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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洪政〔2023〕28 号

永安市洪田镇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洪田镇2023年地质灾害防治方案》的

通 知

为有效地开展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最大限度地避免和减轻

地质灾害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的损失，根据国务院《地质

灾害防治条例》、《国务院关于加强地质灾害防范工作的决定》、

《福建省地质灾害防治管理办法》、《福建省汛期地质灾害防御

群众转移避让规定》和永政办〔2023〕13 号《永安市 2023年

度地质灾害防治方案》等文件精神，在对全镇地质灾害点和高

陡边坡进行全面核查的基础上，结合本镇地质灾害、高陡边坡

防治工作实际，修编本年度地质灾害防治方案。

一、地质灾害点分布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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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一年防治方案基础上，经对全镇汛期突发性地质灾害

点进行全面核查，需进入 2023年度汛期防范的主要地质灾害点

合计为 17处。其中滑坡 11处，崩塌 6处。主要分布于留山、

湍石、马洪、洪田、上石、大科、东坑、黄龙、水东 9个村。

经确认，全镇较大级的地质灾害点 4处（马洪村 199号 1处、

洪田村六月坂滑坡地灾治理点 1处、水东村 81、83、84号等 1

处、洪东新村 105号 1处）。危害性为一般级的地质灾害点 13

处，其中留山村有 7处（村部后山滑坡 1处、邓家山滑坡 2处、

留山大樟树 1处、留山村坑尾滑坡 2处、留山邓伟金 1处）、大

科村 1处、东坑新村 1处、上石村大埔头 1处、马洪村白勺洋

1处、黄龙村村部 1处、湍石村云南岌 1处。全镇地质灾害尚

潜在威胁涉及 118户 534人。高陡边坡涉及 16个村，102个点，

尚潜在威胁 202户，818人。

各村突发性地质灾害点的种类及危害程度分级、高陡边坡

隐患点分布具体情况详见附件。

二、地灾灾害的威胁对象与发展态势预测及影响范围

（一）辖区内地质灾害的主要威胁对象和影响范围主要有：

1、对于山前地带的房前屋后因工程建设和人为削坡所引发

的小型零星的滑坡崩塌灾害，主要是威胁边坡前后建筑物内的

人员及财产安全。

2、对于公路沿线边坡所引发的滑坡、崩塌灾害，除堵塞

交通和毁坏公路及附属设施等外，主要是威胁通行车辆和过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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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的安全，特别是较高陡的边坡，危害范围甚至延伸至公路

外或公路下部。

3、采矿工程引发的地质灾害威胁矿山周围的人员和建筑

物的安全；如采空区引发的地面塌陷灾害，开采地下水诱发的

岩溶地面塌陷问题或水文地质环境问题等。

4、对于部分沟谷潜在的滑坡迸发性泥石流灾害，以及境

内部分大型引水沟渠或库塘渗漏所潜在诱发的滑坡并发泥石流

隐患，主要是危胁沟谷、沟口和引（畜）排水等设施下游的部

分居住人员和房屋财产安全。

（二）2023年度重点防治工作安排

预测本年度地质灾害类型主要以滑坡、崩塌以及部分小型

的沟谷型泥石流灾害为主。境内需要重点关注的危害性达较大

级的地质灾害点的范围内，均应列为高发易发区段。此外，部

分房前屋后高陡边坡、公路沿线削坡地段、开采矿山区域、引

（蓄）排水设施下游和水库水位波动影响地带、以及部分山区

农村与城镇高陡边坡人类活动较频繁的区段，发生地质灾害的

可能性亦较大。

预测本年度潜在发生地质灾害危害较大的高发地点，主要

分布在留山村邓家山、坑尾和湍石村云南岌，潜在影响生命财

产安全，应加以重点防范。

三、重点防范期和本年度要点防治工作安排

（一）重点防范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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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地质灾害隐患点主要受强降雨引发的特点，地质灾害重

点防范期一般为4月—10月份的雨季降雨较集中阶段，发生地质

灾害的可能性较大。其中5—6月的连续强降雨时段、7—9月份的

台风暴雨时段是地质灾害重点防范期中的重中之重。此外，汛期

日降雨量达50毫米以上或连续大雨3天以上过程降雨量大于100

毫米的时段，以及台风过程发生强降雨至雨后48小时的时段，是

地质灾害重点防范时段。

各村和水利、交通、矿山企业等有关部门必须切实加强管辖

区内的地质灾害和高陡边坡隐患点的防治工作，根据当期气象部

门的降雨预报和台风暴雨警报，及时进入重点防范工作状态，确

保安全度汛。

四、地质灾害防治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成立组织机构

为确保地质灾害、高陡边坡防治工作顺利进行，建立健全

洪田镇人民政府、各村（居）委会和有关部门为核心的地质灾

害防治体系，组织、指挥洪田镇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根据我镇

人事的调整和分工，建立和调整充实本年度洪田镇地质灾害和

高陡边坡防治工作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及分管负责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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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田镇地质灾害防灾救灾领导小组联络表

名 称 负 责 人 联系电话

组长 范福灿（镇党委副书记、镇长） 3759105、159******20

副组长

项邦锋（镇党委副书记、政法委员、
人大副主席）

135******51

吴兴聪（镇党委委员、人武部长） 180******78

钟弟锦（镇副镇长） 139******35

卢平（镇派出所所长、副镇长） 136******16

余生灶（镇社会事务保障服务中心主任） 136******16

成
员
单
位
及
联
系
电
话

单位 负责人 联系电话

镇党政办 罗永湘 158******46

镇社会治理办 林 锋 188******01

镇建设综合服务中心 叶祖水 134******99

镇水利工作站 罗永鑫 151******21

镇应急办公室 张毅雄 185******95

自然资源所 邱卧龙 138******98
广电站 吴立流 150******10
卫生院 杨永华 137******67

留山村挂包干部
罗若杰
冯匡希

152******01
138******57

湍石村挂包干部
刘礼林
罗永湘

135******51
158******46

洪田村挂包干部
林小乐
邱思琛

138******55
159******59

黄龙村挂包干部
邓世豪
陈晓青

130******09
159******90

马洪村挂包干部
林国庆
王永豪

138******05
180******76

上石村挂包干部
叶祖水
张小燕

134******99
130******29

大科村挂包干部
俞春梅
黄锦涛

188******16
177******07

东坑村挂包干部
谢林杰
邓燕平

134******21
135******50

水东村挂包干部
王家桂
翁浩杰

135******19
187******95



— 6—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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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村

（居）委会和有关部门要本着对人民负责的态度，“以人为本”，

高度重视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建立镇人民政府负总责、各村（居）

委会主任、部门具体负责、行政主管负责制、部门领导负岗位

责任制的地质灾害防治体制，各成员单位和职能部门应按照各

自的职责分工做好地质灾害防治工作。

镇人民政府为地质灾害和高陡边坡防灾工作主体，将地质

灾害、高陡边坡防治工作作为一项重要的日常管理工作，加强

防治知识的宣传，增强公众的地质灾害防治意识和自救互救能

力。组织有关部门采取一切措施做好地质灾害和高陡边坡组织

巡查、排查等防治工作。

地质灾害的监测和预防责任人，按照是谁诱发并受威胁谁

就负责监测的原则进行认定。由公路、矿山、水利电力、工矿

企业等业主或部门所诱发或自身受到威胁的地质灾害点，应由

业主或诱发灾害的主管部门负责组织监测并落实预防责任人。

各责任主体应在主汛期或强降雨期间增加监测频率，并加强灾

害体形变破坏过程前兆特征的巡查监测（如泉水变混、井水突

变、山体变形开裂或裂缝扩张、地面下沉、地表隆起或鼓丘、

植物歪斜、动植物异常等），以便及时掌握地质灾害危险隐患体

的变形发展趋势，作出准确预报，积极组织搬迁避让或采取有

效防范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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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汛期地质灾害危险区域划定依据及要求

汛期地质灾害危险区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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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福建省汛期地质灾害危险区域群众转移避让工作的

规定》，各地区应进行汛期地质灾害危险区域的划定，加强汛期

地质灾害危险区域的防范管理；并要求各村组在汛前及时编制

《村（居）汛期地质灾害危险区域群众转移预案》，该预案应包

括下列内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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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响应标准；转移工作的实施，包括转移信

号、转移路线及临时安置场所或者安全地带；保障措施，包括

生活保障、医疗防疫、治安保卫；其他相关内容等。

符合下述标准之一的区域均应划定为地质灾害危险区：

——居民居住区、学校房前屋后以及重要工程设施等人工开挖的

高陡边坡的坡脚和坡肩边缘；

——居民居住区或学校等房前屋后高陡自然土质斜坡和坡脚；

——上游汇水面积较大的沟谷及沟口低洼地带；

——侵蚀河岸岸坡边缘；

——已查明的地质灾害隐患点（含过去已查明和今年新增加的地

质灾害隐患区）；

——已查明的高陡边坡（含过去查明、今年新增加录入的隐患点）；

——其它在汛期容易发生地质灾害，可能造成人员伤亡的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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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加强汛期巡查，实施监测巡查与安全转移，建立预报预警响

应规程

1．加强汛期巡查

根据国务院《地质灾害防治条例》，镇国土资源所要会同建

设、水利、交通、教育等部门在汛前、汛期、汛后对危险性和

危害性达一般级以上的地质灾害点和汛期地质灾害危险区域，

从群测群防、防灾抢险、应急准备等方面的工作进行巡回检查；

检查发现问题要抓紧落实整改措施，并将检查情况、存在问题

和处理意见及时上报镇人民政府。

各阶段检查工作的具体任务及要求如下：

（1）汛前检查：检查各村主要地质灾害危险点和防治方案

落实情况。危险点监测责任人是否明确，观测点布置、观测方

法、记录、汇交整理是否合理、完善，防灾预报制度是否健全，

信息网络是否畅通，危险区群众的应急转移方案及措施是否切

实可行等。需重点防范的地质灾害危险点（区），应划定警戒区域并设

立警示牌等。

（2）汛期巡查：进入汛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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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巡回检查。对可能出现险情的

灾点，应当及时采取应急措施，同时向镇政府报告。

（3）汛后补查：汛期过后，根据各地质灾害隐患点稳定情

况及险情是否已消除或得到有效控制，决定是否继续监测、是

否采取搬迁治理，并通知有关监测单位和监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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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实施灾前监测巡查与安全转移

（1）对已调查的地质灾害点、高陡边坡和划定的汛期地质

灾害危险区域，应进行监测巡查，对已列入本防治方案的重大

——较大级地质灾害危险点应进行加密监测；遇有台风或暴雨

袭击或当地质灾害气象预警预报等级达 3级以上时，除应加大

对危险点监测密度外，还应对房前屋后及公路沿线高陡边坡、

水利水电设施、开采矿山等地质灾害易发地段加强监测巡查；

国土部门应做好监测工作的技术指导。镇政府统一组织、部署

地质灾害点的避险实施方案，因地制宜地做好群众及财产的安

全转移工作。

（2）对已发现异常的地质灾害危险点（包含未列入本次市

级汛期防治方案的地质灾害点）和高陡边坡隐患点，当地质灾

害气象预警预报等级达 4—5级时，应实行 24小时监测；还应

对主要地点等可能发生地质灾害的区段提前做好防灾准备工

作。应迅速做好受威胁人员的撤离、财产转移和重要设施的保

护工作，确保安全；紧急情况时，可以强行组织实施疏散避险。

（3）镇成立地质灾害抢险救灾队伍（主要由各防灾成员单

位和基干民兵组成），备足必要的防灾物质，制定具体的应急抢

险方案。政府组织村（居）划定汛期地质灾害危险区域，查明

地质灾害危险区域内受威胁群众人数；要形成地质灾害危险区

域群众转移避让人员清单，并明确村（居）防灾责任人，特别

是制定本区临灾前的群众转移预案，具体布置落实防灾措施；要做到家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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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晓、转移有序。

3．预报预警应急响应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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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警级），地质灾害可能性大；

V级（预报级），地质灾害发生可能性很大。省国土资源厅会同

省气象防汛部门在汛期及时发布地需灾害气象预警预报等级信

息，其中 I—II级可不予发布，III—V级庆向社会发布。对 III—V

级的地质灾害预警响应，一般要求如下：

III级——地质灾害气象预报预警应急响应

地质灾害防治 III级（注意级），政府办及有关部门应做好

值班工作，密切注意雨情；按年度地质灾害防治方案部署防灾

工作；各村（居）防灾负责人应适时组织对汛期地质灾害危险

区域进行巡查，地质灾害危险区域内的防灾责任人、监测人、

巡查人和协管员要加强地质灾害危险区域的监测、巡查和防范。

一旦发现险情要立即报告并采以避险措施，组织转移受威胁的

群众。

IV级——地质灾害气象预报预警应急响应

地质灾害防治 IV级（预警级），镇人民政府及防灾指挥机

构、各村（居）和有关部门应 24小时值班，做好抢险救灾准备；

村（居）防灾负责人要加强组织对汛期地质灾害危险区域进行

巡查，危险区域防灾责任人、监测人、巡查人和协管员要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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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灾害危险区域的监测、巡查和防范；镇政府要及时启动《突

发性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和村（居）《汛期地质灾害危险区域群

众转移预案》，对危险性较大的地质危险区域内的群众，按转移预案

及时组织转移避让。

V级——地质灾害气象预报预警应急响应

地质灾害防治 V级（警报级），镇级人民政府及防灾指挥

机构、各村（居）和有关部门应 24小时在值班室值班，并组织

做好抢险救灾工作。要及时启动《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和

《村（居）汛期地质灾害危险区域群众转移预案》，立即组织地

质灾害危险区域内的群众转移避让，并组织对其他区域（含过

去已确认但未列入本次市级汛期防治方案的地质灾害点和每年

新增加的地质灾害隐患点）进行巡查和防范，派出应急小分队

或包村、挂村或驻村干部指导防灾抗灾救灾工作；紧急情况时，可

以请求强行实施疏散避险。

此外，未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预警预报信息的地区，各村（居）

委会要按照镇地质灾害群测群防的要求加强日常管理，一旦发

现地质灾害险情况，及时采取应急措施，并组织群众转移避证。

在台风暴雨和强降雨期间，镇人民政府要积极做好转移避让群

众的布置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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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确认地质灾害危险区域内的岩石体处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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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灾点管理信息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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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建立灾情报告制度

1．速报范围。发生地质灾害造成人员死亡、失踪和财产

损失（直接损失 1万元以上）的灾情；避免人员死亡的成功预报

实例。

2．速报内容。主要包括地质灾害发生的时间、地点、类

型，灾害体的规模、引发因素、发展趋势和受威胁的人员与财

产等，提出采取的对策与措施；造成死亡、失踪和受伤的人数

以及直接经济损失等。成功预报避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的数

量，人员以倒塌房屋内的居住人员或者灾害现场活动人员为依

据，财产按地质灾害实际影响范围测定。

3．速报时限。各村（居）委会接到发生地质灾害灾情报

告后，应立即向镇政府报告，地质灾害险情或者灾情有新的变

化时，必须及时续报。禁止隐瞒、谎报或者授意他人隐瞒、谎报

地质灾害险情和灾情。

（六）地质灾害防治分级管理

1．重大级和较大级地质灾害防治点：各主管部门应积极争

取防治经费及时进行搬迁或治理。未搬迁或治理前，两级主管

部门应根据省（市）级有关防灾资信在汛期或强降雨阶段地质

灾害气象预报等级达 3—4级时进行预防避让通知，预报等级达

4—5级时进行搬迁避让通知，部份危险区应强制撤离或疏散居

住人员；镇、村（居）、国土资源所及相关部门在汛期应加强各

灾点的监测、预防、巡查、值班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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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一般级地质灾害防治点：灾点当事人应及时主动进行搬

迁治理或消除隐患。未搬迁治理前，镇政府和国土所应根据镇

级有关防灾资信及时通知到村组相关责任人员，相关人员应及

时通知各灾点受威胁人员，在汛期或强降雨阶段地质灾害气象

预报等级达 3—4级时应进行预防通知，预报等级达 4—5级时

应进行避让通知；政府和村组相关责任人员在汛期应加强地质

灾害点的巡查、值班等预防工作（对过去已发生但未列入本方

案的隐患点也要适时进行巡查）；对已搬迁治理或撤消的地灾

点，相关部门应进行事后追踪防范，确保安全。

（七）防治措施

A B C

1、各灾点应结合地质灾害发生的规模、危险性、危害

1．各灾点应结合地质灾害发生的规模、危险性、危害性、

经济实力及可操作性，采以目视监测、设桩监测（图 A、B）、

贴片监测（图 C）等，或进行回填裂缝、削坡减载、消除易滑

塌物、挖设排水沟、改水防渗、砌挡墙等工程治理措施，或进行

搬迁避让。

2．各地质灾害点防治措施应按已发布的《永安市 2023年

度地质灾害防治方案》相关实施方案执行，落实防治经费，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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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地质灾害防治工作走向正常有序的长效轨道。

3．今后在地质灾害易发区内的工程建设，必须进行地质灾

害危险性评估工作，禁止人为诱发规模性的地质灾害。

（八）实施防治方案的保障措施

1．完善地质灾害防治体系，健全地质灾害防治制度

地质灾害防治领导小组具体领导和协调地质灾害防治工

作，建立单位行政主要负责人对本地区、本单位地质灾害防治

工作负总责的领导责任制；建立和完善以镇、村、灾点的群测

群防网络，形成地质灾害防治监测预警系统和地质灾害防治工

作联系网络。除了各相关的年度预防预案、应急抢险预案、群

众转移预案等外，目前应建立的主要防灾制度还有：

——地质灾害年度防治方案制度；

——地质灾害险情巡查制度；

——地质灾害监测制度；

——地质灾害险情预报制度；

——地质灾害灾情报告制度；

——地质灾害防治值班制度。

2．加强监督，加大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力度

加强地质环境的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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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损失的，按照《地质灾害防治条例》

规定。追究主要领导人及有关部门负责人和其他有关人员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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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加强宣传，提高干部群众的防灾意识

镇政府和国土部门加强地质灾害、高陡边坡防治知识的宣

传培训，通过广播电视等公共媒体、宣传图片、标语挂历、防

治手册或宣传单等多种形式，以多种渠道大力开展地质灾害防

治宣传工作；组织村有关人员进行地质灾害防治知识的培训，

普及地质灾害防治知识，提高政府公务人员和公众对地质灾害

危害性和防治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增强干部群众地质灾害防灾

减灾意识，形成乡镇村干部关注地质灾害、高陡边坡防治工作，

公众关心支持地质灾害防治工作，从而提高防灾抗灾能力，使

地质灾害、高陡边坡防治工作成为全社会自觉行动，真正实现

群测群防，最大限度地减少因地质灾害、高陡边坡所造成的人

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4．完善防治经费投入机制，确保防治方案的实施运行

地质灾害防治经费纳入镇人民政府的国民经济及社会发展

计划之中，同时积极争取地质灾害治理和相关专项资金，专款

用于地质灾害防治支出，保障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顺利进行。

附件：1、洪田镇 2023年度地质灾害基本情况及防治监测

网络一览表。

永安市洪田镇人民政府

2023年 6月 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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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安市洪田镇党政办 2023年 6月 14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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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洪田镇 2023 年度地质灾害基本情况及防治监测网络一览表

序
号

村名 灾点统一编号 灾点名称及类型
主要影响因素
与防治措施

威胁
户数

威胁
人数

级别
行政村
协管员

电话
监测人
员

电话

1

留山村

350481015036 村部后山滑坡（邓
其辉）

后山高陡 3 9 县级 张莉美 173******27 邓其辉 138******91

2 350481015037 邓家山滑坡（张传
奎）

后山高陡 1 4 县级 张莉美 173******27 张传奎 136******78

3 350481022599 留山村崩塌（伟金
伟远）

地灾搬迁点 2 8 县级 张莉美 173******27 江伟金 183******31

4 350481015049
留山村坑尾滑坡
（邓太宁、邓则彬

等 5户）
地灾搬迁点 5 14 县级 张莉美 173******27 邓则彬 138******27

5 350481015065 留山村邓名和滑坡
人为削坡高陡，

土层松散
1 5 县级 张莉美 173******27 邓名和 159******99

6 350481022602 留山村邓家山崩塌
房后高陡，土层

松散
1 2 县级 张莉美 173******27 张传海 139******59

7 350481015066
留山村滑坡（江伟
奎、江伟土、江伟

新）

削坡高陡，土层
松散(已治理好，
但还未注销)

3 14 县级 张莉美 173******27 江伟奎 18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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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村名 灾点统一编号 灾点名称及类型
主要影响因素
与防治措施

威胁
户数

威胁
人数

级别
行政村
协管员

电话
监测人
员

电话

8 大科村 350481015073 大科村35号吴和贵
房前滑坡

拉张裂缝剥、坠
落

5 26 县级 吴廷庆 138******36 吴廷寿 133******73

9 洪田村 350481015044 六月扳滑坡 地灾治理点 44 192 省级 曹桂富 138******21 官开华 133******71

10 上石村 350481015063 上石村大埔头黄春
发滑坡

削坡高陡，土层
松散

1 4 县级 陈谊安 135******69 黄春发 138******01

11 马洪村 350481015058 马洪村白勺洋廖金
球滑坡

房后高陡，土层
松散

1 5 县级 蓝光椿 138******17 廖金球 138******37

12 马洪村 350481022608 马洪村 199号刘永
龙等12户屋后崩塌

崩塌 12 52 省级 蓝光椿 138******17 刘永龙 173******96

13 湍石村 350481015039 云南岌滑坡群 地灾搬迁点 9 41 市级 吴汝声 137******00 邓吉华 137******94

14 东坑新
村

350481015072 东坑新村洪东街
103号滑坡

剪切裂缝地面沉
降歪斜变形渗冒

浑水
6 25 县级 张传添 138******57 邹振秀 134******27

15 东坑新
村

350481022609 洪东新村 105幢屋
后崩塌

崩塌 10 54 省级 张传添 138******57 管生贵 187******76

16 黄龙村 350481022610 黄龙村村部后方崩
塌

崩塌 1 20 县级 李坤日 138******29 邓其铼 134******81

17 水东村 350481022607 水东村 81.83.84号
等 11户屋后崩塌

崩塌 13 59 省级 罗家丕 139******56 罗忠炜 150******8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