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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为做好我县的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最大限度地减少和防止地质灾害造

成的损失，维护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

（第394号）颁布的《地质灾害防治条例》（2004年 3月 1日施行）、《福

建省地质灾害防治管理办法》（闽政〔2011〕8号）等文件精神，以《福

建省罗源县2023年地质灾害防治方案》为基础，对照福建省地质灾害管理

系统，在调查核实已搬迁和治理的地质灾害点之后，结合我县2024年气候

趋势预测和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实际，编制本防治方案。

二、地质灾害分布情况

2.1 地质灾害现状

罗源县境内以丘陵山地为主，山高坡陡，高差较大，地势自西而东，

三高两低，形如“W”。地貌以山地、丘陵为主，平原狭小。山地主要分布

于县北部和西部，丘陵分布于西部霍口溪、中部起步溪、百丈溪，河谷两

侧及东部半岛等地，平原包含松山、白水两垦区域，总体地势高差较大，

属我省地质灾害易发区。地质灾害发生与经济住建活动密切相关，根据现

场调查资料，县境内约90%的滑坡、崩塌地质灾害点与农村削坡建房有关。

2023年我县认真落实好巡查监测、汛期值班、灾情速报等汛期防灾制度，

健全完善群测群防体系，抓实抓好基层防灾人员防治知识宣传培训活动。

根据各乡镇上报灾情信息并经实地调查核实，全县无新增地质灾害隐患点。

2023年全县积极开展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取得较好的成果，共消除地灾点

1 处。其中经工程治理验收合格后核销 1 处（350123030208），总计有 1

处不列入2024年度地质灾害防治方案，最终确定目前全县共有地质灾害隐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1%B1%E5%9C%B0/123094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98%E9%99%B5/4734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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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点 128 处，主要有滑坡、崩塌、泥石流三种类型（详见附表 1），其中

滑坡77处、崩塌47处、泥石流4处，共威胁462户 1836人。

2.2 地质灾害趋势分析

2.2.1 2023 年气候趋势预测

根据罗源县气象局提供的气象资料，预计我县2023/2024年冬季（12～

2月）与常年（1991～2020年，下同）相比，气温偏高，降水偏多，季内

气温变化幅度较大，强冷空气次数偏多；2024年早春季（3～4月）气温偏

高，降水偏多；雨季（5～6月）气温偏高，降水偏多；夏季（7～9月）温

度偏高，≥35℃高温日数偏多，极端最高气温偏高，降水偏多；秋季（10～

11月）温度偏高，降水偏多，秋寒略晚于常年；2024年影响我县的台风个

数正常至偏少，影响偏重。

（一）气温

1.冬季（2023年 12月～2024年 2月）：预计平均气温偏高0.1～1℃，

为11～12℃。其中，12月偏高1～2℃，1月偏高 0.1～1℃，2月偏高 0.1～

1℃，季内气温变化幅度较大，强冷空气次数偏多。相对偏冷时段出现在：

1月上旬和2月中旬。极端最低气温接近常年，-2～0℃。

2.早春季（3～4月）：预计偏高0.1～1℃，为16.0～17.0℃。4月上

旬可能出现阶段性低温过程，不利于春播。

3.雨季（5～6月）：预计平均气温偏高0.1～1℃，出现“五月寒”的

可能性较小。

4.夏季（7～9月）：预计平均气温偏高0.1～1℃，≥35℃高温日数偏

多，极端最高气温偏高。

5.秋季（10～11月）：预计平均气温偏高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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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降水

1.冬季：预计总降水量 210～300毫米，偏多 2～5成。月份分布大致

是：12月偏多 2～3成；1月偏多 2～5成；2月偏多 1～2成。

2.早春季：预计总降水量270～450毫米，偏多1～5成。

3.雨季：预计偏多1～2成。

4.夏季：预计偏多1～2成。

5.秋季：预计偏多1～2成。

（三）台风

预计2024年影响我县的台风个数为 3～5个，较常年（5个）正常至

偏少，台风强度偏强、台风灾害偏重，可能有1～2个台风严重影响我县，

秋季有晚台风影响。

二、主要气候灾害预测

1.我县冬季气温起伏较大，可能出现阶段性强降温过程。冬季总降水

量偏多，需密切关注雨雪冰冻天气过程的不利影响。

2.春播期需防范低温阴雨，4月上旬可能出现倒春寒天气。春季强对

流天气偏重，需防范雷暴大风冰雹天气的不利影响。

3.雨季降水偏多，可能出现较明显的洪涝灾害。

4.预计影响台风强度偏强，台风灾害将偏重。

2.2.2 预测的主要地质灾害活动区

据区内地质灾害的主要控制影响因素，2024年全县地质灾害分布于11

个乡镇、77个村（社区），预计这些村、镇（乡）地质灾害活动区成灾可

能性较大。如表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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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2023 年预测地质灾害危害重点行政村一览表

乡（镇） 村，（社区）
现有地质灾害

隐患点数（处）

白塔 百丈村，大项村，南洋村，旺岩村，应德村，长基村，钟下村 12

碧里 濂澳村，梅花村，西洋村 4

飞竹
斌溪村，仓前村，飞竹村，官路下村，蛤蟆石村，马洋村，上地村，陶

洋村，梧桐村，洋柄村
14

凤山 北门社区，南门社区，南门外村，西门社区 8

洪洋 厝坪村，大目村，官村，洪洋村，秋岭村，王认村，穴里村，樟溪村 13

霍口

畲族

川边村，东元亭村，东宅村，岗尾村，黄鹤村，霍口村，佳湖村，琅坑

村，南墘村，山垄湾村，石坪洋村，塘下村，西峰村，溪前村，仙洋村，

香岭村，徐坪村，长柄丘村

37

鉴江 井水村 1

起步 潮格村，港头村，黄家湾村，上长治村 6

松山 迹头村，小获村 3

西兰
甘厝村，后路村，蒋山村，坑里村，岭头村，上洋村，寿桥村，下际村，

许洋村，院前村
13

中房
柏山村，大园村，叠石村，港里村，深坑村，溪门村，下湖村，显柄村，

洋里村，屿后村
17

三、地质灾害威胁范围及重点防范期

3.1 重要地质灾害隐患点

本方案所列的128 处地质灾害隐患点在未进行彻底治理或搬迁前均有

进一步活动趋势，应作为防范对象，必须简易监测和建立地面位移监测点，

进行定期观测,并做好监测数据的记录，雨季尤其是强降雨期间要加强监测，

当监测发现有异常变化时应加大监测密度，当发现有裂缝等临滑迹象时，

及时撤出人员和财产，并对滑坡影响外围设置明显警戒标志。同时根据本

次调查资料，按其稳定性、危害性进行轻重缓急排序，综合确定全县4处

作为重要地质灾害隐患点（即威胁居民50人以上的地灾点）如表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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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灾点详情见附表 1。这些重要地质灾害隐患点是指其明显可能发生地

质灾害且将造成人员伤亡和经济财产损失的，在未治理前，必须专人监测

建立地面位移监测点，进行定期观测，并做好监测数据的记录，雨季尤其

是强降雨期间要有人值班加强监测。

表2重要地质灾害隐患点一览表

序号 统一编号 灾点名称
危害情况

户数 人数

1 350123020764 飞竹镇飞竹村飞竹中心小学屋后崩塌 148

2 350123010949 中房镇下湖村胡庆为等屋后滑坡 10 69

3 350123010964 中房镇洋里村陈农钟等屋后滑坡 29 95

4 350123010904 中房镇洋里村陈兆雄矿渣滑坡 9 42

3.2 高陡边坡点雨季防范

高陡边坡是指人类工程活动中对自然稳定山体进行切坡、削陂形成的

临空面，随着风化程度的变化，在暴雨和强降雨状况下容易产生地质灾害，

表现形式多为滑坡和崩塌，2023 年高陡边坡点新增1处，与地灾点位置及

威胁对象重合核销3个（350123120202、350123120148、350123120073），

全县共有的高陡边坡由2023年的 513处降为 2024年的 511处，数量较大、

隐患较多，应高度重视，各乡镇应进行排查，掌握险情，一定要做好定期

巡查，险情大的应入库按地灾隐患点管理。

3.3 地质灾害重点防范期

根据境内地质灾害的发育类型、灾害发育特征及地质灾害的各种影响

因素，尤其是降雨对地质灾害的诱发作用，今年地质灾害重点防范期为4

－9月降雨季节，其中又以6－8月为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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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灾害灾情和险情分级

按照地质灾害的危害程度和规模大小，地质灾害灾情和险情分为特大

型（Ⅰ级）、大型（Ⅱ级）、中型（Ⅲ级）、小型（Ⅳ级）四个等级。

（一）特大型地质灾害灾情和险情

因山体崩塌、滑坡、泥石流、地面塌陷、地裂缝等灾害造成30人（含）

以上死亡，或者直接经济损失1000万元（含）以上或因地质灾害造成大江

大河及其支流被阻断，严重影响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地质灾害灾情；

受地质灾害威胁，需转移人数在1000人（含）以上，或者潜在可能造

成的经济损失1亿元（含）以上的地质灾害险情。

因地质灾害造成大江大河及其支流被阻断，严重影响群众生命财产安

全。

（二）大型地质灾害灾情和险情

因山体崩塌、滑坡、泥石流、地面塌陷、地裂缝等灾害造成10人（含）

以上、30人以下死亡，或者直接经济损失500万元（含）以上、1000万元

以下或因地质灾害造成铁路繁忙干线、国家高速公路网线路、民航和航道

中断，或者严重威胁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有重大社会影响的地质灾害灾情；

受地质灾害威胁，需转移人数在500人（含）以上、1000人以下，或

者潜在经济损失5000万元（含）以上、1亿元以下的地质灾害险情。

（三）中型地质灾害灾情和险情

因山体崩塌、滑坡、泥石流、地面塌陷、地裂缝等灾害造成3人（含）

以上、10人以下死亡，或者直接经济损失100万元以上、500万元以下的

地质灾害灾情；

受地质灾害威胁，需转移人数在 100人（含）以上、500 人以下，或

者潜在经济损失500万元以上、5000万元以下的地质灾害险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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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小型地质灾害灾情和险情

因山体崩塌、滑坡、泥石流、地面塌陷、地裂缝等灾害造成3人以下

死亡，或者直接经济损失100万元以下的地质灾害灾情；

受地质灾害威胁，需转移人数在 100人以下，或者潜在经济损失 500

万元以下的地质灾害险情。

五、地质灾害防治措施

5.1 落实地质灾害防治责任制

5.1.1 组织机构

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直接关系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各级人民政府和有

关部门要以人为本，建立以政府行政首长负责制和有关部门领导岗位责任

制为核心的地质灾害防治体制，将地质灾害防治经费列入财政预算，加强

地质灾害防治知识的宣传教育、强化公众地质灾害防治意识和自救互救能

力。为加强做好我县地质灾害应急防灾工作，县政府决定成立县地质灾害

应急防灾工作指挥部（成员见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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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地质灾害防灾救灾指挥部成员表

网络机构 职务 县政府党政职务

地质灾害

防灾救灾

指挥部

指挥长 县长

常务副指挥长 副县长

副指挥长

县人武部部长

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局长

应急管理局局长

成员单位

县人武部 县政府办

县公安局 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县应急管理局 县文化体育和旅游局

县住建局 县财政局

县发改局 县教育局

县水利局 县气象局

县交运局 罗源公路事业发展中心

县卫健局 县农业农村局

县民政局 县融媒体中心

县供电公司

各乡（镇）人民政府

备注 各成员单位第一负责人均为指挥部成员

5.1.2 地质灾害防治责任制

地质灾害防治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各乡镇和县直有

关部门要坚持“以人为本”、以对国家和人民负责的精神，高度重视地质

灾害防治工作，按照“政府统一领导、部门各负其责”的原则，建立以预

防为主的地质灾害预警预报、监测巡查体系，形成组织健全、责任到人、

全面覆盖的地质灾害防治体制。

县人民政府：负责领导和组织各乡镇和县直有关部门以及社会的力量，

坚持预防为主、避让与治理相结合和全面规划、突出重点原则，采取措施，

做好地质灾害防治工作，保证地质灾害危险区内居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迅速贯彻市政府关于地质灾害防灾救灾的各项指令；批准发布境内地质灾

害的预报，宣布进入临灾应急状态；批准宣布灾区进入灾后应急期，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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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灾工作；领导和部署境内地质灾害防灾、减灾、临灾应急和救灾工作；

指导乡（镇）政府组织编制《村（居）汛期地质灾害防御群众转移预案》；

同时，将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防治经费列入

人民政府财政预算。并对在地质灾害防治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

人给予奖励。

乡（镇）人民政府：为辖区地质灾害防治具体责任单位，在地质灾害

重点防范期内，应当根据县人民政府公布实施的地质灾害防治方案，加强

地质灾害群测群防工作，加强地质灾害发生的前兆特征的巡回检查。当出

现险情时，及时动员受威胁的居民以及其他人员转移到安全地带；情况紧

急时可以强制组织避灾疏散，同时向县人民政府及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报

告。及时将地质灾害危险点的《防灾明白卡》和《避险明白卡》发给防灾

责任单位、责任人和受威胁的群众手中。及时编制《村（居）汛期地质灾

害防御群众转移预案》，把监测和防治任务落实到具体单位和责任人，做

到任务明确，责任到人。对住户已搬迁但房屋未拆除或已治理但未验收的

地灾点，汛期要加强巡查。要加强对地质灾害危险区域的巡查。

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负责落实综合防灾减灾规划相关要求，组织编

制地质灾害防治方案并指导实施。负责全县地质灾害预防和治理，指导开

展群测群防、专业监测和预报预警等工作，指导开展全县地质灾害工程治

理工作，配合做好地质灾害应急救援相关工作。其主要职责：其一，会同

县住建、水利、交通、教育等部门对辖区内地质灾害危险区域进行现场调

查，编制年度地质灾害防治方案。其二，指导乡（镇）人民政府组织编制

《村（居）汛期地质灾害防御群众转移预案》；指导开展县、乡（镇）、

村、灾点四级群测群防。会同县住建、水利、交通、教育等部门开展汛前

检查、汛中巡查、汛后核查，同时建立和完善专业监测预警网络。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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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落实地质灾害防治值班制度，与防汛、气象等有关部门保持密切联系，

开展地质灾害预报预警，在汛期特别是台风暴雨、异常降雨时段要加强地

质灾害防治工作指导；及时更新和补充地质灾害数据库，将地质灾害隐患

点和灾情、险情信息录入地质灾害信息与预警系统。其四，承担地质灾害

应急救援的技术支撑工作，指导开展地质灾害工程治理，配合县应急管理

局做好地质灾害应急救援相关工作，做好地质灾害防灾减灾知识宣传。其

五，编制城市、集镇、村庄和工程建设等各类规划时应当将地质灾害防治

规划作为其组成部分，做好与地质灾害防治规划的衔接。

县应急管理局：负责组织编制县级总体应急预案和安全生产类、自然

灾害类专项预案，综合协调应急预案衔接工作，按照分级负责的原则指导

自然灾害类应急救援，组织协调重大灾害应急救援工作；组织编制综合防

灾减灾规划，推动地灾灾害应急预案体系建设、预案演练和应急知识宣传，

指导协调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开展地质灾害防治工作。

县教育局：做好县内学校地质灾害防灾、应急知识宣传及防治工作，

落实学校地质灾害的监测、治理工作，组织地质灾害危险县内师生避险转

移工作。

县气象局：负责及时通报气象监测预警资料和降雨时空分布等信息，

会同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做好地质灾害气象预报预警工作。

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严格山地建房的管理，指导住宅、工厂、学校

等关系到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建设，加强对生命线设施的防护和巡查工作，

禁止在地质灾害危险区内削坡建房和从事不合理的工程活动。

县水利局：负责水库库周、库坝、水利设施沿线地质灾害的巡查、防

治、抢险和救灾等工作；负责地质灾害引发的次生洪涝灾害的处置及水利

设施的维修；根据灾情需要做好水资源调度，保障正常供水；并及时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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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水等有关防汛信息。

罗源县交通运输局和罗源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做好公路沿线地质灾害

地段防治的检查落实工作，组织力量抢修因灾损毁的公（铁）路设施，保

障交通干线的畅通，并配合公路沿线地方政府做好公路沿线地质灾害勘查、

设计、施工工作。

县融媒体中心：负责及时播报市、县人民政府的防灾工作部署和灾害

性气象消息及各种灾情预报预警信息，并配合加强地质灾害防治、应急知

识的宣传，如在台风暴雨地质灾害易发期，播放相关宣传片，普及地质灾

害防治和应急知识。

县文化体育和旅游局：会同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开展A级景区(点)地

质灾害应急预案的编制，开展隐患点的排查、监测、预警预报工作；督促

在山区A级景区(点)或在地质灾害易发区内的A级景区(点)进行开发的建

设单位，按照规定进行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对辖区内A级景区(点)的地

质灾害防治工作定期开展检查，做好查险、排险、预警预报工作；负责组

织A级旅游景区受地质灾害危险的人员（游客）的安全转移和抢险，联合

开展辖区内A级景区(点)地质灾害防治的检查，做好排险工作，消除不安

全隐患，确保游客及工作人员安全。

县供电公司：对灾区电力设施进行抢修，恢复电力供应，全力保障灾

区卫生院、重点工程、市政设施、军事等重要用户的电力供应；及时向县

地质灾害应急防灾工作指挥部报告电力供应和抢险情况。

其他部门应按照各自的职责分工做好地质灾害防治工作。

5.2 加强地质灾害险情巡查

在汛期前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要会同县住建、水利、交通、教育等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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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部门在汛前对地质灾害易发区、危险点以及防治方案、地质灾害群测群

防网络、防灾抢险应急预案等进行全面检查。发现险情和存在安全隐患的，

要责成责任单位或责任人抓紧落实整改措施。

汛前检查的主要任务是：

检查地质灾害防治方案落实情况

检查内容包括：乡（镇）、村等各级防灾责任组织机构、危险点监测

责任人、监测人是否明确，观测点布置、观测方法、记录、汇交整理资料

是否合理、完善,防灾预报制度是否健全，信息网络是否通畅，《村（居）

汛期地质灾害防御群众转移预案》的编制情况，危险区群众的应急转移方

案及措施是否得力等。

检查主要地质灾害危险点

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要会同县住建、水利、交通、教育等部门应认真

做好险情排查，需重点防范的地质灾害危险点，应划定易发区并设立警示

牌。在强降雨和台风降雨时，可能酿成新的地质灾害危险点，应加强对地

质灾害易发区的调查和监测，发现有灾害前兆特征的危险点，当地人民政

府应及时组织避让等必要的防范措施。

汛期地质灾害易发区是指在强降雨期间或者之后，突发地质灾害的可

能性较大且可能造成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的居民居住区或学校等区域或地

段。其划定标准如下：

1. 居民居住区或学校等房前屋后人工开挖的高陡边坡的坡脚或坡肩

边缘；

2. 居民居住区或学校等房前屋后高陡自然土质斜坡或坡脚；

3. 上游汇水面积较大的沟谷及沟口低洼地带；

4. 侵蚀河岸岸坡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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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已查明的地质灾害隐患点；

6. 其他在汛期易发生地质灾害，可能造成人员伤亡的地带。

符合上述标准之一的均应划定为地质灾害易发区。

汛中巡查的主要任务是：

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及住建、水利、交通、教育等部门应按地质灾害

防治的有关规定进行汛期巡查，乡（镇）人民政府及基层群众应当对重点

防范的地质灾害隐患点加强监测和灾害前兆特征（地声、泉水变浑、泉水

干涸、裂缝扩张、醉汉林出现等）的巡回检查。发现灾情、险情，应当立

即组织人员转移；采取临时支护处理措施等，同时向县人民政府及县自然

资源和规划局和县应急管理局报告；县人民政府及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和

县应急管理局接到报告后，要及时组织专家赶赴现场，调查鉴定灾情、提

出处理对策、采取相应措施。同时，应对房前屋后高陡边坡及其它隐患区

域加强巡查监测。

汛后检查的主要任务是：

汛期后乡（镇）人民政府应认真检查各地质灾害隐患点情况，根据各

地质灾害隐患点稳定情况以及险情是否已消除或得到有效控制，决定是否

继续监测，或者搬迁治理，并通知有关监测单位和监测人。

5.3 开展地质灾害监测及预报

5.3.1 监测

县人民政府应进一步健全以群防为主的地质灾害监测、预报、预警、

报告网络体系建设，加强对台风暴雨、强降雨引发的地质灾害的应急调查、

监测，进一步完善群测群防网络。

地质灾害的监测与预警原则由受威胁的单位和个人承担，直接危及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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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水利、道路生命线工程等设施和厂矿企业、事业单位等，由其主管部

门负责组织监测和预报。

乡（镇）政府负责本辖区地质灾害点的监测工作，防灾责任人为政府

及部门分管领导，各行政村负责本村的地质灾害点的监测工作，防灾责任

人由村（居）两委担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负责督促落实监测人，防灾

责任人，按要求建立基础台帐，将有关信息录入地质灾害综合管理系统。

5.3.2 预报预防

（1）编制《年度防治方案》。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应会同应急管理、

住建、水利、交通运输等部门，于3月底前拟定《年度防治方案》，报县

人民政府批准后公布。督促教育、公路、住建、旅游等部门开展辖区防治

方案编制工作，纳入县级防治方案一并实施。年度防治方案要标明区内主

要灾害的分布、威胁对象、范围；明确重点防范区，确定预防责任单位与

责任人、监测人，制定有效防治措施。对危害严重，需重点防范的必须挂

牌督办，限期整治到位。

（2）编制《村（居）汛期地质灾害防御群众转移预案》（下称“群众

转移预案”）。在县人民政府领导下，乡（镇）人民政府应组织编制《群

众转移预案》。内容包括：汛期地质灾害危险区域范围和转移对象；组织

机构及职责分工；应急响应；转移工作的实施，包括应急发布信号、转移

路线及临时安置场所或者安全地带；保障措施，包括生活安置及供给、医

疗防疫、治安保卫等。

（3）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与应急响应

地质灾害气象预报预警分为5个等级：Ⅰ级，地质灾害发生可能性很

小；Ⅱ级，地质灾害发生可能性小；Ⅲ级，注意级、地质灾害发生可能性

较大；Ⅳ级预警级、地质灾害发生可能性大；Ⅴ级，预报级地质灾害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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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性很大。其中Ⅲ—Ⅴ级向社会发布，Ⅰ—Ⅱ级不予发布。

①Ⅲ级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黄色预警）

表示：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较高，地质灾害发生的可能性较大。

县有关部门、乡（镇）人民政府根据雨情做好值班工作；按年度地质

灾害防治方案部署防灾工作；乡镇、村居防灾负责人根据雨情组织对地质

灾害隐患点和易发区域进行巡查、监测和防范，根据险情转移受威胁群众。

②Ⅳ级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橙色预警）

表示：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高，地质灾害发生的可能性大。

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24小时值班室值班，做好抢险救灾准备；县、

乡（镇）人民政府及时启动相关的应急预案和《村（居）汛期地质灾害危

险区域群众转移预案》；乡（镇）、村（居）防灾负责人组织危险性较大

地质灾害隐患点所有群众转移，易发区受威胁人员根据当地雨情险情适时

转移，组织对地质灾害隐患和易发区域加密巡查。

③Ⅴ级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红色预警）

表示：地质灾害气象风险很高，地质灾害发生的可能性很大。

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24小时值班室值班，领导带班；县人民政府

及时启动相关的应急预案和抢险救灾指挥系统，做好应急准备，派出应急

小分队或者包村干部驻点指导防灾抗灾救灾工作。乡（镇）人民政府及时

启动《村（居）汛期地质灾害危险区域群众转移预案》；乡（镇）、村（居）

防灾负责人立即组织地质灾害隐患点和危险区域内的所有群众转移，组织

对山边河边、沟谷沟口、工矿厂区等易发区域进行巡查和监测。

台风暴雨和强降雨期间，县有关部门、乡（镇）人民政府要积极做好

转移避让群众的安置工作，采取有力有效的措施防止已转移群众擅自回迁；

台风和强降雨过后，县有关部门、乡（镇）人民政府在确认地质灾害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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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内岩土处于稳定、确保安全的情况下，才能稳妥地组织已转移群众适

时回迁，并及时组织开展地质灾害补充调查，更新地质灾害管理信息库。

各乡（镇）人民政府应对所选定的避险场所和避险路线进行安全评估，

确保避险场所和避险线路安全。

5.4 抢险救灾

灾情险情发生后，县人民政府应立即启动《罗源县突发地质灾害应急

预案》（下称《应急预案》），组织指挥抢险救灾工作，抢险救灾队伍要

迅速进入现场，抢救受灾人员。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要立即组织地质灾害

应急技术支撑单位技术人员，迅速查明灾害类型、范围、规模、发展趋势，

圈定危险地段，加强监测，做好抢险救灾的技术指导工作。其他有关部门

应按照《应急预案》的分工及时做好抢险救灾的相关工作。必要时可请求

当地驻军给予支援，可以根据需要在抢险救灾区域范围内采取交通管制等

措施。抢险救灾工作要切实做到防范有效、转移迅速、救治及时，最大限

度地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5.5 速报制度

5.5.1 速报范围

（1）发生特大型、大型、中型地质灾害灾情险情；

（2）发生人员死亡和失踪的小型地质灾害灾情；

（3）避免人员死亡的成功预报实例。

成功预报是指对地质灾害发生的时间、地点和范围、强度等的预测较

为准确，并通过预报降低了灾害损失。

成功预报地质灾害避免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数量的要按照实际情况

确定，以地质灾害实际影响范围测定，如倒塌房屋内的居住人员或灾害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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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活动人员等。

5.5.2 速报时限

发生以上速报范围的地质灾害灾情、险情和避免人员死亡的成功预报

实例，灾害发生地的自然资源和规划主管部门在接到报告后，要立即报告

上级人民政府、突发地质灾害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和自然资源和规划主管部

门。

（1）发生特大型地质灾害，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应立即报告福州市自

然资源和规划局，同时越级速报省自然资源厅和自然资源部。在处置过程

中，应及时报告处置工作进展情况，直到应急处置工作结束。

（2）发生大型地质灾害，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应立即报告福州市自然

资源和规划局，同时越级速报省自然资源厅和自然资源部。在处置过程中，

应及时报告处置工作进展情况，直到应急处置工作结束。

（3）发生中型地质灾害，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应立即报告福州市自然

资源和规划局，同时越级速报省自然资源厅。由福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及时组织调查和作出应急处理，并将应急调查报告上报省自然资源厅。

（4）发生小型地质灾害，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应在1小时内向福州市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报告，并负责组织调查和作出应急处理，并将应急处置

情况和调查报告上报福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5.5.3 速报内容

地质灾害速报应尽可能详细说明地质灾害灾情或险情发生的时间、地

点、地质灾害类型、灾害体的规模、可能的引发因素和发展趋势等，同时

提出主管部门采取的对策和措施。对地质灾害灾情的速报，还应包括死亡、

失踪和受伤的人数以及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

发现地质灾害灾情或险情有新的变化时，要随时进行续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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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保障措施

5.6.1 加强领导、落实责任

各乡（镇）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要按照《地质灾害防治条例》和《福

建省地质灾害防治管理办法》的要求，把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列入议事日程，

谋划好、组织好、落实好。建立和完善群专结合的监测体系和以县为单元

的县、乡镇、村、组的群测群防网络（附表2）。

5.6.2 协调配和、通力合作

在县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要加强与应急管理、住

建、水利、交通运输、民政、教育等部门的协作，加强信息交流，特别要

与气象部门合作，及时掌握两情，开展地质灾害预报预警工作。

5.6.3 加强指导、健全制度

各乡（镇）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要进一步健全和落实地质灾害防治

工作制度，及时修订《应急预案》，并适时组织应急演练。

（1）地质灾害年度防治方案和群众转移预警制度

（2）地质灾害险情巡查制度

（3）地质灾害监测制度

（4）地质灾害灾情预报制度

（5）地质灾害灾情报告制度

（6）地质灾害防治值班制度

5.6.4 加强监督，强化监管

各乡（镇）人民政府要加强地质环境的管理，严格住建项目和住建用

地的审核审批，切实加强对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监督检查，杜绝人为活动

加剧引发地质灾害的行为。违反规定，发生地质灾害造成重大损失的，按

照《地质灾害防治条例》规定，追究有关部门正职负责人和其他相关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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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责任。

5.6.5 加强培训、提高水平

各乡（镇）人民政府要加强地质灾害防治知识培训，争取多种形式、

多种渠道组织乡、村有关人员进行培训，普及地质灾害防治知识，提高干

部和群众防灾减灾意识与能力。

5.6.6 加大投入、防治并举

各乡（镇）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要加大地质灾害防治经费的投入，一

手抓防控，一手抓治理。因自然因素造成的地质灾害的防治经费，列入县

人民政府的年度财政预算。因工程住建等人为活动引发的地质灾害的治理

费用，按照“谁引发、谁治理”的原则由责任单位承担。

5.7 综合防治措施

各乡（镇）人民政府应根据地质灾害点的危险性、危害性、经济条件

和可操作性，按轻重缓急，有计划地开展搬迁避让或工程治理。

1. 搬迁避让。对位于偏远山区、工程治理投资过大或治理后仍不能有

效消除隐患的地质灾害危险点，鼓励搬迁避让、异地集中安置。

2. 工程治理。对位于村、镇规划区内、自然因素引发、危险性大、威

胁人口多、造成经济损失大的重大地质灾害隐患点，各级政府要将其纳入

地质灾害治理项目库，加大财政资金投入，有序开展治理。工程住建等人

为活动引发的地质灾害，按照“谁引发、谁治理”的原则，由责任方组织

治理并承担治理所需费用。

六、地质灾害监测、防治工作责任人

地质灾害的发生有渐变或者突变的过程，在出现规模变形之前，各自

往往有比较明显的征兆，通过监测，及时捕捉这些征兆，就可以避免或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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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地质灾害造成的损失。地质灾害的监测和预防责任人，原则上是谁受威

胁、谁负责监测，谁就是责任人。威胁公路、水利等设施的地质灾害点应

由设施的主管部门负责组织监测并落实预防责任人。在此基础上，在主汛

期增加监测频率并加强灾害体变形破坏过程前兆（泉水变浑、突变、裂缝

扩张、动物异常等）巡查，以便及时掌握地质灾害危险体的变形发展趋势，

作出准确的预报。罗源县地质灾害点监测人、防治责任人见罗源县地质灾

害群测群防网络联系表（附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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