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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利县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
平政办发〔2025〕10号

平利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 2025年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县政府有关工作部门，中央和省市驻平有关单位：

现将《平利县 2025年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方案》印发给你们，

请认真抓好落实。

平利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5年 5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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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利县 2025年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方案

为认真做好 2025年全县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确保人民群众

生命财产安全，根据《地质灾害防治条例》（国务院 394号令）

和《陕西省地质灾害防治条例》，结合我县地质灾害现状和 2025

年汛期降水趋势预报，特制定本方案。

一、工作目的

制定本方案是为了应对登记在册的地质灾害隐患点、风险管

控区及突发性地质灾害的发生。一旦灾情发生后，采取不同于一

般日常工作程序的紧急行动方案，各成员单位及相关职能部门在

短时间内赶赴事发现场，扎实有效地开展应急抢险工作，避免减

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确保防治工作有序进行。

三、2025年全县天气情况预测

根据县气象局天气预测：我县 2025年气候状况总体为一般

到偏差，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呈多发态势；汛期(5-10月)

二、平利县地质灾害现状

根据地质灾害详查成果，我县地质灾害的类型主要有滑坡、

泥石流、崩塌和不稳定斜坡等。在每年的 5-9月底为地质灾害高

发期。依据 2025年 3月各镇排查上报的隐患点及风险区数据，

全县共有地质灾害隐患点 162处，受威胁住户 625户，3393人，

房屋 2547间；高风险区 63处，受威胁住户 461户，1502人，

财产 12657.68万元；中风险区 194处，受威胁住户 1912户，5900 

人，财产 6.082亿元；地质灾害防范形势仍然严峻。

降水量



- 3 -

接近常年平均值，累计降水量 720～820毫米。预计 6月下旬我

县将进入多雨时段，初夏汛雨将开始于 6月下旬至 7月上旬，开

始时间略偏早。预计秋淋（华西秋雨）开始时间较常年偏早，强

度略偏强。

四、重点防范区段和防范期

根据气象预测、地质灾害详查和各镇排查情况，2025年全

县重点防范对象是：

（一）在册地质灾害隐患点

城关镇：现有地质灾害隐患点 31处，危及住户 135户，667

人，房屋 664间。

长安镇：现有地质灾害隐患点 15处，危及住户 74户，292

人，房屋 270间。

大贵镇：现有地质灾害隐患点 18处，危及住户 29户，67

人，房屋 95间。

老县镇：现有地质灾害隐患点 9处，危及住户 22户，80人，

房屋 67间。

洛河镇：现有地质灾害隐患点 8处，危及住户 30户，1290

人，房屋 345间。

三阳镇：现有地质灾害隐患点 6处，危及住户 16户，29人，

房屋 51间。

广佛镇：现有地质灾害隐患点 8处，危及住户 15户，35人，

房屋 42间。

八仙镇：现有地质灾害隐患点 23处，危及住户 73户，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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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房屋 299间。

正阳镇：现有地质灾害隐患点 10处，危及住户 121户，409

人，房屋 337间。

兴隆镇：现有地质灾害隐患点 21处，危及住户 81户，197

人，房屋 277间。

西河镇：现有地质灾害隐患点 13处，危及住户 29户，81

人，房屋 100间。

（二）重点防范的区域

1.交通干线：G346平利段老县镇至城关镇公路边坡,S207平

利段公路边坡,平镇公路平利段公路边坡，渡正路施工边坡、县

镇道路及镇村道路边坡。

2.人员集中区：学校、医院、敬老院、移民搬迁集中安置区

和集镇。

3.地质灾害中高风险区：根据地质灾害风险评估调查结果，

全县共有风险区 257处，其中高风险区 63处、中风险区 194处，

共涉及 2373户 7402人。全县风险区分布情况如下：

城关镇：现有地质灾害高风险区 18处、中风险区 47处，危

及住户 773户，1963人。

长安镇：现有地质灾害高风险区 10处、中风险区 8处，危

及住户 82户，373人。

大贵镇：现有地质灾害高风险区 2处、中风险区 10处，危

及住户 20户，39人。

老县镇：现有地质灾害高风险区 3处、中风险区 27处，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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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住户 325户，1058人。

洛河镇：现有地质灾害高风险区 3处、中风险区 5处，危及

住户 20户，67人。

三阳镇：现有地质灾害高风险区 8处、中风险区 5处，危及

住户 42户，132人。

广佛镇：现有地质灾害高风险区 3处、中风险区 6处，危及

住户 26户，101人。

八仙镇：现有地质灾害高风险区 11处、中风险区 60处，危

及住户 1004户，3373人。

正阳镇：现有地质灾害高风险区 0处、中风险区 0处。

兴隆镇：现有地质灾害高风险区 3处、中风险区 10处，危

及住户 25户，99人。

西河镇：现有地质灾害高风险区 2处、中风险区 16处，危

及住户 56户，197人。

地质灾害风险区防范措施由县自然资源局组织技术支撑单

位会同各镇进行编制，具体事项由县自然资源局另行发文通知。

（三）重要防范时段预测

地质灾害的发生与降水密切相关，2025年预计地质灾害相

对集中发生的时间段为 6月至 9月，其中 6月至 8月为地质灾害

高发期，在降水作用下极易引发滑坡、崩塌、泥石流灾害，因此，

在这段时期需加以重点防范。各镇人民政府及各有关部门要提前

做好准备工作，制定防灾预案和应急预案，确保“情况掌握到户、

信息预警到户、责任落实到户”，及时进入重点防范工作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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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地质灾害防治抢险组织机构

县政府下设地质灾害防治抢险指挥部，统一领导全县地质灾

认真落实汛期地质灾害防治各项制度，确保安全度汛，最大限度

地减少灾害造成的损失。

害防治各项工作。组成成员如下：

指 挥 长：周洋弘 县政府副县长

副指挥长：魏 军 县自然资源局局长

成 员：魏传伟 县财政局局长

袁英忠 县应急管理局局长

陈 涛 县水利局局长

张 文 县住建局局长

杨友军 县民政局局长

王光满 县教科局局长

刘 柱 县卫健局局长

邓立海 县交通局局长

柳建军 县公安局副局长

洪玉鑫 县发改局项目储备统建中心副主任

沈奕君 县融媒体中心主任

沙汉龙 县气象局局长

尤 东 县供电公司经理

李清安 县电信公司经理

杨荣欣 县移动公司经理

鲁 川 县联通公司经理



- 7 -

杨晓康 县公路段段长

袁 巧 县人武部副部长

晁智鹏 县消防救援大队队长

张 超 县武警中队队长

指挥部办公室设在县自然资源局，办公室主任由魏军同志兼

任，办公室副主任由方勇、成志新、邓乐璠、哈国全等同志兼任，

哈国全负责办公室日常工作。

六、相关部门的主要职责

县防治办：及时传达指挥部的各项工作任务，同时认真做好

监督、管理、协调工作。当险情、灾情发生后，及时向指挥部汇

报地质灾害险情、灾情信息，并组织有关专家及部门制定抢险救

灾措施；按照指挥部的指示协调相关部门积极投入抢险救灾；负

责灾（险）情信息和抢险救灾工作的收集上报，处理指挥部的日

常事务，办理指挥部交办的各项工作任务。

县发改局：负责救灾和治理等项目的上报工作。

县财政局：负责县级突发性地质灾害救灾应急资金的预算和

拨付，并对其使用进行监督检查。

县自然资源局：负责组织开展地质灾害应急调查，指导地质

灾害监测、评价和预报，承担地质灾害防治抢险指挥部日常工作。

加大对重点地质灾害治理项目的争取力度。

县应急管理局：负责突发性地质灾害抢险指挥和发放救灾物

资，并对物资的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县民政局：负责调查受灾情况，妥善安置受灾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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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住建局：做好城区因灾形成的淤积、垃圾等清理工作。负

责指导灾后恢复重建规划设计，做好选址和勘查设计工作，

县水利局：负责提供汛情信息，组织指导水利工程抢险救灾

及水毁水利设施的修复工作。

县交通局、公路段：负责境内交通道路的地质灾害防治工作；

保障运送抢险人员、物资和抢险车辆的道路通行；组织沿线被毁

公路的临时修复，保证交通运输畅通。

县卫健局：负责组织救灾医疗队伍，确保受灾人员的快速医

治，对重大疫情组织实施紧急处理，预防和控制灾后疫情发生。

县公安局：负责协助灾区人员撤离、灾区治安和值勤工作，

确保灾区社会稳定。

县教体局：负责灾区的科普宣传工作；负责境内学校的地质

灾害防治工作；协助受灾地区、单位开展被毁校舍的恢复重建工

作，指导灾后学校及时恢复教学秩序。

县气象局：准确预报天气变化情况，及时向指挥部和防滑办

提供气象信息。

县融媒体中心：负责地质灾害抢险以及临灾避险知识的宣传

报道工作。

县人武部：负责组织民兵和预备役部队及时参加抢险救灾各

项工作。

县供电公司：负责组织抢修因灾毁坏的电力设施，保障电力

的正常供应，协助做好抢险临时线路、电力设备的架设。

县电信、移动、联通公司：负责各自因灾毁坏通信设备的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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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工作，确保应急通讯畅通。

武警平利县中队、平利县消防大队：在指挥部的统一领导下，

迅速组织官兵参加抢险救灾工作。

各镇人民政府：负责本辖区内的地质灾害调查摸底、防治救

灾、应急处理、日常监测等工作。

七、工作措施

（一）加强领导，落实责任。地质灾害防治是关系人民生命

财产安全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大事。各镇各相关部门要严格

按照《地质灾害防治条例》把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

程，加强领导，建立和完善领导责任制，层层落实责任，切实做

好地质灾害防治各项工作。相关部门要按照各自的职责，强化措

施，积极主动协助做好防治抢险各项工作。

（二）多管齐下，综合防治。各镇及有关部门要积极开展以

《地质灾害防治条例》和地质灾害防范知识为重点的宣传教育培

训工作，切实提高村组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的防灾意识和自救避

让的意识，适时开展应急演练不断提高受威胁人民群众的快速反

应应变能力。县自然资源局和各镇要严格依法管理，从源头上把

好防御关，坚决杜绝人为活动引发地质灾害。交通、公路段等部

门要对省、县、镇道路上的隐患点设立警示牌并进行治理，发改、

自然资源等部门要继续加大地质灾害治理项目的争取力度，力争

更多治理项目开工建设。

（三）突出重点，狠抓落实。各镇必须在五月底前完成本镇

地质灾害防治方案和重点隐患点“防抢撤”方案的编制完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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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报县自然资源局备案。各镇、各部门必须严格执行汛期 24小

时值班制度，定期开展巡回检查和突发性地质灾害应急调查，并

成立由镇长任组长的应急调查小组，一旦发生灾情，必须立即上

报，并迅速启动应急预案，组织抢险救灾，坚决遏制灾情扩大。

各镇要建立健全群测群防网络体系，汛期之前务必制作和上墙公

示“防灾避险明白卡”，增强防灾避险的自觉性。对在册的隐患

点，逐一签订“防、抢、撤”责任书，将责任、任务落到实处，

最大限度地减少灾害造成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四）主动协调，积极配合。各镇及相关部门要在县委、县

政府的统一领导下，精诚团结、通力配合、步调一致、服从命令、

听从指挥，随时掌握了解水情、雨情信息，明确各自职责，认真

做好抢险救灾的各项准备工作，对贻误战机、推诿扯皮、玩忽职

守、防范不到位、措施不得力，造成人民生命财产损失的，坚决

依法从严查处。

八、应急响应

1.应急响应启动。按照地质灾害危害程度和影响范围及其引

发的次生灾害类别，有关部门按照其职责和预案启动应急响应。

当同时发生两种以上的灾害且分别发布不同预警等级时，按照最

高预警等级灾种启动应急响应。

2.应急响应行动。地质灾害应急响应分为特大型（Ⅰ级）、

大型（Ⅱ级）、中型（Ⅲ级）和小型（Ⅳ级）四个响应等级。

①Ⅰ级响应。

启动特大型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各镇政府应急指挥部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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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启动本级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先期开展抢险救灾工作，并

在第一时间报告县地质灾害防治抢险指挥部（县应急管理局）。

县地质灾害防治抢险指挥部立即启动县级突发地质灾害应

急预案，并立即报告市地质灾害防治抢险指挥部，派出应急工作

组，开展应急处置工作，并将有关情况迅速报告省政府及其有关

部门。

县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各成员单位，按照县级应急预案规定

的职责立即开展工作。

②Ⅱ级响应。

启动大型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各镇政府应急指挥部立即

启动本级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先期开展抢险救灾工作，并在

第一时间报告县地质灾害防治抢险指挥部（县应急管理局）。

县地质灾害防治抢险指挥部启动县级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

案，并报告市地质灾害防治抢险指挥部，立即派出应急调查组

或救灾工作组，积极开展各项应急工作，并将有关情况迅速报

告省政府及其有关部门。事后，将应急调查报告及时上报上级

主管部门。

县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各成员单位，按照县级应急预案规定

的职责立即开展工作。

③Ⅲ级响应。

启动中型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事发地镇政府应急指挥

部及其他有关人员迅速到岗到位，启动本级突发地质灾害应急

预案，做好具体应急处置工作，并在第一时间报告县地质灾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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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治抢险指挥部及县级有关部门。县地质灾害防治抢险指挥部

立即报市地质灾害防治抢险指挥部，派出应急工作组进行现场

处置工作。

县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成员单位，按照县级应急预案规定的

职责立即开展工作。

④Ⅳ级响应。

启动小型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事发地镇应急指挥部及其

他有关人员迅速到岗到位，启动本级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做

好具体应急处置工作，并在第一时间将灾险情报告县地质灾害防

治抢险指挥部，县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报市地质灾害防治

抢险指挥部及有关部门。

县、镇政府应急指挥部派出工作组赴灾害现场指导支援抢险

救灾工作。

3.应急速报。依据国土资源部《关于进一步完善地质灾害速

报制度和月报制度的通知》（国土资发〔2006〕175号）要求，

地质灾害速报时限与速报内容为：

①速报时限。

各镇在发生突发性地质灾害后，要在第一时间报县应急管理

局和县自然资源局。

县应急管理局及县自然资源局接到当地出现特大型、大型地

质灾害报告后，应在 1小时内速报市应急管理局和市自然资源

局，同时越级速报省应急管理和自然资源部门，并随时续报重要

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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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应急管理局和县自然资源局接到当地出现中、小型地质灾

害报告后，应在 2小时内速报市应急管理局和市自然资源局，同

时越级速报省应急管理和自然资源部门。

对于发现的受威胁人数超过 500人，或者潜在经济损失超过

1亿元的严重地质灾害隐患点，各镇政府要立即报县应急管理局

及县自然资源局，县应急管理局及县自然资源局应在 2日内将险

情和采取的应急防治措施报省应急管理和自然资源部门。

②速报内容。

灾害速报的内容主要包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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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失踪和受伤人数以及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等，同

时提出采取的对策和措施。

发现地质灾害灾情或险情有新的变化时，要及时续报。

4.指挥与协调。预案启动后，按照分级管理、属地为主的

原则，各级应急指挥部按职责统一负责应急处置工作的组织指

挥，必要时设立现场指挥部，具体负责指挥事发现场的应急处

置工作。

4.1应急处置。

①先期处置。地质灾害灾情或险情发生后，事发地镇政府应

急指挥部及有关部门应立即进行应急处置，并组织群众开展自救

互救，全力控制灾害事态扩大，努力减轻地质灾害造成的损失。

②大型或特大型地质灾害处置。发生大型或特大型地质灾害

灾情或险情，县、镇政府应急指挥部先行组织处置，开展自救和



- 14 -

互救。县应急指挥部组织、指挥各成员单位、专家及专业队伍迅

速赶赴现场，开展应急处置工作。

4.2应急安全防护。

地质灾害发生地政府和有关部门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突发事件应对法》的要求，做好日常的应急安全防护，根据地质

灾害预测预报信息，及时疏散可能受威胁的人员，尽量避开灾害

可能影响和波及的区域，减轻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根据不同地

质灾害类型，可采取以下的防治措施：

①滑坡。一是采取排水治理，在滑坡体外围设置一条或几条

环形排水沟，使滑坡体外的地表水不能进入滑坡体内。对大型滑

坡体，可在滑坡体上设置排水沟，使地表水排出滑坡体，不致渗

入滑坡体内部；二是采取工程治理，在滑坡体及坡脚建抗滑垛、

抗滑桩、抗滑墙、锚固等，增强滑坡体的稳定性；三是按设计方

案或应急调查指导的方法及时实施防治。

②崩塌。对崩塌体采取卸载、清除、固化、坡面防护、喷浆

等工程措施。

③泥石流。采取生物措施提高流域内沟谷坡面植被覆盖率、

工程措施（拦挡、排导）、流域内综合治理等措施。

④地面塌陷。在采空区上方应设立警示牌、围栏，严禁在采

空区上建房、修路；对已形成的塌陷坑，要及时进行回填，避免

人畜误入，同时也达到恢复生态环境的目的。

⑤对国道省道、县镇道路以及村道危险路段设立警示标志。

4.3新闻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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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应急管理局负责新闻发言。地质灾害灾情和险情的发布按

照国家关于突发公共事件新闻发布的应急预案和平利县关于突

发公共事件新闻发布的应急预案有关规定和要求，及时将地质灾

害监测预警情况、灾害损失情况、救援情况等及时准确地向社会

公布。

4.4应急结束。

地质灾害的灾情险情得到有效控制或应急处置工作完成后，

县、镇政府根据实际情况及时解除灾情险情应急响应，开放原划

定的地质灾害危险区和抢险救灾特别管制区，并报上一级应急指

挥部办公室备案。

九、平利县突发地质灾害应急值班电话

平利县应急管理局：0915-8420751（传真）

平利县自然资源局：0915-8428019（传真）

十、本方案由平利县自然资源局负责解释

联系电话、传真：0915—8428019（24小时值班电话）

附件：1.平利县地质灾害风险调查评价防治区划图

2.平利县2025年地质灾害隐患点监测防范责任一览表

3.平利县 2025年中高风险区监测防范责任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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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县委办、人大办、政协办。

平利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5年 5月 29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