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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有效防御山洪灾害，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依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汛条例》、《重庆山洪灾害防御规程》、

《重庆市讯抗旱应急渝案》等法规及《山洪灾害防御预案编制导则》，做到有计划、

有准备地防御山洪灾害，避免群死群伤事件发生制定本预案。本预案自批准印发之日

起执行，每 3年修订 1次。 

一、基本情况 

1.自然地理及水文气象 

①自然地理 

澄溪镇，隶属于重庆市垫江县，地处垫江县西南部，东与砚台镇毗邻，南与长寿

区海棠镇相连，西与四川省邻水县接壤，北与太平镇为邻，距垫江县政府驻地 15.4km，

区域总面积 58.76km2。澄溪镇地处川东平行岭谷区，地势略为西高东低、北高南低；

地形为中丘宽谷连低山，地面高程一般在海拔 400～600m；境内最高点位于南边金华

山脉，海拔 880m；最低点位于人和村石牛滩，海拔 380m。 

②水系情况 

澄溪镇内主要河流溪沟有龙溪河，打渔溪，卧龙河、村级河沟 11 条等；有水库

6座，山坪塘 12座。 

③气象、水文及暴雨洪水特点 

澄溪镇属于四川盆地中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区。大陆性季风气候显著，具有气候

温和、降水丰沛、四季分明、无霜期长、日照较少、光热水配合基本协调。但仲春多

寒潮，初夏阴雨，盛夏常伏旱，秋季阴雨绵绵降温快。多年平均气温 17.0℃，多年

平均年日照数 1262.9h，无霜期 350d。多年平均相对湿度 81%，多年平均降雨量为

1197.4毫米，最多年是 1998年降雨 1738.7毫米，最小年是 1961年降雨 864.9毫米，

80%的年份降雨量在 1000毫米以上。降雨量在四季的分布是：夏多冬少，春秋接近。

汛期（5～10 月）降水量占 75%左右，非汛期（11 月～次年 4 月）占 25%左右。年降

雨量一般规律是降水量随地势高度上升而增加，山地大于丘陵、谷地，迎风坡大于背

风坡。 

澄溪镇为山区丘陵性河流，洪水由上游的暴雨形成，洪水径流多集中发生在每

年 4-8月，尤以汛期出现的机率最多，洪水涨落时间一般为 1-3天。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87%8D%E5%BA%86%E5%B8%82/436625?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E%AB%E6%B1%9F%E5%8E%BF/1307147?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A0%9A%E5%8F%B0%E9%95%87/1152070?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5%B7%E6%A3%A0%E9%95%87/31369?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82%BB%E6%B0%B4%E5%8E%BF/2458300?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4%AA%E5%B9%B3%E9%95%87/2543414?fromModule=lemma_in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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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社会经济情况 

根据垫江县 2022 年年鉴，澄溪镇幅员面积 58.76km2，6个社区，7个行政村，村

（居）民小组 93个，总人口 5.9万人，其中非农业人口 3.6万人，粮食播种面积 3100

公顷，农作物播种面积 3200公顷，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 48亿元。44 家企业，1个医

院，6个学校，1个旅游景点。 

3.山洪灾害的概况 

①山洪灾害类型、成因和特点 

降雨是滑坡、泥石流形成的激发因素，同时又是山洪、泥石流的水源条件。特

殊的地形地貌是山洪灾害发生的基础条件，境内地形复杂，有山地、丘陵和河谷川地，

河谷为“U”型谷。区域内地层母岩为多种沉积岩互层，走向与坡面一致，由于岩性

软，特别是泥质页岩不透水，易产生滑落面，而发生各种重力侵蚀。 

人为不合理利用土地，是导致泥石流产生的根本原因，上述自然条件中，陡峻

的地形，强大的暴雨和大量松散物质的补给，是产生山洪灾害的主要条件，而人类不

合理利用坡面，是加速上诉条件的形成和发展。 

多发性、突发性、群发性、伴生性的强降雨，这样的暴雨极易在短时间内引发

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灾害，从而形成暴雨—山洪—滑坡—塌陷—泥石流等灾害链。

各种灾害相伴发生，使损害进一步扩大。 

总之上述因素是产生山洪灾害主要成因与特点。 

②典型历史山洪、泥石流、滑坡灾害情况 

根据历史山洪灾害调查情况，澄溪镇共计发生了 1 次有历史记录的山洪灾害，

主要集中向阳社区。从灾害发生时间和造成的损失来看，2024年 7月 11日发生的那

次灾害是有记录以来最严重的一次自然灾害。其中房屋损害 67 间、淹没农田 3200

亩等。  

③山洪灾隐患点情况 

我镇经调查有山洪灾害危险 1处，涉及 1个社区，4户 18人，4 间房屋。 

本镇山洪灾害危险区包括南华社区共 1处。 

根据危险区的分布位置，本镇安全区（安置地点）包含南华社区办公室 1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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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山洪灾害防御现状 

①山洪灾害防御非工程措施现状及存在问题 

山洪灾害防御非工程措施主要包括防灾知识宣传、监测通信及预警系统、防灾

预案及救灾措施、搬迁避让、政策法规、防灾管理等。防御现状：各危险村设有山洪

灾害知识宣传栏，发放山洪灾害知识手册，并设置好转移路线及安全区。但是目前山

洪灾害还是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是群众思想上认识还不到位，山洪灾害知识也不十分

了解，我们将加强对存在的问题进行改进，让人人都认识山洪灾害的危险性，并且都

能在山洪灾害发生时能及时转移。 

②山洪灾害防御工程措施现状 

境内监测站位于通集村，主要监测内容为雨量。暂无山洪灾害防御工程。 

本镇境内。 

③山洪灾害防御存在的薄弱环节 

由于资金有限，未对境内部分山洪沟、滑坡进行治理。防御山洪灾害知识宣传

力度不大，防御山洪灾害意识不强，监测通信及预警系统未建立完善。 

二、组织体系 

1.组织指挥机构 

澄溪镇防汛抗旱指挥部作为山洪灾害防御指挥部，指挥部内设信息监测组、预

警组、应急调度组、人员转移组、应急抢险组及后勤保障组以等 6个工作小组。各工

作组在指挥部统一领导和组织下进行工作。 

镇防指具体组织本镇和村组的山洪灾害防御工作，相关部门各负其责、相互协作，

各成员分工负责，负责包村工作。 

2.职责与分工 

①行政首长主要职责 

镇级山洪灾害防御指挥机构实行行政首长负责制，负责本辖区内山洪灾害防御的

实施和指挥调度工作，主要职责是： 

（1）负责组织制订本地区有关山洪灾害防御的政策、制度。组织做好山洪灾害

防御宣传和思想动员工作，增强各级干部和广大群众山洪灾害的忧患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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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根据流域总体规划，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尤泛筹集资金，加快本地区山洪

灾害防御工程建设,不断提高抗御山洪灾害的能力。 

（3）负责组建本地区常设山洪灾害防御办事机构， 协调解决山洪灾害防御经费

和物资等问题，确保山洪灾害防御工作顺利开展。 

（4）根据本地区雨情、水情、工情，及时做出山洪灾害防御工作部署,组织指挥

当地群众参加抗洪抢险, 坚决贯彻执行上级的防汛调度命令和水量调度指令。在防御

洪水设计标准内,要确保防洪工程的安全；遇超标准洪水，要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尽

量减少洪水灾害，切实防止因洪水而造成人员伤亡事故；尽最大努力减轻旱灾对城乡

人民生活、工农业生产和生态环境的影响。重大情况及时向上级报告。 

（5）山洪灾害发生后，要立即组织各方面力量迅速开展救灾工作，安排好群众

生活，尽快恢复生产，修复水毁防洪工程，保持社会稳定。 

（6）对本地区的山洪灾害防御工作必须切实负起责任，确保安全度汛，防止发

生重大灾害损失。如因思想麻痹、工作疏忽或处置失当而造成重大灾害后果的，要追

究领导责任 ，情节严重的要绳之以法纪。 

②镇级山洪灾害防御指挥部主要职责 

（1）贯彻执行有关山洪灾害防御工作的法律、法规、方针、政策和上级山洪灾

害防御指挥部的指示、命令，统一指挥本区内的山洪防御工作。 

（2）贯彻“安全第一、常备不懈、以防为主、全力抢险”的方针，部署年度山

洪灾害防御工作任务，明确各部门的防御职责，落实工作任务，协调部门之间、上下

之间的工作配合，检查督促各有关部门做好山洪灾害防御工作。 

（3）遇大暴雨，可能引发山洪灾害时，及时掌握情况，研究对策，指挥协调山

洪灾害抢险工作，努力减少灾害损失。 

（4）督促有关部门根据山洪灾害防治规划，按照确保重点、兼顾一般的原则，

编制并落实本区的山洪灾害防御预案。并组织有关人员宣传培训山洪灾害防御预案及

相关山洪灾害知识。 

（5）建立健全山洪灾害防御指挥部日常办事机构，配备相关人员和必要的设施，

开展山洪灾害防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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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各工作小组主要职责 

信息监测组：负责雨量、水位、工程险情等监测，收集整理相 关信息，及时上

传下达。 

预警组：负责按规定发布预警信号及预警设施管护。 

应急调度组：负责水利工程的应急调度，抢险人员和物资的调配。 

人员转移组：根据发布的预警信息，及时组织危险区所有人员按照预定路线转移

至安全地点。 

应急抢险组：在紧急情况下，有序开展抢险救援。 

后勤保障组：提供交通、电力、通信等保障，确保受灾人员的基本生活和医疗。 

三、监测预警 

1.监测预警设施设备 

简易雨量（报警）器 1个，铜锣 2套。 

2.监测报告流程 

监测系统主要收集雨量和水位信息，正常雨量每天报告 1次，达到准备转移值时

每小时报告 1次，达到立即转移值时立即报告。 

自动监测系统由镇防指信息监测组负责监测，报告流程为监测人、副指挥长、指

挥长逐级上报；简易监测系统由村监测员监测，报告流程为监测人、村山洪灾害防御

工作组组长、镇防指逐级上报。 

3.预警等级 

根据山洪灾害调查评价结果，镇预警雨量按每个行政村设定。 

山洪灾害预警等级分为准备转移和立即转移指标。准备转移指标代表可能（暴雨

气象预报）、严重（警戒雨量或警戒水位），立即转移指标代表特别严重（危险雨量、

危险水位或有山洪、泥石流、滑坡征兆）。 

4.预警启用时机 

当接到暴雨天气预报，相关责任人应引起重视，并发布暴雨预警信息；当降雨量

达到相应等级雨量值时，降雨仍在持续，应发布预警信息。当水位达到相应等级值，

且仍在上涨，应发布预警信息；若可能对下游造成山洪灾害，应向下游发布预警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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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出现发生山洪、泥石流、滑坡征兆时，应发布泥石流、滑坡灾害预警信息。水库及

塘堰坝出现重大险情时应立即发布预警信息。 

5.预警方式与流程 

预警方式：电话或手机短信、广播预警、手摇报警器、铜锣、口头通知等。 

根据监测、预报。按照预警等级及时发布预警。 

在一般情况下，可按照县→镇→村/社区→组→户的次序进行预警（如图 1）。 

如遇紧急情况（水库、塘堰坝出现重大险情，滑坡等），可采用快速灵活的预警

方式进行预警（如图 2）。 

 

 

 

 

 

 

 

 

 

（图 1  一般情况预警程序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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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紧急情况预警程序示意图） 

当降雨量达到准备雨量且降雨仍在持续，为准备转移指标；当降雨量达到立即转

移雨量且降雨仍在持续，或监测到有泥石流、滑坡发生征兆时，或监测到有水库、塘

堰坝出现重大险情和溃坝征兆时，为立即转移指标。 

6.预警响应 

（1）准备转移 

接到县防指发布的准备转移预警时，或简易监测设备观测到降雨量达到准备转移

雨量且降雨仍在持续时，或溪河水位达到准备转移水位且水位仍有上涨趋势时，启动

应急响应。 

镇防指通过电话、手机短信向镇防指指挥长及成员、有关责任人员发出预警，做

好相关防范工作；有关村通过无线预警广播、手摇报警器、铜锣等向危险区群众发出

预警信号，提醒危险区人员注意防范，做好转移准备；镇防指副指挥长主持会商，作

出相应工作部署；镇防指办公室加强值班力量，密切监视汛情，包村干部到各村指导

防汛工作；镇防指成员单位按照职责分工做好有关工作。镇防指将汛情发展情况及时

上报县政府和县防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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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立即转移 

接到县防指发布的立即转移预警时，或简易监测设备观测到降雨量达到立即转移

雨量且降雨仍在持续，或溪河水位达到立即转移水位，或有泥石流、滑坡征兆时，启

动应急响应。 

镇防指通过电话、手机短信向镇防指指挥长及成员、有关责任人员发出预警；村

山洪灾害防御工作组通过无线预警广播、手摇报警器、铜锣等向危险区群众发出预警

信号，包村干部及村组干部立即组织危险区人员按预定路线撤离至安置点，做好抢险

救灾转移安置工作；镇防指指挥长主持会商，镇防指成员参加，做出防汛重要工作部

署，具体领导防汛抢险救灾工作；加强重点部位巡查和危险部位的警械。镇防指将汛

情发展情况及时上报县政府和县防指。 

7.相关部门职责 

财政办公室为灾区及时提供资金帮助，防指办公室为灾区紧急调拨防汛物资，卫

生院根据需要及时派出医疗卫生专业防治队伍赴灾区协助开展医疗救治和疾病预防

控制工作，其它成员单位按照职责分工做好有关工作。镇防指将工作发展情况及时上

报县政府和县防指。 

四、人员转移 

转移安置原则：应按照就近、快速、安全的原则，明确转移路线，确定安置点。

转移先人员后财产，先老弱病残后一般人员，先低洼处后较高处人员，以集体、有组

织转移为主。转移责任人有权对不服从转移命令的人员采取强制转移措施。 

转移安置路线：转移安置路线的确定遵循就近、安全的原则。事先拟定好转移路

线，必须经常检查转移路线是否出现异常，如有异常应及时修补或确定新的转移线路。

转移路线宜避开跨河、跨溪或易滑坡等地带。 

转移安置方式：安置地点采取就近安置、集中安置和分散安置相结合的原则，安

置方式采取投亲靠友、借住公房、搭建帐篷等。搭篷地点应选择在安全区内。 

特殊情况应急措施：转移安置过程中出现交通、通讯中断等特殊情况时，灾区各

村组应各自为战、不等不靠，及时采取防灾避灾措施。由村干部分头入户通知易发灾

害点村民，尤其是夜间可能发生相关灾害时，要保证信息传递的可靠性，做到不漏一



 

 11 

户不漏一人。借助无线广播、铜锣、哨子等设备引导转移人员到安置地点。在制定的

转移路线交通中断的情况下，应选择向溪河沟谷两侧山坡或滑动体的两侧方向转移到

就近较高地点。对于特殊人群的转移安置采取专项措施，并派专人负责，确保无一人

掉队。 

转移后及时对转移安置灾民情况进行登记，逐级上报转移安置情况及需要解决的

困难，妥善解决安置人员的饮食起居。 

灾后应组织相关人员对受损的房屋、周边环境情况等进行查看，确认安全后，组

织转移人员有序返回。 

五、抢险救灾 

抢险救灾由镇防指统一指挥。紧急救援人员主要由受灾地区的党员干部、群众、

其他自愿人员以及应急抢险队员组成。 

镇政府设立抢险救灾专项资金，列入年度财政预算。 

储备必要的抢险物资和救助物资，抢险物资主要包括水利设施、道路、电力、通

讯等设施抢修所需的设备和材料，抢救伤员的药品及其它紧急抢险所需的物资；救助

物资包括粮食、方便食品、帐篷、衣被、饮用水和其他生存性救助所需物资等。 

一旦发生灾情，迅速组织镇、村两级应急抢险队员奔赴灾区，投入到抢险救灾工

作中去，确保灾区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尽量减少财产损失。 

对可能造成新的危害的山体、建筑物要安排专人进行监测，对可能造成的山体滑

坡、建筑物倒塌涉及范围内的村庄、厂矿、学校等，要及时进行人员转移并对该区域

设立警戒线，禁止人员进入。 

发现被困人员，要迅速组织人员营救，对受伤人员要组织医疗单位给予及时治疗，

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对造成人员伤亡的山洪灾害，要组织医护人员及时抢救受伤人员，病情较轻的在

镇卫生院接受治疗，伤势较重的应安排到县级医院进行救助；对有人员伤亡的，主要

领导要协调所在地村委会，及时做好亡者家属的善后工作。对紧急转移的人员做好临

时安置，发放粮食、衣物、水，并认真做好灾区卫生防疫工作。镇、村两级要及时成

立灾后重建工作领导小组，对水、电、路、通信等基础设施损毁情况登记造册，有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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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的进行、重建工作。各职能部门结合行业特点和部门优势，迅速投入到灾后重建工

作中去，力争把灾害损失降低到最小限度。 

六、保障措施 

汛前，对危险区内常住人口进行统计并登记造册，建立台帐；对所辖区域的水利

工程、河道险工险段、滑坡危险点及通信、电力、监测预警设施进行全面检查，发现

问题及时处理，并落实度汛措施； 

利用会议、广播、电视、墙报、挂图、标语、宣传栏、宣传车等多种形式，宣传

山洪灾害防御常识，增强群众主动防灾避灾意识和能力。制作有关山洪灾害防御知识

的宣传单，在中小学、企业以及危险区内的行政村进行宣传。各单位要在平时积极做

好防灾知识方面的培训和宣传，张贴标语、创建宣传栏，介绍防灾、避灾知识等； 

组织对村责任人、监测预警人员、抢险队员等进行培训，掌握山洪灾害防御基本

技能； 

为危险区群众发放防灾明白卡，对危险区可能出现的险情、范围、转移路线及安

置地点进行详细说明； 

制作警示牌或标识牌。标明危险区、转移路线、安置点等地，安放于醒目位置； 

乡镇每年组织一次山洪灾害防御演练，有危险区的村每年组织一次演练，使危险

区监测预警人员和群众能够熟练掌握监测预警的方法，明确转移的路线和安置地点。

为及时、有效地实施预案，各部门要做到：加强领导，落实责任，各相关单位主要领

导要负总责，层层落实责任，一级抓一级，确保灾民转移安置工作任务的圆满完成。

服从命令，听从指挥，对山洪灾害防御工作失职、渎职、脱岗离岗、不听指挥的，追

究相应责任，情节严重的，追究法律责任。水、雨情报告要及时，有险要速报，会商

要及时，指挥要果断。暴雨天气，乡镇、村主要领导及包村干部未经批准，不得离岗

外出。严格执行病险水库塘堰控制蓄水，一天一巡坝，大雨、暴雨天气 24 小时巡查

制度。信息监测组 24 小时值班，确保通讯畅通。 

 

附表 

1. 山洪灾害危险区防汛抗旱指挥部人员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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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山洪灾害危险区防汛抗旱指挥部人员名单 

职务 姓名 联系电话 分包社区 备注 

指挥长 刘兴武 13896512316  镇长 

副指挥长 蒋伟成 13896629129  副镇长 

副指挥长 胡国军 13896556661  副镇长 

成员 杨刚 13896569098  副镇长 

成员 程民忠 13709477566  纪委书记 

成员 李升婷 15213726870  镇基层治理综合指挥室主任 

成员 程铭海 18723827047  镇经济发展办公室工作人员 

成员 胡晓 13896600213  镇平安法治办公室负责人 

成员 陈鹏 13908257077  镇产业发展服务中心主任 

成员 戴小龙 15803652715  镇派出所所长 

成员 程本权 13996727666  镇水利管理工作人员 

成员 刘未果 13996390131  镇卫生院院长 

成员 谭资力 13896698803  镇供电所所长 

成员 王国中 13594547840 南华社区 南华社区书记 

信息监测组组长 王厚权 13896668565  镇产业发展服务中心干部 

预警组组长 石文艺 17843788398  镇产业发展服务中心干部 

应急调度组长 周兵 13996771326  副书记 

人员转移组长 陈鹏 13908257077  镇产业发展服务中心主任 

应急抢险组组长 胡晓 13896600213  镇平安法治办公室负责人 

后勤保障组组长 程铭海 18723827047  镇经济发展办公室工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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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山洪灾害危险区基本情况表 

序

号 

村组名

称 

危险区名称 
危

险

区 

山

洪

灾

害 

类

型 

危险区

内 

家庭户

数 

（户） 

危险区

内 

人口 

（人） 

危险区

内 

房屋 

（间） 

危险区

内 

耕地面

积 

（亩） 

名称 经度 纬度 

1 
南华社

区 3组 
左家桥 107.27110939 30.21141525 

洪

水 
4 18 4  

 合计   4 18 4  

备注：其中老人 3人，行动不便 1人。 

附表 3           山洪灾害危险区监测站点分布表 

序

号 

监测站 

名称 
所在位置 监测内容 

观测方式 
责任人 联系电话 

简易 自动 

1 澄溪通集 通集村 雨量  √ 雷强 13983584305 

附表 4           山洪灾害危险区预警站点分布表 

序

号 

预警站 

名称 
所在位置 

预警设备数量（套、个） 

责任人 联系电话 无线预警 

广播 

手摇 

报警器 
铜锣 

1 南华社区 3组 左家桥   1 闵云川 13251995123 

附表 5       山洪灾害危险区监测站与预警对象关联表 

村组名

称 

危险区 

名称 

监测站 

名称 

准备转移 

预警指标 

立即转移 

预警指标 

防汛 

责任人 
联系电话 

南华社

区 3组 
左家桥 澄溪通集 

1h45mm 
2h58mm 

3h68mm 

1h56mm 
2h73mm 

3h85mm 
王国中 13594547840 

附表 6              山洪灾害危险区人员转移表   

序

号 

村组名

称 

转

移

人

口

（

人） 

户主 

转移

路线 

安置地点 
责

任

人 

责任人

电话 名

字 
电话 名称 经度 纬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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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南华社

区 3组 

4 

左

洪

武 

152238

94009 

沿线

道路 

 南华社区

办公室 

107.266

43814 

30.208

79220 

冯

建

伟 

185812

11998 

2 5 
左

元 

183250

29769 

3 4 

左

德

建 

183250

28891 

4 5 

周

朝

宽 

139833

05437 

 合计 18         

附表 7            山洪灾害危险区应急物资表 

村组名称 堆放位置 
铜

锣 
喇叭 

救生

圈 
救生衣 

救生

绳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南华社区 社区办公室 1  1 2 1 闵云川 13251195123 

合计  2  2 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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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澄溪镇南华社区山洪灾害危险区人员转移安置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