领导： 李寿喜 13882685696

日 期 带班领导 联系电话 值班人员 联系电话
值班驾驶
员及车牌

联系电话

5 月 1日—5月 2日 李先高 13982615789 陈德清（主班） 13982632333
邓俊杰

川 X81886 138826755955 月 3日—5月 4日 尹大文 13982616165 于 海（副班） 18908282672

5 月 5日—5月 6日 周 攀 13388146398 张 宇（副班） 18280054347

5 月 7日—5 月 11 日 唐世鉴 13908285023

刘 川（主班） 13982616165
曾 斌

川 XG316G 13908280382田 聪（副班） 18161168828

刘宇骏（副班） 15736178616

5 月 12 日—5月 18 日 李 忠 13908284126

邓虎成（主班） 13548486048
刘汉斌

川 X12336 13882670699颜 辉（副班） 18728686002

李云杰（副班） 18883605762

5 月 19 日—5月 25 日 向 筱 15882593777

谢耀平（主班） 13980338226
胡为刚

川 X21963 13696186075毛 林（副班） 13982651616

高 雅（副班） 187826358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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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期 带班领导 联系电话 值班人员 联系电话
值班驾驶
员及车牌

联系电话

5 月 26日—6月 1 日 唐世清 13908284126

胡兆虹（主班） 18181823619
邓俊杰

川 X81886 13882675595张海峰（副班） 18482613788
谢文杰（副班） 15902359943

6 月 2日—6月 8日 李先高
13982615789

伍 灏（主班） 13541983315
曾 斌

川 XG316G 13908280382吴田粒（副班） 15756874987
李云杰（副班） 18883605762

6 月 9日—6 月 15 日 尹大文 13982616165

王 刚（主班） 13980328543
刘汉斌

川 X12336 13882670699胡朝阳（副班） 18227969619
刘宇骏（副班） 15736178616

6 月 16 日—6月 22 日 周 攀 13388146398

余世斌（主班） 18080280168
胡为刚

川 X21963 13696186075吴 睿（副班） 13388156060
张 宇（副班） 18280054347

6 月 23 日—6月 29 日 陈 伟 15982627257

阳 建（主班） 13982615789
邓俊杰

川 X81886 13882675595李才林（副班） 19981830988
高 雅（副班） 18782635873

6 月 30日—7月 6 日 唐世鉴 13908285023

陈红梅（主班） 18980337755
曾 斌

川 XG316G 13908280382伍 博（副班） 18980333314
谢文杰（副班） 15902359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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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期 带班领导 联系电话 值班人员 联系电话
值班驾驶
员及车牌

联系电话

7 月 7日—7 月 13 日 李 忠 13908284126

袁 媛（主班） 18181810736
刘汉斌

川 X12336 13882670699屈向军（副班） 18382682666
李云杰（副班） 18883605762

7 月 14 日—7月 20 日 向 筱 15882593777

向 荣（主班） 13908289681
胡为刚

川 X21963 13696186075李 雄（副班） 13678268913
刘宇骏（副班） 15736178616

7 月 21 日—7月 27 日 唐世清 13908284126

刘富贵（主班） 18782682191
邓俊杰

川 X81886 13882675595程明峰（副班） 17265978568
张 宇（副班） 18280054347

7 月 27日—8月 3 日 李先高 13982615789

肖力菠（主班） 18096368566
曾 斌

川 XG316G 13908280382熊 炜（副班） 13568388818
高 雅（副班） 18782635873

8 月 4日—8 月 10 日 尹大文 13982616165

陈 莹（主班） 18808288815
刘汉斌

川 X12336 13882670699张 越（副班） 15928276331
谢文杰（副班） 15902359943

8 月 11 日—8月 17 日 周 攀 13388146398

范 波（主班） 18090286867
胡为刚

川 X21963 13696186075潘 格（副班） 18181828189
李云杰（副班） 18883605762



— 57 —

日 期 带班领导 联系电话 值班人员 联系电话
值班驾驶
员及车牌

联系电话

8 月 18 日—8月 24 日 陈 伟 15982627257

杨松颖（主班） 18980339006
邓俊杰

川 X81886 13882675595肖 闲（副班） 13882617878
刘宇骏（副班） 15736178616

8 月 25 日—8月 31 日 唐世鉴 13908285023

彭 勃（主班） 15881629647
曾 斌

川 XG316G 13908280382张建峰（副班） 18908286860
张 宇（副班） 18280054347

9 月 1日—9月 7日 李 忠 13908284126

罗 波（主班） 13551961099
刘汉斌

川 X12336 13882670699何志强（副班） 18111397086
高 雅（副班） 18782635873

9 月 8日—9 月 14 日 向 筱 15882593777

李 政（主班） 13882698933
胡为刚

川 X21963 13696186075王 南（副班） 13882680168
谢文杰（副班） 15902359943

9 月 15 日—9月 21 日 唐世清 13908284126

蒋祖伦（主班） 13908289077
邓俊杰

川 X81886 13882675595范 勇（副班） 17345382505
李云杰（副班） 18883605762

9 月 22 日—9月 28 日 李先高 13982615789

黄 信（主班） 15808261119
曾 斌

川 XG316G 13908280382杨 俊（副班） 13882688016
张 宇（副班） 18280054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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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期 带班领导 联系电话 值班人员 联系电话
值班驾驶
员及车牌

联系电话

9 月 29 日—10月 2 日 陈 伟 15982627257 文先锋（主班） 13882659333
刘汉斌

川 X12336 1388267069910 月 3日—10月 4 日 唐世鉴 13908285023 汪晓东（副班） 18682603999

10 月 5日—10月 6 日 李 忠 13908284126 刘宇骏（副班） 15736178616

10 月 7日—10月 8 日 向 筱 15882593777 向 铁（主班） 18080271333
胡为刚

川 X21963 13696186075
10 月 9日—10 月 12 日 唐世清 13908284126

王 涛（副班） 18728621166
高 雅（副班） 18782635873

10月 13日—10月 19日 尹大文 13982616165

杜云波（主班） 15983453699
邓俊杰

川 X81886 13882675595徐德强（副班） 18908286288
谢文杰（副班） 15902359943

10月 20日—10月 26日 周 攀 13388146398

陈德清（主班） 13982632333
曾 斌

川 XG316G 13908280382杜光洪（副班） 18780183851
李云杰（副班） 18883605762

10月 27日—10月 31日 陈 伟 13320629990
谢耀平（主班） 13980338226

刘汉斌
川 X12336 13882670699谌静为（副班） 15928272822

刘宇骏（副班） 15736178616
备注：1. 汛期值班报灾电话：0826—2337133，传真号码：0826—2339885；

2. 值班人员应做好值班记录、及时向值班领导汇报并保证24小时通讯畅通；

3. 值班人员信息反馈应及时、准确；

4. 汛期时间以国家规定时间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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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广安市 2025 年度地质灾害防治方案

为认真做好 2025 年度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着力消除地质

灾害隐患，最大限度避免和减少人民群众生命财产损失，根

据《地质灾害防治条例》（国务院令第 394 号）、《四川省

地质环境管理条例》，结合全市地质灾害防治现状，特制定

本方案。

一、地质灾害现状与特征

（一）全市地质灾害基本情况。根据各地排查，截至

2025 年 4 月 15 日，全市共有地质灾害隐患点 195 处，其中滑

坡 109 处、崩塌 77 处、泥石流 3 处、地面塌陷 6 处；按行政

区域划分：广安区 15 处、前锋区 21 处、华蓥市 43 处、岳池

县 17 处、武胜县 16 处、邻水县 68 处，广安经开区 15 处；

上述隐患点累计威胁 1644 户约 9022 人生命安全、威胁财产

达 6.15 亿元。

（二）全市地质灾害主要特征。我市属典型的暴雨型地

质灾害易发、多发区。地质灾害主要发生在主汛期，以群发

性、突发性的小型滑坡、崩塌、泥石流和地面塌陷为主，地

域上多分布在以软质泥岩与硬质砂岩互层的丘陵山区和覆盖

型岩溶区，集中强降雨是主要诱发因素，其次是切坡开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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堆填加载、蓄水排水等人类工程活动诱发。因此，地质灾害

隐患除受到地质环境条件等因素影响，还受到工程建设等人

为因素影响。

二、2025年全市地质灾害趋势预测

（一）2025 年度汛期气候趋势预测。现将 2025 年总降

雨情况预测如下：

预计汛期（5～9 月）我市旱涝并重，区域性阶段性旱涝

灾害明显。平均气温为 25.5~26℃，较常年偏高 1℃左右；降

水量为 840～900mm，比历史同期偏多 1～2 成。预计今年汛

期有 6～8 次区域性暴雨天气过程，局部地方有洪涝；盛夏有

中等强度伏旱；高温日数较常年同期偏多，为 25～30 天；秋

绵雨强度接近常年。

（二）地质灾害趋势预测。汛期强降雨时空分布不均，

地质灾害较往年易发多发，主要集中在 5 月至 10 月的汛期影

响期。当降水达到一定强度时（通常日降雨量在 100 毫米以

上或连续降雨 3 日以上），发生滑坡、崩塌和泥石流的可能

性增大。岩溶地区和采矿活动活跃地区，在降雨、采矿或加

载振动等作用下可能发生地面塌陷。

（三）地质灾害隐患点威胁的范围

1. 崩塌易发区。广安区浓洄、北辰、浓溪、井河等乡镇

（街道）；前锋区桂兴、龙滩、观塘、代市等乡镇（街

道）；华蓥市永兴、双河、溪口、高兴、溪口等乡镇（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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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岳池县兴隆、鱼峰、秦溪、伏龙等乡镇；武胜县赛

马、龙女、礼安等乡镇；邻水县袁市、合流、城北等乡镇；

广安经开区护安、穿石等乡镇。

2. 滑坡易发区。广安区北辰、协兴、浓溪、白市、井河

等乡镇（街道）；前锋区观塘、代市、桂兴、观阁、龙滩、

广兴等乡镇（街道）；华蓥市双河、高兴、溪口、庆华、明

月、永兴、阳和、古桥等乡镇（街道）；岳池县秦溪、兴

隆、鱼峰等乡镇；武胜县街子、龙女、万善、烈面、沿口等

乡镇（街道）；邻水县城北、高滩、袁市、坛同、牟家、丰

禾、鼎屏、两河、坛同、柑子、合流、石渣等乡镇；广安经

开区穿石、护安等乡镇。

3. 地面塌陷易发区。前锋桂兴、龙滩等乡镇；华蓥市天

池、高兴、红岩、双河、阳和等乡镇（街道）。

4. 不稳定斜坡易发区。广安区兴平、浓洄等乡镇（街

道）。

5. 泥石流易发区。华蓥市高兴、溪口等乡镇；邻水县丰

禾、两河、城北等乡镇。

三、地质灾害防范重点

（一）重点防范期。降雨集中的 5 月至 10 月。

（二）重要隐患点。根据全市地质灾害隐患点分布情况

和危害程度，按照地质灾害分级管理原则，将广安区北辰街

道办事处城北社区 3 组崩塌，华蓥市溪口镇觉庵村 2 组马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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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滑坡，邻水县城北镇关门石村 8 组罗家岩崩塌 3 处规模较

大、危及群众较多的地质灾害隐患点列为 2025 年市级重点地

质灾害隐患防治预案监管范围。对列为市级监管范围的地质

灾害隐患点，各地也应纳入本级地质灾害防治方案和突发性

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各县（市、区）、广安经开区共计 37 处

危险程度较重的隐患点纳入本级重点防控对象。

（三）重点防范对象。傍山切坡建房的居民点，有地质

灾害隐患的学校、场镇、旅游景区（点）等公众活动场所，

铁路、公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周边及沿华蓥山、铜锣山、明

月山一带的乡镇、村组。

1. 受威胁的交通干线。达渝高速、沪蓉高速、广邻高

速、巴广渝高速、G210 国道、G350 国道、S203 省道、S304

省道、广岳大道、广武公路、邻水至五华山旅游线路、邻水

至天意谷旅游线路等。

2. 受威胁的学校。

3. 受威胁的工矿项目。部分露天开采的高陡边坡矿山，

工程建设项目形成的边坡、堆积体、危岩崩塌体等。

4.受威胁的在建工程工棚营地。部分工程工棚营地临崖、

临坎、临沟。受极端天气的影响，风化的高陡岩壁出现崩

落、崩塌滑坡等.

四、地质灾害防治的主要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落实工作责任。按照“分级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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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归口负责”原则，各县（市、区）、园区成立地质灾害

指挥机构，实行行政首长负责制，充分履行好地质灾害防灾

减灾工作第一责任人的职责，统一协调、指挥和组织辖区内

地质灾害的防治和抢险救灾工作。要认真研究本辖区地质灾

害防治工作，精心部署，统筹推进，及时将防灾责任人员调

整充实到位，逐级梳理制定防灾任务清单，把地质灾害防治

工作责任落实到每一个地灾点、每一个环节、每一个人员，

坚决防止出现责任“空档”。各地自然资源部门要充分发挥

职能作用，按照地方党委、政府要求及部署，认真组织、协

调、指导和监督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制定并及时发布本年度

地质灾害防治方案和突发性地质灾害应急预案，为做好地质

灾害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提供依据。

（二）健全各项制度，优化防治体系。进一步健全地质

灾害巡查排查、宣传培训、应急演练、监测预报、值班值

守、应急调查、灾险情速报、应急响应等制度。各地自然资

源部门要加强与气象、水务、应急等部门的协调配合，完善

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制度，开展地质灾害中、短期趋势预

测，对未来可能发展趋势及影响作出评估，实时发布汛期地

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各地各相关部门要严格落实 24 小时值

班、领导带班和信息报送制度，严防责任缺位、工作缺失，

确保值班工作“有人守、及时接、讲得清”，切实做好各项

应急准备工作。严格落实“三查”“三避让”和“三个紧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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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离”制度。各行业主管部门要按照地质灾害速报制度规

定，做好灾情和险情的速报工作。

（三）细化防灾措施，强化在建工程防灾。明确各行业

主管部门对各自领域在建工程工棚营地地质灾害风险隐患排

查、评估工作要求，落实对建设单位、业主单位及行业主管

部门管理的监管责任，配备完善预警预报设施设备，落实

“三人一屋”制度的建设。集中专门力量全面加强对在建工

程工棚营地开展安全风险辨识，落实精准管控措施。全面加

大对在建工程工棚营地地质灾害风险隐患排查力度，查找项

目实施过程中管理缺陷，及时发现问题，限时进行整治，及

时消除安全隐患。

（四）强化源头防范，做好准备工作。

1. 加强宣传，普及防灾知识。各县（市、区）、园区要

组织开展多层级多渠道宽领域的宣传培训和避险演练，对辖

区相关部门（责任单位）防灾责任人、乡镇村社干部、专职

监测员、驻守支撑技术人员、受威胁群众、在建工程施工作

业及现场管理人员等进行一轮全覆盖培训。要加强夜间、断

路断电断网“三断”等特殊条件下的地质灾害避险演练，采

取集中与分散、综合与单项相结合等多种方式，确保每个地

质灾害隐患点和在建工程至少开展 2 次演练（白天、夜间各

一次）；让干部群众充分知晓避险转移流程和路线；重点加

强对新纳入防灾体系的干部群众、“空心村”老弱病残妇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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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人群的培训和演练。县级自然资源部门要会同本级团组织

积极推动“青春志愿·守护生命”志愿服务行动，持续增强

广大干部群众和中小学师生地质灾害防范意识和临灾自救、

互救能力，确保快速反应机制能够随时启动。

2. 组织排查，落实防治措施。各县（市、区）、园区要

按照“盯住老隐患，排查新隐患”要求，充分发挥专业地勘

单位技术优势，加强现代科技手段运用，广泛调动广大干部

群众和志愿者的积极性，在本辖区开展常态化、动态化的全

覆盖、拉网式排查。将受地质灾害威胁的城镇、村寨、学

校、医院、景区、集中安置点等人口密集区和水库、公路、

铁路等重大基础设施周边以及各类工矿、企业、在建工程等

作为排查重点，确保隐患发现全覆盖，做到“底数清、情况

明、数据准”。要建立隐患点数据库，制定防灾避险预案；

逐点明确防灾责任人、监测责任人及监测人员；逐点发放防

灾和避险“明白卡”，设立警示标牌，明确预警信号、避险

路线和安置场所；确保预案覆盖率、群测群防网络覆盖率和

隐患告知率三个 100%；按照“一点一码、一区一码”的要

求，探索设立“隐患码”和“风险码”。持续开展“空心

村”排查，针对老弱病残妇幼受威胁群众，建立“一对一”

避让撤离结对帮扶机制，并建立帮扶台账。对部分重点隐

患，在充分考虑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基础上，按照轻重缓

急的原则，分步实施工程治理或避险搬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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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强化预警，提高预报能力。各地要建立气象风险预警

信息共享机制，建立健全群测群防监测预警网络体系。要坚

持以提高极端条件下的预警响应和避险转移能力为根本目

标，按照“群专结合、人技衔接”的原则，加快推进地质灾

害监测预警体系建设，加强监测设备和预警平台的管理维

护，同时加强群测群防网络运转情况核查，畅通预警信息发

布和反馈渠道，确保预警信息第一时间到点到人。严格落实

预警分级响应制度，明确市、县、乡、点四级职责分工，奋

力实现专业监测预警系统与群测群防体系同时运行、深度融

合。

4. 密切协作，形成防灾合力。市地质灾害防治指挥部各

成员单位要按照《广安市地质灾害指挥部关于印发广安市地

质灾害指挥部工作规则（试行）》的通知》（广市地灾指发

〔2019〕2 号）、《广安市地质灾害指挥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地

质灾害防治责任落实机制建设的通知》明确的职责分工，抓

好本行业本领域的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各地自然资源部门要

加强与经济信息化、教育体育、住房城乡建设、交通运输、

水务、文化广电旅游、应急、气象、铁路、电力等部门的联

防联动，切实做好“查、防、治、救”工作衔接。各地各部

门要把在建工程领域地灾防范工作摆在更加突出位置，切实

履行主体责任，严格按照“管行业必须管地灾”“三管三必

须”原则，督促指导生产作业单位严格落实《四川省在建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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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工棚营地地质灾害防范工作指引（试行）》（川地灾指发

〔2021〕6 号）要求，开展在建工程及工棚营地选址地质灾害

危险性评估，从源头减小遭遇地灾的风险，同时要抓实在建

工程地质灾害风险隐患日常排查和问题整改，确保隐患排查

无遗漏，发现隐患及时整改。

（五）切实加大投入，落实防灾经费。各县（市、

区）、园区和市级相关部门要加大地质灾害防治经费投入，

利用争取上级补助资金、发行债券、向政策性银行贷款及引

入社会资本等方式多渠道筹措整治资金，为地质灾害巡查排

查、群测群防、应急调查、监测预警、排危除险、工程治

理、避险搬迁等环节提供经费支持。加强避险场所、应急信

息化、应急装备、应急物资、人才队伍建设，持续提升地质

灾害应急救援能力。

（六）夯实基层基础，提升防灾能力。以加强市、县两

级地质环境监测站建设为突破口，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基层防

灾专业队伍；配齐配强交通工具、通讯设备、监测仪器，努

力构建完善的防灾体系。各地在汛前要落实督导单位，并将

驻守技术支撑单位落实情况报市防治指挥部办公室。汛期督

导单位应派驻不少于 4 名专业技术人员（含 1 名驾驶员）和 1

台应急车辆，协助县级自然资源部门开展“雨前排查、雨中

巡查、雨后核查”，为巡查排查、预案完善、监测预警、隐

患管控、应急调查处置等提供技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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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加强监督管理，杜绝人为地灾。严格执行建设项

目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制度，凡未经地灾危险性评估的，自

然资源部门不得供地，发展改革、住房城乡建设、交通运

输、水务等部门不得同意其开工，不得为其办理竣工验收手

续。严格执行矿山地质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凡未经矿山地质

环境影响评价的工矿企业，自然资源部门不得办理采矿许可

证，相关部门不得同意其开工。严格执行地质灾害防治工程

“四同时”制度，对可能引发地质灾害的建设工程须配套治

理工程，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审查、同时施工、同时

验收。严格执行地质灾害治理制度，按照“谁诱发、谁治

理”和“谁受益、谁治理”的原则，督促工程建设项目业主

自觉履行地质环境保护义务。

（八）强化预警预报，落实预警转移闭环管理。各地严

格执行“一日一会商、一日一调度”制度，加强会商研判和

信息传递，确保预警信息发布后第一时间“双直达”隐患点

位和在建工程。建立行业主管部门指导、业主单位监管、施

工企业负责、工棚营地班组实施、属地乡（镇）预警信息共

享的预警响应处置和避险转移闭环管控机制；严格落实“气

象预报—会商研判—预警—叫应—转移—安置—返回”七个

环节预警避险闭环管理。按照“提级响应、见预（雨）就

撤、严格管控”工作要求，做到应转、早转、快转、尽转、

多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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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1. 广安市 2025 年度地质灾害隐患点统计表

2—2. 2025 年度市级重点地质灾害隐患防控台账

2—3. 广安市地质灾害值班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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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1

广安市 2025 年度地质灾害隐患点统计表

单位：处

序号 县（市、区）、园区 滑坡 崩塌 泥石流 地面塌陷 合计

1 广安区 5 10 15

2 前锋区 12 4 5 21

3 华蓥市 24 16 2 1 43

4 岳池县 9 8 17

5 武胜县 6 10 16

6 邻水县 48 19 1 68

7 广安经开区 5 10 15

合 计 109 77 3 6 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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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2

2025 年度市级重点地质灾害隐患防控台账

序号

县（市、

区）、广安

经开区

灾害分布及类型
威胁

人数

诱发成因、发展

趋势、防治措施

重点防范

期限

灾害防治及监测负责人

防灾责任人及

联系电话

监测责任人及

联系电话

监测人员

联系电话

1 华蓥市
溪口镇觉庵村 2 组马鞍

平滑坡
93

暴雨诱发、不稳定、

监测
5—10 月

刘俊良
13541555005

段生富
15282601678

吴光成
13982674508

2 广安区
北辰街道办事处城北社

区 3 组崩塌
100

暴雨诱发、不稳定、

监测
5—10 月

赵佳佳
18080276566

刘成
18782666668

王泽玲
13551611893

3 邻水县
城北镇关门石村 8 组罗

家岩崩塌
322

暴雨诱发、不稳定、

监测
5—10 月

廖赟
13982652869

张学斌
13608277844

张魏杰
15708263191



附件 2—3

广安市地质灾害值班电话

广安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0826—2333712
广安市应急管理局 0826—2393322
广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0826—2337133
广安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0826—2222712
广安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0826—2395133
前锋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0826—2889001
前锋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0826—2883986
华蓥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0826—4821933
华蓥市自然资源和林业局 0826—4839010
岳池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0826—5222586
岳池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0826—5222307
武胜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0826—6211307
武胜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0826—6663126
邻水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0826—3222411
邻水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0826—3222825
广安经开区管委会办公室 0826—2350910
广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经开区分局 0826—2727313
广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地灾防治科 0826—2339885
广安市地质灾害防治指挥部办公室值班室 0826—2337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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