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犍府办发〔2022〕6 号

犍为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犍为县防洪应急预案

（2022 年修订）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县级各部门:

《犍为县防洪应急预案（2022 年修订）》已经县政府同意，

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犍为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 年 7 月 15 日



— 2 —

犍为县防洪应急预案目录

第 1 章总则 ........................................ 6

1.1 预案定义 ....................................6

1.2 编制目的 ....................................6

1.3 编制原则 ....................................7

1.4 编制依据 ....................................7

1.5 适用范围 ....................................8

1.6 指导思想 ....................................8

1.7 工作原则 ....................................8

1.8 编制水平年 ..................................8

第 2 章犍为县概况 ................................. 10

2.1 自然地理 ...................................10

2.2 社会经济 ...................................13

2.3 灾害情况 ...................................13

2.4 防洪体系现状 ...............................17

2.5 重点防洪区域 ...............................19

第 3 章组织体系及工作职责 ......................... 21

3.1 县级组织体系 ...............................21

3.2 镇防汛抗旱指挥部 ...........................26

3.3 行政村防汛抗旱工作领导小组 .................29

file:///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YCC待办/犍府办发〔2022〕6号%20关于印发犍为县防洪应急预案（2022年）的通知.doc
file:///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YCC待办/犍府办发〔2022〕6号%20关于印发犍为县防洪应急预案（2022年）的通知.doc
file:///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YCC待办/犍府办发〔2022〕6号%20关于印发犍为县防洪应急预案（2022年）的通知.doc
file:///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YCC待办/犍府办发〔2022〕6号%20关于印发犍为县防洪应急预案（2022年）的通知.doc
file:///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YCC待办/犍府办发〔2022〕6号%20关于印发犍为县防洪应急预案（2022年）的通知.doc
file:///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YCC待办/犍府办发〔2022〕6号%20关于印发犍为县防洪应急预案（2022年）的通知.doc
file:///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YCC待办/犍府办发〔2022〕6号%20关于印发犍为县防洪应急预案（2022年）的通知.doc
file:///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YCC待办/犍府办发〔2022〕6号%20关于印发犍为县防洪应急预案（2022年）的通知.doc
file:///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YCC待办/犍府办发〔2022〕6号%20关于印发犍为县防洪应急预案（2022年）的通知.doc
file:///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YCC待办/犍府办发〔2022〕6号%20关于印发犍为县防洪应急预案（2022年）的通知.doc
file:///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YCC待办/犍府办发〔2022〕6号%20关于印发犍为县防洪应急预案（2022年）的通知.doc
file:///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YCC待办/犍府办发〔2022〕6号%20关于印发犍为县防洪应急预案（2022年）的通知.doc
file:///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YCC待办/犍府办发〔2022〕6号%20关于印发犍为县防洪应急预案（2022年）的通知.doc
file:///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YCC待办/犍府办发〔2022〕6号%20关于印发犍为县防洪应急预案（2022年）的通知.doc
file:///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YCC待办/犍府办发〔2022〕6号%20关于印发犍为县防洪应急预案（2022年）的通知.doc
file:///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YCC待办/犍府办发〔2022〕6号%20关于印发犍为县防洪应急预案（2022年）的通知.doc
file:///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YCC待办/犍府办发〔2022〕6号%20关于印发犍为县防洪应急预案（2022年）的通知.doc
file:///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YCC待办/犍府办发〔2022〕6号%20关于印发犍为县防洪应急预案（2022年）的通知.doc


— 3 —

3.4 防汛队伍 ...................................30

3.5 防汛物资 ...................................30

3.6 应急联动机制 ...............................32

第 4 章预防与预警 ................................. 33

4.1 防汛监测与信息收集 .........................33

4.2 预警预防行动 ...............................37

4.3 预警支持系统 ...............................39

第 5 章应急响应 ................................... 41

5.1 总体要求 ...................................41

5.2 应急响应发布 ...............................42

5.3 指挥流程 ...................................42

5.4Ⅰ级应急响应（红色预警） ................... 42

5.5Ⅱ级应急响应（橙色预警） ................... 44

5.6Ⅲ级应急响应（黄色预警） ................... 46

5.7Ⅳ级应急响应（蓝色预警） ................... 48

5.8 信息报送和发布 .............................50

5.9 指挥和调度 .................................52

5.10 抢险救灾 ..................................52

5.11 安全防护和医疗救护 ........................53

5.12 社会力量动员与参与 ........................53

5.13 派遣工作组 ................................54

file:///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YCC待办/犍府办发〔2022〕6号%20关于印发犍为县防洪应急预案（2022年）的通知.doc
file:///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YCC待办/犍府办发〔2022〕6号%20关于印发犍为县防洪应急预案（2022年）的通知.doc
file:///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YCC待办/犍府办发〔2022〕6号%20关于印发犍为县防洪应急预案（2022年）的通知.doc
file:///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YCC待办/犍府办发〔2022〕6号%20关于印发犍为县防洪应急预案（2022年）的通知.doc
file:///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YCC待办/犍府办发〔2022〕6号%20关于印发犍为县防洪应急预案（2022年）的通知.doc
file:///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YCC待办/犍府办发〔2022〕6号%20关于印发犍为县防洪应急预案（2022年）的通知.doc
file:///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YCC待办/犍府办发〔2022〕6号%20关于印发犍为县防洪应急预案（2022年）的通知.doc
file:///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YCC待办/犍府办发〔2022〕6号%20关于印发犍为县防洪应急预案（2022年）的通知.doc
file:///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YCC待办/犍府办发〔2022〕6号%20关于印发犍为县防洪应急预案（2022年）的通知.doc
file:///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YCC待办/犍府办发〔2022〕6号%20关于印发犍为县防洪应急预案（2022年）的通知.doc
file:///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YCC待办/犍府办发〔2022〕6号%20关于印发犍为县防洪应急预案（2022年）的通知.doc
file:///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YCC待办/犍府办发〔2022〕6号%20关于印发犍为县防洪应急预案（2022年）的通知.doc
file:///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YCC待办/犍府办发〔2022〕6号%20关于印发犍为县防洪应急预案（2022年）的通知.doc
file:///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YCC待办/犍府办发〔2022〕6号%20关于印发犍为县防洪应急预案（2022年）的通知.doc
file:///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YCC待办/犍府办发〔2022〕6号%20关于印发犍为县防洪应急预案（2022年）的通知.doc
file:///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YCC待办/犍府办发〔2022〕6号%20关于印发犍为县防洪应急预案（2022年）的通知.doc
file:///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YCC待办/犍府办发〔2022〕6号%20关于印发犍为县防洪应急预案（2022年）的通知.doc
file:///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YCC待办/犍府办发〔2022〕6号%20关于印发犍为县防洪应急预案（2022年）的通知.doc
file:///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YCC待办/犍府办发〔2022〕6号%20关于印发犍为县防洪应急预案（2022年）的通知.doc
file:///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YCC待办/犍府办发〔2022〕6号%20关于印发犍为县防洪应急预案（2022年）的通知.doc
file:///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YCC待办/犍府办发〔2022〕6号%20关于印发犍为县防洪应急预案（2022年）的通知.doc


— 4 —

5.14 应急结束 ..................................55

5.15 预案终止后的调查和总结 ....................55

第 6 章主要防御方案 ............................... 56

6.1 江河防汛 ...................................56

6.2 城市洪涝防御方案 ...........................61

6.3 水库水电站防洪调度方案 .....................63

6.4 山洪灾害防御方案 ...........................66

6.5 暴雨气象灾害防御方案 .......................67

6.6 河心洲坝防洪度汛方案 .......................72

6.7 公路交通防洪度汛方案 .......................73

6.8 犍为县各专业和部门防洪应急预案 .............73

第 7 章应急保障 ................................... 75

7.1 通信与信息保障 .............................75

7.2 应急机械装备保障 ...........................75

7.3 应急抢险队伍保障 ...........................76

7.4 交通运输保障 ...............................76

7.5 医疗卫生保障 ...............................76

7.6 治安保障 ...................................76

7.7 物资保障 ...................................76

7.8 资金保障 ...................................78

7.9 社会动员保障 ...............................78

file:///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YCC待办/犍府办发〔2022〕6号%20关于印发犍为县防洪应急预案（2022年）的通知.doc
file:///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YCC待办/犍府办发〔2022〕6号%20关于印发犍为县防洪应急预案（2022年）的通知.doc
file:///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YCC待办/犍府办发〔2022〕6号%20关于印发犍为县防洪应急预案（2022年）的通知.doc
file:///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YCC待办/犍府办发〔2022〕6号%20关于印发犍为县防洪应急预案（2022年）的通知.doc
file:///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YCC待办/犍府办发〔2022〕6号%20关于印发犍为县防洪应急预案（2022年）的通知.doc
file:///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YCC待办/犍府办发〔2022〕6号%20关于印发犍为县防洪应急预案（2022年）的通知.doc
file:///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YCC待办/犍府办发〔2022〕6号%20关于印发犍为县防洪应急预案（2022年）的通知.doc
file:///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YCC待办/犍府办发〔2022〕6号%20关于印发犍为县防洪应急预案（2022年）的通知.doc
file:///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YCC待办/犍府办发〔2022〕6号%20关于印发犍为县防洪应急预案（2022年）的通知.doc
file:///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YCC待办/犍府办发〔2022〕6号%20关于印发犍为县防洪应急预案（2022年）的通知.doc
file:///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YCC待办/犍府办发〔2022〕6号%20关于印发犍为县防洪应急预案（2022年）的通知.doc
file:///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YCC待办/犍府办发〔2022〕6号%20关于印发犍为县防洪应急预案（2022年）的通知.doc
file:///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YCC待办/犍府办发〔2022〕6号%20关于印发犍为县防洪应急预案（2022年）的通知.doc
file:///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YCC待办/犍府办发〔2022〕6号%20关于印发犍为县防洪应急预案（2022年）的通知.doc
file:///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YCC待办/犍府办发〔2022〕6号%20关于印发犍为县防洪应急预案（2022年）的通知.doc
file:///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YCC待办/犍府办发〔2022〕6号%20关于印发犍为县防洪应急预案（2022年）的通知.doc
file:///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YCC待办/犍府办发〔2022〕6号%20关于印发犍为县防洪应急预案（2022年）的通知.doc
file:///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YCC待办/犍府办发〔2022〕6号%20关于印发犍为县防洪应急预案（2022年）的通知.doc
file:///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YCC待办/犍府办发〔2022〕6号%20关于印发犍为县防洪应急预案（2022年）的通知.doc
file:///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YCC待办/犍府办发〔2022〕6号%20关于印发犍为县防洪应急预案（2022年）的通知.doc
file:///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YCC待办/犍府办发〔2022〕6号%20关于印发犍为县防洪应急预案（2022年）的通知.doc


— 5 —

7.10 技术保障 ..................................78

7.11 培训和演练 ................................79

第 8 章后期处置 ................................... 80

8.1 善后处理 ...................................80

8.2 社会救助 ...................................81

8.3 防汛抢险物资补充 ...........................81

8.4 水毁工程修复 ...............................81

8.5 防汛工作评价 ...............................81

第 9 章附则 ....................................... 82

9.1 名词术语定义 ...............................82

9.2 预案管理与更新 .............................83

9.3 奖励与责任追究 .............................84

9.4 预案解释部门 ...............................84

9.5 预案实施时间 ...............................84

file:///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YCC待办/犍府办发〔2022〕6号%20关于印发犍为县防洪应急预案（2022年）的通知.doc
file:///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YCC待办/犍府办发〔2022〕6号%20关于印发犍为县防洪应急预案（2022年）的通知.doc
file:///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YCC待办/犍府办发〔2022〕6号%20关于印发犍为县防洪应急预案（2022年）的通知.doc
file:///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YCC待办/犍府办发〔2022〕6号%20关于印发犍为县防洪应急预案（2022年）的通知.doc
file:///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YCC待办/犍府办发〔2022〕6号%20关于印发犍为县防洪应急预案（2022年）的通知.doc
file:///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YCC待办/犍府办发〔2022〕6号%20关于印发犍为县防洪应急预案（2022年）的通知.doc
file:///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YCC待办/犍府办发〔2022〕6号%20关于印发犍为县防洪应急预案（2022年）的通知.doc
file:///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YCC待办/犍府办发〔2022〕6号%20关于印发犍为县防洪应急预案（2022年）的通知.doc
file:///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YCC待办/犍府办发〔2022〕6号%20关于印发犍为县防洪应急预案（2022年）的通知.doc
file:///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YCC待办/犍府办发〔2022〕6号%20关于印发犍为县防洪应急预案（2022年）的通知.doc
file:///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YCC待办/犍府办发〔2022〕6号%20关于印发犍为县防洪应急预案（2022年）的通知.doc
file:///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YCC待办/犍府办发〔2022〕6号%20关于印发犍为县防洪应急预案（2022年）的通知.doc
file:///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YCC待办/犍府办发〔2022〕6号%20关于印发犍为县防洪应急预案（2022年）的通知.doc
file:///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YCC待办/犍府办发〔2022〕6号%20关于印发犍为县防洪应急预案（2022年）的通知.doc


— 6 —

第 1 章 总则

1.1 预案定义

防洪应急预案是指防御江河洪水灾害、城市（镇）洪水及内

涝、水库洪水、山洪灾害以及突发性洪水灾害等方案的统称，是

在现有工程设施条件下，针对可能发生的各类洪水灾害而预先制

定的防御方案、对策和措施。防洪应急预案是各级防汛抗旱指挥

部挥部门实施指挥决策、防洪调度和抢险救灾的依据，是抗洪抢

险重要的非工程措施。

《犍为县防洪应急预案》是全县防洪抢险工作的依据和规范，

预案一经批准，必须依法执行。各镇防洪应急预案和各部门专业

防洪应急预案是全县防洪总体应急预案的延伸和补充。为主动防

御，应对洪涝及衍生灾害，规范防洪应对行动，做好突发洪涝的

防范与处置工作，确保抗洪抢险救灾工作快速、有序、高效进行，

最大限度地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保障全县经济社会全面、

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特制定本预案。

1.2 编制目的

防御洪水灾害，是一件关系到社会经济建设和广大人民生命

财产安全的大事，防洪应急预案是在现有工程设施条件下，针对

可能发生的各类洪水灾害而预先制定的防御方案、对策和措施，

是各级防汛抗旱指挥部挥部门实施指挥决策和防洪调度、抢险救

灾的依据，是一项十分重要的非工程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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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洪应急预案是为了防止和减轻洪水灾害，做到有计划，有

准备地防御洪水。

防洪应急预案编制的最终目标是为了防治洪水，防御、减轻

洪涝灾害，维护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保障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的顺利进行。

1.3 编制原则

贯彻行政首长负责制，以防为主、防抢结合；全面部署、保

证重点；统一指挥、统一调度；服从大局、团结抗洪；工程措施

和非工程措施相结合，尽可能调动全社会的积极因素。

防洪工作实行全面规划、统筹兼顾、预防为主，综合治理，

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的原则。

1.4 编制依据

《犍为县防洪应急预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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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人民共和国防汛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城

市防洪应急预案编制大纲》《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四川省

河道管理实施办法》《水库大坝安全条例》《四川省水利工程管

理条例》《四川省大中型水库调度运行计划》《四川省防汛抗旱

应急预案》《乐山市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四川省防汛

警戒水位保证水位分析成果》《乐山市防洪抗旱应急预案（2022

年修订版）》等国家、省、市相关法律、法规、政策、成果，并

结合犍为县实际，制定本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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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适用范围

该预案的编制是以全县各行各业的防汛抗洪工作为出发点，

以保护全县人民在汛期的生命财产安全为目的，因而其适用范围

为全县各部门及 15 个镇，江河、水库、城镇、煤矿企业、山地灾

害、河心洲坝等。

1.6 指导思想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要坚持底线思维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指示精

神，认真贯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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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害风险转变的“两个坚持、三个转变”防灾减灾救灾新理念，牢

固树立灾害风险管理意识，全面提升全社会抵御自然灾害的综合

防范能力。准确把握新时代、新方位，科学谋划防汛事业新发展。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统筹推进防汛减灾工作，实现由洪水控制向

洪水管理转变，强化灾害风险防范措施，加强灾害风险隐患排查

和治理，健全统筹防洪协调机制，落实责任、整合资源、统筹力

量，全面提高防洪减灾综合能力和现代化水平。

1.7 工作原则

1．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努力实现由控制

洪水向洪水管理转变，不断提高防汛现代化水平。

2．防汛工作实行各级人民政府行政首长负责制，统一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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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级分部门负责。坚持因地制宜，城乡统筹，突出重点，兼顾一

般，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

3．坚持以确保城镇安全度汛，为经济建设持续发展和保持社

会稳定提供防汛除涝安全保证为首要目标，实行“安全第一，常

备不懈，以防为主，防抗结合”的原则。

4．坚持依法防汛，实行公众参与，军民结合，专群结合，平

战结合。

5．坚持在防洪保安的前提下，尽可能利用洪水资源；以法规

约束人的行为，防止人对水的侵害，既利用水资源又保护水资源，

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1.8 编制水平年

此防洪应急预案编制年限为 5 年，因此，涉及部门的电话号

码和责任人及手机号码一年一定，在每年汛前由县防办另行公布。

各水库具体预案一年一定（包括人员、工程实际情况、抢险措施），

各部门预案自行遵照编制，改编调整每年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局

部调整，其中的原则、方针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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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犍为县概况

2.1 自然地理

2.1.1 地理位置

犍为县位于四川盆地西南部，岷江下游，岷江河从县境中部

穿过，地理坐标位于东经 103°45′35″至 104°11′48″，北纬

29°01′02″至 29°27′47″之间。东北与荣县交界，东南与宜

宾毗邻，西南与沐川相连，西北同沙湾和五通桥区接壤，东西长

45 千米，南北长 45.5 千米，幅员面积 1375.48 平方公里。

2.1.2 地形地貌

县境内呈东北、西南高，东南低，西部梁家山是我县境内最

高峰，海拔高程 1047 米，最低为南部新民镇板桥，海拔高程 305

米，岷江东面为乌抛山东系（又称铁山系），海拔最高点为 732

米，县境内丘、坝、山皆具。平坝占 6%，丘陵占 76%，山占 18%。

2.1.3 气象水文

1．气象

犍为县属亚热带湿润气候区，季风环流是影响全县气候的主

要因素。主要气候特点是：气候温和，四季分明，无霜期达 334

天，雨量充沛，日照较差。四季特点：春季气温回升早，夏季光

照、热量、降水同步递增到极盛，时有洪涝，秋季气温下降快，

绵雨多，日照少，冬季较暖和、多雾、少霜。根据犍为县气象站

资料统计，多年平均气温 17.5℃，历年极端最高气温为 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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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端最低气温为-2.6℃，多年平均降水量为 1185.7 毫米，多年平

均日照时数 1007.2 小时，最大一日降雨量为 180.0 毫米。多年平

均相对湿度 81%，多年平均风速 1.5 米/秒，历年最大风速 19.0

米/秒。

2．水文

犍为县位于岷江下游，洪水主要由暴雨形成。洪水的季节变

化与暴雨季节相应。

岷江流域暴雨多出现在各年的 5—9 月，大暴雨出现时间，上

游多在 6—7 月，中、下游多在 7—8 月。一次暴雨历时，汶川以

上约 3 日，汶川以下 3—5 日，主雨峰历时约 1—2 日。

岷江中、下游汛期洪水，主要由暴雨形成，洪水发生时间与

暴雨相应，洪水量级的大小受鹿头山暴雨和青衣江暴雨的影响。

若青衣江暴雨区内的南河、青衣江及大渡河干流与岷江干流洪水

同时遭遇，则岷江下游将会产生特大洪水，致使下游沿江城镇遭

受严重洪灾。岷江干流下游洪峰持续历时为半天左右。在岷江流

域，常有一次暴雨笼罩邻近流域的情况。如 1917 年岷江中、下游

特大洪水，青衣江上、中游亦为大洪水，下游则为特大洪水。1917

年大洪水就是在洪雅、雅安、邛崃、新津、彭山、夹江、乐山、

犍为、宜宾等地普降暴雨，南河、马边河、岷江同时涨水而形成

彭山以下，特别是乐山以下岷江干流出现特大洪水。据《洪水调

查》资料，这场洪水彭山洪峰流量为 15100 立方米/秒，平羌峡为

19600 立方米/秒，五通桥为 54000 立方米/秒。因五通桥以下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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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洪水加入不多，特别是马边河洪水不大，故洪峰略有削减，高

场洪峰流量为 51000 立方米/秒。

岷江流域内一次洪水的历时较长，洪水过程多为复峰。彭山

以下，沿江各支流相继加入，特别是大渡河、青衣江洪水注入后，

过程线更加肥胖，峰高量大，历时更长。据五通桥站 1966 年、1975

年、1981 年大洪水资料分析，一次洪水历时一般 6—16 天，峰顶

历时 3—4 小时，其中流量在 20000 立方米/秒以上时的持续时间

11—21 小时；据高场站 1961 年、1975 年、1981 年大洪水资料分

析，一次洪水历时一般 7—21 天，峰顶历时 5—6 小时。

2.1.4 河流水系

犍为县境内河流均属岷江水系，共有大小河流 27 条，集雨

面积大于 10 平方千米的河流有 17 条，其中：岷江、马边河属过

境河流，其余浏沧河、百支溪、响滩河较大，属常年性河流，其

它皆是源短水少的季节性河流，逢冬季便干涸断流。

岷江：发源于四川与甘肃两省交界岷山南麓，由乐山市五通

桥区流入县境内，经石溪镇、舞雩镇、玉津镇、清溪镇、孝姑镇、

铁炉镇后入宜宾，县境内流长 53.7 千米，流域面积 1375.4 平方

公里，落差 27 米，平均比降 0.5‰，多年平均过境水量 769.7 亿

立方米，一般情况下水深 7—15 米，枯水期（每年 11 月至次年 4

月）平均流量为 430.6 立方米/秒，洪水期（每年 5—10 月）平均

流量 22000 立方米/秒，洪水最大流量为 1917 年 51800 立方米/

秒，达百年一遇，县境段通航条件好，是全年性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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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边河：马边河是岷江下游右岸一级支流，上源名挖黑河，

发源于凉山州美姑县境内的椅子垭口附近，由西向东流经挖黑、

树窝、挖黑口，于老河口纳入先加普河后，转向东南流，在两河

口与高卓营河汇合后继而折向东北，经马边县城、荣丁乡、利店

镇、舟坝镇、黄丹镇等乡镇东流，由沐川县黄丹镇流入犍为县境，

经芭沟镇、双溪镇、石溪、清溪镇在玉津镇河口汇入岷江，县境

内流域长 33.1 千米，县境内流域面积 266.67 平方千米，沿途接

纳小溪 11 条。多年平均过境水量为 37.88 亿立方米，最大洪水流

量 6970 立方米/秒，最枯流量 28.9 立方米/秒，多年平均流量为

126.6 立方米/秒，县境内落差 45 米，平均比降 1.2‰，水力资源

丰富，县境内已建坛罐窑电站一座，主要支流有马庙溪、韩家河、

洛江溪等。

全县河流除岷江、马边河外，皆属幼类型，其特点是河道弯

曲迂回，流量随降水变化而变化，水系发达，水源丰富，水质较

好。

2.2 社会经济

全县耕地面积 401918 亩，其中田 305687 亩、土 96231 亩、

人均耕地 0.70 亩，国民生产总值 1338279 万元。其中：第一产业

238338万元，第二产业733704元（工业710843万元、建筑业39879

万元）、第三产业 366237 元。工农业总产值 1190582 万元，其中：

工业总产值 954278 万元（规模以上工业 910804 万元）农业总产

值 420698 万元（农业 178264 万元、林业 15811 万元、牧业 211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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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渔业 12726 万元、农业服务业 2842 万元）。

2.3 灾害情况

2.3.1 江河洪水灾害

犍为县江河溪流众多，属岷江水系，上游大渡河、青衣江、

岷江在市中区汇流后经五通桥区于石溪镇河西村进入我县境内。

沿江两岸多河心洲岛和岸边坝，当洪水达到一定的量级时，易对

我县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危害，形成洪灾。

江河洪水灾害造成：农作物被淹没、冲毁；土地被洪水冲走；

洪水对河堤造成堤基淘刷，堤面变形，冲垮堤身；对房屋造成威

胁，部分房屋因高程低而被淹没、冲毁；对人民生命构成威胁，

部分河心洲坝高程低，转移难度大；对林、牧、渔业造成危害；

对工业、交通业等构成损失。

洪水具有水文现象的自然性，但当威胁或破坏人类的正常生

产、生活时，则成为灾害，我县洪水属暴雨洪水，洪灾不仅发生

的频率多、范围广，而且影响比较深远，所以掌握和熟悉每条河

流，洪水灾害发生的实况和规律，是规划和决策防洪的重要因素。

2.3.2 暴雨灾害

全县暴雨多发生在 7—8 月，发生频率也很高，每年均有 3—

5 次，而且强度大，点多面广，持续时间长，涉及了全县 15 个镇，

暴雨引发洪水、山地灾害，直接危害到农作物以及农业生产，并

对工业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做好暴雨的预报和监测工作相当重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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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 山地灾害

全县山区比重大，地形地貌、地质以及水文气象等自然条件

复杂，汛期一些山区易发生山洪、泥石流、岩崩、滑坡灾害。由

于这类灾害来势猛，成灾快，危害大。它不仅毁坏农田、公路、

水利水电、工矿设施、堵塞江河，甚至威胁城镇和村庄的安全。

2022年据县自然资源局普查统计，全县还有1处地质灾害隐患点；

据县水务局统计，全县有 116 处山洪灾害隐患点。

2.3.4 历史洪灾情况

根据历史洪水调查和建国以来水文部门实测洪水资料，岷江

下游河段近百年发生的大洪水有 1917 年、1931 年、1936 年、1948

年、1955 年、1961 年、1981 年、1989 年、1995 年、2020 年，其

中以 1917 年为首大洪水。灾情有代表性的年份叙述如下：

1917 年 7 月 21 日（农历六月初三），“犍为骤雨如注，大

小河水涨数丈，田土人畜被害甚巨。实百年未有之奇灾。当日洪

水穿城夜半交汇于大什字街始退，城垣冲塌二百五十八丈，洪水

毁坏了旧城、县佐署、看守所、书院、清紫荣官、清三元官和南

门外石头桥等处”。在新民场洪水调查的洪水流量为 50500 立方

米/秒，是超百年一遇的特大洪水。

1936 年 8 月 1 日，“犍为日前江水暴涨，犍城进水，北至天

主堂，南至考棚，几成泽囤。西门外之水淹至濠山坝，县看守所

墙倒塌。沿江百里内外、禾苗牲畜损失甚巨”。在新民场洪水调

查的洪水流量为 37500 立方米/秒，是超过 20 年一遇的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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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 年，“犍为 7 月 13 日晚至 7 月 14 日上午 10 时大雨，

岷江、马边河河水猛涨，岷江洪水超过危险水位，14 日洪水入县

城。全县受灾 18 个乡镇 35 个村，灾民 2 万余人。粮食和经济作

物损失甚大。在新民场洪水调查的洪水流量为 33700 立方米/秒，

是近于 20 年一遇的洪水”。

1961 年 6 月 28 日至 6 月 29 日，“犍为岷江上游涨水、县境

暴雨连日，沿河两岸被淹没，福星门外水位 13.34 米，洪峰流量

36200 立方米/秒。全县 12 个公社 36 个生产大队受灾，淹没耕地

1.7 万亩，粮食减产 350 万斤，冲垮山坪塘 36 口，房屋 2774 间，

死 6 人”。该年洪水为 20 年一遇。

1981 年 7 月 14 日，“犍为大雨，岷江河水暴涨，县城福星

门外水位 12.6 米，超危险水位，沿江 169 个村民组受灾，冲刷土

地 1980 亩，民居 364 间，及 26 个企事业单位被淹，损失 170 万

余元”。该次洪水五通桥水文站洪峰流量为 26400 立方米/秒，近

于 10 年一遇洪水。

1982 年 9 月 6 日，“犍为岷江上涨水，县城遭暴雨袭击，洪

水猛涨，福星门外水位 11.25 米，流量 2.2 万立方米/秒，定文、

罗城、龙孔、石溪、孝姑、新民等乡、镇 256 个生产大队 2567

人受灾，冲毁塘堰 47 处，桥梁 12 座，房屋 1281 间，死亡 11 人”。

2020 年 8 月 17 日 17 时起，岷江犍为段超出警戒流量，马边

河汇入岷江以下流域最大流量超过 4.2 万立方米/秒。其中，岷江

在马边河未汇入段最大过境流量达 3.8 万立方米/秒，超出警戒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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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2.1 倍,直至 8 月 19 日 10 时才降至警戒流量 1.77 万立方米/

秒以下；最高水位 329.4 米，超出警戒水位 4.4 米，超过警戒水

位时长达 41 个小时。据统计，截至 8 月 24 日，此次特大暴雨洪

涝灾害共造成我县15个镇151541人受灾，岷江、马边河沿岸86.8

公里以及河心洲坝和岸边坝共 19 个全部淹没，县城区三分之二以

上被淹。受损住房 545 户，房屋倒塌 268 间、严重损坏 631 间、

一般损坏 983 间，犍为新型工业基地石马坝和新民板桥园区整体

淹没，孝姑园区低洼地段新建基础设施全部淹没，淹没受损企业

和大型商超等 81 户、商铺 1000 余间。农作物受灾 5.86 万亩，其

中绝收1.65万亩,因耕作层被冲毁导致无法耕种面积达1.41万亩。

全县多个地区电力、通讯、供水中断，停运电力线路 43 条、台区

1354 个，停电用户 14.6 万户；多处水利设施、道路交通严重受

损，城区滨江路堤防和景观全部被冲毁，国省干道、地方道路受

损 69.73 公里、中断 16 处，损毁堤防 15.75 公里、机耕道 597

公里，受损渠道 114.3 公里，损毁提灌站 44 座，淹没受损学校

24 所。转移安置群众数量大，此次洪灾紧急转移安置 20323 人，

其中集中安置8533人，分散安置11790人，过渡性生活救助12627

人。洪涝灾害直接经济损失共计 18.73 亿元。

2.4 防洪体系现状

2.4.1 江河堤防

全县已建江河堤防、护岸 43.822 公里，其中：岷江 35.733

公里，占 81.5%，马边河 7.69 公里，占 17.5%，达到 20 年一遇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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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标准的 38.1 公里，达到十年一遇防洪标准的 5.16 公里。

2.4.2 水库

我县水库 75 座，其中：中型水库（新店水库、三岔河水库、

太平寺水库）3 座、小（一）型水库 16 座，小（二）型水库 56

座。按坝体类型分为土坝 64 座、石拱坝 11 座，溢洪道是水库的

主要泄洪方式。目前，已完成 74 座水库除险加固整治。

2.4.3 山坪塘、石河堰

全县有山坪塘 1846 座，完成除险加固整治的 620 座，石河堰

319 座。这些塘堰工程在建设过程中，由于无详细资料（水文、

地质资料不详），且纯属群众性工程，工程质量无法得到保证，

后期运行之中因资金问题，大多数病险山坪塘、石河堰未治理，

防汛形势严峻。

2.4.4 水力发电站

县境内水资源丰富，多年平均降雨量 1185.7 毫米，除岷江外，

尚有 26 条溪河。全县水能资源理论蕴藏为 4.2 万千瓦，可开发利

用水能资源 3.2 万千瓦，占蕴藏量的 77.9%。迄今为止，分别在

马边河、浏沧河、沐溪河 3 条溪河上建水电站 8 处，装机 18 台，

容量 25415 千瓦，占可开发量的 41.02%，年发电量 8050 万千瓦

时，年人均占有电量 152.0 千瓦时。

2.4.5 岷江犍为航电枢纽工程

岷江犍为航电枢纽工程是岷江下游河段（乐山—宜宾段）的

第三个梯级，是以航运为主，结合发电，兼顾供水、灌溉的水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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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综合利用工程。坝址位于四川省乐山市犍为县城上游 3 千米处，

其下游 1.45 千米处为犍为大桥，距乐山市 57 千米，距成都市 144

千米。

岷江犍为航电枢纽工程正常蓄水位 335.00 米，水库总库容为

2.27 亿立方米，总装机容量为 9×55.6=500 兆瓦，工程规模属大

（二）型，其永久性水工建筑物的主要建筑物为 2 级，次要建筑

物为 3 级，临时建筑物为 4 级。主要建筑物设计洪水标准均采用

100 年一遇设计、1000 年一遇校核，消能防冲建筑物按 50 年一遇

设计。

枢纽工程主要水工建筑物采用一字型布置，从左至右依次为：

左岸重力坝、鱼道、发电厂房、右储门槽坝段、泄水闸、船闸、

右岸重力坝等。坝顶高程为 342 米，最大闸高 37 米，枢纽坝轴线

总长 1094.55 米。目前枢纽已正常蓄水运行。

2.4.6 防洪标准

全县水库防洪标准是：新店、三岔河、太平寺三座中型水库

为 100 年一遇设计、1000 年一遇校核，16 座小（一）型水库为

30 年一遇设计、300 年一遇校核，56 座小（二）型水库为 20 年

一遇设计、200 年一遇校核，全县水库防洪标准全部达标。

县城防洪标准为 20 年一遇，镇河段防洪标准为 10 年一遇，

重点企业、工业园区等根据保护对象具体确定防洪标准。

2.5 重点防洪区域

犍为县重点防洪区域包括：犍为县城区，石溪镇、舞雩镇、



— 20 —

玉津镇、清溪镇、孝姑镇、铁炉镇六个沿河重要乡镇，全县 8 个

河心洲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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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组织体系及工作职责

3.1 县级组织体系

3.1.1 县防汛抗旱指挥部设置原则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按照“统一指挥、分级负

责、属地为主”的原则，犍为县人民政府调整完善了犍为县应急

委员会，下设犍为县防汛抗旱指挥部，负责组织领导全县的防汛

抗旱工作，其日常办事机构犍为县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以下

简称县防办）设在县水务局。县防汛抗旱指挥部在省、市防汛抗

旱指挥部和县委、县政府及县应急委的领导下，领导和组织全县

防汛工作。

3.1.2 县防汛抗旱指挥部组织机构

县防汛抗旱指挥部由总指挥、指挥长、副指挥长及有关成员

单位组成。

总指挥长：县政府县长

指挥长：分管应急副县长、分管水务副县长，

第一副指挥长：人武部部长

副指挥长：县政府办主任、县应急局局长、县水务局局长

防指成员单位：县政府办、县人武部、县水务局、县应急局、

县发展改革局、县自然资源局、县经济信息化局、县公安局、县

财政局、县交通运输局、县住房城乡建设局、县卫生健康局、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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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象局、县农业农村局、县教育局、县航电管理局、县文化体育

旅游局、县民政局、县政府新闻办、县粮食储备中心、县消防救

援大队、乐山川犍电力有限责任公司、电信犍为分公司、移动犍

为分公司、联通犍为分公司等单位

县防汛抗旱指挥部成员单位和成员根据工作需要适时进行调

整。

县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主任由县应急局局长、县水务局局

长兼任，副主任由县应急局、县水务局、县自然资源局、县住房

城乡建设局、县气象局分管负责同志兼任。（县水务局负责三、

四级响应的应对，县应急局负责一、二级响应的应对；县水务局

主抓防治前端，具体负责防汛责任落实和责任人公示、监测预警、

汛前准备、防汛减灾督导、隐患排查整治、防治工作宣传、“三

单一书”“两书一函”机制建立与实施、水库电站防汛、河心洲

岛防汛、山洪防治、防汛总结考核等，县应急局配合；县应急局

主抓抢、救，具体负责预案修编、演练、统筹救援队伍物资装备、

工作规则修订、督促指导受灾群众安置、组织机构调整完善、“抢、

救”工作宣传等，县水务局配合；县水务局、县应急局共同负责

培训、表扬、研判、调度、信息、调查评估、指挥部会议、值班

值守等。）

有防汛任务的镇设防汛抗旱指挥部，由主要负责人担任指挥

长，并明确与防汛工作任务相适应的工作人员，在县防汛抗旱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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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部的领导下，负责本区域防汛工作。

有防汛任务的行政村、城镇社区设防汛抗旱工作小组，由行

政村、社区主要负责人担任责任人，兼任山洪灾害防御责任人，

在镇防汛抗旱指挥部的领导下，负责本区域防汛工作。

有关水利工程管理单位、在建涉水工程建设单位、有防汛任

务的大中型企业，应组建专门机构，负责本单位的防汛工作。

3.1.3 县防汛抗旱指挥部领导职责

总指挥：担任全县防汛抗旱工作行政责任人，全面领导、指

挥全县防汛抗旱工作，对防汛抗旱工作负总责。

指挥长：协助总指挥组织、指挥、协调全县防汛抗旱工作。

分管应急的副县长负责防汛抗旱应急救援能力的建设、灾后恢复

重建等工作；分管水务的副县长负责县防汛抗旱指挥部日常工作；

完成总指挥安排的其他任务。

第一副指挥长：协助总指挥、指挥长落实防汛抗旱各项决策

部署和工作要求。负责组织指挥所属部队和民兵、协调驻犍解放

军和入犍支援部队开展抗洪抢险、营救群众等防汛抗旱行动。完

成总指挥安排的其他任务。

副指挥长：协助总指挥、指挥长落实防汛抗旱各项决策部署

和工作要求，负责县防办工作。县水务局局长统筹“防”和“治”，

做好防御洪水应急抢险的技术支撑和保障工作；县应急局局长统

筹“救”，协同做好“防”和“治”相关工作。完成总指挥安排

的其他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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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 县防汛抗旱指挥部职责

县防汛抗旱指挥部负责组织、协调和指导全县防汛工作。主

要职责是：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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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应急救援等重要论述

精神，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严格执行中央、国务院、国家防总、省委、省政府、省防汛抗旱

指挥部、市委、市政府和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关于防汛的方针政策

和重大决策部署。

2.贯彻落实县委、县政府关于防汛工作的决策部署，分析研

判全县防汛形势，部署水灾防御和应对处置工作并监督执行。

3.建立健全防汛责任落实“三单一书”、责任督促“两书一

函”、“四不两直”督查等工作机制，构建分工明确、责任清晰、

配合紧密的职责体系，形成统一指挥、高效协同、无缝衔接的“防

抗救”一体化格局，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更快反应、更好效

果做好防汛工作。

4.督促指导工程治理和非工程措施建设；完善防汛体系，提

升全县防灾减灾能力；督促指导做好思想、责任、措施落实等汛

前准备工作；汛期组织会商研判，加强监测预警。

5.督促指导防汛突发事件应对处置工作，适时启动防汛应急

响应，科学调度洪水，及时处置险情、灾情；及时发布重大、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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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重大或影响较大的防汛相关信息。指导乡镇对未达到响应级别

的防汛突发事件的处置工作。

6.负责组织指挥重大水灾突发事件的应对处置工作。特别重

大水灾突发事件发生后，在国务院、省、市工作组和县委县政府

领导下开展应对处置工作。

7.建立完善法规制度、预案体系，加强宣传培训演练，提升

群众防灾减灾意识。

8.完成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县委县政府交办的其他工作。

3.1.5 县防办职责

县防办承担县防汛抗旱指挥部日常工作，组织、协调、指导、

监督全县防汛抗旱工作。负责检查督促各镇防汛抗旱指挥部（办）

认真贯彻县委、县政府和国家防总（办）、省防汛抗旱指挥部、

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县防汛抗旱指挥部的工作部署情况。负责县

防汛抗旱指挥部各成员单位综合协调工作，及时沟通、共享相关

信息，向县防汛抗旱指挥部提出重要防汛抗旱指挥、调度、决策

意见。建立完善防汛抗旱工作机制。安排部署各级各部门汛前准

备工作并组织开展督促检查，负责本级相关防汛抗旱责任人的汇

总上报并公示。组织开展防汛抗旱值班值守、会商调度、隐患排

查、督导检查工作。组织防汛抗旱应急预案的编制及修订；组织

开展防汛抗旱综合演练工作；统计、核实、上报和发布洪涝灾情。

统筹防汛抗旱宣传和信息报送、发布工作；发布县委、县政府相

关重大决策部署和重大汛情和防汛动态等。负责县防汛抗旱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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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会议组织、文件起草、简报编印、档案管理等工作。完成县委、

县政府和县防汛抗旱指挥部交办的其他工作

3.1.6 县防汛抗旱指挥部成员单位职责

县防汛抗旱指挥部成员单位是县防汛组织领导体系的重要组

成部分，应根据职责分工，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密切协作，确

保防汛抗旱各项工作任务高质量完成。各成员单位主要职责是：

县政府办公室：负责督促协调全县防洪度汛工作。

县人武部：负责组织、指挥县、镇武装部队和民兵预备役部

队担负抗洪抢险、营救群众、转移物资和执行重大防洪任务；负

责抗洪抢险队伍培训和冲锋舟管理；负责衔接部队参与应急抢险

救援工作。

县发展改革局：将重大防汛工程项目建设列入国家基建计划；

负责防汛抢险麻袋及救灾物资的储备、调拨和供应。

县经济信息化局：负责协调通信运营单位，保障防汛信息安

全畅通;负责电力调配，保障防汛抢险、排涝、救灾电力供应的紧

急调度；负责水电站防汛安全管理，组织编制、审查所辖水电站

汛期调度运用计划和防汛抢险应急预案并督促实施;负责检查、督

促有关企业度汛安全以及非煤矿山防洪度汛安全，编制防洪应急

预案，并督促实施。

县公安局：负责维护防汛抢险救援安置等秩序维护和灾区社

会治安管理和安全保卫工作；依法打击造谣惑众和偷窃、破坏防

汛设施的犯罪活动;协助疏散撤离受威胁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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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财政局:负责筹集和安排防汛抗旱救灾抢险、水毁水利工程

修复及维护防洪工程、储备抢险物资所需经费；及时调拨上级安

排的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应急救灾、水毁经费并监督使用。

县自然资源局：负责实施因雨洪引起的地质灾害勘查、监测

和防治；制定并实施突发性地质灾害的抢险救灾方案。

县住房城乡建设局：负责县城区排涝设施的维修维护和县城

区内涝的抢险救灾工作；负责灾区住房安全评估和规划重建工作。

县交通运输局：负责抢险和撤离人员所需车辆、船舶储备；

负责公路、港口、航道、渡口、码头等预警信息发布;负责汛期船

只安全度汛管理。

县水务局：会同县应急局共同承担县防办日常工作，负责全

县水灾防治工作；负责统筹未启动防汛应急响应时和启动三级、

四级防汛应急响应后的全县水灾应对处置工作；负责指导各地对

一般水灾突发事件的处置工作；负责承担防御洪水应急抢险的技

术保障工作；负责协助编制完善《犍为县防汛应急预案》；负责

落实综合防灾减灾规划相关要求，组织编制并实施水灾防治规划

和防护标准；承担水情监测预警工作；组织编制全县重要江河湖

泊和重要水工程的防御洪水调度和应急水量调度方案，按程序报

批并组织实施；负责指导、协调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移民安全度

汛工作；协助建立灾情报告制度；负责督促指导水利工程设施、

设备安全运行、应急抢护；负责防洪工程安全和监督管理；负责

组织指导山洪灾害防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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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农业农村局：负责组织开展农业、林业、畜牧业、渔业的

救灾指导和技术服务及灾后生产恢复重建工作;组织全县农业行

业救灾物资的储备、调拨和管理工作。

县卫生健康局：负责组织灾区医疗救护和卫生防疫工作，预

防和控制疫情的发生与流行；负责救灾减灾药品储备；组织实施

重大灾情下药品器械、医护人员的紧急调度。

县应急局：会同县水务局共同承担县防办日常工作，负责统

筹启动一级、二级防汛应急响应后的全县灾情应对处置工作；负

责灾情突发事件的应急抢险救援工作；负责协助指导各地对一般

灾情突发事件的处置工作；负责协助全县灾情防治工作；负责编

制完善《犍为县防汛抗旱应急预案》；负责洪涝灾区群众的生活

救助，督促、指导各级应急救援演练；组织开展综合监测预警，

承担洪灾综合风险评估工作；负责落实灾情报告制度，提交县防

汛抗旱指挥部依法统一发布灾情；统筹调度全县防汛物资、应急

抢险救援队伍。

县教育局：负责学校区域内防洪安全及人员转移工作;组织学

生开展防洪安全演练。

县文体旅游局：负责旅游景区山洪灾害防御工作，及灾害发

生时人员疏散转移工作。

县航电管理局：负责协调岷江航电犍为枢纽和龙溪口枢纽防

洪度汛工作;负责本行业系统内防汛安全管理。

县政府新闻办：负责防汛工作的宣传报道;负责防汛舆论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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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监督管理。

县气象局：负责气象信息的预警预报以及降雨量的收集上报

工作。

县民政局：指导各类社会组织、志愿者规范开展救灾捐赠工

作，及时做好统计、分配、使用、公示和反馈等工作；督促指导

各地及时将符合条件的受灾群众纳入临时救助或最低生活保障。

县粮食和物资储备中心：负责救灾粮食物资储备。

县消防大队:服从指挥部调度，参与防汛抢险救灾。

川犍电力公司：负责输电线路检查抢修，保障电力畅通。

移动犍为分公司：负责通讯线路检查抢修，保障通讯畅通。

电信犍为分公司：负责通讯线路检查抢修，保障通讯畅通。

联通犍为分公司：负责通讯线路检查抢修，保障通讯畅通。

3.2 镇防汛抗旱指挥部

全县各镇均成立镇防汛抗旱指挥部，由镇主要负责人担任指

挥长，并明确与防汛工作任务相适应的工作人员，在上级防汛抗

旱指挥部和本级人民政府的领导下，负责所辖镇防汛工作。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防汛工作实行各级人民政府行政首

长负责制，地方各级行政首长在防汛工作方面的主要职责是：

1．执行防汛抗旱指挥部挥部防汛抗旱指挥部令，负责做好

本镇的防汛抗洪、防汛宣传和思想动员工作，增强各级干部和广

大群众的水患意识。

2．根据流域总体规划，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广泛筹集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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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本地区防洪工程建设，不断提高抗御洪水的能力，负责督促

本镇重大清障项目的完成。

3．负责组建本镇常设防汛办事机构，协调解决防汛抗洪经

费和物资等问题，确保防汛工作顺利开展。

4．组织有关部门制订本镇主要江河，重要防洪工程，城镇

及居民点的防御洪水的各项措施预案（包括运用蓄滞洪区），并

督促各项措施的落实。

5．掌握本镇汛情，及时做出部署，组织指挥当地群众参加

抗洪抢险，坚决贯彻执行上级的防汛调度命令。在防御洪水设计

标准内，要确保防洪工程的安全，遇超标准洪水要采取一切必要

措施，尽量减轻洪水灾害。切实防止因洪水而造成大量人员伤亡

事故，重大情况及时向上级报告。

6．洪灾发生后，组织各方面力量迅速开展救灾工作，安排

好群众生活，尽快恢复生产，修复水毁防洪工程，保持社会稳定。

7．各镇人民政府主要负责人对辖区内防汛工程必须负起责任，

确保安全度汛，防止发生重大灾害损失。如因思想麻痹、工作疏

忽或处置失误造成重大灾害后果的，要依法追究其责任。

3.3 行政村（社区）防汛抗旱工作领导小组

行政村（社区）设村（社区）防汛工作领导小组，由行政村

主要负责人担任责任人，兼任山洪灾害防御责任人。

3.4 防汛队伍

为取得防汛抢险斗争的胜利，除发挥工程设施的防汛能力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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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组织好防汛抢险队伍，确保队伍“召之即来，来之能

战，战之能胜”。全县共组建各类防汛抢险队伍 33 支 1340 人。

1．专业队：专业队是防汛抢险的技术力量，由河道堤防、

水库等工程管理单位的人员、护堤员、养护班等组成。平时根据

养护掌握的情况，分析工程的抗洪能力，划定险工、险段的部位，

做好出险时抢险准备。我县防汛专业队主要是由县水务局专业技

术人员，水库管理人员组成，为抗洪抢险提供技术支持。

2．常备队：常备队又称防汛基干班，是群众性防汛队伍的

基本组织形式，人数比较多，由沿江两岸，水库工程范围的乡、

村、城镇街道居民的民兵或青壮年组成，加强常备队的建设管理

是做好防汛工作的一个重要环节。

3．预备队：预备队是防汛的后备力量，当防御较大洪水或

紧急抢险时，为补充加强一线防守力量而组建的，人员条件和范

围更宽一些，必要时可以扩大到距河道堤防、水库较远的镇和城

镇，各有关单位应按此原则建立预备队，落实到户到人。

4．抢险队：抢险队在抢护工程设施脱离危险时的突然性，

关系到防汛的成败，这项活动既要迅速及时，又要组织严密，指

挥统一，由群众防汛队伍中选拔有抢险经验的人员组成抢险队，

配合专业队投入抢险。

5．机动抢险队：为提高抢险效果，在一些主要江河堤段和重

点工程可建立训练有素、技术熟练、反应迅速、战斗力强的机动

抢险队，承担重大险情的紧急抢险任务。我县机动抢险队由驻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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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队、武警部队、消防大队组成，人员约 2600 人。

3.5 防汛物资

防汛使用的主要物料有麻袋、水泥、编织袋、铅丝、竹料、

木材，救生以船、汽柴油、货运汽车、探照灯等。根据防汛抢险

以及工程防洪标准和质量及运行情况，易出险的部位和下游保护

对象等情况，检查所备防汛物料品种是否齐全，数量是否满足需

要，堆放地点是否合理及库房是否安全等，汛前要对机械设备、

照明和救生设备等检查清理，并进行检修和测试，确保险情发生

时，物资拿的出，用的上。

防汛物资的储备为自储与代储两种形式，有防汛任务的防汛

抗旱指挥部成员单位、镇等要按照《防汛物资储备定额编制规程》

要求，备足备齐防汛抢险物资。采用代储方式的，要与储备单位

签订代储协议，落实代储物资，确保抢险救灾时代储物资的及时

调拨。

3.6 应急联动机制

当县内发生洪涝灾害时，各镇、防汛抗旱指挥部成员单位应

及时将有关情况向县防汛抗旱指挥部报告，并由县防办整理后上

报县委、县政府、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同时通报县应急委办公室、

县防汛抗旱指挥部各成员单位，由县防汛抗旱指挥部统一组织抗

洪抢险。各相关部门应当按照《犍为县防汛应急预案》和各防汛

专业预案要求，开展相应工作。



— 33 —

第 4 章 预防与预警

4.1 防汛监测与信息收集

防汛信息的收集、监测和预警按统一渠道，分级、分区域、

分专业的原则实施。各职能部门应按照职责和分工分别对我县防

汛信息进行监测、收集、核实、上报和管理。

4.1.1 气象信息

县气象局要利用各种现代化手段为全县防汛工作提供长、中、

短期天气，暴雨、大暴雨天气预报和实时降雨情况等气象信息。

加强灾害性天气的监测和预报，对重大气象灾害作出评估，

并将结果及时报送县防汛抗旱指挥部成员单位。当有可能发生灾

害性天气时，要加强与上级和周边地区气象部门的会商，滚动预

报最新气象变化趋势，并及时报送县防汛抗旱指挥部。

4.1.2 水情信息

根据乐山水文水资源勘测局提供的影响控制我县各水文站的

实时水情和雨情信息。岷江犍为段洪水预警预报以五通桥水文站

为控制站，马边河犍为段洪水预警预报以清溪水文站为控制站，

县防办值班人员通过网上查询，可查阅岷江、马边河实时水情，

为防汛的指挥调度提供依据。其它中小河流无水文监测站点，水

情预报主要以实时监测为防汛抗旱指挥部挥调度提供依据。

4.1.3 工程信息

工程信息由工程主管部门负责收集上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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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堤防险情

（1）堤防险情

险情类型：堤防管涌、渗水、漏洞、滑坡、跌窝、裂缝、坍

塌、陷坑、漫溢、决口、穿堤建筑物出险等险情。

险情发生时间、位置、范围及相关指标。

险情发生时气象、水情情况及发展趋势。

堤防决口影响的范围、人口、重要设施情况，受威胁地区人

员转移情况。

（2）堤防基本情况

堤防名称、等级、标准、所在江河位置（具体到村），警戒

水位、保证水位，堤顶高程、堤防高度及断面情况。

（3）堤防抢险情况

抢险组织、指挥，抢险物资、器材、人员情况，已采取的措

施及抢险方案，险情现状及发展趋势。

2．水库险情

（1）水库险情

水库名称、所在位置（具体到村）和所在流域；险情发生时

间、位置、类型；水库出险时及最新库水位、库容、入库流量、

出库流量等；水库出险对下游影响及人员转移情况。

（2）水库基本情况

水库防汛行政负责人、防汛抗旱指挥部挥调度权限、汛期调

度运行计划、防洪抢险应急预案等情况，水库集雨面积、总库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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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坝及主要泄洪设施情况，建设时间，是否为病险水库，水库有

关特征值。

（3）水库抢险情况

抢险组织、指挥，抢险物资、器材、人员情况，已采取的措

施及抢险方案，险情现状及发展趋势。

3．山洪地质灾害

（1）山洪地质灾害基本情况

灾害发生的时间、地点、种类（山丘区洪水、泥石流或滑坡）

及规模，影响程度和范围，预警情况。

人员伤亡情况及伤亡原因分类，人员围困情况，主要水利工

程（尤其是水库）、重要基础设施损毁及财产损失情况。

（2）灾害发生地雨情、水情

包括降雨范围、强度和时间及预报情况，洪水水情。

（3）采取的主要措施

山洪地质灾害防御预案执行情况及人员转移安置情况。

4．城市受淹

（1）城市进水基本情况

城市进水时间及持续时间。城区受淹面积及占城区面积比例，

最大水深；进水城市当前情况；进水城市地理、地形特征，防洪

工程概况（堤防名称、级别，堤顶高程，防御标准及所在江河的

警戒水位、保证水位等）。

（2）城市受淹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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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降雨范围、强度、历时；以及导致城市进水的河流控制

站水情（洪峰水位、相应流量和洪水量级）、城市受淹原因（内

涝、山洪、堤防决口、漫堤等）。

（3）基础设施运行及损毁情况

洪水对城市电力、供水、供气、交通、通信等正常运行所造

成的不利影响，以及基础设施损毁和财产损失等情况。

（4）人员被洪水围困情况

被洪水围困人员的人数、围困的地点、围困的时间、有无生

命危险、是否需要转移安置，被围困人员现状及转移安置、卫生

防疫等情况。

4.1.4 洪涝灾害信息

1．洪涝灾害信息主要包括：灾害发生地点、时间、范围、受

灾人口以及群众财产、农林牧渔、交通运输、邮电通信、水电设

施和市政基础设施等方面的损失。

2．洪涝灾情发生后，受灾地防汛抗旱指挥部及有关部门应主

动收集动态灾情，全面掌握受灾情况，并及时向同级人民政府和

县防汛抗旱指挥部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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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小时内将初步情况报县防办，

并实时组织核实灾情，核实后及时上报，为抗灾救灾提供准确依

据。

4.1.5 加强防汛值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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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值班工作必须遵守“认真负责、及时主动、准确高效”的

原则。值班实行领导带班和工作人员值班相结合的 24 小时值班制

度。主汛期或江河发生超警戒水位或有较大险情、灾情等突发事

件时，带班领导应及时赶到县防办值班室处理应急事务；无汛情

时要保证 24 小时通讯联络畅通。

2．汇总及上报。各镇防汛办负责对水情、雨情、灾情等汛情

信息进行汇总、分析、整理，按照《水旱灾情统计报表制度》规

定向县防汛抗旱指挥部上报洪涝灾情。

4.1.6 防汛信息传递、共享和发布

由县防汛抗旱指挥部负责建立信息共享机制，由各镇、各相

关部门提供必要的基础数据。充分利用犍为县防汛信息指挥系统

对防汛信息进行收集、管理和传递，同时尽量与县应急联动系统

联动，实现数据的利用和共享。

4.2 预警预防行动

4.2.1 预警预防准备

1．思想准备。加强宣传，增强全民预防洪涝灾害和自我保护

的意识，做好防大汛抗大洪的思想准备。

2．组织准备。建立健全防汛组织指挥机构，完善防汛工作机

制。健全各级防汛行政首长负责制，针对江河、水库水电站、水

闸、泵站及城镇、山洪灾害危险区、地质灾害隐患点、旅游景区

景点、重要工矿企业、学校医院等人口密集区逐一落实防汛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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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人及监测预警、巡查转移、抢险救援责任人。加强防汛专业

机动抢险队伍建设。

3．工程准备。汛前防洪工程统计复查，按标准和状况分级分

类，提前摸清工程、危险区实时情况。加强防洪基础设施建设，

按时完成水毁工程修复和防洪工程建设任务，对存在病险的堤防、

水库、涵闸、泵站、排水管网等各类防汛工程设施实行应急除险

加固和维护、保养，保证防汛设施正常运行；对跨汛期施工的防

汛工程和涉河涉水工程，要编制安全度汛方案。

4．预案准备。修订完善各类江河湖库和城市防洪应急预案、

防洪工程调度规程、堤防决口和水库垮坝应急方案、山洪地质灾

害防御预案等。研究修订防御超标准洪水的应急方案。

5．物资准备。按照分级负责的原则，储备必须的防汛物资，

合理配置。在防汛重点部位储备一定数量的抢险物资，以应急需。

6．通信准备。充分利用社会通信公司，确保防汛通信专网的

预警反馈系统完好和畅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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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及时传递。

7．防汛检查。实行以查组织体系、查工程、查预案、查物资、

查保障为主要内容的分级检查制度，发现薄弱环节，要明确责任，

限期整改。

8．防汛日常管理工作。加强防汛日常管理工作，严禁河道非

法采砂和随意侵占行洪河道的行为。对在江河、水库、滩涂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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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非防洪工程建设项目未经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批并影响行洪的依

法进行拆除。

4.2.2 预警预防信息发布

1．江河洪水：按照常年洪水、警戒水位至保证水位洪水、超

保证水位洪水、超标准洪水标准，由水行政主管部门根据暴雨洪

水预测预报情况，提出江河洪水预警信息，由县防汛抗旱指挥部

统一发布。

2．城市洪涝：按照城市防洪排涝设施状况和城市防洪排涝能

力，由县住房城乡建设局根据暴雨洪水预测预报情况，提出城市

洪涝预警信息，由县防汛抗旱指挥部统一发布。

3．山洪灾害：按照山洪灾害危险区雨情趋势，由县水务局根

据暴雨预测预报情况，提出山洪灾害预警信息，由县防汛抗旱指

挥部统一发布。

4．水库洪水：按照水库防御标准及工程状况和暴雨预测预报

情况，由县水务局根据水库风险情况，提出水库洪水灾害预警信

息，由县防汛抗旱指挥部统一发布。

5．堰塞湖灾害：堰塞湖出现后，县水务局、县自然资源局要

加强监测，根据暴雨预测预报情况及堰塞湖溃坝风险情况，提出

堰塞湖灾害预警信息，由县防汛抗旱指挥部统一发布。

6．地质灾害：按照各级地质灾害指挥部规定执行。

4.3 预警支持系统

4.3.1 防汛预警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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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利用好已建成的防汛预警系统（山洪灾害监测预警县级

平台和山洪灾害简易雨量报警系统），依靠计算机、监测仪器等

现代化技术做好防汛预警。

4.3.2 防御方案

1．根据需要，要求相关部门编制和修订江河洪水、山洪灾害

危险区、地质灾害、水库水电站、城镇等防汛重点部位各类防御

方案，主动应对。并根据变化的情况，及时修订和完善。

2．各类防御方案，按规定逐级上报审批，凡经批准的各类防

御方案，均具有权威性和法规效力，必须坚决贯彻执行。

4.3.3 信息监测系统

县气象局、县水务局、县自然资源局等职能部门及镇政府依

托自身的基础信息监测网络实施洪水信息监测和收集，建立健全

全县防汛突发事件监测系统，充分利用公共通信网络包括传真、

电话、电视、广播、电子邮件、互联网、微信公众号和手机短消

息服务等，实现全县洪水灾害信息及洪水预测预警信息的交流、

互通、传送和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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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章 应急响应

5.1 总体要求

（1）县级应急响应根据洪涝灾害的严重程度、影响范围，将

应急响应由高到低分为红色、橙色、黄色、蓝色四级。由县防汛

抗旱指挥部根据应急响应启动条件和终止条件适时启动、终止对

应级别应急响应。相关镇防汛抗旱指挥部和县级各部门、单位按

职能职责开展抢险救灾工作。

各镇防汛抗旱指挥部和相关部门在汛期实行 24 小时值班制

度，全程跟踪雨情、水情、工情、灾情，根据出现的水、旱灾害

情况分级响应。

（2）县防汛抗旱指挥部负责对影响全县防汛安全的重大防洪

工程的运行进行调度；其它防洪工程的运行调度由所属镇防汛抗

旱指挥部负责，必要时视其情况由县防汛抗旱指挥部直接调度。

县防汛抗旱指挥部各成员单位应按照指挥部统一部署和职责分工

开展工作并报告有关工作情况。

（3）洪涝灾害发生后，由当地防汛抗旱指挥部负责组织实施

抗洪、抗灾、救灾、减灾工作，并将情况报县防汛抗旱指挥部。

（4）发生跨区域洪水灾害时，或突发事件影响邻近行政区域

的，区域防汛抗旱指挥部在报告县政府和县防汛抗旱指挥部的同

时，应及时向受影响地区的防汛抗旱指挥部通报情况。

（5）因洪涝灾害而衍生的疾病流行、水陆交通事故等次生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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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县防汛抗旱指挥部应组织县卫生健康局、县交通运输局全力

抢救和处置，防止灾害蔓延，及时向县人民政府和上级防汛抗旱

指挥部报告。

5.2 应急响应发布

1．红色汛情预警（Ⅰ级）应急响应由县防办提出建议，县防

汛抗旱指挥部向县应急委提出，经县应急委报县委、县政府同意

后，县政府发布。

2．橙色汛情预警（Ⅱ级）应急响应由县防办提出建议，县防

汛抗旱指挥部向县应急委提出，经县应急委批准，县防汛抗旱指

挥部发布。

3．黄色汛情预警（Ⅲ级）应急响应由县防办提出建议，经县

防汛抗旱指挥部指挥长批准，县防汛抗旱指挥部发布。

4．蓝色汛情预警（Ⅳ级）应急响应由县防办提出建议，县防

汛抗旱指挥部副指挥长批准，县防办发布。

5.3 指挥流程

为了保证我县防汛工作的顺利进行，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防洪法》第三十八条“防汛抗洪工作实行各级人民政府行政首长

负责制，统一指挥、分级分部门负责”的规定，我县防汛抢险的

指挥按“属地为主、分级展开、各职能部门按职责分工负责”的

原则进行。

5.4Ⅰ级应急响应（红色预警）

5.4.1Ⅰ级应急响应启动条件和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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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发生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事件时，县防汛抗旱指挥部启动

Ⅰ级防汛应急响应。

1．岷江、马边河等多个流域出现特大洪水；

2．岷江、马边河干流重要河段堤防发生决口；

3．中型水库、重点小（一）型水库出现垮坝失事；

4．可能发生特大山洪、地质灾害，严重威胁影响区的安全；

5．县气象台连续 2 天发布暴雨红色预警；

6．其它需要启动Ⅰ级响应的情况。

根据汛情、险情发展变化，当发生符合Ⅰ级防汛应急响应条

件的事件时，由县防办提出启动Ⅰ级防汛应急响应的建议，县防

汛抗旱指挥部向县应急委提出，经县应急委报县委、县政府同意

后，县政府发布，并报市防汛抗旱指挥部。

5.4.2Ⅰ级应急响应行动

1．县防办及时向相关镇防汛抗旱指挥部及县防汛抗旱指挥部

成员单位通报启动Ⅰ级防汛应急响应的命令及有关汛、灾情情况，

并同时上报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县应急委。有关镇防汛抗旱指挥

部和县防汛抗旱指挥部成员单位按照本预案和地方、部门预案启

动相应级别的应急响应。

2．县防汛抗旱指挥部提请将应急指挥权移交县应急委，由县

应急委按照《犍为县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要求负责统筹

协调、现场指挥、应急处置、督促指导等工作。

5.4.3Ⅰ级应急响应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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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汛情、险情和灾情变化，由县防办提出终止Ⅰ级防汛应急

响应的请示，经县防汛抗旱指挥部指挥长同意并报县委、县政府

批准后，宣布结束Ⅰ级防汛应急响应（全面结束应急响应或降至

更低层级应急响应）。

全面结束响应后，县级有关部门（单位）按职责分工，协助

指导地方做好灾后恢复重建工作；县级有关部门应及时做好应急

响应行动评估工作，并将评估报告报县防汛抗旱指挥部；县防办

及时将评估报告汇总报指挥长，并通报各成员单位。

降至更低层级应急响应后，按照相应等级应急响应要求执行。

如应急响应直接降至Ⅲ级及以下时，应急响应指挥权交回县防汛

抗旱指挥部。

5.5Ⅱ级应急响应（橙色预警）

5.5.1Ⅱ级应急响应启动条件和程序

当发生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事件时，县防汛抗旱指挥部启动

Ⅱ级防汛应急响应。

1．岷江、马边河等多个流域出现大洪水；

2．岷江、马边河干流重要河段堤防工程出现可能导致决口的

严重险情或干流一般河段及主要支流堤防发生决口；

3．中型水库出现较大险情、非重点小（一）型水库垮坝，堰

塞湖出现溃坝可能垮坝；

4．可能发生大型山洪、地质灾害，威胁影响区的安全；

5．县气象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或连续 2 天发布暴雨橙色预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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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其它需要启动Ⅱ级响应的情况。

根据汛情、险情发展变化，当发生符合Ⅱ级防汛应急响应条

件的事件时，由县防办提出启动Ⅱ级防汛应急响应的建议，县防

汛抗旱指挥部向县应急委提出，经县应急委批准，县防汛抗旱指

挥部发布，并报市防汛抗旱指挥部。

5.5.2Ⅱ级应急响应行动

1．县防办及时向相关镇防汛抗旱指挥部及县防汛抗旱指挥部

成员单位通报启动Ⅱ级防汛应急响应的命令及有关汛、灾情情况，

并同时上报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县应急委。有关镇防汛抗旱指挥

部和县防汛抗旱指挥部成员单位按照本预案和地方、部门预案启

动相应级别的应急响应。

2．县防汛抗旱指挥部提请将应急指挥权移交县应急委，由县

应急委按照《犍为县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要求负责统筹

协调、现场指挥、应急处置、督促指导等工作。

5.5.3Ⅱ级应急响应终止

视汛情、险情和灾情变化，由县防办提出终止Ⅱ级防汛应急

响应的请示，经县防汛抗旱指挥部指挥长同意后报县应急委宣布

结束Ⅱ级防汛应急响应（全面结束应急响应或降至更低层级应急

响应）。

全面结束应急响应后，有关部门和单位按职责分工，协助指

导地方做好灾后恢复重建工作；相关部门应及时做好应急响应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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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评估工作，并将评估报告报县防汛抗旱指挥部；县防办及时将

评估报告汇总报指挥长，并通报各防汛抗旱指挥部成员单位。

降至更低层级应急响应后，应急响应指挥权交回县防汛抗旱

指挥部，按照相应等级应急响应要求执行。

5.6Ⅲ级应急响应（黄色预警）

5.6.1Ⅲ级应急响应启动条件和程序

当发生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事件时，县防汛抗旱指挥部启动

Ⅲ级防汛应急响应。

1．岷江、马边河等多个流域出现较大洪水；

2．岷江、马边河干流及主要支流堤防出现可能导致决口的重

大险情；

3．中型水库超汛限水位运行可能出险、非重点小（一）型水

库、小（二）型水库发生可能导致垮坝的重大险情；

4．可能发生较大型山洪、地质灾害，严重威胁影响区内安全；

5．县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或连续 2 天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6．其它需要启动Ⅲ级响应的情况。

根据汛情、险情发展变化，当发生符合Ⅲ级防汛应急响应条

件的事件时，县防办提出启动Ⅲ级防汛应急响应的建议，经县防

汛抗旱指挥部指挥长批准并发布。

5.6.2Ⅲ级应急响应行动

1．县防办及时向相关镇防汛抗旱指挥部及县防汛抗旱指挥部

成员单位通报启动Ⅲ级防汛应急响应的命令及有关汛、灾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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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同时上报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有关镇防汛抗旱指挥部和县防汛

抗旱指挥部成员单位按照本预案和地方、部门预案启动相应级别

的应急响应。

2．县防汛抗旱指挥部指挥长主持会商，研判当前防汛抗旱形

势，安排部署应对工作，迅速向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县委、县政

府报告。

3．县防汛抗旱指挥部副指挥长（县水务局局长）坐镇县防汛

抗旱指挥中心指挥。县防汛抗旱指挥部根据需要及时发布相关信

息。县防汛抗旱指挥部强化值班，加强协调、督导事关全局的防

汛抗旱调度，并与相关区域加强视频会商，及时作出针对性的安

排布置。相关成员单位的联络员保持与县防汛抗旱指挥中心电话

畅通。

4．县防汛抗旱指挥部成员单位各司其职，加入到相关镇防汛

抗旱指挥部各工作组，全力开展抗灾救灾工作。县防汛抗旱指挥

部密切监视汛情、工情和旱情发展变化，派出专家组赴一线加强

技术指导。

5．县防汛抗旱指挥部的负责同志主持会商，具体安排防汛抢

险工作，成立相应的工作组；按照权限调度水利、防洪工程；根

据预案组织防汛抢险派出工作组、专家组到一线具体帮助防汛抢

险工作。并将工作情况及时上报当地人民政府和县防汛抗旱指挥

部。县防汛抗旱指挥部在当地电视台发布《汛情通报》；县应急

局及时救助受灾群众；县卫生健康局组织医疗队赴一线开展卫生



— 48 —

防疫工作。有关镇防汛抗旱指挥部成员单位按职责开展工作。

5.6.3Ⅲ级应急响应终止

视汛情、险情和灾情变化，由县防办提出终止Ⅲ级防汛应急

响应的请示，报县防汛抗旱指挥部指挥长同意后宣布结束Ⅲ级防

汛应急响应（全面结束应急响应或降至更低层级应急响应）。

全面结束应急响应后，有关部门和单位按职责分工，协助指

导地方做好灾后恢复重建工作；相关部门应及时做好应急响应行

动评估工作，并将评估报告报县防汛抗旱指挥部；县防办及时将

评估报告汇总报指挥长，并通报各防汛抗旱指挥部成员单位。

降至更低层级应急响应后，按照相应等级应急响应要求执行。

5.7Ⅳ级应急响应（蓝色预警）

5.7.1Ⅳ级应急响应启动条件和程序

当发生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事件时，县防汛抗旱指挥部启动

Ⅳ级防汛应急响应。

1．岷江、马边河等一个流域发生中等洪水；

2．岷江、马边河干流及主要支流堤防出现一般水毁险情；

3．重点小（一）型水库水位超过汛限水位可能出险；

4．可能发生中等规模山洪、地质灾害，威胁影响区内安全；

5．县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或连续 2 天发布暴雨蓝色预警；

6．其它需要启动Ⅳ级响应的情况。

根据汛情、险情发展变化，当发生符合Ⅳ级防汛应急响应条

件的事件时，县防办提出启动Ⅳ级防汛应急响应的建议，报县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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汛抗旱指挥部副指挥长批准并发布，同时上报县防汛抗旱指挥部

指挥长。

5.7.2Ⅳ级应急响应行动

1．县防办及时向相关镇防汛抗旱指挥部及县防汛抗旱指挥部

成员单位通报启动Ⅳ级防汛应急响应的命令及有关汛、灾情情况，

并同时上报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有关镇防汛抗旱指挥部和县防汛

抗旱指挥部成员单位按照本预案和地方、部门预案启动相应级别

的应急响应。

2．县防汛抗旱指挥部副指挥长（县水务局局长）主持会商，

研判当前防汛抗旱形势，针对性安排部署，迅速向市防汛抗旱指

挥部、县委、县政府报告。

3．县防汛抗旱指挥部强化值班，加强协调、督导事关全局的

防汛抗旱调度。县防汛抗旱指挥部根据需要及时发布相关信息。

4．县防汛抗旱指挥部根据需要及时派出工作组、专家组赴一

线组织指导防汛抗旱救灾工作。县防汛抗旱指挥部成员单位按职

责分工加强应对工作。

5．县防汛抗旱指挥部的负责同志主持会商，具体安排防汛抗

旱抢险工作；按照权限调度水利、防洪工程；根据预案组织防汛

抗旱抢险派出工作组、专家组到一线具体帮助防汛抗旱抢险工作，

并将工作情况及时上报县人民政府和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县防汛

抗旱指挥部在当地电视台发布《汛情通报》；县应急局及时救助

受灾群众；县卫生健康局组织医疗队赴一线开展卫生防疫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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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防汛抗旱指挥部成员单位按职责开展工作。

5.7.3Ⅳ级应急响应终止

视汛情、险情和灾情变化，经县防汛抗旱指挥部副指挥长同

意宣布结束Ⅳ级防汛应急响应。

全面结束应急响应后，有关部门和单位按职责分工，协助指

导地方做好灾后恢复重建工作；相关部门应及时做好应急响应行

动评估工作，并将评估报告报县防汛抗旱指挥部；县防办及时将

评估报告汇总报副指挥长，并通报各防汛抗旱指挥部成员单位。

5.8 信息报送和发布

5.8.1 信息监测

汛、工、险、灾情等防汛信息实行分级上报、归口处理、同

级共享。各镇防汛抗旱指挥部要确定辖区内有关防汛突发事件的

种类和地区，制定相应的数据监测制度，对突发事件和事故隐患

进行监测并建立数据库，做到有效监控，及时维护更新，确保监

测数据的质量。

5.8.2 信息汇总和报告

各镇、防汛抗旱指挥部成员单位根据各自职责分工，负责收

集、整理和研究对本辖区、本行业内可能发生防汛信息的分析汇

总，按照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的原则，迅速将情况上报县防

办。对于各类防汛突发事件及可能导致的各种隐患，任何单位和

个人都有权利和义务，向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和防汛办报告，并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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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对相关部门处置不当行为等工作过失进行举报。防汛信息的报

送和处理遵循以下原则：

1．重要信息立即上报，因客观原因难以准确掌握的信息，应

及时报告基本情况，同时抓紧了解情况，随后补报详情。

2．一般信息按分级管理权限，报送本级防汛抗旱指挥部。因

险、灾情较重，本级难以处理的，以本级防汛抗旱指挥部负责人

审批后，向上级防汛抗旱指挥部报告。

3．县防办接到重大的汛、险、工、灾情报告后，应立即报告

县委、县政府和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并及时续报。

5.8.3 信息处理

县防汛抗旱指挥部负责组织防汛预警信息、汛情、工情、险

情及洪涝灾害等信息的实时综合集成和分析处置。

5.8.4 信息发布

1．防汛信息发布应当及时、准确、客观、全面。

2．全县性的汛情及防汛动态等，由县防汛抗旱指挥部统一审

核，宣传部门发布；涉及洪涝灾害的，由县防汛抗旱指挥部报县

政府审核后发布；涉及军队的，由军队有关部门审核发布。

3．信息发布形式主要包括授权发布、印发新闻稿、组织报道、

接受记者采访、举行新闻发布会等。

4．各镇信息发布可参照县级信息发布形式发布。

5．新闻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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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防汛突发事件的新闻报道工作，应严格按照中央、国务

院、省、市有关突发公共事件新闻报道的相关规定，由县防汛抗

旱指挥部协调宣传部门按照县委、县政府有关规定对发布工作进

行管理和协调。

（2）实行防汛抢险新闻发言人制度，由县防汛抗旱指挥部新

闻发言人发布有关汛情及防汛工作信息。

（3）新闻媒体要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向广大市民宣传防御

洪水、内涝、山洪灾害和自救互救的基本知识，提高群众的自我

保护能力，消除公众疑虑和恐慌心理，稳定人心，大力宣传抗洪

救灾的成功事例和好人好事。

5.9 指挥和调度

各级防汛抗旱指挥部是防汛抢险救援的调度指挥机关，按照

权限调度水利、防洪工程和抢险救援资源，根据预案组织防汛抢

险。发生重大灾情后，上一级防汛抗旱指挥部应派出领导带队的

工作组赶赴现场，加强领导、指导工作，必要时成立前线指挥部。

5.10 抢险救灾

对发生洪涝灾害和工程出险的抢险救灾工作，应按照职能职

责分工，由防汛抗旱指挥部统一指挥，各单位（部门）各司其职、

团结协作、快速反应、高效处置，最大程度减少损失。县消防大

队、县武警中队、驻县部队和民兵是抗洪抗旱抢险救灾的骨干力

量。同时，抗洪抢险救灾应采用专业队伍和群众群策群力的方式，

按事先制定的抢险预案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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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 安全防护和医疗救护

5.11.1 安全防护

1．各镇人民政府和县应急局应高度重视应急抢险人员安全，

调集和储备必要的防护器材、消毒药品和抢救伤员必备的药品器

械等，以备随时应用。

2．应急抢险人员进入和撤出现场由县应急局视情况做出决定，

其进入和撤出现场应遵守相应的安全规则。

3．出现洪涝灾害后，事发地人民政府应及时做好群众的救援、

转移和疏散工作，并及时发布通告，防止人、畜进入危险区或饮

用被污染的水源。对转移的群众，由当地人民政府负责提供紧急

避难场所，妥善安置灾区群众，保证基本生活。

5.11.2 医疗救护

灾害发生地人民政府和防汛抗旱指挥部应组织卫生健康部门

加强当地疾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监测、报告工作，落实各项防

病措施，并派出医疗分队，紧急救护受伤人员。必要时，事发地

政府可紧急动员当地医疗机构现场成立紧急救护所。

5.12 社会力量动员与参与

出现洪涝灾害后，事发地防汛抗旱指挥部可根据事件性质和

危害程度，报经当地政府批准，对重点地区和重点部位实施紧急

控制，防止事态及其危害的进一步扩大。同时，报上级防汛抗旱

指挥部。

必要时可通过当地人民政府广泛调动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应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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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发事件处置，紧急情况下可依法征用、调用车辆、物资、人员

等，全力投入抗洪抢险。

5.13 派遣工作组

1．一次性洪涝灾害损失出现下列情况之一时，县委、县政府

共同派工作组赴灾区指导工作。

（1）受灾范围为全县 1/3 以上的镇，或农作物受灾面积占总

耕地面积 40%以上；

（2）全县死亡人数在 10 人以上；

（3）直接经济损失 1 亿元以上，或县内局部地区集中遭受毁

灭性灾害损失达 5000 万元以上；

2．一次性洪涝灾害损失出现下列情况之一时，由县委、县政

府委托有关部门派工作组赴灾区指导协助工作。

（1）受灾范围为全县 1/4 以上的镇，或农作物受灾面积占总

耕地面积 30%以上；

（2）全县死亡人数在 4—9 人；

（3）直接经济损失 5000 万元以上，或县内局部地区集中遭

受毁灭性灾害损失达 3000 万元以上。

3．少数民族地区、较敏感地区受灾，标准可适当降低。

4．达不到上述情况的，由县防汛抗旱指挥部或其它有关部门

视情况派工作组赴灾区协助指导工作。

5．镇防汛抗旱指挥部可参照上述县级派工作组的原则规定，

确定相关标准，予以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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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 应急结束

1．当洪涝灾害得到有效控制时，事发地的防汛抗旱指挥部可

视汛情，宣布紧急防汛期结束。

2．汛期结束后征用的物资及时归还；造成损坏或无法归还的，

按有关规定应给予适当补偿或者作其它处理。取土占地、砍伐林

木的，在紧急防汛期结束后依法向有关部门补办手续；有关地方

人民政府对取土后的土地组织复垦，对砍伐的林木组织补种。

3．紧急处置工作结束后，事发地防汛抗旱指挥部应协助当地

政府进一步恢复正常生活、生产、工作秩序，修复水毁基础设施。

4．防汛应急中形成的临时设施，予以清除或经专家论证后加

固、改建，对临时改建的供水系统，应加固或恢复。

5.15 预案终止后的调查和总结

在预案终止后，县应急局适时牵头成立事件调查小组，调查

和分析事件发生的原因、发展趋势、事件后果并收集有关资料，

组织专家进行灾后评估，报县防汛抗旱指挥部。处置结束后，县

防办应起草总结报告，报县委、县政府，同时报送市防汛抗旱指

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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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章 主要防御方案

6.1 江河防汛

犍为县地处岷江下游，水系发达，共有大小河流 27 条，集雨

面积大于 10 平方千米的河流有 17 条，其中：岷江、马边河属过

境河流，其余浏沧河、百支溪、响滩河较大，属常年性河流，其

它皆是源短水少的季节性河流，逢冬季便干涸断流。江河防汛重

点主要包括：岷江干流、马边河干流。

6.1.1 流域概况

岷江流域概况。岷江发源于四川省松潘县郎架岭及弓杠岭的

八寨乡血洛村，发源地高程 4313.0 米。流经成都平原，经双流、

新津、彭山、东坡区、青神后，于悦来镇进入乐山市中区，再经

五通桥区，在石溪镇河西村进入犍为县境内，于犍为县龙溪河口

处出乐山市界，至宜宾汇入长江，干流全长 735 千米，流域面积

135881 平方公里，天然落差 3560m，平均比降 4.84‰。岷江干流

洪水中，周边支流或上游发生特大洪水，而干流洪水较小时，仅

在支流或局部范围造成灾害，经平原水网调蓄后，逐渐演变为一

般洪水。大多情况是平原地区发生大暴雨时，周边小支流和上游

下段部分地区同时出现暴雨或大雨，干、支流组合洪水往往形成

乐山以上干流大洪水或特大洪水，如 1955 年洪水、1961 年洪水。

岷江流域内一次洪水的历时较长，洪水过程线多复峰。干流彭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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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沿江各支流相继加入，特别是大渡河干流、青衣江洪水注

入后，过程线更加肥胖，峰高量大，历时更长。据五通桥水文站

1961 年、1975 年、1981 年等大洪水资料分析，一次洪水历时一

般 6—16 天，洪峰历时 3—4 时，其中流量在 20000 立方米/秒以

上的持续时间 11—21 时；据高场水文站 1961 年、1975 年、1981

年等年份大洪水资料分析，一次洪水历时一般 7—21 天，洪峰历

时 5—6 时。

岷江干流紫坪铺水库位于岷江干流上游都江堰市西北 9 千米

处，坝址以上集水面积 22662 平方千米，占岷江上游面积的 98％，

是以灌溉、供水为主，结合发电、防洪、旅游的大型综合利用水

利枢纽，2006 年 12 月完工。紫坪铺水库校核洪水位 883.10 米，

相应洪水标准为可能最大洪水、洪峰流量 12700 立方米/秒；设计

洪水位 871.20 米，相应洪水标准为千年一遇（P=0.1%）、洪峰流

量 8300 立方米/秒；正常蓄水位 877.00 米，汛限水位 850.00 米，

死水位 817.00 米，水库总库容 11.12 亿立方米，调节库容 7.74

亿立方米，防洪库容 1.67 亿立方米。紫坪铺水库具有不完全年调

节能力，担负着岷江干流中下游的防洪任务。汛期调度方式为：6

月 1 日—9 月 30 日，按防洪限制水位 850 米运行；当下游保护对

象遭遇大洪水时，采用拦洪错峰调度方式，通过水库的滞洪作用，

提升下游河段防洪能力。

2．马边河流域概况。马边河发源于美姑县龙窝乡的小凉山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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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桠口，发源地高程 2708.6 米，河口位于清溪镇康家村。马边河

为岷江右岸一级支流，流经美姑县、马边县、沐川县、犍为县，

最后在犍为县清溪镇河口村汇入岷江，河口高程 320.0 米。干流

全长 196.0 千米，平均比降 2.10‰，全流域面积 3587 平方千米。

其中在县境内流域长 33.2 千米，县境内流域面积 266 平方千米，

沿途接纳小溪 11 条。多年平均过境水量为 37.88 亿立方米，最大

洪水流量 6970 立方米/秒，最枯流量 28.9 立方米/秒，多年平均

流量为 126.6 立方米/秒，县境内落差 45 米，平均比降 1.2‰，

水力资源丰富，县境内已建坛罐窑电站一座，主要支流有马庙溪、

韩家河、洛江溪等。

6.1.2 洪水防御方案确定

1．岷江洪水防御方案确定。岷江洪水防御方案以五通桥水文

站为控制站。岷江下游（犍为河段）洪水防御方案采用福星门（证

券公司外）为控制断面水位。岷江洪水超警戒水位 325.00 米（犍

为福星门流量 17600 立方米/秒）洪水重现期为 2 年一遇；保证水

位 326.7 米，相应流量 23600 立方米/秒，洪水重现期为 5 年一遇。

岷江洪水超保证水位达 327.00 米（犍为福星门流量 29400 立方米

/秒），洪水重现期为 10 年一遇，岷江洪水达到抢险水位以上

328.50 米（犍为福星门流量 35500 立方米/秒）。

2．马边河洪水防御方案确定。马边河洪水防御方案采用官帽

舟电站、马边水文站和清水溪水文站控制断面水位确定。上游官

帽舟水库是马边河流域的控制性防洪工程，有较大的削峰调峰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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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清水溪站警戒水位 11.60 米（假定高程，以下同），相应流

量 3500 立方米/秒，洪水重现期为 5 年一遇；保证水位 12.80 米，

相应流量 4570 立方米/秒，洪水重现期为 8 年一遇。

6.1.3 洪水预警和预报机制

1．县气象局、县水务局应加强对当地灾害性天气的监测和预

报，并将结果及时报送县防汛抗旱指挥部。

2．县气象局、县水务局应加强对重大灾害性天气的联合监测、

会商和预报，尽可能增长预见期，对重大气象、水文灾害作出评

估，及时报县人民政府和县防汛抗旱指挥部。

3．当江河发生洪水时，县水务局应加密测验频次，及时上报

测验结果，各水文站应在 30 分钟内将实测水位、相应流量和洪水

趋势报县防办，县气象局要实时监控相应流域降雨实况报县防办，

由县防办分析研判，提请县防汛抗旱指挥部开展预警，通知受影

响区域做好防汛准备。

4．防汛、水文、气象、应急等部门会商汛情，根据江河上游

来水和区间降雨情况，预报江河各控制水文站洪水流量，作为防

汛抗旱指挥部的预警依据。

6.1.4 洪水防御方案

1．常年洪水防御：常年洪水对县境内岷江、马边河沿江镇基

本无大的影响，只有部分耕地（农田）被淹。此时，县防办和沿

江有关镇要加强值班，做好水文、气象部门的联系工作，密切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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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水情变化趋势。

2．警戒水位洪水防御：当预报岷江五通桥水文站或马边河马

边水文站、清水溪水文站预测水位超过常年水位可能达到警戒水

位时，县防汛抗旱指挥部启动对应江河Ⅳ级应急响应。县和相应

江河沿江镇防汛抗旱指挥部宣布进入临战状态，防汛抗旱指挥部

值班副指挥长到位，组织加强堤防工程尤其重点险工段巡查，重

点险工险段储备防汛抢险物资，做好抢险准备。县防办、相关镇

防汛办随时向县防汛抗旱指挥部指挥长报告汛情。

3．保证水位洪水防御：当预报岷江五通桥水文站或马边河马

边水文站、清水溪水文站水位预测超过警戒水位可能达到保证水

位时，县防汛抗旱指挥部启动对应江河Ⅲ级应急响应。县防汛抗

旱指挥部指挥长到位，随时掌握汛情变化趋势，对可能发生险情

的堤防险工险段做好防汛抢险物资调用准备和抢险队伍召集，一

旦出现险情，立即投入抗洪抢险。根据水情变化趋势，由县防汛

抗旱指挥部通知有关镇沿江低洼地带的群众安全转移。

4．超保证水位洪水防御：当预报岷江五通桥水文站或马边河

马边水文站、清水溪水文站水位预测超过保证水位可能达到设防

标准洪水时，县防汛抗旱指挥部启动对应江河Ⅱ级应急响应，并

宣布进入防汛紧急状态。县防汛抗旱指挥部指挥长到位，了解和

掌握汛情、险情和灾情，坐镇指挥，调度抗洪抢险。县防汛抗旱

指挥部请示协调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实施洪水调度，对岷江、马边

河有调洪能力的水库发布滞洪削峰调度命令。县防汛抗旱指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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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成员和相关镇领导按分片负责联系制度，赶赴责任片区协助当

地指挥抗洪抢险，在保证水位以内，各镇政府要组织力量全力抢

险，确保江河堤防不出现大的险情；住人河心洲坝及沿江低矮地

带群众及时转移安置；水上船只及时转移避洪；沿江受淹区物资

特别是危化品要及时安全转移。交通部门要组织对沿江桥梁加强

监测，必要时会同公安部门实施交通管制。

5．超标准洪水防御：当预报岷江水位可能超过岷江犍为段

20 年一遇设防标准时，县防汛抗旱指挥部启动对应江河Ⅰ级应急

响应。防汛抗旱指挥部总指挥、指挥长双到岗，县防汛抗旱指挥

部指令各镇，动员和组织全社会力量投入抗洪抢险第一线。县和

相关镇领导、防汛抗旱指挥部成员单位领导必须亲临各责任地段，

指挥抗洪抢险。县级各部门、沿江有关镇各部门、企事业单位组

织抢险队伍，由县、镇防汛抗旱指挥部统一调度，按属地管理原

则上堤抢险救灾，必要时放弃部分非重点堤段防守，允许部分非

重要堤防自然溃堤。县防汛抗旱指挥部统一调度，全力保证城镇、

水电站、工业区和重要交通干线等基础设施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

安全。

6.2 城市洪涝防御方案

6.2.1 城市概况

城市防洪指防御城市受外江洪水袭击和内涝积水形成的灾害。

犍为中心城区是全县城市防洪的重点。

6.2.2 城市洪涝防御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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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防汛抗旱指挥部牵头，县住房城乡建设局等有关部门依据

流域防洪规划、上一级人民政府区域防洪规划编制县城防洪规划，

编制《犍为县主城区排水防涝应急预案》并执行。

6.2.3 犍为县中心城区防御方案

1．中心城区外洪防御方案

（1）当预报岷江五通桥水文站水位可能达到警戒水位 325 米

时，相应流量 17700 立方米/秒（相当于 2 年一遇洪水），岷江、

马边河各堤防险工险段上堤巡查，做好抢险物资、抢险队伍准备

和淹没区人员安全转移准备。

（2）预报岷江五通桥水文站水位可能达到保证水位 326.7 米，

相应流量 23600 立方米/秒（相当于 5 年一遇洪水）时，县防汛抗

旱指挥部召开指挥部成员紧急防汛会议，并与县水务局、县气象

局会商，研究上游水情及区间降雨情况，确定洪水发展趋势，布

置抗洪抢险工作，并以指挥部名义发布汛情预警、由县政府新闻

办在媒体上发布、动员全县人民投入抗洪抢险。同时，通知沿河

码头、仓库转移堆放的设备及物资，县防汛抗旱指挥部成员组织

对县内重点防洪单位进行抢险准备工作检查，包保县级干部立即

按责任区域负责指挥抗洪抢险。

（3）当预报岷江五通桥水文站洪峰可能达到 34800 立方米/

秒，洪水重现期为 20 年一遇(城市设防标准)时，中心城区滨江路

等地主要街道已经进水，对此地区的财产、人员要在洪峰到来前

2 小时全部安全转移到指定地点。指挥部全体成员不仅要按照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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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的分工开展工作，同时要加强协调配合，充分调动各机关单位、

城区人民群众克服困难抗洪救灾。

2．中心城区内涝防御方案

（1）当中心城区降雨量在时段分布上已超过大暴雨、特大暴

雨的强度时，城区低洼地带极易产生内涝。

（2）县住房城乡建设局、玉津镇在汛前要分别组织对城区排

水防涝设施进行安全检查，并对主城区排水防涝设施进行清理疏

通，确保排水设施畅通。

（3）县住房城乡建设局要加强与气象部门的会商联系，密切

关注天气趋势，在县防汛抗旱指挥部和应急部门指导下，会同玉

津镇提前组织城区低洼地带和排涝设施不完善地带以及地下车库

等重点部位的人员、物资、财产转移，尽力避免内涝造成大的损

失。

6.3 水库水电站防洪调度方案

6.3.1 水库防洪调度方案

水库防洪执行汛期调度运用计划，汛期调度运用计划由各水

库管理单位根据水库运行及工程情况科学制定。

1．中型水库汛期调度运用计划报经市水务局审定、市防汛抗

旱指挥部批准后执行，报省水利厅备案；小(一)型水库及小(二)

型水库汛期调度运用计划经所在县水务局审定，报县防汛抗旱指

挥部批准执行，报市水务局备案；非常情况下，必须服从上级防

汛抗旱指挥部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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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水库防洪调度责任，按分级管理原则执行。中型水库防洪

调度由市水务局发布指令、相关水库管理单位负责执行；小(一)

型水库和小(二)型水库防洪调度由县防汛抗旱指挥部挥机构发布

指令，水库管理单位执行。

3．县水务局应按照分级管理的原则，对管辖范围内的重点、

病险水库度汛安全进行行业检查，认真审定水库汛期调度运用计

划。

4．各水库管理单位要立足于防大汛、抗大洪、抢大险，认真

开展水库枢纽工程的汛前安全检查和除险加固，结合实际认真制

定汛期水库汛期调度运用计划和应急抢险预案，落实水库防汛抢

险队伍，组织储备抢险物资，切实做到防洪蓄水两不误。汛期要

密切关注气象、水情趋势，严格执行经审查批准的水库汛期调度

运用计划和应急抢险预案，提前做好防洪、蓄水的准备。

根据气象预报、水库水情预报、库存水量和实测出入库流量，

预计水库水位将超过汛期限制水位时，水库管理单位要提前放水

腾出防洪库容，禁止在汛期限制水位以上运行。

5．当水库大坝、溢洪道、放水设备等重要设施出现险情影响

水库安全运行时，必须立即报告市、县防汛抗旱指挥部及水行政

主管部门。水库防洪行政责任人必须赶到现场指挥排险和抢险工

作。当出现重大险情危及大坝安全时，县防汛抗旱指挥部指挥长

及分片区联系的县领导必须赶赴现场指挥抢险工作。

6.3.2 水电站防洪调度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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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电站防洪执行汛期调度运用计划和应急抢险预案。

1．水电站汛期调度运用计划和应急抢险预案由各电站根据自

身实际编制，按分级管理权限报防汛抗旱指挥部挥机构批准，县

经济信息化局负责督促各水电站编制和执行。应急抢险预案必须

印发到所有影响对象单位。

2．水电站汛期调度运用计划一经批准，必须严格执行。非常

情况下，必须服从上级防汛抗旱指挥部调度。县内水电站业主或

管理单位必须严格执行调度计划或调度指令，县水务局要加强监

管，对经核实拒不执行或者不严格执行的，坚决严肃查处，县经

济信息化局必须全力协助加强监管。

3．各水电站要严格执行汛期限制水位运行的规定，不得在汛

期超限制水位发电运行。县水务局要加强巡查监管，严厉查处违

规超汛限水位蓄水发电。县经济信息化局必须全力协助加强监管。

4．各水电站在汛前、汛中必须认真开展防汛安全隐患排查整

治，落实应急抢险预案，并组织影响对象单位共同开展预案演练。

5．上下游水电站之间、水电站与下游镇村组之间要加强信息

共享，建立上下游水情通报机制，实现联防联抗。上游电站泄水

前必须提前通知下游水电站和沿线乡镇村组，以便下游提前做好

防洪避险各项准备。

6．水电站出现险情时，必须立即报告当地防汛抗旱指挥部及

主管部门、通报下游相关单位并启动应急预案，开展应急抢险。

水电站业主或者管理单位、县经济信息化局负责人应立即赶到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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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指挥抢险工作，尽快排除险情，下游相关单位要迅速按照预案

做好应对工作。

6.4 山洪灾害防御方案

6.4.1 灾害现状

全县山区比重大，地形地貌、地质以及水文气象等自然条件

复杂，汛期一些山区不断发生山洪、泥石流、岩崩、滑坡灾害。

由于这类灾害来势猛，成灾快，有时危害相当严重。它不仅毁坏

农田、公路、水利水电、工矿设施、堵塞江河，甚至威胁城镇和

村庄的安全。2022 年据国土部门普查统计，全县还有 1 处地质灾

害隐患点；据水务部门统计，全县有 116 处山洪灾害隐患点。

6.4.2 防御方案

1．山洪灾害、地质灾害抢险救灾由县政府统一组织，县水务

局、县应急局、县自然资源局等指挥部成员单位分工负责，应急

预案由县水务局、县自然资源局分别编制，并报县防汛抗旱指挥

部备案。重点防范区域由县水务局、县自然资源局依照有关规定

确定范围，并予以公布。

2．县政府及县水务局、县自然资源局要加强山洪灾害、地质

灾害防治宣传，动员山洪灾害、地质灾害易发区域内人民群众开

展山洪灾害、地质灾害日常监测，做到群测群防。对山洪灾害、

地质灾害易发区要逐处落实报警措施和撤离方案，明确责任人，

尽量避免因山洪灾害、地质灾害造成重大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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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有山洪灾害防治任务的镇人民政府，汛前必须组织人员开

展经常性检查，坚持雨前排查、雨中巡查和雨后核查“三查”规

定，对山洪灾害危险区和地质灾害隐患点要进行重点检查，及时

转移、撤离辖区内受山洪灾害、地质灾害威胁的住户和人员，确

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4．县防办和县地灾办要充分发挥监测预警系统作用，密切监

视山洪灾害危险区、地质灾害易发区雨水情监测，及时发布预警

信息，指导基层做好山洪灾害、地质灾害防御和应急处置工作。

5．各地要高度重视简易雨量监测报警系统的运用，完善群测

群防体系，落实监测、预警、转移、安置责任，按照“三避让”

原则，组织群众有效防灾避险。

6．当山洪灾害、地质灾害险情发生后，所在地镇人民政府要

迅速组织抢险救灾，并及时向县政府、县防汛抗旱指挥部、县水

务局、县自然资源局报告情况，县防汛抗旱指挥部接到报告后，

立即组织县水务局、县自然资源局、县应急局等部门主要领导和

工程技术人员赶赴现场，提供应急处置方案，协助当地开展抢险

救灾工作。

6.5 暴雨气象灾害防御方案

6.5.1 暴雨特性

岷江流域暴雨多出现在各年的 5—9 月，大暴雨出现时间，上

游多在 6—7 月，中游多在 7—8 月。一次暴雨历时，汶川以上约

3 日，汶川以下 3—5 日，主雨峰历时约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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岷江中、下游汛期洪水，主要由暴雨形成，洪水发生时间与

暴雨相应，洪水量级的大小受鹿头山暴雨和青衣江暴雨的影响。

若青衣江暴雨区内的南河、青衣江及大渡河干流与岷江干流洪水

同时遭遇，则岷江下游将会产生特大洪水，致使下游沿江城镇遭

受严重洪灾。岷江干流下游洪峰持续历时为半天左右。在岷江流

域，常有一次暴雨笼罩邻近流域的情况。如 1917 年岷江中、下游

特大洪水，青衣江上、中游亦为大洪水，下游则为特大洪水。1917

年大洪水就是在洪雅、雅安、邛崃、新津、彭山、夹江、乐山、

犍为、宜宾等地普降暴雨，南河、青衣江、大渡河、岷江同时涨

水而形成彭山以下，特别是乐山以下岷江干流出现特大洪水。据

《洪水调查》资料，这场洪水彭山洪峰流量为 15100 立方米/秒，

平羌峡为 19600 立方米/秒，五通桥为 54000 立方米/秒。因五通

桥以下区间洪水加入不多，特别是马边河洪水不大，故洪峰略有

削减，高场洪峰流量为 51000 立方米/秒。

岷江流域内一次洪水的历时较长，洪水过程多为复峰。彭山

以下，沿江各支流相继加入，特别是大渡河、青衣江洪水注入后，

过程线更加肥胖，峰高量大，历时更长。据五通桥站 1966、1975、

1981 等年大洪水资料分析，一次洪水历时一般 6—16 天，峰顶历

时 3—4 小时，其中流量在 20000 立方米/秒以上时的持续时间 11

—21 小时；据高场站 1961、1975、1981 等年大洪水资料分析，

一次洪水历时一般 7—21 天，峰顶历时 5—6 小时。

6.5.2 防御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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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气象局要利用各种现代化手段为全县防汛工作提供长、中、

短期天气，暴雨、大暴雨天气预报和实时降雨情况等气象信息。

加强灾害性天气的监测和预报，对重大气象灾害作出评估，并将

结果及时报送县防汛抗旱指挥部。当有可能发生灾害性天气时，

要加强与上级及有关周边地区气象部门的会商，滚动预报最新气

象变化趋势，并及时报送县防汛抗旱指挥部。

根据《乐山市气象台气象灾害预警发布办法（2017 修订）》，

暴雨预警信号分 4 级，从低到高分别以蓝色（四级）、黄色（三

级）、橙色（二级）、红色（一级）表示。

1．暴雨蓝色预警

标准：预计未来 24 小时全县大部地区将出现 50 毫米以上降

雨，且局部有超过 100 毫米的降雨。

防御指南：

（1）政府及有关部门做好防御暴雨的准备工作；

（2）学校、幼儿园应采取措施保障学生和幼儿的安全；

（3）强降雨路段和积水路段加强交通管理，保障安全；

（4）切断低洼地带危险的室外电源，暂停在空旷地方的户外

作业，做好建筑工地高边坡、深基坑防护；地质灾害防御，转移

危险地带人员和危房居民到安全场所避雨，转移低洼场所物资，

收盖露天晾晒物品；

（5）检查城镇、农田、堤坝的排水系统，采取必要排涝措施，

确保塘堰、水库保持安全水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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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驾驶人员注意积水道路和塌方，确保行车安全。

2．暴雨黄色预警

标准：过去 24 小时全县大部地区出现 100 毫米以上降雨，且

预计未来 24 小时仍将出现 50 毫米以上降雨；或者预计未来 24

小时全县大部地区将出现 100 毫米以上降雨，且局部有超过 250

毫米的降雨。

防御指南：

（1）政府及有关部门做好防御暴雨的相关工作，县住房城乡

建设局适时启动城市防洪排涝专项预案；

（2）学校、幼儿园应采取措施保障学生和幼儿的安全；

（3）强降雨路段和积水路段加强交通管理，保障安全；

（4）对低洼地带采取管控措施，采取应急措施保障市民用电、

用气、用水，做好建筑工地高边坡、深基坑防护，检查、疏通城

市排涝系统；做好城区及城郊结合部地质灾害防御；转移危险地

带人员和危房居民到安全场所避雨，转移低洼场所物资，收盖露

天晾晒物品；

（5）检查城镇、农田、堤坝的排水系统，采取必要排涝措施，

确保塘堰、水库保持安全水位；

（6）驾驶人员注意积水道路和塌方，确保行车安全。

3．暴雨橙色预警

标准：过去 48 小时全县大部地区连续出现日雨量 100 毫米以

上降雨，影响严重，且预计未来 24 小时仍将出现 50 毫米以上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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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或者预计未来24小时全县大部地区将出现250毫米以上降雨。

防御指南：

（1）政府及有关部门适时启动应急预案，做好暴雨预防和应

急准备工作；

（2）切断危险的室外电源，暂停户外作业；

（3）处于危险地带的学校可以停课、单位可以停业，采取措

施保护到校学生、幼儿和其他上班人员的安全；

（4）做好建筑工地高边坡、深基坑防护，检查、疏通城市排

涝系统，打开窨井盖排除内涝积水并排专人值守；

（5）转移危险地带人员和危房居民到安全场所避雨，转移低

洼场所物资，撤离井下作业人员；

（6）做好城市、农田的排涝，防范暴雨可能引发的城市内涝

和山洪、崩塌、滑坡、泥石流等灾害；

（7）在强降雨路段和积水路段加强交通管理，保障安全，停

止地下车库使用，转移停靠车辆至安全地带，驾驶人员注意路滑

和塌方，确保行车安全。

4．暴雨红色预警

标准：过去 48 小时全县大部地区连续出现日雨量 100 毫米以

上降雨，并有日雨量超过 250 毫米的降雨，影响特别严重，且预

计未来 24 小时仍将出现 100 毫米以上降雨。

防御指南：

（1）政府及有关部门启动应急预案，做好防御暴雨应急和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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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工作；

（2）对危险地带的学校、单位采取停课、停业措施；

（3）做好城市内涝和山洪、滑坡、崩塌、泥石流等灾害的防

御和抢险工作；

（4）转移地质灾害危险地带人员和危房居民，户外人员到安

全场所暂避；

（5）切断有危险的室外电源，暂停户外作业；

（6）在强降雨路段和积水路段加强交通管理，保障安全；

（7）驾驶人员注意路滑和塌方，确保行车安全。

6.6 河心洲坝防洪度汛方案

目前全县共有 8 个河心洲坝，主要分布在岷江、马边河干流

沿江镇，近年来，随着洲坝、边坝地区人民住房条件的改善，修

建了较多的楼房，实施了渡改桥建设，抗御洪涝的能力有较大提

高。

1．河心洲坝的防洪抢险实行属地行政首长负责制。

2．各行政责任单位要制定不同量级洪水人员物资的转移方案。

方案要落实组织措施、转移人数、转移线路等，充分利用现有救

生高台和民居楼房的作用，将人、畜、物落实到转移的救生高台

和民居楼房。

3．加强防洪安全的日常宣传和教育，使群众明白紧急状态下

的转移目的地、转移线路等，在方案启动时，能达到迅速转移，

确保群众生命安全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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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在汛期无人居住的河心原则上禁止人畜过夜，洪水期应实

行封坝管理。具体措施由有关镇按以上原则制定。

5．河心洲坝防汛方案按照分级负责原则，由有关镇制定并负

责实施。

6.7 公路交通防洪度汛方案

1．公路交通防洪调度方案由县交通运输局制定和实施。防洪

调度方案报县防汛抗旱指挥部备案。

2．汛期要对交通干线桥涵、隧道、边坡、崖坎、防护设施等

开展防汛安全检查，发现问题及时排除，不留后患。

3．县交通运输局应加强对渡船、渡口、码头等水上设施的检

查，确保安全。

4．紧急防汛期，县交通运输局要按照规定实行停航、封渡、

船只集中停靠等管控措施。

5．汛期发生交通险情，县交通运输局要迅速组织力量、机具

投入抢险，确保交通畅通。重大交通险情应立即上报县防汛抗旱

指挥部。

6．县交通运输局要负责汛期防汛抢险车辆的组织和准备，确

保汛期防汛抢险需要。

6.8 犍为县各专业和部门防洪应急预案

1．重点目标防洪应急预案。切实保障城市生命线的安全，确

保城市生产生活的正常运转。水、电、气、通讯、公共交通防洪

应急预案由主管部门监督指导，分别由各公司制定并负责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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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维护社会治安，保护重要目标，对重要地段实行交通管制。

当洪灾发生后，部分地区和地段出现险情时，公安部门应对重点

目标进行保护，维护社会治安，对重要地段实行交通管制，疏导

交通，确保人员安全。

3．重要企事业单位，有毒有害、易燃易爆等危险物资仓库、

抢险救灾物资等重要仓库的防洪应急预案由主管部门监督指导，

分别由相关企事业单位和仓库制定并负责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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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章 应急保障

各级防汛抗旱指挥部要从人员、物资、技术等方面着力提高

应对洪涝灾害的应急保障能力。由县防办建立完善县级防汛抗旱

工程抢险装备数据库，各镇按分级原则建立相应的防汛抗旱工程

抢险装备数据库。县防汛抗旱指挥部各成员单位根据工作职责建

立防汛突击队、储备抢险物资。各镇防汛抗旱指挥部按分级原则

建设、储备本级防汛物资和抢险队伍。全县各级防汛物资及队伍

服从县防汛抗旱指挥部统一调度。

7.1 通信与信息保障

县经济信息化局要负责组织、协调、督促和指导各基础电信

运营企业，优先保障气象、水文、汛情、灾情等信息的及时传递，

保障救灾指挥系统和重要部门的信息畅通。

在紧急情况下，应充分利用公共广播和电视等媒体以及各种

通讯方式发布信息，通知群众快速撤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

的安全。

7.2 应急机械装备保障

各级防汛抗旱指挥部应储备满足抢险所需的常规抢险机械、

抗旱设备、物资和救生器材。

对重点险工险段及易出险的防汛工程，工程管理部门应按防

汛抗旱指挥部的要求提前编制工程应急抢险预案；当新险情出现

后，当地防汛抗旱指挥部应派工程技术人员赶赴现场，研究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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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并指导、组织实施。

7.3 应急抢险队伍保障

各级防汛抗旱指挥部要组建本级专业防汛抢险队伍，统筹做

好社会力量参与救援工作。

需要驻县部队、武警参与防汛抢险时，当地人民政府及防汛

抗旱指挥部要及时商请相关部门按《军队参加抢险救灾条例》及

有关规定组织实施。其中，县应急局负责与县人武部、县武警中

队、县消防救援大队联系参与防汛抢险。

7.4 交通运输保障

铁路、交通运输、公安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制定相应的应急

预案，优先保证防汛抢险人员和防汛物资的运输，适时实行交通

管制，密切配合做好交通运输保障工作。

7.5 医疗卫生保障

医疗卫生防疫部门负责洪涝灾区疾病防治的业务技术指导，

组织医疗卫生队赴灾区巡医问诊，负责灾县防疫消毒、抢救伤员

等工作。

7.6 治安保障

公安部门、武警部队主要负责做好涝灾灾区的治安管理工作，

依法严厉打击破坏防洪抗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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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组织搞好防汛抢险、分洪爆破

的戒严、警卫工作，维护灾区的社会治安秩序。

7.7 物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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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1 物资储备

物资储备按分级原则储备防汛物资。

1．防汛抗旱机构、重点防汛工程管理单位以及受洪水威胁的

其它单位应按规范储备足够的防汛抢险物资。县防汛抗旱指挥部

应及时掌握新材料、新设备的应用情况，及时调整储备物资品种，

提高科技含量，储备抢险队伍所需物资。

2．县发展改革局储备的县级防汛救灾物资，主要用于解决县

内遭受重特大洪涝灾害地县防汛抢险物资的不足，重点支持县内

遭受重特大洪涝灾害地县防汛救灾物资的应急需要。

3．县级防汛物资储备的品种主要用于拦挡洪水、导渗堵漏、

堵口复堤等防汛抢险急需的抢险物资，用于救助、转移被洪水围

困群众及抗洪抢险人员配用的救生器材，用于抢险施工、查险排

险的小型抢险机具。

4．各镇防汛抗旱指挥部和相关部门应结合本地情况做好防汛

物资的储备。

7.7.2 物资调拨

1．县级防汛物资调拨原则：先调拨县级防汛储备物资，在不

能满足需要的情况，可调用各镇和部门储备的物资，如全县储备

物资都不能满足需要，向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提出申请调拨物资。

2．县级防汛物资调拨程序：由各镇向县防汛抗旱指挥部提出

申请，经批准同意后，由县应急局向县发展改革局下达调拨令按

程序调拨。



— 78 —

3．当储备物资不能满足要求时，必要时可通过媒体向社会公

开征集。

7.8 资金保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的有关规定，各级人民政府

应当采取措施，提高防汛投入的总体水平。

各级财政应安排资金用于本行政区域内的抗洪抢险、水毁工

程修复、防洪非工程措施建设等。

7.9 社会动员保障

紧急防汛期，由各级防汛抗旱指挥部进行社会动员，保障防

汛抢险工作顺利开展。非紧急防汛期，由各级政府负责社会动员，

保障防汛工程设施的建设和维护。

7.10 技术保障

1．完善犍为县防汛抗旱指挥部挥系统

（1）进一步建设覆盖县防汛抗旱指挥部挥部的网络系统，提

高信息传输的质量和速度。

（2）改进水、雨、工、灾情信息采集系统，使全县防汛信息

快速、准确的传送到县防汛抗旱指挥部。

（3）建立和完善重要河段的洪水预报系统，提高预报精度，

延长有效预见期。

（4）建立和完善全县防汛基础、实时数据库系统，实现防汛

基础和实时数据的查询和统计。

（5）结合全县控制性水库调度，建设全县重要河段的防洪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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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系统，实现实时洪水优化调度，为减灾和增益提供决策支持。

（6）建立全县防汛信息管理系统，实现各级防汛抢险救灾信

息共享。

2．专家库建设

按分组原则在县防汛抗旱指挥部建立完善防汛专家库，发生

洪涝灾害时，由县防汛抗旱指挥部统一调度，派出专家组，指导

防汛抢险工作。

7.11 培训和演练

7.11.1 培训

1．培训采取分级负责的原则。县防汛抗旱指挥部负责各镇防

汛抗旱指挥部负责人和县防汛抗旱抢险技术人员培训；各镇防汛

抗旱指挥部负责本地县防汛抗旱机构负责人和防汛抗旱抢险技术

人员培训。

2．培训工作应做到合理规范、考核严格、分类指导，保证培

训工作质量。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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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级培训每年汛前至少应组织一次。

7.11.2 演练

1．专业抢险队伍必须针对当地易发的各类险情，针对性地每

年进行一次演习。

2．县应急局负责组织协调综合性专业演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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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 章 后期处置

8.1 善后处理

1．各镇人民政府及防汛抗旱指挥部在洪水消退后要立即组织

群众重返家园，恢复生产。对家园严重冲毁，靠自身力量难以重

建的群众，政府要从人、财、物等方面给予帮助。县级相关部门

及时安排救灾资金和特大防汛经费，帮助受灾群众渡过难关。

2．县防汛抗旱指挥部负责全县洪涝灾害后的统一协调指挥。

按行业归口原则，由各行业主管部门组织好本行业灾后救助工作，

各部门各司其职，又相互配合、协作、团结救灾。

3．有关部门灾后善后工作。

（1）县水务局负责水务、防汛等水毁工程的修复工作。

（2）县住房城乡建设局牵头组织城市规划区内灾后恢复工作。

（3）县公安局负责灾区治安管理工作，维护社会稳定。

（4）县农业农村局抓好农业生产自救工作。

（5）县自然资源局及时派出领导及工程技术人员赴地质灾害

现场调查，提供应急救援处置方案，组织实施抢险救援及善后处

置。

（6）县经济信息化局负责工业商贸企业的生产自救组织工作。

（7）县交通运输局负责交通干线的灾后恢复工作。

（8）县应急局抓好救灾物资的筹集调剂。安置灾区人民生活

用品的组织发放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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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县卫生健康局负责组织好灾区医疗工作，做好灾县防疫

消毒和日常防疫药品的发放工作，防止灾后流行病的发生和蔓延。

8.2 社会救助

由县红十字会负责组织协调社会、个人或境外机构社会救助，

按照救助资金、物资的管理办法对救助财、物进行管理发放。

8.3 防汛抢险物资补充

针对当年防汛物资消耗情况，按照分级筹措和常规防汛的要

求，及时补充到位。

8.4 水毁工程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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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做到恢复主体功能。

2．遭到毁坏的交通、电力、通信、水文以及防汛专用通信设

施，应尽快组织修复，恢复功能。

8.5 防汛工作评价

各级防汛抗旱指挥部应实行防汛工作年度评价制度，着重对

各个方面和环节进行定性和定量的总结、分析、评估。从全社会

各个方面征求意见和建议，总结经验，找出问题，提出改进建议，

进一步做好防汛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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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 章 附则

9.1 名词术语定义

汛期：是指在一年中因季节性降雨、融冰、化雪而引起的江

河水位有规律地显著上涨时期。犍为县汛期为每年 5—9 月（5 月

1 日至 9 月 30 日）。

防汛：是指为防止和减轻洪水灾害，在监测预警、洪水预报、

防洪调度、防洪工程运用等方面进行的有关工作。

紧急防汛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当江河、湖

泊、水库的水情接近保证水位或者安全流量，水库水位接近设计

洪水位，或者防洪工程设施发生重大险情，有关县级以上防汛抗

旱指挥部可以宣布进入紧急防汛期。

警戒水位：指汛期河流湖泊主要堤防险情可能逐渐增多的水

位。我县警戒水位多取定在洪水普遍漫滩或重要堤段开始漫滩偎

堤的水位。此时河段或区域开始进入防汛戒备状态，有关部门进

一步落实防守岗位、抢险备料等工作，跨堤涵闸停止使用。

保证水位：指汛期堤防及其附属工程能保证安全运行的上限

洪水位。当洪水达到或低于这一水位时，有关部门有责任保证堤

防等有关工程的安全。保证水位是制定保护对象度汛方案的重要

依据，也是体现防洪标准的具体指标。

暴雨：指 12 小时降水总量在 30.0—69.9 毫米之间或者 24 小

时降水总量在 50.0—99.9 毫米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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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暴雨：指 12 小时降水总量在 70.0—139.9 毫米之间或者

24 小时降水总量在 100.0—249.9 米米之间。

特大暴雨：指 12 小时降水总量大于等于 140 毫米或者 24 小

时降水总量大于等于 250 毫米。

一般洪水：指洪峰流量或洪量的重现期为 2—5 年一遇（2 年

以上、5 年以下）的洪水。

较大洪水：指洪峰流量或洪量的重现期为 5—10 年一遇（5

年以上、10 年以下）的洪水。

大洪水：指洪峰流量或洪量的重现期为 10—20 年一遇（20

年以下、10 年以上）的洪水。

特大洪水：指洪峰流量或洪量的重现期大于 20 年一遇（20

年以上）的洪水。

备注：1．本预案有关数量的表述中，“以上”含本数，“以

下”不含本数。本预案中警戒水位和保证水位摘自《四川省防汛

警戒水位保证水位分析成果》（2017 年版）。

2．上述洪水等级划分主要是依据犍为县境内各江河流已建堤

防实际设防能力来确定的。

9.2 预案管理与更新

本预案由县防办负责管理，并负责组织对预案进行评估。原

则每 5 年对本预案修编更新一次。每年对本预案评估一次，由县

防办召集有关部门，有关专家进行评审，并视情况变化进行修改，

报县政府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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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奖励与责任追究

对抗洪抢险救灾作出突出贡献的先进集体和个人，由县委、

县政府进行表扬；对防汛工作中玩忽职守造成损失的，依据相关

规定，追究当事人的责任，并依法予以处理。

9.4 预案解释部门

本预案由县防汛抗旱指挥部负责解释。

9.5 预案实施时间

本预案自印发之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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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2 年犍为县防汛抗旱指挥部组成人员名单

指挥部
任职

姓名 单位 职务 办公室电话 手机号

总指挥 孙廷鹏 县政府 县长 4221531

指挥长
杨 谦 县政府 副县长 4221531 18228366503

罗 勇 县政府 副县长 4221531 13700933976

副

指

挥

长

朱文权 县政府办 主任 4259531 13350519966

邓海军 县人武部 部长 2352539 13183636797

唐念一 县水务局 局长 4251939 13628188300

杨竞 县应急局 局长 4221233 13981382277

成
员

刘红英 县发展改革局 局长 4221453 13708133255

杨 周 县自然资源局 局长 4265663 13541943777

官 强 县应急局 副局长 4255365 13550570333

郭智伟 县经济信息化局 局长 4266015 13881377393

邓 伟 县公安局 副局长 4251110 13518232111

彭美金 县财政局 局长 4222064 15281987398

刘 超 县交通运输局 局长 4253283 18981336859

庞灵敏 县住房城乡建设局 局长 4225870 19881330651

罗 军 县卫生健康局 局长 4251152 13508136677

龚建明 县气象局 局长 4221389 13981353088

郭 军 县农业农村局 局长 4233630 13890676976

段礼富 县教育局 局长 4221294 13990690669

杨彦贵 县航电管理局 局长 4239766 13990685698

李富良 县文体旅游局 局长 4263229 18781321632

张 林 县民政局 局长 4253350 13981307777

龙永彬
县委宣传部

（县政府新闻办）
常务副部长 4221234 13568449811

王福正 县粮食和物资储备中心 主任 4221529 13990613399

尤兴林 县消防大队 政治教导员 4252119 13881376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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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挥部
任职

姓名 单位 职务 办公室电话 手机号

万 坤 乐山川犍电力公司 经理 4251766 13881330272

贾晓钢 中国移动犍为分公司 经理 13890680677 13508151049

杨 鑫 中国电信犍为分公司 经理 4221240 18981331131

邓 力 中国联通犍为分公司 经理 18608336840 18608332007

办公室

唐念一 县防办 主任(兼)
值班电话：0833-4251751

0833-4233559

传真电话：0833-4251751

0833-4254400
杨 竞 县防办 主任(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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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2 年犍为县镇防汛领导小组人员名单

镇（街道办） 值班电话 镇长 手机 分管镇长 手机

玉津镇 4223170 邹 超 18113960976 杨玉凯 18183310130

罗城镇 4367364 谢兰香 13540914675 罗莉娟 18011665055

定文镇 4044542 徐尚裕 15283388585 罗 帆 19160400991

芭沟镇 4091150 赵志坚 18181527089 魏堂正 18728819088

玉屏镇 4321188 张 艳 15196401500 赵福金 15298055019

双溪镇 4394253 周丽娜 18080621731 敖 广 15756770908

石溪镇 4186228 蔡洪强 18981331667 杨 勇 13648184098

铁炉镇 4971001 谢敏建 13508131159 程万林 13696164895

寿保镇 4121008 张 剑 13696140258 谢道平 18080628037

清溪镇 4375317 董堂德 13990638681 明圣杰 18981336936

舞雩镇 4014014 李冬梅 13981307216 余 林 15348139263

龙孔镇 4301008 杨 建 13618187301 郑 刚 18383388367

孝姑镇 4151088 张孝林 18990660753 王 虎 13990605324

九井镇 4391018 余 波 15283317071 张元杰 18048808648

大兴镇 4307006 周 鹏 13696146634 巫建华 199819755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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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犍为县河心洲坝统计表

序号 镇 住人 户 人口
房屋

总面积（亩） 耕地（亩）
幢

1 舞雩镇 石马坝 1218 3430 985 4500 3500

2 清溪镇 康家坝 225 915 160 2505 1500

3 孝姑镇 八一坝 1959 5125 1361 5310 1500

4 石溪镇 河西坝 363 1061 363 2775 1700

5 石溪镇 前丰坝 210 720 210 500 340

6 玉津镇 虎吼坝 100 350 100 1600 1100

7 玉津镇
和朱社区

628 1460 298 1420 400
机场坝

8 铁炉镇 五一坝 1500 5106 1200 12000 3000

合计 6203 18167 4677 30610 13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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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犍为县重点江河堤防统计表

县（市、区） 江河 堤防名称 所在镇
镇行政负责人

姓名 单位 职务 电话

犍为县 岷江 军民堤防 玉津镇 谢强 玉津镇政府 政法委员 18981338830

犍为县 岷江 北门河堤 玉津镇 杨霖 玉津镇政府 副镇长 15386559616

犍为县 岷江 朱石滩护岸 玉津镇 谢强 玉津镇政府 政法委员 18981338830

犍为县 岷江 分洪濠堤防 玉津镇 胡国斌 玉津镇政府 副镇长 13881332158

犍为县 岷江 高石坝河堤 孝姑镇 张孝林 孝姑镇政府 镇长 13990681948

犍为县 岷江 镇上保坎 孝姑镇 张孝林 孝姑镇政府 镇长 13990681948

犍为县 岷江 桐子浩堤防 铁炉镇 谢敏建 铁炉镇政府 镇长 13508131159

犍为县 岷江 前丰堤防 石溪镇 王琦 石溪镇政府 副镇长 13981316657

犍为县 岷江 石马关河堤 石溪镇 王琦 石溪镇政府 副镇长 13981316657

犍为县 岷江 沙咀河堤 玉津镇 杨玉凯 玉津镇政府 副镇长 18183310130

犍为县 岷江 虎吼坝堤防 玉津镇 吕小英 玉津镇政府 纪委书记 13696123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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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犍为县重点水库防汛责任人名单
县

（市、

区）

水库名称
所在

镇

行政责任人 管理责任人 技术责任人

姓名 单位 职务 电话 姓名 职务 电话 姓名 电话

犍为 新店水库 罗城镇 杨谦 县政府 副县长 18228366503 唐毅
犍为县水库服

务中心副主任
18728882777 王洪 13881321797

犍为 三岔河水库 定文镇 杨谦 县政府 副县长 18228366503 张波
犍为县水库服

务中心副主任
18188344994 谢盛华 15298015979

犍为 太平寺水库 定文镇 杨谦 县政府 副县长 18228366503 张波
犍为县水库服

务中心副主任
18188344994 黄陶 13696141397

犍为 月咡坝水库 玉津镇 邹超
玉津镇人民

政府
镇长 18113960976 杨玉凯

犍为县玉津镇

人民政府副镇

长

18183310130 韩旭平 15883362398

犍为 观音桥水库 清溪镇 董堂德
清溪镇人民

政府
镇长 13990638681 王若秋

犍为县清溪镇

人民政府党委

副书记

18781332265 文斌 15983361717

犍为 大塘口水库 清溪镇 董堂德
清溪镇人民

政府
镇长 13990638681 刘旼

犍为县清溪镇

人民政府纪委

书记

13696157327 文斌 15983361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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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

（市、

区）

水库名称
所在

镇

行政责任人 管理责任人 技术责任人

姓名 单位 职务 电话 姓名 职务 电话 姓名 电话

犍为 三角沱水库 九井镇 余波
九井镇人民

政府
镇长 15283317071 张元杰

犍为县九井镇

人民政府副镇

长

18048808648 宪其友 13096055636

犍为 马家坡水库 舞雩镇 李冬梅
舞雩镇人民

政府
镇长 13981307216 余林

犍为县舞雩镇

人民政府副镇

长

15348139263 潘绍波 15386551332

犍为 翻身水库 龙孔镇 杨建
龙孔镇人民

政府
镇长 13618187301 郑刚

犍为县龙孔镇

人民政府副镇

长

18383388367 王波 13648188563

犍为 七二水库 龙孔镇 杨建
龙孔镇人民

政府
镇长 13618187301 郑刚

犍为县龙孔镇

人民政府副镇

长

18383388367 王波 13648188563

犍为 胜利水库 石溪镇 蔡洪强 石溪镇政府 镇长 18981331667 杨勇

犍为县石溪镇

人民政府副镇

长

13648184098 陈六顺 13881307664

犍为 健康水库 寿保镇 张剑 寿保镇政府 镇长 13696140258 谢道平

犍为县寿保镇

人民政府副镇

长

18080628037 周晋 13980270828

犍为 丰收水库 孝姑镇 张孝林 孝姑镇政府 镇长 18990660753 王虎

犍为县孝姑镇

人民政府副镇

长

13990605324 刘惠先 13981310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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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

（市、

区）

水库名称
所在

镇

行政责任人 管理责任人 技术责任人

姓名 单位 职务 电话 姓名 职务 电话 姓名 电话

犍为 金鹅水库 孝姑镇 张孝林 孝姑镇政府 镇长 18990660753 王虎

犍为县孝姑镇

人民政府副镇

长

13990605324 康友建 13281336018

犍为 麻格山水库 大兴镇 周鹏 大兴镇政府 镇长 13696146634 巫建华
大兴镇人民政

府副镇长
19981975570 张波 13628189968

犍为 反修水库 罗城镇 谢兰香 罗城镇政府
党委副

书记
13540914675 罗莉娟

犍为县罗城镇

人民政府副镇

长

18011665055 岑涛 13378346658

犍为 黄厂沟水库 芭沟镇 赵志坚 芭沟镇政府 镇长 18181527089 魏堂正

犍为县芭沟镇

人民政府副镇

长

18728819088 舒成贵 13990618222

犍为 土地沟水库 清溪镇 董堂德
清溪镇人民

政府
镇长 13990638681 廖志刚

犍为县清溪镇

人民政府人大

主席

13981333071 文斌 15983361717

犍为 沙谷沱水库 清溪镇 董堂德
清溪镇人民

政府
镇长 13990638681 车碧红

犍为县清溪镇

人民政府副镇

长

17781224265 文斌 15983361717

犍为 前丰水库 玉屏镇 张艳 玉屏镇政府 镇长 15196401500 赵福金
犍为县玉屏镇人

民政府副镇长
15298055019 吴辉 13990661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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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

（市、

区）

水库名称
所在

镇

行政责任人 管理责任人 技术责任人

姓名 单位 职务 电话 姓名 职务 电话 姓名 电话

犍为 万金水库 玉屏镇 张艳 玉屏镇政府 镇长 15196401500 赵福金
犍为县玉屏镇人

民政府副镇长
15298055019 邱发荣 13990650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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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犍为水系及水利设施分布图



— 95 —

附件 7

犍为县主要江河水文（位）站警戒水位
保证水位成果表

河流 站名

警戒水位 保证水位

高程

系统
警戒水位

（米）

相应流量

（立方米

/秒）

保证水位

（米）

相应流量

（立方米

/秒）

岷江

乌尤寺 360.80 / 361.90 / 吴淞

五通桥 342.20 19800 343.50 24600 吴淞

马边河 马边站 537.50 1410 538.20 1760 黄海



信息公开选项：主动公开
抄送：县委办公室，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县政协办公室，县纪委

监委，县法院，县检察院，县人武部。

犍为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 年 7月 15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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