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丰县
全面落实防汛抗旱责任。落实

党政同责和一岗双责主体责任。及
时调整县防指组成人员，明确防指
成员单位责任分工，强化部门、属地
管理责任，全县主要江河、水库、山
洪灾害重点防御点落实到具体责任
人。县防指组织落实行政、技术、巡
查等相关责任人，坚持指挥部的统
一领导指挥。认真落实汛期24小时
应急值守和领导带班制度，严禁擅
离职守，遇有情况立即上报。

健全防汛抗旱指挥体系。进一
步完善五级领导抓防汛抗旱工作体
系，明确重点汛段县级领导包抓责
任制，将防汛抗旱工作责任落实到
相关单位、村和个人，明确各责任人
的防汛抗旱职责任务，做到纵到底、
横到边，不留死角。

全面排查隐患和薄弱环节，立
行立改。县防汛办督促乡（镇、街
道）和气象、水利部门密切监测开河
情况，周密部署防范措施。汲取去
年教训，及早组织那丹伯镇政府成
立了伊通河堤防安全应急度汛领导
小组及20人的险工险段巡查组，准
备了抢险物料编织袋10000条、无纺
布 2捆、铁线 200公斤、木桩 3立方
米，组织抢险队伍150人，遇有险情，
第一时间处置堤坝险情。乡（镇、街
道）、水利、自然资源、交通运输、住
建、城管、电力、通信等成员单位认
真排查水库塘坝泄洪设施、堤防险
工险段、城市公共设施、立交桥等关
键部位和重要电力、通信、能源保供
设备设施，及时消除度汛安全隐患，
严防监管不力造成重大灾害。

各类方案预案正在修订完善制
定。为解决部门分工不明确、应急
响应行动措施不具体、预警与响应
不挂钩等问题，强化应对极端暴雨、
超标准洪水、超强台风等超常规举
措，按要求严格落实停工、停产、停
业、停运、停学等措施，提高应急预
案操作性和针对性，确保在断电、断
信号的情况下信息畅通。按照《吉
林省防汛防台风应急预案》，县防办
已委托第三方机构修订完善东丰县
防汛防台风应急预案和应急通信预
案。针对群众转移避险，明晰责任，
落实各环节措施，明确灾害应对各
项工作谁来做、做什么、怎么做等问
题，各相关乡（镇）、村山洪灾害防御
预案也在有序制定中，并按程序批
复上报备案。

开展业务培训和应急演练提
前备战。结合工作实际，按照县级
培训乡（镇、街道）和乡（镇、街道）
培训村、社区模式，组织开展防汛
业务和防灾减灾、躲灾避灾知识培
训，提高基层防汛抗旱人员业务与
应急能力建设水平，强化群众防灾
避险知识科普宣教，提高识灾、避
灾和自救互救能力。立足实战，修
订完善暴雨、山洪、台风、内涝、干
旱等灾害防范应急预案，采取实战
模拟演练和桌面推演等方式，组织
开展水库大坝出险、河道堤防决
口、发生山洪地质灾害和城市严重
内涝等实战情景演练。

保证救援力量和防汛物资准备
充足。切实做好抢险救援力量准
备。目前，初步统计全县乡（镇）已

储备防汛抢险物资编织袋3.1万条、
铁线1.55吨、无纺布4860平方米、救
生衣 450件、救生圈 180个，可随时
调用的机械设备36台，建立抢险救
援队伍9支、860人。县级防汛抗旱
物资共储备编织袋7.9万条、无纺布
8460平方米、救生衣580件、救生圈
150只、汽油发电机 4台、防汛吨袋
400条、抛投器20个、宾格石笼1000
平方米、水泵21台（清水泵11台、污
水泵10台）、挖掘机1台、打井机1台
等，价值 212.47万元。以上物资已
按省、市防办要求及时上报并录入
国家应急物资资源管理系统，能够
满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需要。

积极开展监测预警设施维护完
善。县防指积极指导督促气象、水
利、水文、自然资源等部门对各类监
测预报预警和应急通信系统进行全
面排查，加强维护，确保监测系统汛
期正常运行。提高预报精度，优化
预报方案，重点突出流域性、区域性
和突发性灾害天气事件的预报。各
类监测预报预警工作正在有力有序
开展，县防办已建立了与水利部门
间的信息共享机制，能够获取防汛
抢险决策信息资源。

县防指高度重视、精心组织，
认真做好各项准备工作。同时，积
极开展吉林省防汛抗旱应急监测
和决策支持系统管理人员的业务
培训，及时精准在系统内维护完善
风险管理、综合保障、巡堤查险、五
化管理等模块，确保责任人、风险
点、物资队伍、巡查人员等各类信
息详实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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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防汛抗旱救灾准备工作有序开展全市防汛抗旱救灾准备工作有序开展（（一一））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重要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重要
指示精神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坚持人民至上、、生生
命至上命至上，，增强风险意识增强风险意识、、树牢树牢
底线思维底线思维，，深刻认识防汛抗深刻认识防汛抗
旱工作的复杂性旱工作的复杂性、、严峻性严峻性、、艰艰
巨性巨性，，立足实际立足实际，，深入查漏补深入查漏补
缺缺，，补齐短板弱项补齐短板弱项，，抓早抓实抓早抓实
今年防汛抗旱各项准备工今年防汛抗旱各项准备工
作作。。进入汛期进入汛期，，我市各县我市各县
（（区区）、）、各部门快速行动各部门快速行动，，有序有序
开展汛情防范工作开展汛情防范工作，，切实担切实担
负起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负起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
安全的政治责任安全的政治责任。。

强化防汛责任。全面压实
以行政首长负责制为核心的防
汛抗旱责任制，把责任落实到
具体人员、具体岗位。由县长
担任东辽县东辽河防汛行政责
任人，其他6位县级领导分别担
任城市防洪行政责任人和 5座
中型、8座小一型水库的行政责
任人。全县126座水库塘坝、27
条主要河流、20个山洪灾害防
御村行政责任人、技术责任人、
巡查责任人均已全部落实。汛
前将根据人员变动情况，及时

更新相关责任人信息。
强化物资储备。储备编织

袋、无纺布、木桩、发电机、水
泵、铁线、救生衣等防汛抢险物
资，合计170余万元。储备数量
超过一级市县（150万元）储备
标准。

强化抢险救援力量。落实
消防救援、乡（镇）群众性抢险
队伍 1178人，县预备役民兵做
到“严阵以待、以雨为令”，为汛
期抢险救援力量提供坚强保
障。

强化职责制度。及时组织
修订了《东辽县防汛抗旱防台
风应急预案》《东辽县自然灾
害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等预
案。同时，为进一步完善防汛
抗旱工作机制，研究制定了东
辽县洪涝灾害联动机制、防指
工作规则、会商工作制度、联
络员工作制度、应急值守等工
作制度。

强化防汛抗旱专家队伍建
设。以县水利局、县自然资源
局、县卫生健局、县城市执法

局、县气象局、县农业农村局等
部门的相关技术骨干为核心，
组建了“东辽县防汛抗旱专家
组”，为防汛抗旱、抢险救援提
供技术支撑。

强化隐患排查。组织各乡
（镇）、开发区、县防指成员单位
对本辖区、本行业河流堤防、水
库塘坝、城乡内涝、山洪地质灾
害、地下空间、旅游景点、在建
工地等重点部位开展全面细致
的隐患排查整改工作，确保安
全度汛。

根据2021年调整的龙山区
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成员
名单，明确了区、乡（镇、街道）和
村（社区）三级包保责任人 74
人，落实领导干部防汛防灾分片
和水库包干责任制，建立了统一
指挥、分级负责、条块结合、以块
为主的防汛指挥体系，确保重点
环节责任人责任到位，确保层层
有人抓、事事有人管。

根据龙山区当前实际情
况，全面落实应急人员物资储
备管理要求。今年年初至今，
采购棉帐篷 81 顶、单帐篷 200
顶、折叠帐篷 400顶、应急救援
灯 546个、对讲机 8个。农业农
村局根据区防汛抗旱物资库实
际情况，预计采购编织袋 5 万
条、木桩5立方米。

龙山区当前所有 10 个乡

（镇）、街道均配备有铲车、挖掘
机、自卸车等大型设备，区民政
局还准备了 39台排污泵，以应
对可能发生的汛情。

加强预案修订，科学建立
暴雨、台风、内涝等预警信息与
应急响应联动机制，强化实战
演练。目前，龙山区正在加紧
编制修订防汛抗旱防台风应急
预案，及时修改补充完善防汛
抗旱手册。

在汛期到来之前，将区防
指各成员单位防汛工作提前落
实到位，加强区防指成员单位
的研判会商，对汛前准备工作
进一步细化，落实各项准备工
作和应对措施，建立“专岗、专
人、专责”的责任体系。及时与
消防救援队、蓝天救援队、红十
字救援队、医疗救援队沟通协

调，理顺防与救的关系，加强应
急联动，确保发生问题能够第
一时间应急处置，确保汛前到
汛期的工作顺利完成。

制定龙山区防汛工作方
案。针对龙山区内11条河流、4
个小二型水库、11处塘坝和 17
处易发城市内涝点，明确责任单
位，确定强有效的防范措施，避
免发生灾害。坚持基层单位责
任自查、行管部门全面排查和两
办重点督查相结合，由区农业农
村、应急、住建等行管部门牵头，
组织各乡（镇、街道）对全区所有
水库、河道、堤防工程、通信设
施、城市内涝点、危倒房、地质灾
害点开展拉网式风险隐患排查，
在隐患点周边设置警戒线，安排
专人负责盯守。

第一时间将预警信息发布

到相关责任部门，并对重点行
业部门区住建局、区农业农村
局、区民政局发出点对点风险
提示。按照相关文件要求，及
时采购8部全频段对讲机，依托
市局完成的 370M无线通信网
络建设，保证发生灾害情况下
的应急通信畅通。

坚持做到“坚守岗位、认真
负责、及时主动、准确高效”，严
格执行汛期24小时值班和领导
带班，从上而下落实专人值班
值守工作制度，密切监视雨、水
情变化。认真落实《吉林省防
汛抗旱信息报送工作制度》，强
化信息报送和预警发布，确保
各项防汛抗旱指令及时贯彻落
实，预警信息及时发布，险情信
息第一时间报告、第一时间得
到有效处置。

龙山区

高度重视、认清形势，牢固树立
“防大汛、抗大灾、抢大险”的思想。
西安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防汛工
作，按照省、市防汛工作会议要求，
切实加强各项防汛工作。一是落实
防汛责任。督促各有关单位防汛行
政责任人要深入责任区一线，把人
民群众生命安全放在首位。将各项
防汛工作提前落实到位，要把防汛
工作作为当前最重要的工作，主动
作为，加强会商研判。进一步细化
并落实各项准备工作和应对措施，
严格落实防汛安全各项责任制，确
保防汛责任体系“定岗、定人、定责”。
做到各级责任人明确工作职责，防
汛行政责任人熟悉指挥流程。二是
全面部署，加强领导。制定西安区
防汛工作方案。对城区 16处重点
防范部位、1座小一型水库、2座小二
型水库、18座塘坝，进一步明确责任
单位，确定防范措施。要求各部门、
各单位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
心理，决不可掉以轻心和粗心大意，
务必高度重视，加强组织领导；要采
取有效措施，精心组织安排，强化工
作保障；要各司其职、各负其责、通
力合作，加强信息沟通和协调联

动。三是以案为鉴、以案促改。认
真组织学习《河南郑州“7·20”特大
暴雨灾害调查报告》，结合西安区
工作实际印发《深刻汲取河南郑州

“7·20”特大暴雨灾害教训全面开展
防汛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实施方
案》，聚焦隐患问题排查整改，超前
落实备汛防汛措施，切实提升西安
区洪涝灾害防治能力。

协调联动、形成合力。目前，区
防办已经建立了应急联动机制，目
的就是为了快速、科学地处置自然
灾害和各类突发事件。明确了相关
成员单位在处置过程中的职责。与
5户矿山企业签订了征用协议，明确
了特种车辆及驾驶人员，能够保证
随时开展抢险工作。防汛指挥部统
筹调度辽矿集团救护大队、预备役
民兵等专兼职救援力量，打造了一
支关键时刻“拉得出来、冲得上去”
的应急救援队伍。

加强储备、强化保障。对消防
救援大队、武装部、农业农村局及部
分企业的防汛物资实行动态统计，
建立协调共享调用机制，实现取长
补短、互通有无，有效发挥防汛物资
的作用。目前，已储备帐篷200顶、

编织袋 5.2万条、雨衣 800套、雨靴
500双、冲锋舟等抢险救灾物资。

认真开展隐患排查。西安区
防办在汛前组织西安区农业农村
局、灯塔镇水管站分别对老龙头水
库、成山水库、高古水库进行检查，
对三座水库“三个责任人”（行政、
技术、巡查责任人）和“三个重要环
节”（预报方案、调度方案、预报预
测方案）进行检查；重点检查水库
是否超正常高水位蓄水；大坝坝体
有无渗漏、裂缝、脱坡、散浸、塌坑、
隆起；观测设备有无损毁；大坝与
建筑物接触部位有无渗漏，大坝护
坡有无塌陷；溢洪道和输水洞等泄
洪设施是否完好，闸门是否有变形
裂纹、脱焊等损坏现象，闸门止水
设备是否正常、闸门启闭是否灵
活，闸门钢丝绳、螺杆有无锈蚀、断
丝、裂纹等损坏现象，吊点结构是
否牢固可靠。目前尚未发现险情。

在重要时间节点，西安区防办
要求区防指各成员单位严格执行领
导带班和24小时值班制度，克服麻
痹、松懈思想，密切跟踪雨水情和灾
险情，一旦发生事故和紧急情况，及
时报告和处理。

完善体系。在汛期到来之
前，高新区管委会完善了防汛
预案，建立充实了防汛组织机
构，安排部署了今年的防汛工
作。成立了以主要领导为总指
挥、各部门负责、高新区全员参
与的防汛组织，层层落实、责任
到人；安排领导带班、部门值
班、具体工作人员 24小时坚守
的防汛组织体系。当持续降雨
和灾情预警预报时，高新区各
部门将严格按照高新区防汛责
任落实及应急指挥系统执行。
同时，各村成立了应急分队，由
防汛信息员随时通报情况。各

级组织及相关人员24小时保证
通讯畅通。

全面排查。高新区组织相
关人员对重点区域进行了多次
安全隐患排查，对沿东辽河的
河堤及闸门、兴国水库、各塘坝
等主要防汛地段进行了排查。
摸清高新区防汛工作基本情况
和重点部位，并要求各村在汛
期做到“四不”，即不麻痹大意、
不玩忽职守、不留后患、不造成
生命财产损失。做到雨天有人
看守、晴天有人检查，并在水
库、塘坝周边醒目位置放置警
示牌5块。

强化责任。严格按照省、
市具体要求，找准难点、突出重
点、落实措施，确保汛期安全。
高新区明确了各级部门职责。
实行了各部门包保、分片包干、
上下联动、密切配合的防汛责
任追究制。从领导带班、干部
值班、资金与物资储备到舆论
宣传、督导检查、灾情上报、困
难救助、转移安置等方面进行
全面落实责任。高新区汛期每
天24小时都有一名领导在岗带
班并有专人值班。同时，将不
定期对各村值班值宿、物资储
备、应急反应等方面进行抽查

与通报，杜绝各种准备工作不
到位现象的发生。

准备到位。严格按照高新
区防汛责任落实及应急指挥系
统要求，落实防汛物资、人员和
经费，保证防汛救灾物资、人员
和经费及时到位。各村组成了
30人的抢险队伍。在防汛物资
储备方面，为了保证水库和塘
坝的安全，购置了木桩 2 立方
米、铁线 1000余斤、铁锹 20把、
编织袋 20000余条。在防汛人
员装备方面，购置了雨衣25件、
雨鞋 25双、手电 25支、救生衣
60套。

东辽县

高新区

西安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