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攀枝花市仁和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攀枝花市仁和区 2018 年度地质灾害

防治方案的通知

攀仁府办〔2018〕74号

各乡镇人民政府，区政府各部门、派出机构，省市驻区各直管单位，

各企事业单位：

《攀枝花市仁和区 2018年地质灾害防治方案》经区政府研

究同意，现印发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攀枝花市仁和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8年 5月 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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攀枝花市仁和区 2018 年地质灾害防治方案

为有效避免和减轻地质灾害造成的损失，切实维护人民群众

生命财产安全，保障社会和谐稳定，根据《地质灾害防治条例》

（国务院令第 394号）和国家、省、市加强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

有关规定和要求，全力做好我区 2018年地质灾害防治各项工作，

结合我区实际，特制定本方案。

一、2017-2018年地质灾害基本情况

2017年我区平均总降雨量达 879.7毫米，最高降雨量出现在

务本乡大黑山 1333.3毫米，降雨主要集中在 8、9月份，点暴雨、

持续性降雨频发。汛期，我区突发地质灾害 5起，威胁 28户 105

人和 600万元财产安全。截至 2017 年 10月 31日汛期结束，我

区群测群防的地灾隐患点共有 117个，共 1038户 4219人受到地

质灾害威胁，潜在经济损失约 1.32亿元。

通过 2017年积极实施地灾治理工程和排危除险项目消除隐

患，并委托专业地勘单位开展隐患汛后核查，对经多年监测无变

化的隐患点销号，目前全区纳入群测群防的隐患点共计 86处，

其中滑坡 70 个、泥石流 3 个、不稳定斜坡 7 个、崩塌 6 个，

共 753户 2973人受到地质灾害威胁，潜在经济损失约 9791万元。

二、地质灾害的趋势预测及易发区和重点防范区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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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汛期天气情况及地质灾害发展趋势预测。

据气象部门数据，预计今年汛期期间全区平均气温略偏高，

降水量正常略偏少，汛期内降水时空分布极不均匀，大风、强降

雨等强对流天气略重于常年。我区今年大部分地区雨季到来偏

早，大约在 5月下旬中期到 6月上旬中期开始；结束期略偏晚，

大致在 10月中下旬结束；汛期中有 2～3次区域性暴雨，6月中

旬后期至下旬局部地区有初夏洪涝，7月中旬中期至下旬、8月

下旬局部地区有盛夏洪涝，9 月下旬至 10 月上旬局部地区有连

阴雨天气。我区受地形、地貌、地质构造条件和气候、降雨、地

震、人类经济工程活动等因素影响，地质灾害易发、多发；受

“9.19”持续强降雨局部特大暴雨灾害影响，辖区内地质条件更加

脆弱。2018 年我区各类地质灾害高发态势十分严峻，防范治理

任务极为艰巨，需高度重视认真加以防范。

（二）地质灾害易发区。

1.各工程建设活动区域。工程建设活动是近年地质灾害常发

区域，随着经济发展，近年来我区各类工程建设活动增多，而人

为工程建设活动是诱发地质灾害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我区一些

在建重大建设项目区域存在发生地质灾害的隐患，如成昆铁路米

易至攀枝花段扩能改造工程建设项目、攀大高速公路、南山循环

经济发展区（包括迤资工业园区）等区域。



- 4 -

2.各排土场、煤矸石堆放场以及煤炭加工企业尾矿堆放场。

这些区域部分业主没有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建立符合国家建筑要

求的弃土、弃渣堆放场所设施，有些甚至随意堆放，这些堆积体

结构松散，结合力差，在雨水渗透下很容易产生滑动引发地质灾

害。

3.各乡镇新农村建设、移民安置等新选址建设区域。由于我

区地处山区，山高坡陡，受地形地貌限制，多数项目选址修建时

的坡脚、边坡开挖和部分排水沟渠设施不完善，使上述区域、地

点在汛期雨水特别是暴雨的冲刷下，极易发生不同程度的滑坡、

垮塌等地质灾害。

4.大田、平地、啊喇、中坝、布德、大龙潭、同德、务本等

乡镇区域。以上乡镇因“9.19”持续强降雨局部特大暴雨影响，地

质灾害隐患较多，多数地质灾害隐患在发育初期活动频繁且易产

生较大变化。

5.前进、太平、务本三个产煤乡镇区域。因地处矿区，采矿

活动形成的采空区，易造成塌陷、垮塌等灾害，危及矿区内企业

和农户的人身、房屋、田地等财产安全。

（三）地质灾害重点防范区。

1.工程建设活动是诱发地质灾害的重要因素，如成昆铁路

米易至攀枝花段扩能改造工程建设项目、攀大高速公路建设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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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等均存在高边坡隐患。近年来我区工程建设活动较多，工程

建设活动强度大，部分工程未做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或未按

照工程设计要求施工，形成地灾隐患，这类工程是地质灾害隐

患重点区域。

2.我区的非煤矿山企业多为露天开采作业企业，大量剥离

的废石及废土堆积形成了排土场。煤矿开采的煤矸石随意堆放

等因素造成这些堆积体结构松散，结合力差，在雨水渗透下很

容易产生滑动引发地质灾害。虽然近年来在安全管理和相关部

门监督检查下，各露天采矿企业也都加强了安全防范意识，采

矿作业有了明显规范，但同样存在较大地质灾害安全隐患，属

重点防范领域。

3.因自然因素造成的地质灾害隐患点，属重点防范领域。

三、地质灾害主要发生时间分析

从多年的监测数据来看，我区降雨主要出现在 6 月上旬至

10月中下旬，在整个雨季中，降雨主要集中在 6、7、8、9月，

容易出现区域性暴雨和洪涝，大部分地质灾害均发生在这段时

间。

四、地质灾害防治措施

（一）加强领导，明确责任。

各乡镇人民政府、街办和有关部门按照管行业管安全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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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将汛期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编制年度地质

灾害防治方案、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和各地质灾害隐患点应急避险

演练方案，成立应急指挥部，对出现地质灾害前兆、可能造成人

员伤亡或者重大财产损失的区域和地段及时划定为地质灾害重

点防范区，并在重点防范区边界设置明显警示标志。认真落实地

质灾害防治工作行政首长负责制，主要负责人要对本地区、本部

门的地质灾害防治工作负总责，分管负责人要负具体责任。由自

然因素引发的地质灾害的防治经费列入政府财政预算；因工程建

设等人为活动引发的地质灾害由责任单位负责治理。各乡镇、街

办、各有关部门还应安排一定应急资金用于突发性地质灾害的应

急调查和治理监测。

（二）成立地质灾害防治领导机构。

1.成立区地质灾害防治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李春华 区委副书记、区长

副组长：张 波 区政府副区长

成 员：杨静仁 区政府办副主任

徐 丹 区委、区政府目标督查办主任

罗洪波 市国土资源局仁和区分局局长

兰 敏 区财政局局长

吴江华 区发改局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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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定春 区住建局局长

路 勇 区经信局局长

王春林 区民政局局长

王晓峰 区环保局局长

李中华 区安监局局长

周光亮 区卫计局局长

艾江南 区教体局局长

冯 刚 区城管局局长

朱 革 区农牧局局长

熊 锐 区交通运输局局长

唐光辉 区扶贫和移民工作局局长

李利友 区旅游局局长

海维洋 区煤管局局长

曾绍奎 区文广新局局长

刘述清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仁和区规划分局局长

朱卫星 仁和气象局局长

包 蕾 区林业局局长

陈启华 区水务局局长

明 涛 市公安局仁和分局副局长

陈清春 区土地储备中心常务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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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天才 区民宗局局长

尹 平 南山循环经济发展区管委会常务副主任

唐晓杨 国网攀枝花市仁和供电公司总经理

曹骞予 市国土资源局仁和区分局副局长

区地质灾害防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市国土资源局仁

和区分局，由罗洪波兼任办公室主任，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领导

小组日常工作。

2.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各乡镇及有关企业职责。

区政府办：负责地质灾害防治成员单位的组织协调工作。

区目督办：负责督促地质灾害防治成员单位按照《年度地质

灾害防治工作目标责任书》完成年度地质灾害防治工作任务。

各乡镇人民政府、大河中路街办：负责本辖区内的地质灾害

防治各项工作。在汛期前编制完成乡镇、街办《年度地质灾害防

治方案》、《突发性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地质灾害点应急避

险演练方案》和辖区内纳入群测群防体系地质灾害点的《专项防

灾预案》；建立健全隐患排查制度，切实落实地质灾害隐患巡查、

排查工作；向辖区所有灾害点的村（社区）、组和受灾害威胁群

众发放地质灾害防灾工作明白卡和地质灾害群众避险明白卡以

及防灾预案表；负责落实并设立各灾害点的警示标牌；管理和考

核辖区内地质灾害点专职监测人员；落实各地质灾害点的应急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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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场所，为避险场所配备必要的物资；组织各灾害点开展地质灾

害应急避险演练；地质灾害应急避险组织及灾害发生后的各项救

灾工作；负责辖区内汛期预警信息的传达和地灾治理工程后期管

护；建立健全乡（镇、街道）、行政村（社区）、村民小组和骨

干群众，在建项目管理和施工人员为主体的群测群防体系；负责

林业局职责外其它社会造林等项目的地质灾害隐患的排查、危险

性评估、预防、预案、监测和治理。

市国土资源局仁和区分局：负责组织编制和完善仁和区《年

度地质灾害防治方案》、《突发性地质灾害应急预案》，指导编

制各地质灾害隐患点的《专项防灾预案》；负责组织全区汛前地

质灾害排查和汛期地质灾害应急调查，为区政府及相关部门及时

提供防灾救灾建议；按照有关规定向区人民政府和市国土资源局

报告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相关情况；督促全区建立和完善地质灾害

群测群防监测体系；负责督促、指导乡镇政府做好因自然因素形

成的地质灾害的排查、预防、预案、监测和治理等防治工作；协

调、监督和指导各乡镇和有关部门开展地灾防治工作。

区财政局：负责组织地质灾害防治、地质灾害治理、救灾所

需资金的筹集落实、分配下达和监督管理工作。

区发改局：负责组织安排地质灾害重大救灾基建项目，协调

建设资金；组织、协调救灾物资的调拨和供应；负责职责领域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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汛期预警信息的传达。区铁电办负责组织成昆铁路米易至攀枝花

段扩能改造工程项目业主、施工单位做好项目工程及周边地质灾

害隐患的排查，督促铁路建设业主单位和施工单位做好危害性评

估、预防、预案、监测、治理和铁路建设项目弃土场建设的监督

管理等防治工作。

区农牧局：负责组织灾区农田恢复及生态治理恢复工作。

区民政局：负责协助属地政府做好受灾群众的临时安置工

作；组织救灾物资，加强对救灾款物分配、发放的指导、监督和

管理工作；做好敬老院等本行业内地质灾害隐患排查、预案编制、

监测预警和避险疏散，督促责任单位实施地质灾害隐患治理工

程，及时消除安全隐患；负责对职责领域内预警信息的传达及防

灾责任的落实。

区交通运输局：负责采取有效措施，保障辖区内交通干线的

安全，确保道路畅通；及时组织或协调市级交通部门抢修损毁的

交通设施，保障救灾物资运输；及时传达职责领域内的汛期预警

信息，组织在建和已建成交通线路及周边地质灾害隐患的排查、

预防、预案、监测和治理等防治工作。特别是要加强因攀大高速

公路建设及村道建设后可能引发的地质灾害的防治管理工作以

及抢险救灾时的交通保障工作；负责公路重大建设项目弃土场建

设的监督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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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住建局：负责组织行业内城乡建设行为、市政基础设施项

目及周边地质灾害隐患的排查、危害性评估、预案编制、避险疏

散等防治工作；重点加强对行业内在建工程项目基础场平、边坡、

施工道路、临时工棚的监管，督促责任单位实施地质灾害隐患治

理工程，及时消除安全隐患；因行业内建设施工行为造成的地质

灾害隐患，要督促落实在建工程地质灾害防治责任人和监测人

员，并督促责任单位对灾害采取工程性治理等防治措施，确保防

灾工作落实到位；负责城市规划区内弃土场建设的监督管理；负

责对行业内在建工程汛期预警信息的传达及防灾责任的落实。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仁和区规划分局：负责规划区内违反城乡

规划的建设项目及周边地质灾害隐患的地灾防治工作，督促相关

责任主体进行地质灾害隐患的排查、监测和治理等防治工作；负

责职责领域内汛期预警信息的传达。

区城管局：负责组织市政设施及周边地质灾害隐患的排查、

危害性评估、预防、预案、监测和治理等防治工作，以及险情发

生前和发生期间的避险疏散工作；负责职责领域内汛期预警信息

的传达。

区水务局：负责组织全区河道、水库和其它水电水利工程设

施、在建水利工程及周边地质灾害隐患的排查、危害性评估、预

防、预案、监测和治理等防治工作；负责职责领域内汛期预警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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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的传达，组织、协调、指导全区因地质灾害损毁水利工程抢险

工作，负责督促灾后水利设施的修复；组织抢修受损毁的供水设

施，保障正常运行；负责城市规划区外的水利重大建设项目弃土

场建设的监督管理。

仁和供电公司：负责做好灾害发生期间和灾后的电力保障；

做好电力建设项目及其生产生活场所和周边地质灾害隐患排查

和防治工作的组织、实施；负责职责领域内汛期预警信息的传达。

区环保局：负责环保设施及周边地质灾害隐患排查、监测和

治理等防治工作；对地质灾害引发的环境污染次生灾害提出处置

建议并加强监控，及时提供环境监测信息，做好矿山生态环境保

护和恢复治理监督管理工作；负责职责领域内汛期预警信息的传

达。

区安监局：负责组织全区除煤矿、煤炭加工企业外弃土弃渣

场、非煤矿山及周边（特别是采场、工业广场、矿工居住房屋、

工棚、炸药库及其他工矿设施）地质灾害的排查、预防、预案、

监测和治理等防治工作，将非煤矿山地质灾害监督管理纳入矿山

安全管理体系；指导并监督非煤矿山企业，按照安全规范进行开

采，避免因违反安全规定开采引发地质灾害；负责弃土场安全生

产综合监督管理工作；落实汛期地质灾害防灾责任和工作；负责

职责领域内汛期预警信息的传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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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经信局：负责组织全区工业企业及其周边地质灾害隐患的

排查、危险性评估、预防、预案、监测和治理等防治工作；负责

职责领域内汛期预警信息的传达。

区教体局：负责组织全区学校、其他教育设施和在建教育项

目及周边地质灾害隐患的排查、预防、预案、监测和治理等防治

工作，并加强教职员工和学生的防灾、减灾等预防教育；负责职

责领域内汛期预警信息的传达。

区扶贫和移民工作局：负责组织全区煤炭采空区房屋受影响

地质成因鉴定；指导产煤乡镇地质灾害点范围内农村居民搬迁安

置；负责做好采空区和移民安置区内地质灾害排查、危险性评估、

预防、预案、监测和治理等防治工作；负责职责领域内汛期预警

信息的传达。

区煤管局：负责组织全区煤矿、煤炭加工企业及周边（特别

是工业广场、矿工居住房屋、工棚、弃土弃渣矸石场、炸药库及

其他工矿设施）地质灾害隐患的排查、危险性评估、预防、预案、

监测和治理等防治工作，将煤炭企业地质灾害监督管理纳入煤炭

安全管理体系。落实汛期地质灾害防灾责任；负责职责领域内汛

期预警信息的传达。

区旅游局：负责组织全区旅游景点和农家乐及周边地质灾害

隐患的排查、危险性评估、预防、预案、监测和治理等防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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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职责领域内汛期预警信息的传达。

仁和气象局：负责组织灾害性天气的预测预报，按有关规定

及时向区政府及相关部门、乡镇政府、地灾隐患点和重大在建工

程、相关企业责任人发布气象预警信息；建立健全地质灾害监测

预警雨情、汛情等信息共享平台。

市公安局仁和分局：负责组织调动公安消防部队，协助区政

府动员受灾害威胁的居民以及其他人员疏散，转移到安全地带，

情况危急时，可强制组织避灾疏散；协助灾区有关部门维护社会

治安，打击蓄意扩大化传播地质灾害险情的违法活动；迅速疏导

交通，必要时，对灾区和通往灾区的道路实行交通管制，保证抢

险救灾工作顺利进行。

区卫计局：负责组织全区卫生设施、在建卫生工程及周边地

质灾害隐患的排查、危险性评估、预防、预案、监测和治理等防

治工作；灾害发生时，负责调度卫生技术力量，及时抢救受灾伤

病员，做好灾区的卫生防疫工作，监督和防止灾区疫情、疾病的

传播、蔓延；及时向区政府和上一级管理部门报告医疗救助和疫

情情况；负责职责领域内汛期预警信息的传达。

区林业局：负责组织行业内工程及造林项目的地质灾害隐患

的排查、危险性评估、预防、预案、监测和治理等防治工作；负

责组织地质灾害区域的生态治理恢复工作；负责职责领域内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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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警信息的传达。

区文广新局：负责组织地质灾害防治、抢险救灾的宣传工作。

区土地储备中心：负责辖区内储备土地及周边地质灾害隐患

的排查、危险性评估、预防、预案、监测和治理等防治工作；负

责职责领域内汛期预警信息的传达。

区民宗局：负责组织辖区内民族宗教场所及周边地质灾害隐

患的排查、危险性评估、预防、预案、监测和治理等防治工作；

负责职责领域内汛期预警信息的传达。

南管委：负责组织循环经济发展区内企业（包括在建项目）

进行地质灾害防治宣传教育和培训，建立群测群防体系；对园区

内各企业、尾矿库或弃土场等工业用地及周边，组织地质灾害隐

患的排查、危险性评估、预防、预案、监测和治理等防治工作；

负责职责领域内汛期预警信息的传达。

（三）强化值班值守和督导检查。

要严格执行汛期值班、领导带班、灾情速报等各项制度，带

班领导和值班人员汛期要严守岗位，确保 24 小时通讯畅通，遇

灾情和险情，要按照地质灾害灾情险情速报制度要求，在规定时

限内报告当地政府和上级主管部门。要落实工作经费，配备必要

的值班用品，完善值班工作条件，保障值班工作顺利开展。要采

取明查和暗访的方式对辖区内地质灾害防灾措施落实情况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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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和不定期检查，重点检查地质灾害防灾责任制落实情况，群

测群防体系建设情况，年度防治方案落实情况，巡查、速报、值

班、预警预报等制度执行情况，危险区划定、警示牌设立、明白

卡发放、专职监测人员补助发放、工作条件保障等情况，及时发

现问题，落实整改，确保地质灾害防灾各项措施落到实处。

全区汛期地灾 24小时专人值班报警电话及传真，设在市国

土资源局仁和区分局，电话：0812-2902731。

（四）加强地质灾害隐患排查。

各乡镇、街办和区地质灾害防治工作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要

牢固树立“防范胜于救灾”的理念，要对管辖范围全面开展地质灾

害全面排查，对于已排查出的地质灾害隐患点，各责任单位要根

据调查情况，对其进行危险性及风险性评估，明确灾害危险区域。

要根据隐患点的危险情况及受威胁群众的分布情况，以及当地的

地形、人居、场地等条件，制定每个隐患点的防灾预案。要落实

各个隐患点所明确的防灾措施，发放防灾工作明白卡和避险工作

明白卡，设立警示标牌、撤离路线标牌，确定安全避险场地，要

把防灾预案所明确的主要防灾措施通过警示标牌或防灾明白卡

等方式告知所有防灾责任人、监测责任人、监测人员、受威胁居

民或在建工地施工人员。

（五）落实汛期应急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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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区汛期出现的重大地质灾害，属地政府、各行管部门接

报后要及时组织相关部门，开展应急调查，要加强应急调查工作

中的专业技术支撑，调查灾害规模、类型、形成机制和诱发原因，

对灾害发展趋势进行分析，提出救灾、防灾对策，并及时上报区

政府。

（六）坚持报灾制度。

各乡镇、街办和区地质灾害防治工作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要

坚持值班和报灾制度，明确专人于汛期每周四 18:00前向区地灾

办报告上周五以来辖区内地质灾害情况，坚持每周必报，有灾报

灾、无灾报平安，防止漏报。

（七）做好宣传培训和应急避险演练。

各乡镇、街办和区地质灾害防治工作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要

在地质灾害多发区、易发区进一步开展地质灾害防治宣传教育，

通过发放宣传资料、利用广播、电视等媒体进行宣传，开展群众

认灾、报灾、避灾知识的学习教育，提高群众的防灾意识和能力。

同时各乡镇要加强受威胁群众重点参与的地质灾害应急避险演

练，在汛期前对每个灾害点编制应急避险演练方案，组织开展应

急避险演练。演练要按照简单、迅速、实用的原则，贴近实战，

符合实际，让群众通过演练，熟知预警信号、撤离路线和避险场

所，发生灾、险情时能防能避。通过演练、培训等手段，进一步



- 18 -

检验相关防范机制和应急预案的科学性、有效性，切实提高基层

群众防灾避险意识，着力提升基层政府和行业主管部门临灾应对

能力。要加强对相关地质灾害防治工作人员，特别是基层一线相

关人员的业务培训，提高工作能力和水平。建设工程项目每年要

开展形式多样、注重实效、操作性强的地质灾害应急避险演练。

（八）强化监测预警。

各乡（镇）要对威胁农村村民和城镇居民的地质灾害隐患点

逐点落实专职监测人员，及时建立完善群测群防专职监测体系。

各相关责任单位要对威胁医院、学校、道路交通、旅游景区、在

建工程施工工地及工棚等区域的地质灾害隐患点落实专人监测，

明确监测责任人。各乡镇、街办和各相关部门要高度重视地质灾

害预报预警工作，畅通信息渠道，对灾害性天气信息要及时通知

到防灾责任单位和责任人、监测人员和群众，迅速做好防灾的各

项准备；要督促监测人员扎实开展巡排查，对隐患点变化情况特

别是临灾险情及时上报，能为防灾避险提供准确信息，必要时组

织好提前主动预防避让。

（九）深入推进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工作。

区内开发建设、城镇新区建设、居民小区建设、公路、铁路、

水利工程、电力工程、工业建筑、民用建筑等新建重要建设项目

必须在可行性研究阶段进行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工作。经地质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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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评估论证，凡确需采取地质灾害防治措施的工程项目，做到防

护工程与主体工程”三同时”，切实将评估结论与防灾措施落到实

处，以确保建设单位和周边地区人员的生命财产安全和工程建设

的顺利进行。

（十）落实防灾工作责任。

各乡镇、街办和各相关部门要加强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组织

领导，“一把手”要负总责，分管领导具体抓，确保地质灾害防御

及应急处置工作能有力、有序推进；要按照各自辖区、行业主管

部门地灾防治工作职责，督促落实各矿山企业、各建设工程业主

及施工方防灾工作责任。要督促各矿山企业组织开展企业生产厂

区、矿区及周边可能受其生产影响范围内的地质灾害防治工作，

特别是排土场、矸石、废土、废渣、尾矿堆放场滑坡、泥石流及

采空区塌陷的隐患消除工作和防治工作。对各类建设工程，要督

促建设工程业主及施工方组织开展建设项目范围内及周边可能

受其施工影响的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在建设过程中诱发地质灾

害，需及时向行业主管部门报告，并立即采取有效措施开展和实

施地质灾害治理工程。施工方要加强对工地周边地质灾害隐患的

监测预警，编制防灾预案，落实主动避让措施等。

（十一）保证地质灾害防治资金。

区、乡两级财政要按照国务院《地质灾害防治条例》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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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地质灾害防治经费纳入同级财政预算，确保地质灾害应急调

查、监测、检查、避险场所建设、避让搬迁等工作需要，要在加

强监测的基础上，逐步将受灾害隐患威胁严重的群众及时避让搬

迁到安全地带，需要开展工程治理的要安排治理经费。

（十二）加强群测群防体系建设。

各乡镇、街办和各相关部门要成立地灾防治领导机构，进一

步完善区、乡镇、村、组、隐患点五级地质灾害群测群防体系和

应急工作机制，层层落实防灾责任。同时要求各相关单位及人员

要加强监测人员管理，强化预警信息传达，落实汛期巡查、避险

疏散、抢险救灾、避让搬迁等防范措施，尽量将地质灾害带来的

损失减少到最低。

（十三）深化主动预防避让工作。

各乡镇人民政府、街办及相关部门要学习 4月 8日汶川县阿

尔寨滑坡成功避险的经验，认真贯彻落实省委及市委领导批示精

神；要全面完善已建成的地质灾害应急避险场所和物资储备，确

保一旦发生险情能立即投入使用；要进一步深化主动预防避让工

作，坚持提前避让、主动避让、预防避让原则；监测人员根据监

测发现有异常情况或灾害征兆时要及时预警，及时通知并组织相

关受地质灾害威胁人员实施避险，采取措施避免人员进入危险区

域。各有关单位要千方百计在灾害性天气来临前发布预警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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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及时引导、组织地质灾害危险区内群众提前转移至安全地

带，尤其是成昆铁路米易至攀枝花段扩能改造工程、攀大高速公

路项目等在建工程，要督促建设单位在强降雨来临前采取停工避

险、人员疏散等应急措施，避免施工人员发生因地灾伤亡事件。

附件:1.攀枝花市仁和区地质灾害隐患点分布一览表

2.攀枝花市仁和区 2018年地灾隐患点情况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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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攀枝花市仁和区地质灾害隐患点分布一览表

序号 乡镇
滑坡

（处）

崩塌

（处）

不稳定斜坡

（处）

泥石流

（处）

地面塌陷

（处）
小计

1 仁和镇 2 2

2 中坝乡 12 12

3 总发乡 2 2

4 大龙潭乡 11 11

5 平地镇 4 1 2 1 8

6 前进镇 2 2

7 太平乡 4 1 1 6

8 务本乡 8 1 9

9 福田镇 5 5

10 布德镇 5 1 2 1 9

11 同德镇 10 1 11

12 啊喇乡 4 1 1 6

13 大田镇 1 1 1 3

14 大河中路

街办
0

合计 70 6 7 3 0 8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