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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政〔2024〕12 号

后龙镇人民政府关于印发
后龙镇防汛防台风抗旱应急预案的通知

各村（居）委会，机关各科室，镇直各单位：

为积极做好防汛防台风抗旱准备工作，将工作责任落实

到位，最大限度地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现将修订后的

《后龙镇防汛防台风抗旱应急预案》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

际，认真贯彻执行。

后龙镇人民政府

2024 年 3 月 8 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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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龙镇防汛防台风抗旱应急预案

1 总则

1.1 编制目的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和关于全面

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积极践行“两个坚持、三个

转变”防灾减灾救灾理念，更加精准、精细、精实地做好暴雨、

洪水、台风、干旱等灾害的防御工作，密切衔接“防”与“救”

的责任链条、工作链条，全面提升快速反应和应急处置能力，确

保防汛防台风和抢险救灾工作有序、高效，最大程度减少人员伤

亡和财产损失，保障经济社会平稳发展。

1.2 编制依据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防汛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抗旱条例》《气象灾

害防御条例》《福建省水法实施办法》《福建省防洪条例》《泉

州市防汛抗旱防台风应急预案》《泉港区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

预案》《泉港区防汛防台风抗旱应急预案》（试运行）等法律法

规及有关规定制订。

1.3 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我镇范围内发生暴雨、洪水、内涝、台风、干

旱灾害及其引发的次生灾害时的预防和应急处置，和地震、海啸

或人为破坏活动等引发的江海堤防决口、水闸垮塌以及防汛防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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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期间遇突发事件等特殊情形下的防汛安全保障工作。

1.4 编制原则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始终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维护经济社会稳定作为防汛

防台风抗旱一切工作的出发点、落脚点。

——两个坚持、三个转变。坚持以防为主、防抗救相结合，

坚持常态减灾和非常态救灾相统一，努力实现从注重灾后救助向

注重灾前预防转变，从应对单一灾种向综合减灾转变，从减少灾

害损失向减轻灾害风险转变。

——统一领导、分级负责。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

齐抓共管、失职追责”要求和防汛抗旱行政首长负责制，建立健

全统一指挥、分级负责、属地为主、条块结合的防御体系。

——精准精细、协同联动。坚持预案到村、责任到人，坚持

精确预测预报、精准指挥调度、精细防御处置，精实转移避险，

完善联合会商、联合部署、联合防御、联合抢险等机制，加强上

下级联动、部门间协同，拧紧防抗救各环节责任链条、工作链条，

切实做到快速响应、科学处置、有效应对。

——科学统筹，民生优先。防汛抗旱以保障供水安全为首要

目标，坚持以人为本、以防为主，实行先生活、后生产，先地表、

后地下，先节水、后调水，科学调度，优化配置，最大程度地满

足城乡生活、生产、生态用水需要。

2 组织指挥体系及职责

2.1 组织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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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龙镇人民政府成立后龙镇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以下

简称镇防指），在镇党委、政府和上级防指的指导下负责领导全

镇防汛防台风抗旱工作，其日常办事机构为镇人民政府防汛抗旱

指挥部办公室（以下简称镇防汛办），设在镇社会治理办公室应

急管理岗（以下简称镇应急办）。

镇防指总指挥长由镇政府主要领导担任，常务副总指挥长由

分管应急办领导担任，副总指挥由各党政领导担任，各职能部门

负责人和各村（居）主任为成员。

2.2 组织机构职责

2.2.1 镇防指职责

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防汛防台风抗旱工作的决策部

署，按照国家防总、省防指、市防指和区委、区政府、区防指工

作要求，对全镇防汛防台风抗旱工作实行统一决策、统一指挥、

统一调度。拟订本级制度，依法组织制定、实施全镇防汛防台风

抗旱应急预案。组织开展防汛防台风抗旱检查，督促防汛防台风

抗旱责任落实，指导监督防汛防台风抗旱重大决策部署的贯彻落

实。及时上报本辖区防汛防台风抗旱动态。组织协调、指挥决策

和指导监督重大洪涝、台风、干旱灾害应急抢险救援工作，依法

发布全镇汛情、旱情、灾情。指挥调度各类抢险队伍开展抗灾抢

险。

2.2.2 镇防指成员单位职责

(1)党政综合办公室：做好泉港区效能综合监察系统关于防

汛防台风抗旱文电的流转工作。督察全镇防汛防台风抗旱工作，

督促各村（居）严格落实以行政首长负责制为核心的防汛防台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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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旱责任体系，监督防汛防台风抗旱重大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

根据应急响应需要，组织协调应急救援物资设备的生产与调运。

承办国家防总、省市防指和区委、区政府、区防指交办的其他工

作。

(2)宣传岗：负责全镇防汛防台风抗旱的舆论引导工作，协

助依法发布全镇汛情、灾情、旱情，及时组织指导、协调新闻单

位做好防汛防台风抗旱和抢险救灾新闻宣传工作；会同相关部门

做好舆情处置和舆论引导，积极回应群众关切的问题，引导社会

正能量，避免网络舆论炒作。负责中央、省、市、区各新闻媒体

和境外、国外新闻媒体的采访接待安排工作。负责组织新闻单位

对社会公众的防灾知识宣传。

(3)人武部：根据镇防指的要求，组织应急民兵分队参加抢

险救灾行动，协助各村（居）转移、解救危险地带的群众。协助

镇防指联络和协调驻泉港部队等抢险力量参加抢险救灾行

动。

(4)教育文旅岗：负责组织、指导本系统做好防汛防台风抗

旱工作，督促指导学校做好校舍加固和师生安全的防范工作。负

责组织做好中高考等重大活动的防灾安全工作，对在校学生进行

防暴雨、洪水、台风、干旱知识宣传。督促旅游非景区景点按照

镇防指有关部署要求，及时做好非景区景点关闭和游客疏散、撤

离工作。

(5)应急管理岗：承担镇防指日常工作，组织、协调、指导、

监督全镇防汛防台风抗旱工作。负责综合协调应急预案衔接工

作，组织开展预案演练，推动应急避灾设施建设。负责协调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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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救援队伍建设及救援装备配备，统筹协调相关部门、单位做

好防汛抗旱物资储备、调度工作。组织、协调重大水旱灾害应急

抢险救援工作。协调消防救援、森林消防等专业应急救援力量参

与抢险救援工作。指导受灾群众生活救助工作。监督、指导和协

调做好汛期安全生产工作，对危险化学品储存等安全度汛工作监

督检查。组织核查灾情，指导协调洪涝灾害和防御台风调查评估

工作。

(6)农业水利岗：负责组织编制洪水灾害防治规划和防护标

准并指导实施。组织编制重要江河湖泊和重要水工程的防御洪水

抗御旱灾调度和应急水量调度方案，按程序报批并组织实施。组

织指导全镇闸坝、山围塘、堤防等水利防洪工程体系的建设、防

汛安全管理工作。组织指导行业水毁防洪工程设施的修复。承担

水情监测预警工作，负责山洪灾害日常防治和监测预警工作。承

担防御洪水应急抢险的技术支撑工作。承担暴雨、洪水、台风、

干旱防御期间中小型水闸、河道闸坝等重要水工程调度工作。指

导全镇农村抗旱供水保障工作。负责组织、指导做好农业防汛防

台风抗旱和农业救灾、灾后恢复生产工作。负责做好灾区动物疫

病和作物病虫害防治工作。负责收集上报暴雨、洪水、台风、干

旱灾害对农业生产造成的灾情信息。负责全镇渔业防台风工作，

监督、指导沿海村做好海上渔船回港避风、海上渔排和进港渔船

人员撤离上岸工作，及时掌握最新情况并报送镇防指。指导沿海

村做好乡镇涉渔船舶回港、人员上岸工作。负责做好避风渔港的

规划、建设与监督管理工作。开展渔业防台风知识宣传，指导渔

业防汛防台风安全工作。台风警报解除后，负责引导避风港渔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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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序出港。指导灾区组织渔业生产自救和灾后恢复生产。

(7)国土资源所：组织、协调、指导和监督全镇地质灾害防

治工作；组织开展地质灾害调查评价、防治、检测预警和预报预

警；指导地质灾害群测群防体系建设；督促指导地质灾害防御工

作；加强地质灾害防治技术队伍建设，为防御突发地质灾害提供

应急技术支撑。负责组织、指导林业做好防汛防台风抗旱和灾后

林业救灾、恢复生产工作；负责及时转发上级部门发布的海洋灾

害预报预警。

(8)执法中队：负责户外广告和城市道路照明、景观照明监

督管理和用电安全。负责保障燃气供应，指导开展因灾损毁供气

设施的抢险修复。

(9)村镇建设岗：负责组织、指导全镇住建行业的防汛防台

风抗旱工作。负责组建本系统的应急抢险队伍。负责组织、指导、

监督各有关责任主体做好建筑工地及场内高空作业设施和深基

坑，危旧房屋、物业企业管理的小区地下空间的安全防范工作，

按有关规定和灾害影响范围，通知监管范围内在建工地停（复）

工。

(10)财政审计岗：会同镇防指有关成员单位，向上级争取抗

灾救灾补助资金，统筹安排镇级预算相关经费，及时分配下达镇

级以上抗灾救灾专项资金，按规定做好专项资金绩效目标管理工

作。

(11)交通管理岗：负责组织、指导做好全镇普通干线公路交

通设施的防暴雨、洪水、台风工作和在建工程安全度汛工作，配

合公安部门实施普通干线公路交通管制。组织运力做好转移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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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带群众和防汛防台风物资的运输工作。

(12)经济服务岗：负责组织、指导商贸企业做好防汛防台风

工作。建立健全主要生活必需品（肉、蛋、菜）市场供应应急预

案，负责灾区主要生活必需品（肉、蛋、菜）的市场运行监测；

负责组织协调防灾抗灾救灾和灾区应急主要生活必需品（肉、蛋、

菜）供应；负责指导帮助灾区商贸企业恢复保供能力。及时报送全

镇重点工业企业生产受灾影响情况。协调抢险救灾应急无线电通

信安全保障工作。协调电力部门做好电力调度工作，确保防汛用

电保障。

(13)卫生健康岗：负责组建镇级卫生应急队伍，指导各村

（居）做好抗灾期间的医学救援、疾病预防控制，组织疾病预防

控制机构指导受灾村（居）开展灾后卫生消毒、杀虫灭鼠工作。

对灾区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实施紧急处置，防止疫情的扩散蔓

延。

(14)后龙派出所：负责维护抗灾救灾期间的社会治安秩序,

协助有关部门做好舆情监控与处置，及时疏导交通，适时组织实

施交通管制，保证防汛抢险救灾车辆优先通行。依法打击盗、抢

抗灾救灾物资和破坏、盗窃防灾设施的违法犯罪活动，协助有关

部门和组织转移危险地带的群众和海上渔排、渔船人员，并协同

处置因防汛防台风抗旱引发的群体性事件。

（15）环境保护岗：负责指导全镇开展受灾期间地表水环境

质量监测，密切关注饮用水源地水质变化，及时做好应对工作。

指导协调抗旱期间全镇水闸生态下泄流量调整和监控工作。

（16）民政社保岗：负责组织、协调和指导受灾村（居）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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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报灾核灾、灾民救助、人员转移和安置及民房恢复重建等工作，

及时掌握灾情信息和救灾情况并上报镇防指。组织开展、接收救

灾捐赠款物及管理分配工作。

（17）镇容环卫岗：组织、指导做好环境卫生清理工作。

（18）广电网络泉港分公司（后龙营业厅）：负责视频高清

会商会议系统和“村村响”广播系统等的保障和抢修、恢复工作。

（19）其他部门单位应做好本部门单位、本行业防台风工作，

同时要积极配合，认真落实镇防指防台风工作部署。各有关单位

应配备防汛联络员，负责与镇防办的联络工作。

各成员单位应指定防汛联络人，负责与镇防指的联络工作，

并按职责要求落实落细防汛防台风抗旱各项措施。其他部门或单

位应做好本部门、本行业防汛防台风抗旱工作，并积极配合、认

真落实区、镇防指防暴雨、洪水、台风、抗旱的工作部署。

2.3 专项工作组及职责

镇防指启动应急响应时，根据工作需要成立指挥协调组、监

测预报组、抢险救援组、综合保障组、灾评救助组、宣传报道组

6个专项工作组。各专项工作组在镇防指统一指挥下，共同做好

洪涝台风干旱灾害防范应对工作。各专项工作组和成员单位可根

据实际需要进行调整。

(1)指挥协调组由应急办、镇武装部、社会事务办公室农业

水利岗、国土所、执法中队等单位组成，应急办为组长单位。主

要负责与各村、各相关部门对接防汛防台风抗旱和抢险救灾工

作，统筹协调各工作组工作，统计、汇总、报送各村各有关部门

相关信息，统一发布防抗工作动态、灾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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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监测预报组由应急办、社会事务办公室农业水利岗、国

土所等单位组成，镇应急办为牵头协调单位。各相关部门根据职

责分工对应负责山洪灾害、雨情、水情、旱情、风情、地质灾害、

风暴潮及海浪等监测预报预警工作，为镇防指会商决策、调度部

署提供技术支撑。

(3)抢险救援组由应急办、镇武装部、联防队等单位组成，

应急办为组长单位。主要负责协调、统筹各类应急救援队伍和专

业力量实施抢险救援救灾工作，包括险情应急处置、抢险救援，

以及群众转移、人员搜救等工作。

(4)综合保障组由应急办、城镇管理办公室村镇建设岗、城

镇管理办公室村镇建设岗、社会事务办公室农业水利岗、执法中

队、镇经济发展办公室、派出所、经济发展办公室财政审计岗等

单位组成，应急办为组长单位。主要负责组织协调交通、供水、

通信、电力、社会安全等方面的保障工作，组织做好受灾地区“水

电路讯”等重要基础设施抢修、抢通工作，协调抢险救灾物资、

抗洪排涝和抗旱用电用油供应，协调抢险救援力量、设备和物资

等的交通应急通行，必要时实行交通管制。

(5)灾评救助组由应急办、国土所、城镇管理办公室村镇建

设岗、城镇管理办公室村镇建设岗、社会事务办公室农业水利岗

等单位组成，应急办为组长单位。主要负责灾情统计和灾害调查

评估，加强救灾资金物资保障，指导做好受影响地区人员疏散、

转移和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组织调度医疗力量和物资，指

导受灾地区开展医疗救治和卫生防疫工作。

(6)宣传报道组由镇党建工作办公室宣传岗、应急办等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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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成，镇党建工作办公室宣传岗为组长单位。主要负责组织协调

新闻单位对防汛防台风抗旱工作进行宣传报道。收集整理重大灾

情、抢险救灾的文字音像资料。组织做好洪旱台风灾情、防汛防

台风抗旱与抢险救灾工作信息发布，以及舆情监测、研判和引导

工作。

2.4 各村、成员单位防汛抗旱指挥机构

各村应按照防汛防台风抗旱工作需要，明确相应机构和人

员。有防汛防台风抗旱任务的单位应设立防汛防台风抗旱工作机

构，在镇防指统一领导下开展工作。针对重大突发事件，可以组

建临时指挥机构，具体负责应急处置工作。

3 预防和预警机制

3.1 预防预警信息

3.1.1 监测预报预警信息

应急办应及时将监测到的各类有关信息向有关部门和各村

报送或通报，并将结果及时报送镇党委、政府和镇防指，并向社

会公众发布。

3.1.2 工程信息

沿海出现风暴潮黄色警戒潮位以上的高潮位时，事发地村委

会应组织堤防管理单位和有关人员，动员社会力量加强巡查防

护，并将堤防、涵闸、泵站等工程设施的运行情况报送镇防指和

主管部门。发生洪水地区的村委会应每日向镇防指报告工程出险

情况和防守情况，主要江河干流及重要支流堤防、涵闸等发生重

大险情应在险情发生后半小时内报到镇防指。

当堤防和涵闸、泵站等穿堤建筑物出现险情或遭遇超标准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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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袭击，以及其他不可抗拒因素而可能决口时，事发地村委会要

立即组织工程管理单位采取抢护措施，并第一时间向可能淹没的

有关区域预警，同时向镇防指和主管部门准确报告出险部位、险

情种类、抢护方案以及处理险情的行政责任人、技术责任人及其

通信联络方式和已采取的处置措施等情况。镇防指接报后立即报

告镇政府和区防指，并立即赶赴现场采取有效处置措施。

3.1.3 洪涝灾情信息

(1)洪涝灾害信息主要包括：灾害发生的时间、地点、受灾

范围、灾害造成的损失以及救灾工作开展情况等信息。

(2)灾情发生后，事发地村、有关部门应及时向镇防指和上

级主管部门报告受灾情况，及时组织研判灾情和天气、汛情形势，

动态收集灾情，全面掌握受灾情况，并及时向镇政府、镇防指报

告，对人员伤亡和较大财产损失的灾情，应立即上报，重大灾情

在灾害发生后半小时内将初步情况报到镇防指，并对实时灾情组

织核实，核实后及时上报，为抗灾救灾提供准确依据。

（3）各村、各部门应按照《自然灾害情况统计调查制度》

等国家有关规定上报暴雨洪涝台风灾害情况。

3.1.4 旱情信息

(1)旱情信息主要包括:干旱发生的时间、地点、程度、受旱

范围、影响人口等信息，以及对工农业生产、生活、生态环境等

方面造成的影响信息。

(2)各村应掌握辖区雨水情变化、农业旱情、和工业用水等

情况。各职能部门应按任务分工，加强相关领域旱情信息监测收

集，并将有关情况及时报镇防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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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各村、各部门应按照《自然灾害情况统计调查制度》等

国家有关规定上报干旱灾害情况，遇旱情急剧发展时应加密报送

频次。

3.2 预防预警行动

3.2.1 预防准备工作

(1)思想准备。加强宣传动员，增强全社会防御暴雨洪涝台

风干旱等灾害和自我防护的意识，做好防大汛、抗大旱、抢大险、

救大灾的思想准备。

(2)组织准备。建立健全防汛防台风抗旱组织指挥体系，逐

级落实防汛防台风抗旱责任人，完善山洪和地质灾害易发重点区

域群测群防体系及预警措施，加强防汛防台风抗旱应急抢险救援

专业队伍建设和管理。

(3)工程准备。及早完成水毁工程修复，持续推进抗旱水源

工程建设，对存在病险的堤防、涵闸、泵站等各类防洪排涝防潮

工程设施及时除险加固;对跨汛期施工的涉水工程，要落实安全

度汛责任和方案措施。

(4)预案准备。各村应加强预案管理，结合实际开展评估、

修订工作，要结合地区实际，修订完善本级防汛防台风抗旱应急

预案，以及基层山洪灾害防御预案、地质灾害防治方案汛期调度

运用计划、应急抢险方案等，构建上下衔接、横向协同、高效完

备的应急预案体系。

(5)物资队伍准备。按照分级负责的原则，有防汛防台风抗

旱任务的地方、部门和单位，应储备必需的防汛防台风抗旱抢险

救援救灾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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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通信准备。充分利用公众通信网，确保防汛通信专网完

好和畅通，健全水文、气象测报站网，确保雨情、水情、工情、

灾情信息和指挥调度指令及时传递。

(7)培训演练准备。各村应建立健全培训制度，定期、不定

期组织防汛防台风抗旱责任人、专业干部和基层一线人员开展业

务培训，提升履职能力。各村、有关部门要适时组织多层次、分

类别演练，针对本地区、本行业易发生的各类险情灾情，开展转

移避险、工程调度、抢险救援等内容的应急演练。

(8)汛前检查。由镇防指牵头组织开展全镇汛前检查工作，

各村、各相关单位组织开展汛前自查工作。重点检查防汛防台风

抗旱责任落实、方案预案修订完善、风险隐患排查治理、队伍物

资准备、宣传培训演练等防汛备汛工作开展情况，查找防汛防台

风抗旱工作存在的薄弱环节，明确责任，限期整改。

3.2.2 暴雨灾害预警

当预测有或遭遇强降雨天气时，各村、各相关部门要密切关

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降雨实况、预报和预警等信息，特别是暴雨预

警区域和预警信息。

3.2.3 洪水和山洪灾害预警

(1)当发生超警戒水位以上洪水时，及时向镇防指、相关部

门报送水位、流量实测情况和洪水趋势等信息。

(2)有山洪灾害防治任务的村应落实山洪防御责任制，村委

会要编制村级山洪灾害防御预案，或将相关内容编入村级防汛应

急预案，重点明确区域内山洪灾害影响范围及受威胁人员，制定

转移方案，明确预警、转移、安置、管控、返回各环节职责。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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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避险工作由基层政府具体组织实施，镇防指指导督促辖区镇、

村两级持续完善群测群防体系。

(3)山洪灾害易发区应建立专业监测与群测群防相结合的监

测体系，落实监测措施，汛期坚持24小时值班巡逻制度，降雨期

间，加密监测、加强巡逻。每个村、组和相关单位都要落实信号

发送员，一旦发现危险征兆，立即向周边群众发出警报，实现快

速转移，并报告本地防指，以便及时组织抗灾救灾。

3.2.4 农村渍涝灾害预警

农村渍涝预警。当气象预报有强降雨，可能引发村庄和农田

发生渍涝时，当地防指应及时组织会商，向相关部门及受影响地

区通报情况，部署防范工作，各部门按任务分工，及时向相关行

业发布风险预警、工作提示，加强技术指导，提前采取措施减轻

灾害损失。

3.2.5 地质灾害预警

镇国土所向同级防指和相关部门报送地质给灾害风险等级、

影响范围等信息。

3.2.6 台风海洋灾害预警

(1)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台风（含热带低压，下同）

动向，掌握了解台风中心位置、强度、移动路径、速度和影响范

围等信息，做好信息传达、预警工作。

(2)预报将受台风影响的沿海地区，当地防指应及时组织会

商，向有关部门及受影响地区通报情况，部署防范工作。

3.2.7 干旱灾害预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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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各部门按照责任分工及时向镇防指和相关部门报送旱情

监测信息，并及时向社会和相关行业、领域发布预警信息、风险

提示，提醒关注干旱影响，提前做好应对准备。

(2)各村、各部门要及时掌握旱情相关要素信息和辖区群众

饮水、工农业生产用水等受旱影响情况，综合研判分析，把握旱

情发展态势，及时组织和督促有关部门做好抗旱减灾工作。

3.3 预防预警支撑

3.3.1 防汛指挥图

镇应急办要及时修订镇级防汛指挥图，重点更新隐患点、避

灾点、应急队伍物资和渔排渔港数量、分布等数据，编制配套工

作手册，为防汛抢险救灾工作提供参考。

3.3.2 危险区域转移对象基础数据

各村每年汛前组织对辖区可能受暴雨洪涝台风等灾害威胁

的人群进行排查，对需转移对象进行建档立卡，建立需转移对象

清单和转移避险工作台账，及时录入全省防汛危险区域需转移对

象建档立卡系统，为转移避险工作提供基础支撑。

3.3.3 洪水防御方案

镇政府应当根据流域综合规划、防洪工程实际情况和国家规

定的防洪标准，制定本辖区防御洪水方案（含超标准洪水）。

3.3.4 抗旱预案

应急办应编制抗旱预案，主动应对不同等级的干旱灾害。

3.4 预警响应衔接

3.4.1 镇级防指要健全多部门联合会商、联合部署、联合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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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机制，预测有灾害性天气过程，要及时会商，研判灾害风险，

综合考虑可能造成的危害和影响程度，及时启动或调整应急响

应，部署相关防御工作。

3.4.2 应建立健全以气象灾害预警为先导的应急响应联动

机制，把涉及本区的气象预警纳入应急响应启动条件。镇防汛办

要指导督促村级防指做好预警与响应的衔接工作。

3.4.3 有关部门发布预警后，要滚动预报预警，及时向本级

防指报送相关监测预警信息，并持续“叫应”。要建立预报预警

评估制度，每年汛后对预报预警精确性、有效性进行评估。

4 应急响应

4.1 应急响应的总体要求

4.1.1 坚持依法防汛、科学防汛、合力防汛，坚持区防指的

统一领导、统一指挥、统一调度。

4.1.2 按暴雨、洪水、台风和干旱的严重程度和影响范围，

将响应工作由低到高分为Ⅳ、Ⅲ、Ⅱ、Ⅰ四级。其中，Ⅰ、Ⅱ级

应急响应的启动和终止由镇防汛办根据情况提出建议意见，报镇

防指副指挥长审核后，报镇防指指挥长批准；Ⅲ、Ⅳ级应急响应

的启动和终止由镇防汛办根据情况提出建议意见，报镇防指副指

挥长批准。必要时，镇委镇政府直接决定启动Ⅰ级应急响应。

4.1.3 进入汛期，镇村实行 24 小时值班制度，全程跟踪雨

情、水情、风情、工情和灾情，并根据不同情况启动相关响应工

作。镇防指各成员单位按照镇防指的统一部署和职责分工开展工

作并及时报告工作情况。

4.2 Ⅳ应急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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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 出现下列情况之一者，为Ⅳ级应急响应：

(1)市气象台发布暴雨Ⅲ级预警，预计暴雨可能对我镇造成

灾害。

(2)区防指发布防暴雨或防洪Ⅳ级响应。

(3)中小河流堤防出现较大险情。

(4)当市气象台发布台风Ⅳ级预警，预计在未来 72 小时内热

带气旋将登陆或影响我区。

(5)近海出现热带低压，预计 24 小时内可能登陆或影响我

镇。

(6)根据气象干旱监测信息，经综合研判，当旱情综合指标

达到轻度干旱且可能对我镇工农业生产和城乡生活用水造成一

定影响。

(7)其他需要启动Ⅳ级应急响应的情况。

4.2.2 Ⅳ级应急响应行动

(1)镇防指召集各职能部门和各村（居），分析暴雨、洪水

发展趋势，研究防御对策，作出相应工作部署。

(2)镇村加强值班值守，密切跟踪汛情、旱情、险情、灾情

和台风动态，及时传达省、市、区、镇防指会商意见、工作部署，

督促各成员单位及受影响区域相关单位落实各项防御措施，及时

向镇委镇政府和区防指报告灾险情及抢险救灾工作情况。

(3)各村、镇防指相关成员单位按照镇防指的调度部署要求，

做好本辖区、本行业防汛防台风抗旱工作，及时核实、更新工作

动态和受灾情况，报送镇防指。

4.3 Ⅲ级应急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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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 当出现下列情况之一者，为Ⅲ级应急响应：

(1)市气象台发布暴雨Ⅱ级预警，预计暴雨可能对我镇造成

较大灾害。

(2)区防指发布防暴雨或防洪Ⅲ级响应。

(3)中小河流堤防出现重大险情。

(4)市气象台发布台风Ⅲ级预警，预计在未来 48 小时内热带

气旋可能登陆或影响我镇。

(5)根据气象干旱监测信息，经综合研判，当旱情综合指标

达到中度干旱，且可能对我镇工农业生产和城乡生活用水造成较

大影响。

(6)其他需要启动Ⅲ级应急响应的情况。

4.3.2 Ⅲ级应急响应行动

(1)镇防指常务副指挥长坐镇指挥，组织召开相关职能部门

和各村（居）参加的防暴雨、洪水工作会议，部署防御工作。

(2)镇防汛办加强与镇防指有关成员单位和各村（居）的联

系，收集更新各地灾情、险情、人员转移及抢险救灾动态信息，

提出防御工作建议意见。

(3)各村（居）、各成员单位按照区、镇防指的调度部署要

求，做好本辖区、本行业防汛防台风抗旱工作，及时核实、更新

工作动态和受灾情况，报送镇防指。

4.4 Ⅱ级应急响应

4.4.1 出现下列情况之一者，区防指启动Ⅱ级应急响应：

(1)市气象台发布暴雨Ⅰ级警报，且暴雨可能对我镇造成较

严重灾害。



- 20 -

(2)区防指发布防暴雨或防洪Ⅱ级响应。

(3)中小河流的重要堤段发生决口；发生比较严重内涝。

(4)当市气象台发布台风Ⅱ级预警，预计在未来 24 小时内将

有强热带风暴及以上热带气旋登陆或影响我镇。

(5)根据气象干旱监测信息，经综合研判，当旱情综合指标

达到严重干旱，且可能对我镇工农业生产和城乡生活用水造成严

重影响。

(6)其他需要启动Ⅱ级应急响应的情况。

4.4.2 Ⅱ级应急响应行动

(1)镇防指总指挥坐镇指挥，召集有关职能部门和专家进一

步会商暴雨、洪水发展趋势和防御重点，部署防御工作；派出工

作组深入防灾一线指导防御；指挥、协调各职能部门和各村（居）

联动配合，共同做好防汛抗洪抢险救灾工作。

(2)镇防汛办跟踪核查区、镇防指各项指令、要求的落实情

况，收集更新各地灾情、险情、人员转移及抢险救灾动态信息，

根据灾害发展趋势及时提出防御工作建议，协助镇防指领导开展

指挥调度工作，及时向镇委、镇政府和区防指报告灾险情及抢险

救灾工作情况。

(3)各村（居）、各成员单位按照镇党委、政府和区、镇防

指的工作部署，部署落实本辖区、本部门的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措

施，及时核实、更新工作动态和受灾情况，报送镇防指。

4.5 Ⅰ级应急响应

4.5.1 出现下列情况之一者，为Ⅰ级应急响应：

(1)市气象台发布暴雨Ⅰ级预警，预计暴雨可能对我区造成



- 21 -

严重灾害。

(2)区防指发布防暴雨或防洪Ⅰ级响应。

(3)发生严重内涝。

(4)当市气象台发布台风Ⅰ级预警，预计在未来 24 小时内将

有强台风以上等级的热带气旋登陆或影响我镇。

(5)根据气象干旱监测信息，经综合研判，当旱情综合指标

达到特大干旱，且可能对我镇工农业生产、城乡生活用水和经济

社会发展造成极大影响。

(6)其他需要启动Ⅰ级应急响应的情况。

4.5.2 Ⅰ级应急响应行动

(1)镇防指总指挥召开全镇紧急会议，全面动员部署防抗工

作；派出由镇防指副指挥长带队、镇防指成员参加的工作组，赶

赴防抗一线督导防御工作。镇防指指挥长坐镇指挥，各职能部门

主要负责同志在镇防指协助指挥长工作，指挥、协调全镇防抗和

抢险救灾工作；必要时，镇防指视情况发布紧急动员令，动员全

社会共同做好防灾抗灾工作。

(2)镇防汛办全面核查区、镇防指各项指令、要求的落实情

况，收集更新各地灾情、险情、人员转移及抢险救灾动态信息，

对重大防御决策部署提出建议意见，协助镇防指领导开展指挥调

度工作，及时向镇党委、政府和区防指报告灾情、险情及抢险救

灾工作情况。适时向社会发布汛情、灾情。

(3)各村（居）、各成员单位按照镇党委、政府和区、镇防

指的工作部署，全面落实各项防御措施，全力组织做好本辖区、

本部门的防汛防台风抗旱工作，及时核实、更新工作动态和受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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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报送镇防指。

4.6 不同灾害的应急措施

4.6.1 江河洪水

(1)当江河水位超过警戒水位时，事发地防指应按照经批准

的防洪预案和防汛责任制的要求，组织有关部门和单位加强江河

水情监测和堤防巡查防护。

(2)当江河水位继续上涨，危及重点保护对象时，应根据江

河水情和洪水预报，按照规定的权限和防御洪水的方案、洪水调

度方案，适时调度拦洪错峰，启动抢排措施。必要时，协调解放

军和民兵参加重要堤段、重点工程的防守和突击抢险。

(3)在紧急情况下，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有关规

定，镇防指可以宣布进入紧急防汛期，并行使相关权利、采取特

殊措施，保障抗洪抢险的顺利实施。

4.6.2 渍涝灾害

渍涝灾害应急处置工作由事发地组织实施，各部门要加强组

织协调，督促指导有关部门做好排涝工作。

当村庄和农田发生渍涝灾害时，社会事务办公室农业水利

岗、国土所等部门要及时组织专业人员、设备和物资，做好水利、

农业、林业防灾减灾工作，最大限度减少渍涝灾害影响。

4.6.3 山洪和地质灾害

(1)当山洪、地质灾害易发区观测到降雨量达到预警阈值时，

及时按预案组织受威胁人员安全撤离。

(2)转移受威胁地区的群众，应本着就近、迅速、安全、有

序的原则进行，先老幼病残后其他人员，先转移危险区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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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当发生山洪、地质灾害时，事发地应及时赶赴现场，加

强观测，采取应急措施，防止造成更大损失。

(5)发生山洪、地质灾害后，若导致人员伤亡，应立即组织

民兵、抢险突击队紧急抢救，必要时向区政府、区防指请求救援。

4.6.4 台风和海洋灾害

(1)台风灾害和台风引发的海浪、风暴潮等海洋灾害防范应

对具体工作由事发地负责。

(2)气象发布台风Ⅳ级、Ⅲ级预警阶段。

各村（居）各相关部门要密切关注气象、海洋部门提出的台

风发展趋势、海浪、风暴潮的分析和预报意见。

沿海地区部署防御台风的各项准备工作，做好受台风威胁地

区群众的安全转移准备工作。

社会事务办公室农业水利岗、村建等部门通知出海渔船回港

避风、作业平台落实避风措施，并督促归港船只检查锚固情况，

敦促沿海地区做好建设工地、滩涂养殖、网箱加固及渔排上人员

安全转移、人员避险等工作。

新闻媒体及时播发台风预警信息和防指的防御部署情况。

(3)气象发布台风Ⅱ级、I 级预警阶段。

台风可能影响到本镇时，镇防指指挥长应立即上岗到位、坐

镇指挥，调度部署各项防御工作。对台风可能登陆地区和可能严

重影响的地区，镇政府应发布防台风动员令，组织防台风工作，

派出工作组深入第一线，做好宣传发动工作，落实防台风举措和

群众安全转移措施，指挥防台风和抢险工作。

各村各相关部门要密切关注气象、海洋部门作出的台风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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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陆地点、时间以及台风暴雨量级、雨区的预报和风暴潮预报。

农水部门应根据气象局的降雨预报，提早做出江河洪水的预报。

应做好水利工程管理安保工作，并根据降雨量、洪水预报，

控制运用水闸及江河洪水调度运行，加强对工程的巡查防护。

台风将登陆影响和台风中心可能经过的地区，居住在危房的

人员应及时转移；成熟的农作物、渔业产品应组织抢收抢护；高

空作业设施做好防护工作；建设工地做好大型临时设施固结和工

程结构防护等工作。应急救援队伍、民兵根据抢险救灾预案做好

各项准备，一旦有任务即迅速赶往现场。

4.6.5 堤防决口、水闸垮塌

因暴雨、洪水、风暴潮或受地震、海啸影响引发江海堤防决

口、水闸垮塌，按以下原则开展应急处置工作：

(1)当出现江海堤防决口、水闸垮塌前期征兆时，有关工程

管理单位应第一时间评估影响上报，调集专业技术力量、设备开

展先期处置，应尽可能控制险情，并及时向受影响地区发出警报。

(2)江海堤防决口、水闸垮塌等险情的应急处置，要第一时

间疏散转移受威胁群众，保障安全前提下视情抢筑第二道防线，

控制影响范围，尽可能减少灾害损失，需要力量、技术增援应及

时报告。

(3)视情况在适当时机组织实施堵口、抢护工作。明确现场

处置指挥人员，调度有关水利工程，启动堵口、抢护应急预案，

调集人力、物力迅速实施堵口、抢护。

4.6.6 干旱灾害

(1)特大干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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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防指强化抗旱工作的统一指挥和组织协调，加强会商。必

要时，镇防指依法宣布进入紧急抗旱期，成立应急调水领导小组，

加强跨地区、跨流域水源调度，启动各项特殊应急抗旱措施，如

应急开源、应急限水、应急调水、应急送水等。

各村各相关部门要密切关注气象干旱发展和最新的降雨、气

温等情况，了解未来天气形势。社会事务办公室农业水利岗每日

向镇防指报送江河径流、农村饮用水受影响和农业旱情等最新情

况，参与分析评估旱情对供水工作的影响，指导水工程调度，及

时启动应急备用水源，并加强协调、指导，全面做好农业抗旱救

灾工作。

各村（居）各相关单位每日向镇防指报告旱情及其抗灾工作

情况，发动组织各方力量参与抗旱救灾。必要时可依法征用运输

车辆、物资设备投入抗旱救灾。

(2)严重干旱

镇防指强化会商，分析研判旱情形势，召开抗旱工作部署会

议，全面部署抗旱救灾工作，指导受旱地区做好水量调度和应急

供水保障工作，派出工作组赴一线指导检查抗旱工作。

各村（居）各相关部门要密切关注气象干旱发展和最新的降

雨、气温等情况，了解未来天气形势。

社会事务办公室农业水利岗及时向镇防指报送江河径流、农

村饮水受影响和农业旱情等最新情况，参与分析评估旱情对供水

工作的影响，指导水工程调度，适时启动应急备用水源，并指导

受旱地区调整农业种植结构，选用抗旱品种，帮助调集、协调、

调剂耐旱作物种子、种苗，全面实施农业节水保水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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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村（居）各相关单位及时向镇防指报告旱情和灾情，实行

每周两报，并在镇防指的统一指导下，组织开展本区域抗旱工作。

(3)中度干旱

镇防指组织会商，分析旱情发展变化趋势并部署防旱抗旱工

作。根据需要派出工作组赴一线指导防旱抗旱工作，协调跨区域

的抗旱应急水量调度。

各村（居）各相关部门要密切关注气象干旱发展和最新的降

雨、气温等情况，了解未来天气形势。社会事务办公室农业水利

岗每周向镇防指报送江河径流、农村饮水受影响、田作物受旱等

最新情况，指导水工程调度，采取有效措施开辟应急水源；分析

旱情对作物的不利影响，提出农业防旱抗旱措施，开展农业节水

灌溉，做好农业防旱抗旱工作。

各村（居）各相关单位要按照镇防指的指令、要求，部署和

开展抗旱工作，及时收集、统计、上报旱情、灾情，实行每周一

报。

(4)轻度干旱

镇防指组织会商，分析研判旱情发展趋势，发布情况通报，

部署防旱抗旱相关工作，协调跨区域的抗旱应急水量调度。

镇应急办、社会事务办公室农业水利岗等部门加强旱情、灾

情等监测研判，制定部门应急抗旱工作方案，并及时向镇防指报

告。

各村各相关单位每旬向区防指报告旱情、灾情，加强抗旱水

源统一调度，组织制定抗旱应急供水方案。

4.7 信息报送、处理与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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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1 防汛防台风抗旱信息的报送和处理，应快速、准确、

详实。汛情、旱情、工情、险情、灾情等相关信息实行分级上报、

归口处理、同级共享，并加强数据核对。

4.7.2 重要信息应立即上报，因客观原因一时难以准确掌握

的信息，应及时报告基本情况，同时抓紧跟踪了解，尽快补报详

情。在发生突发重大险情灾情的紧急情况下，可在向同级政府和

上一级防指报送的同时越一级报告。

4.7.3 洪涝害人员伤亡、重大险情及影响范围、处置措施等

关键信息，必须严格按照国家防总相关规定和灾害统计报告制度

报送，不得虚报、瞒报、漏报、迟报。

4.7.4 对跨区发生的洪涝干旱台风灾害，或者突发事件将影

响到邻近行政区域的，在报告同级政府和上级防指时，应及时向

受影响地区通报有关情况。

4.7.5 镇防汛办接到重大汛情、旱情、险情和较大以上灾情

报告后，应及时报告镇党委、政府和区防汛办，并做好续报。

4.7.6 各村（居）按照属地为主、分级负责原则，做好防汛

防台风抗旱相关信息发布工作，及时准确、客观全面发布权威信

息。对雨情、汛情、旱情、灾情描述要科学严谨，未经论证不得

使用“千年一遇”“万年一遇”等用语，在防汛救灾中也不得使

用“战时状态”等表述。

4.8 指挥调度

4.8.1 进入汛期，镇村实行 24 小时值班制度，全程跟踪雨

情、汛情、旱情、工程情况、险情、灾情及台风动向，加强联合

会商，综合研判态势，及时启动相应类别、等级应急响应，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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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署防范应对工作。

4.8.2 当发生灾害或出现险情，防指指挥长应迅速上岗到

位，组织会商，分析研判灾害、险情发展趋势和可能造成的危害，

指挥调度有关部门和单位按照任务分工，全力做好应急处置和抢

险救灾工作。

4.8.3 遇重大汛情、险情、灾情，镇防指负责同志在镇应急

指挥中心坐镇指挥，主持召开防汛防台风抗旱视频会议或会商调

度会议，分析研判灾情、险情发展趋势和危害程度、影响范围，

全过程调度部署防范应对和抢险救灾工作。

4.8.4 镇防指强化点对点调度，督促有关村落实预案措施；

根据灾情、险情严重程度，派出由镇防指相关成员单位负责同志

带队的工作组赶赴现场，加强应急处置和抢险工作指导。必要时，

报请镇党委、政府派出督导组赴各地督导防汛防台风抗旱工作，

调度专业抢险力量参与险情抢护、应急救援。

4.8.5 加强本级应急指挥中心建设，加强信息共享，消除数

据壁垒，建立多源数据融合，集监测、预警、会商、调度等功能

于一体的指挥平台，探索建设防汛防台风抗旱应急预案数据库，

推进预案数字化进程，梳理应急响应工作流程，构建应急处置工

作场景，为防汛防台风抗旱科学、高效、扁平指挥调度提供数字

化、智能化保障支撑。

4.9 抢险救灾

4.9.1 当发生险情、灾情，应立即启动应急预案，根据需要

成立现场指挥部，统一指挥相关部门和单位，按照任务分工迅速

开展现场处置和救援工作，并及时上报险情、灾情和抢险救灾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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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动态，根据需要提请上级防指提供帮助。

4.9.2 负责妥善安置受灾群众，提供紧急避难场所，保证基

本生活。要加强管理，防止转移群众擅自返回。

4.9.3 电力、水利、公路、铁路、通信、石油、化工、供水

等重要设施发生险情时，有关管理单位应立即采取抢护措施，并

及时向其行业主管部门报告；行业主管部门应立即组织抢险，并

将险情及抢险行动情况报告镇防指。

4.9.4 因暴雨、洪涝、台风、干旱灾害而引发的次生、衍生

灾害，要组织有关部门全力抢救和处置，采取有效措施切断灾害

扩大的传播性，防止次生、衍生灾害蔓延。

4.10 安全防护与医疗救护

4.10.1 镇防指和承担抢险救援任务的部门应高度重视防汛

抢险救灾全过程的安全，调集和储备必要的防护器材、消毒药品、

备用电源和抢救伤员必备的器械等，以备随时调用。

4.10.2 发现或发生险情时，应第一时间组织安全疏散、撤

离受威胁人员，加强抢险救援救灾现场的指挥调度，确保抢险救

援力量安全有序进入或撤出现场。参与抢险人员进入现场前，应

采取必要防护措施，保证自身安全。

4.10.3 发生灾害后，加强灾区传染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监测、报告工作，落实各项卫生防疫措施，对灾区伤员进行紧急

救护。必要时，可紧急动员当地医疗机构在现场设立紧急救护所。

4.11 安全管控与社会动员

4.11.1 当发生重大灾害，应根据灾害事件性质和危害程度，

报经镇政府批准，组织协调相关部门强化社会面安全管理，对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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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地区、重点部位进行安全管控，防止事态及其危害进一步扩大。

4.11.2 必要时，镇防指报经镇政府批准，可发布紧急动员

令，广泛调动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应急突发事件处置，紧急情况下

可依法征用、调用交通工具、物资、人员等，全力投入防汛防台

风抗旱和抢险抗灾救灾。

4.12 响应级别调整或终止

4.12.1 当应急响应条件变化时，镇防指应视情调整应急响

应级别；当暴雨、洪水、台风、干旱等灾害得到有效控制，且应

急处置工作完成后，镇防指应视情宣布终止应急响应。

4.12.2 应急处置工作结束后，进一步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

序，指导有关部门修复水毁基础设施，尽可能减少突发事件带来

的损失和影响。

5 保障措施

5.1 通信与信息保障

5.1.1 任何通信运营部门都负有依法保障防汛防台风信息

畅通的责任，防暴雨、洪水、台风期间优先、重点保障党政机关、

镇防指及防汛视频会议系统等重要部位的通信畅通。

5.1.2 在通信干线中断或现有网络盲区，应利用卫星等通信

手段，保障应急救援现场与镇防指及有关部门的联系。通信部门

应优先服从镇防指调度应急通信设备。

5.1.3 在紧急情况下，应充分利用微信、微博、移动客户端、

电视和广播等新闻媒体以及手机短信、“村村响广播”、警报器、

预警铜锣等多种手段发布信息，通知群众快速撤离，确保人民生

命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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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支援与装备保障

5.2.1 队伍保障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依法参加防汛抗洪抢险救灾的义务。

5.2.2 供电保障

供电公司负责抗洪抗台风、抢排渍涝、抗旱救灾等方面的供

电需要和应急救援现场的临时供电。

5.2.3 交通运输保障

交通运输部门负责优先保证防汛防台风抗旱抢险人员、转移

疏散人员、防汛抢险救灾物资器材运输。

5.2.4 治安保障

派出所负责做好灾区的治安管理、交通秩序维护工作，依法

严厉打击破坏抗灾救灾行动和工程设施安全的行为，保证抗灾救

灾工作的顺利进行。

5.2.5 物资保障

各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做好防汛防台风抗旱、抢险救援救灾等

物资及设备的储备工作。其他有防汛防台风抗旱任务的部门及企

事业单位应按有关规定储备防汛防台风抗旱、抢险救援救灾物资

及设备。镇防指可委托代储部分抢险物资和设备。

5.2.6 医疗保障

医疗卫生防疫部门负责组织灾区受灾群众及防汛抢险救援

人员的医疗救护、健康教育、心理援助和灾区卫生防疫、疾病控

制工作。对灾区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实施紧急处理，防止疫病

的传播、蔓延。

5.2.7 资金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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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政府要将防汛防台风抗旱、地质灾害防治、应急抢险救灾

等经费纳入年度财政预算。要积极筹措防汛应急经费，用于遭受

台风灾害的地方和单位进行防汛抢险、水毁工程修复，以及用于

抢险救灾物资的购置、维修等。

5.3 社会动员保障

5.3.1 防汛防台风抗旱是社会公益性事业，任何单位和个人

都有参与防抗暴雨、洪水、台风、干旱等灾害的责任。

5.3.2 应急响应期间，镇防指应根据暴雨、洪水、台风、干

旱等灾害的发展，做好动员工作，组织社会力量投入防汛防台风

抗旱工作。

5.3.3 镇防指成员单位，在应急响应期间，应按照分工，充

分调动本系统、本行业力量，全力支持抗灾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

5.3.4 镇政府应加强对防汛防台风抗旱工作的统一领导，组

织有关部门和单位，动员各方面力量，做好防汛防台风抗旱工作。

在防汛防台风抗旱关键时刻，防汛抗旱行政首长应靠前指挥，组

织广大干部群众奋力抗灾减灾救灾。

5.4 技术保障

在防汛防台风抗旱工作中要应用先进的工程抢险技术和现

代化的信息技术，逐步建立完善防汛防台风抗旱指挥系统和专家

库系统，加强相关基础性研究，提高防汛防台风抗旱工作能力和

水平。各相关部门应成立防汛抢险救灾专家组，负责指导防汛抢

险救灾、水毁工程修复和灾后重建等技术工作。

6 后期处置

按照属地原则，强化协作、条块联动，共同做好灾后处置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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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重点做好灾后生活供给、卫生防疫、救灾物资供应、治安管

理、学校复课、水毁修复、恢复生产和重建家园等灾后处置工作。

6.1 救灾

6.1.1 发生灾情时，镇政府负责灾害救助的组织、协调和指

挥工作。

6.1.2 应急办负责受灾群众基本生活救助，会同有关部门及

时调拨救灾款物，组织安置受灾群众，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

做好因灾倒损民房的恢复重建，组织开展救灾捐赠，保证受灾群

众有饭吃、有衣穿、有干净水喝、有临时安全住处、有医疗服务。

6.1.3 社会事务办公室卫生健康岗组织疾病预防机构指导

受灾地区开展卫生防疫消杀，指导落实灾后各项卫生防疫措施，

严防灾区传染病疫情发生。

6.1.4 镇政府应组织开展环境整治工作，及时清淤清障，清

除污染物。

6.2 防汛抗旱物资补充

针对当年防汛抢险及抗旱物资消耗情况，按照分级筹措和常

规防汛要求，及时补充到位。

6.3 水毁工程修复

6.3.1 对影响当年防洪安全和城乡供水安全的水毁工程，应

尽快修复。防洪工程应力争在下次洪水到来前，做到恢复主体功

能；抗旱水源工程应尽快恢复功能。

6.3.2 遭到毁坏的交通、电力、通信、水文以及防汛防台风

抗旱专用通信设施，应尽快组织修复，恢复功能。

6.4 灾后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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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市委市政府、区委区政府、镇党委政府关于灾后恢复重

建工作要求和职责分工，各相关部门应尽快组织灾后重建工作。

灾后重建原则上按原标准恢复，在条件允许情况下，可提高标准

重建。

6.5 工作评价与灾害评估

6.5.1 每年应针对本辖区防汛防台风抗旱工作进行定性和

定量总结、分析，提炼经验，查找问题，改进工作。总结情况要

及时报上一级防指。

6.5.2 镇防指组织对重大暴雨、洪水、台风、干旱灾害防御

工作进行复盘总结，必要时派出工作组下沉一线开展调查评估，

查找问题和不足，研究提出改进意见建议，形成防御工作总结报

告。

6.5.3 每次重大暴雨、洪水、台风、干旱灾害防御工作结束

后，镇防指相关成员单位依职责及时对本行业受灾及损失情况进

行汇总和分析，并以书面形式报告镇防指。按照有关规定组织开

展重大暴雨、洪水、台风、干旱灾害调查评估工作。

7 宣传、培训和演习

7.1 宣传教育

镇防指各成员单位充分利用广播、微博、微信、新闻客户端

等媒体，开展防汛防台风抗旱、避险、自救等常识的宣传教育，

增强群众应急意识及能力。

7.2 培训

7.2.1 按照分级负责的原则，镇防指一般负责村级防汛抗旱

指挥机构、防指成员单位负责人的培训，必要时组织培训到村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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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人。

7.2.2 培训工作应做到合理规范课程、严格考核、分类指导，

保证培训工作质量。培训工作应结合实际，采取多种组织形式，

定期与不定期相结合，每年汛前至少组织一次培训。

7.3 演练

7.3.1 防汛专业抢险队伍必须针对当地易发生的各类险情

有针对性地每年进行抗洪抢险演练。

7.3.2 镇防指有关部门根据实际情况和工作需要，组织开展

宣传、培训和演练。

8 附则

8.1 奖励与责任追究

对在防洪防台风工作中表现突出、作出重要贡献的单位和个

人给予表彰和奖励；对玩忽职守、不执行命令造成损失的单位和

个人依法给予相应处罚及责任追究。

8.2 预案管理与更新

本预案由镇防指组织编制，经镇政府批准后印发实施，并报

区防指备案。镇防指根据实际情况变化，适时修订本预案。镇防

指各成员单位应根据本预案，按部门职责编制本单位防汛防台风

抗旱工作相关应急预案、方案。各村（居）应根据本预案，制订

本村（居）相应预案，报村（居）民委员会批准后实施，并报镇

防指备案。

8.3 预案解释部门

本预案由镇防汛办负责解释。

8.4 预案实施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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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预案自印发之日起实施。

附件：1.旱情综合指标

2.后龙镇防汛防台风抗旱领导小组名单

3.后龙镇防汛防台风抗旱应急队伍组成人员名单

4.后龙镇山围塘防汛防台风抗旱第一责任人名单

5.后龙镇海堤防汛防台风抗旱第一责任人名单

6.后龙镇水闸防汛防台风抗旱责任人名单

7.后龙镇渔船防汛防台风第一责任人名单

8.各村渔船数据

9.防汛防台风抗旱物资储备表

10.防疫物资储备表

11.建档立卡危险区域转移对象情况统计表

12.镇村避灾点汇总

13.后龙镇镇级避灾点物资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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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参照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办公室《抗旱预案编制导则》，

结合我镇实际，选用农业作物受旱面积、因旱饮水困难人数、水

闸蓄水距平百分率、城市干旱缺水率4个干旱指标，将旱情分为轻

度干旱、中度干旱、严重干旱和特大干旱四个等级。

泉港区干旱指标与旱情等级划分表

干旱等级

干旱指标
轻度干旱 中度干旱 严重干旱 特大干旱

作物受旱面积百分比（%） 5～20 20～30 30～35 >35

饮水困难人数百分比（%） 0.5～5 5～7.5 7.5～10 >10

城市干旱缺水率（%） 5～10 10～20 20～30 >30

水闸蓄水量距平百分率（%） -10 ～ -30 -30 ～ -40 -40 ～ -50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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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后龙镇防汛防台风抗旱领导小组名单

指 挥 长：郭小强 镇党委副书记、镇长

常务副指挥长：庄学忠 副镇长

副 指 挥 长：黄凤禧 镇党委一级主任科员

肖小斌 镇党委副书记

肖良平 镇党委二级主任科员

庄文兴 镇党委二级主任科员

郭先锋 镇党委二级主任科员

林伟荣 镇党委委员、后龙派出所所长、一级警长

卢凌峰 镇党委政法委员、副镇长、三级主任科员

蒋冠航 镇党委委员、纪委书记、监察组组长

连森阳 镇党委统战委员、秘书

郭育忠 副镇长

刘智暘 副镇长

吴全伟 后龙司法所所长

苏剑锋 镇社会事务服务中心主任

陈裕盛 镇综合便民服务中心主任

唐龙建 镇综合执法队队长

成 员： 肖惜鹏 镇党政综合办公室负责人、经济发展办

公室负责人

连国治 镇经济发展办公室副主任

柳小平 镇人武部副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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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龙江 镇党建工作办公室副主任

吴庆源 镇城镇管理办公室副主任

钟碧川 镇社会事务服务中心副主任

雷伟民 镇国土资源所所长

林华勇 镇执法中队队长

黄梅琴 镇社会事务办公室副主任

林 勇 镇社会治理办公室应急管理岗负责人

陈仲哲 镇城镇管理办公室镇容环卫岗负责人

何志强 城镇管理办公室交通管理岗负责人

郑建辉 后龙派出所副所长

庄艳榕 镇社会事务办公室教育文旅岗工作人员

林茜瑶 镇城镇管理办公室环境环保岗工作人员

各村（居）委会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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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后龙镇防汛防台风抗旱应急队伍组成人员名单

分组 姓名 职务 联系电话
总队长 郭小强 镇党委副书记、镇长 13960335286

副总队长 庄学忠 副镇长 18959710188

副队长
卢凌峰 镇党委政法委员、副镇长、三级主任科员 13906998297

唐龙建 综合执法队队长 13505911361

成员

陈文来 联防队队长 13489287833

刘汉斌

联防队人员

15859581952

黄评忠 17706081137

郭惠宗 13599267973

王发潘 15859580938

林海滨 15860929766

施国清 17859397382

王志峰 17706080986

陈少鸿 13305085303

刘华伟 13615969708

吴毓钦 18605952007

柯明强 15059535165

蔡绍江 18659176696

陈国龙 15259595954

陈志嘉 17670921951

黄嘉文 18159520739

庄秀栋 13205958904

郭森森 15159539110

郭洪良 13489881813

陈家骏 17611149320

叶炜强 13305984194

林华勇 执法中队队长 13960335116

庄育栋

执法中队队员

18559496999

施焕榕 13600775356

林清河 15260783784

郭伟强 17880351310

郭玉雄 18359412012

刘地龙 13799595448

黄建雄 13850778949

连阳斌 18016707111

姚命俊 18359517718

庄灿彬 13328880560

林碧男 19959999530

吴先平 15059801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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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后龙镇山围塘防汛防台风抗旱第一责任人名单

镇别 序号 山围塘名称 管理单位 责任人及职务 联系电话 主管单位 责任人及职务 联系电话

后龙镇

1 峰前山围塘 峰前村
王淑梅

（书记、主任）
15880974503

后龙镇

人民政府

肖良平

（镇党委二级主任科员）
13505098625

2 许厝山围塘 许厝村
许惠良

（书记、主任）
13905079628

吴全伟

（后龙司法所所长）
13799892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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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后龙镇海堤防汛防台风抗旱第一责任人

镇别 序号 海堤名称 管理单位 责任人及职务 联系电话 主管单位 包堤责任人及职务 联系电话

后龙镇

1

金腊海堤

（割山段）
割山村

陈友仁

（书记、主任）
13808529609

后龙镇

人民政府

连森阳

（镇党委统战委员、秘书）

13959872727

金腊海堤

（后墘段）
后墘村

陈元良

（书记、主任）
13905079628

庄文兴

（镇党委二级主任科员）
15860596819

2 后龙海堤 后龙村
陈怀山

（书记、主任）
13850778567

后龙镇

人民政府

郭先锋

（党委二级主任科员）
13860799210

3 峰前海堤 峰前村
王淑梅

（书记、主任）
15880974503

后龙镇

人民政府

肖良平

（镇党委二级主任科员）
13505098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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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后龙镇水闸防汛防台风抗旱责任人名单
镇

别

序

号
水闸名称

水闸

孔数
政府责任人及职务 联系电话 管理单位

管理单位

责任人
联系电话 管护责任人 联系电话

后

龙

镇

1 峰前水闸 2

肖良平

（镇党委二级主任科

员）

13505098625 峰前村
王淑梅

（书记、主任）
15880974503 王惠华 13328896926

2 后龙水闸 2
郭先锋

（党委二级主任科员）
13860799210 后龙村

陈怀山

（书记、主任）
13850778567 陈永强 13159017776

3 后墘水闸 4
庄文兴

（镇党委二级主任科员）
15860596819 后墘村

陈元良

（书记、主任）
13905079628 刘建华 13859715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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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后龙镇渔船防汛防台风第一责任人名单

镇别 项目名称 管理单位 责任人及职务 联系电话 主管单位 责任人及职务 联系电话

后龙镇 渔船

上西村
张 林

（书记、主任）
13675929898

后龙镇
农业水利岗

肖良平
（镇党委二级主任科员）

13505098625

峰前村
王淑梅

（书记、主任）
15880974503

许厝村
许惠良

（书记、主任）
13905079628

吴全伟
（后龙司法所所长）

13799892068

后墘村
陈元良

（书记、主任）
13905079628

庄文兴
（镇党委二级主任科员）

15860596819

后田村
刘建辉

（书记、主任）
13015850699

苏剑锋
（镇社会事务服务中心主任）

13506031358

后龙村
陈怀山

（书记、主任）
13850778567

郭先锋
（镇党委二级主任科员）

13860799210

涂坑村
郑珍英

（书记、主任）
13959876453

郭育忠
（副镇长）

18876378928

割山村
陈友仁

（书记、主任）
13808529609

连森阳
（镇党委统战委员、秘书）

13959872727

柳亭村
郭成龙

（书记、主任）
13055807971

肖小斌
（镇党委副书记）

152603326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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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龙镇渔船数据 (2024 年)

1.后龙涉渔船舶： 68 艘，运输类（养殖运输类）船舶：96 艘，

总计 164 艘，船员： 164 人

其中 60 马力以上： 17 艘， 17 人

60 马力以下： 147 艘， 147 人

海上作业人员： 164 人，其中妇女： 0 人

2.渔排： 0 只，渔排工作人员： 0 人，其中妇女： 0 人

3.各个村渔船数据

村别
渔船
数量

船员
人数

马力

60 马力以上 60 马力以下

上西村 98 98 4 94

峰前村 12 12 0 12

后龙村 3 3 0 3

后田村 4 4 2 2

后墘村 16 16 1 15

许厝村 16 16 2 14

涂坑村 3 3 2 1

割山村 7 7 3 4

柳亭村 5 5 3 2

附件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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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9

后龙镇 2024 年防汛防台风抗旱物资储备情况表

序号 名称 单位 规格/型号 生产日期 过期日期 保管员 备注

1 防汛沙袋
10000

个
张玉祥

2
桩木（储备在新

宅木材厂）

10000

根
租用

3 救生圈 34 个 张玉祥

4 反光救生衣 75 件 张玉祥

5 橡胶鞋 20 双 张玉祥

6 发电机组 2台

(大型发电机

1台+小型发

电机 1台）

党政办
在镇政府

配电室

7
LED 高亮锂电头

灯
19 个 张玉祥

8
应急照明灯具

（挂墙）
20 盏 张玉祥

9 防汛 LED 手电筒 9把 张玉祥

10 手提式探照灯 1个 张玉祥

11 雨衣 80 件 张玉祥

12 雨鞋 80 双 张玉祥

13 雨伞 37 把 张玉祥

14 防汛安全帽 5顶 张玉祥

15 卫星电话 2部 张玉祥

1部卫星

电话 1部

对讲

16 锄头 6把 张玉祥

17 铁锹 80 把 张玉祥

18 镰刀 20 把 张玉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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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名称 单位 规格/型号 生产日期 过期日期 保管员 备注

19 手持喊话器 5套 张玉祥

20 医药箱 1个 张玉祥

21 专用检修工具 1部 张玉祥

22 警戒带 2圈 张玉祥

23 安全绳 5条 张玉祥

24 应急救援包 12 个 张玉祥

25 救援抛绳器 1个 张玉祥

26 铜锣 5个 张玉祥

27 口哨 5个 张玉祥

28 手摇报警器 5个 张玉祥

29 时安达安全帽 80 顶 张玉祥

30 强光手电 60 把 张玉祥

31 救生衣(弹压式） 80 件 张玉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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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0

后龙镇 2024 年疫情防控物资储备情况表

序号 物资名称 数量 单位

1 一次性口罩 20203 个

2 含氯消毒液 153 瓶

3 隔离衣 1216 件

4 体温枪 86 支

5 体温计 51 支

6 酒精 397 瓶

7 手套 8091 盒

8 宣传小音响 6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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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1

2024 年各村（居）危险区转移对象情况统计表

填报单位（盖章）： 后龙镇 2024 年 2 月

户主姓名 现居住人口 地 址 危险级别
手机号码、
办公电话

拟安置地址

责 任 人

备注
姓 名 职 务

手机号码、
办公电话

无 无 无

小计 0 人 0 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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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2

后龙镇镇村避灾点汇总

村（居） 避灾点名称

栖霞社区 栖霞社区居委会

后龙村 后龙村委会

后田村 后田村委会

许厝村 许厝村委会

柳亭村 柳亭村委会

后墘村 后墘村委会（镇级避灾点）

割山村 割山村委会

坑仔底村 坑仔底村委会

田里村 田里村委会

涂坑村 涂坑村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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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3

后龙镇（镇级）避灾点物资清单

序号 物资名称 数量 单位

1 洗手液 30 瓶

2 垃圾桶 33 个

3 垃圾袋 30 卷

4 晾衣架 30 个

5 面巾纸 24 提

6 一次性纸杯 20 袋

7 牙膏 36 支

8 牙刷 30 支

9 洗发水 29 瓶

10 沐浴露 30 瓶

11 电热水壶 20 个

12 毛巾 63 条

13 折叠床 15 张

14 棉被 34 条

15 毛毯 0 条

16 毛巾被 40 条

17 框架式帐篷 12㎡ 20 顶

18 净水器 6 个

19 防潮垫 6 个

20 气垫床 62 张

21 折叠桌，凳 9 套

22 背囊 9 个

23 多功能睡袋 41 个

24 棉衣 16 条

25 简易厕所 4 个

26 软体储水桶 53 个

27 草席 92 张

28 驱虫剂 5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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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区防汛办，镇副科级以上干部。

后龙镇党政综合办公室 2024 年 3 月 8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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