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川省地质灾害指挥部办公室关于印发《汛期地质灾害防范应对

十条措施》的通知

川地灾指办发〔2021〕4 号

各市（州）地质灾害指挥部，省地质灾害指挥部各成员单位：

6月份以来，我省连续遭遇多轮持续时间长、范围广、强度大、对流性强的

降雨天气过程，多数地区普降暴雨到大暴雨，地质灾害高发频发。面对严峻的防

灾形势，在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全省上下树牢“人民

至上、生命至上”“防范胜于救灾”理念，闻“汛”而动，全力奋战，地质灾害

防治工作取得初步成效。从近期调度情况看，各地探索形成了一批管用高效、可

复制可推广的应对措施，但也还存在一些问题教训。对此，省地质灾害指挥部办

公室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本着“来自于基层、推广于基层”的原则，及时

推演检视、复盘分析，梳理形成了汛期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十条措施，供各地各有

关部门参考借鉴，并结合实际抓好落实。

当前正值防汛减灾“七下八上”的关键时期和吃劲阶段，各地各部门要深入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彭清华书记、黄强

省长和曹立军副省长关于加强汛期地质灾害防范应对的工作要求，按照省委、省

政府决策部署，认真汲取近期国内外暴雨洪灾造成严重损失的深刻教训，对照汛

期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十条措施，继续发扬不畏辛苦、不怕疲倦、连续作战的工作

作风，关心关爱一线防灾人员，进一步抓实抓细隐患排查、监测预警、预案完善、

培训演练、避险转移、抢险救援等各项工作，及时补短强弱，着力提升极端天气

状况下的地质灾害综合防范应对能力，保持临战状态，做好万全准备，激励广大

干部群众攻坚克难，共同打好汛期地质灾害防范攻坚战，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

财产安全。

四川省地质灾害指挥部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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汛期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十条措施

一、强化责任落实，构建终端发力末端见效机制。健全完善“省市县乡村组

点”七级防灾责任体系，按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要

求，压紧压实属地党委政府主体责任、行业部门监管责任、乡镇（街道）直接责

任和村（组）一线处置工作责任。甘孜州、凉山州等地推行“县包镇、镇包村、

村包组、干部包户”包保责任制，逐级下沉力量，建立任务、责任、督查“三张

清单”，层层压紧压实县、乡（镇）、村、组的责任，确保各项工作落地落实。

乐山市、雅安市等地强化基层换届调整防灾责任人员业务培训，把地质灾害防范

知识纳入乡镇换届选举后新任乡（镇）、街道分管负责人及村组干部、专职监测

员的业务培训范畴，着力提升基层一线应对处置能力，确保责任不“悬空”、工

作不断档。

二、强化隐患点和风险区“三查”全覆盖，提升“点面结合”双控水平。加

快构建地质灾害隐患点“专职监测员”和地质灾害风险区“网格员”双控体系，

综合运用高分遥感、无人机航摄等“空天地”结合技术手段，指导开展隐患风险

识别及“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核查”并贯穿汛期始终，切实做到有人居住

区域巡查排查全覆盖、无遗漏。乐山市峨边县、宜宾市筠连县突出抓好“雨中巡

查、雨后核查”，发动乡镇和村组干部、党员、团员、民兵、群众、志愿者等一

切可以发动的力量，既盯紧盯牢已知风险区、隐患点，又全面强化预案点外人员

居住区域、有人活动场所的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巡查排查全覆盖，及时发现险情征

兆，果断组织群众避险转移，并严密防范降雨引发地质灾害的滞后性。凉山州、

雅安市汉源县、石棉县等地建立群众主动查灾报灾奖励机制，搭建报灾平台，畅

通报灾渠道，鼓励群众关注地质灾害，积极参与防灾减灾，推动形成“人人关心、

人人查灾、人人报灾”的地质灾害隐患排查工作格局。

三、强化“人防”“技防”有机衔接，探索提升监测预警效能。强化自然资

源、水利、应急、气象等部门联动会商调度机制，坚持强降雨期间“每日会商、

每日调度”，着力提升地质灾害风险趋势短临预报水平，科学指导防范措施落实。

德阳市中江县坚持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全覆盖，多渠道及时发布地质灾害气象

风险预警信息，纵向发送至各级防灾人员、专职监测员，横向发送至各级地质灾

害指挥部成员单位负责人，并靶向发送至在建工程业主及施工单位防灾责任人，

实现防灾责任网风险预警全覆盖。泸州市大胆探索科技防灾，在进一步强化地质

灾害巡查排查、监测预警“人防”全覆盖的基础上，完善群专结合、人技结合的

工作流程和管理制度，加强专业监测设备和预警平台的运用和维护，研发地质灾

害防治管理三维实景系统，探索提升“人防+技防”体系下的地质灾害防范管理

能力。



四、强化宣传培训和演练，特别加强夜间、“三断”等特殊情景下的避险演

练，提升群众防灾避险能力。用好典型正反地质灾害案例、防灾宣传“口袋书”，

推广播放地质灾害防范宣传教育片，加强正面引导和反面警示教育。绵阳市、巴

中市开展宣传培训和避险演练“七进”活动，积极推动地质灾害科普知识宣传和

防灾演练进企业、进农村、进社区、进学校、进家庭、进机关、进工地，将地质

灾害防范宣传培训覆盖到“最后一米”。宜宾市江安县、甘孜州九龙县等地加强

实战化演练，按照实战化要求，针对排查发现的隐患点和风险区，逐点逐区完善

应急预案，加强预案演练，确保每个地质灾害隐患点在主汛期前至少“跑一次”，

并及时对新增风险隐患落实防灾措施，开展宣传教育和避险演练。特别是强化夜

间和断路、断电、断网等特殊情境下的避险演练，有效提升干部群众在复杂条件

下的避险逃生技能。阿坝州汶川县、九寨沟县、卧龙特区注重提升游客避险能力，

将避暑消夏住留的游客与民宿、酒店、农家乐等经营参与者一同纳入当地防灾体

系，针对性开展防灾知识宣传和避险演练，让其熟知避险转移路线和安置场所，

提升自我防范意识和能力。

五、强化提前避让，适当扩大转移范围，确保应转尽转。严格落实“三避让”

和“三个紧急撤离”刚性要求，聚焦重点场所、重点点位、重点人群，坚决落实

避险转移措施，狠抓早撤快跑，切实做到“应转必转、应转尽转”。成都市、眉

山市、凉山州等地提前分批转移高风险区群众，针对山区群众居住分散、交通闭

塞导致临灾避险不便、风险高的情况，采取鼓励投亲靠友、发放汛期过渡安置补

贴等方式，探索运用汛期季节性转移、短期转移、临时避险、搬迁安置等“短长

结合”“标本兼治”举措，提前将“三孤”等特殊人群转移到危险区外安置，切

实降低风险。降雨来临前或发现成灾征兆时，严格落实乡镇、村组干部避险转移

组织责任，第一时间组织受威胁群众撤离危险地带，坚决杜绝患得患失、犹豫不

决而贻误最佳撤离时机的现象发生，确保预警响应时“撤得快、方向对、安得稳”。

甘孜州、凉山州、阿坝州等地适当扩大避险转移范围，针对集雨面积较大、山洪

泥石流风险高的山区沟谷地带，根据气象预报及地质灾害风险预警情况，结合地

形地貌特点，适当扩大避险撤离范围，并打好避险转移提前量。

六、强化避险结对帮扶，加强人员管控安置，确保“不安全、不返回”。针

对广大山区农村青壮年大量外出导致防灾力量不足、老弱群众避险转移能力偏弱

等“空心村”问题，巴中市南江县推行“防灾明白人”，采取户院联防方式，在

3-5 户受威胁群众中推选 1名“防灾明白人”，负责组织避险撤离，与专职监测

员形成协作补位，切实提升避险转移安全系数。雅安市宝兴县扎实做好避险结对

帮扶，充分发挥基层党员、驻守专业队伍、驻村帮扶干部、民兵、志愿者等作用，

针对“空心村”受威胁住户、孤寡老人、留守儿童、残疾人等特殊群体登记造册

并落实“一对一”结对避险转移帮扶措施，有效化解“空心村”地质灾害防范风

险。深刻汲取 2020 年雅安市汉源县中海村已转移群众擅自返回被埋的教训，成

都市、雅安市石棉县等地强化避险撤离人员安置管控，加强避险安置点管理，做

好物资储备发放，全力保障转移安置群众“五有三防”，严格落实“人盯人”管



控措施，随时掌握避险人员动向，加强撤离区域安全评估，杜绝安全风险消除前

人员擅自返回居住，坚决做到“不安全、不返回”。

七、强化管行业必须管地质灾害，落实在建工程、旅游景区和公路、铁路沿

线防灾措施。发挥各级地质灾害指挥部统筹协调和牵头抓总作用，指导、协调同

级住建、交通、水利、文旅、铁路、公路、电力等部门切实履行部门（行业）监

管责任，督促指导相关企业落实防灾责任和措施。深刻汲取 2020 年绵九高速施

工区段因“8.17”特大暴雨灾害避让不及时造成严重损失的教训，切实将在建工

程、旅游景区和公路、铁路、河道沿线全部纳入监测预警和培训演练体系，落实

应急预案和防灾责任人，加强教育培训和避险演练，强化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努

力提高防灾避灾能力。阿坝州汶川县、卧龙特区强化危机综合管控，结合气象预

报及地质灾害风险预警信息，及时采取劝返游客、关闭景区、封闭道路、停工避

险等方式把风险降到最低。

八、强化集中攻坚，确保按时完成地质灾害防治项目，夯实防灾减灾基础。

把综合治理作为消除地质灾害风险隐患的治本之策，落实各级政府的主体责任、

属地责任，强化地质灾害防治项目的组织领导，精心规划、精细管理、精致建设，

进一步夯实防灾减灾基础。广元市青川县全力攻坚灾后恢复重建项目，将排危除

险、灾后恢复重建等关系民生安全的地质灾害防治项目按相关规定纳入抢险救灾

项目予以实施，及时解决项目推进过程中的困难和问题。广安市广安区开通地质

灾害防治项目绿色通道，将地质灾害综合防治体系专项资金全部划入县级自然资

源主管部门账户，加快资金拨付进度。雅安市宝兴县、阿坝州汶川县等地加强治

理工程清淤维护，针对已建治理工程受损、淤积等情况，及时实施修复加固、清

淤维护，确保腾出库容、清淤到位，保障治理工程持续发挥防灾减灾功效。

九、强化能力建设，充分发挥技术支撑单位作用，确保防灾工作科学高效推

进。针对基层防灾专业技术力量匮缺、地质灾害防治能力薄弱等问题，我省持续

开展汛期驻守督导，及时将驻守地勘队伍投放到地质灾害防治一线的薄弱环节、

重点地区和关键部位，参与汛期包点驻守、巡查排查、应急抢险调查，指导开展

宣传培训、避险演练，全方位支持参与驻区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特别是在发生地

质灾害后，依靠专家力量、发挥专家优势，及时准确判明灾险情特征及致灾原因，

有针对性地研究部署防灾对策，科学指导抢险救灾，并严格灾害认定程序，避免

模糊人为事故责任。

十、强化明察暗访机制，确保推动问题整改落实到位。完善“四不两直”汛

期督导、不定期明察暗访工作机制，加强约谈通知书、整改通知书和提醒敦促函

“两书一函”的运用，针对问题短板和薄弱环节，既“点对点”督促整改，又从



面上举一反三，查漏补缺，全力消除盲区，补齐短板弱项。乐山市市中区划片包

干、网格化管理，以乡镇（街道）为单位划分片区，以村（社区）为单位划分网

格，不定期派出工作组下沉一线，分片区、分网格赶赴预警乡镇（街道）、村（社

区）及重点隐患点督促指导防灾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