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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6 月 22～24 日，江西省永丰县普降连续性

大暴雨，乡镇平均降雨量达 213 mm，中南部 10 个山区

乡镇降雨量超过 200 mm，龙冈畲族乡降雨量达到

321.6 mm。持续多天的大暴雨，致使县境内恩江河、江

口河、藤八河、水浆河、孤江河等河流洪水暴涨。

由于该县山洪灾害监测预警系统发挥出“千里眼”

“顺风耳”作用，县防汛部门根据山洪灾害预警系统提

供的信息，从容应战山洪袭击，及时转移山洪地质灾害

易发区的群众，确保了灾区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最大限

度地避免和减少了财产损失。

2009 年，永丰县被列为全国山洪灾害防治试点县，

到2010年 4月，完成暴雨洪水监测系统、信息汇集平台、

信息服务系统、乡村预警子系统及山洪灾害防御体制等

项目建设，完成投资 260万元。新建 1个县级预警平台、

41处自动雨量站、3处自动水位站、6个村级山洪预警广

播站点，涉及 38个村小组，编制了 1个县级山洪灾害防

御预案和 21 个乡镇山洪灾害防御预案。发放山洪灾害

防御宣传手册15 000份、宣传单8 000张、明白卡41 600

份、宣传光碟200张。制作安装警示牌45块、不锈钢宣传

牌 41 块、宣传栏 38 处。建立了县、乡镇、村三级山洪灾

害防御责任制体系。

江西省水利厅防汛办率验收组对永丰县全国山洪

灾害防治试点项目进行验收，通过实地查看和查阅档案

资料等，验收组对永丰县全国山洪灾害防治试点项目工

作给予充分肯定。验收组一致认为，该项目已按要求建

成，工程档案资料齐全、规范，系统功能达到设计要求，

同意永丰县全国山洪灾害防治试点项目通过验收。

永丰县山洪灾害防治系统的建成，提高了灾害来临

前信息和预警传递的速度及相关部门的反应速度，实现

了信息汇集和预警信息共享，可全面提高山洪防御能

力，最大程度减轻灾害损失。特别是2010年 6月，该县遭

遇 80年一遇特大洪灾，5个村庄被洪水围困，县防汛部

门借助山洪灾害预警系统提供的信息，及时组织各地强

化水利巡查和安全调度，实施山洪灾害易发区人员转

移制度，在洪水侵袭前转移 1.2 万群众，未因洪灾造成

一人伤亡，保障了群众生命安全，有效减轻了洪涝灾害

损失。

永丰县属山区丘陵地区，山洪灾害点多面广、发生

频繁，是全省山洪地质灾害重点防护县。部分山乡突发

性强、破坏力大、预报预警难、防御难度大，山洪灾害造

成的人员伤亡和基础设施、生态环境破坏问题十分突

出。为此，该县采取预警防御和搬迁避险相结合的办

法，有效减低山洪灾害损失。

为变被动避灾为主动避灾，采取各种行之有效的手

段，广泛、积极地宣传灾害隐患对生命财产的威胁，宣

传党和政府的避灾移民搬迁政策，让群众充分认识到山

洪灾害隐患的严重性，让群众自愿搬迁，务求隐患点整

体搬迁。做到宣传工作“四到户”，即：工作人员上门到

户，宣传资料发放到户，政策规定宣读到户，群众疑虑

解释到户。努力做好迁出地和接收地的干部、群众的思

想工作。

采取政府主导、阳光操作原则，以“整体搬得出，长

期留得住，逐步富得起”为目标，通过避灾搬迁，提高灾

区人民群众的抗灾水平和能力，确保灾区人民群众生命

财产安全，改善灾区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在山洪

灾害易发区内，对威胁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工程治理难

度大或工程治理效益差，且具备避灾搬迁条件的地质

灾害隐患点，实施整体搬迁移民，主动避让山洪灾害。

移民搬迁给予财政资金补助标准，避灾移民搬迁户的

建房补助标准为人均 4 000 元（其中人均 500 元为 10户

以上的集中安置基础设施建设配套费），分散安置的人

均 3 500元，补助款实行一卡通到帐。

安置方式、安置点的选择尊重移民意愿，由移民自

主选择。安置点尽量选择靠近乡政府、村委会、学校、卫

生院或公路沿线基础设施条件较好的地方。将符合“五

保”条件的孤寡老人安置在敬老院。到目（下转第 4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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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因此保险基金的征收标准也要与经济社会的发展水

平相一致。

4.4 科学编制洪水风险图

编制洪水风险图是推行洪水保险的前提条件。洪水

风险图的编制可结合丹江口水库加高后汉江各典型年

不同设计频率洪水，对杜家台分蓄洪区在不同的分洪流

量、分洪总量、分洪历时、洪道底水位及长江水位顶托

等参变量的组合影响下，进行洪水分析与调算，将区内

的洪水风险分为不同量级洪水的淹没情况，正确评估不

同洪水风险量级下的风险度，实行风险分区。在此基础

上评估各类财产可能损失率，测算投保标准和承保工作

成本，制定完善的杜家台分蓄洪区洪水风险图，以利于

保险公司对不同的围垸实行不同的费率。

4.5 合理制订洪水保险费率

在制订保险费率时，首先要针对不同的洪水风险区

域实行不同的保险费率，以促使人们向洪水风险较小的

区域发展，如通过费率的调整，控制洪南消泗、曲口、兴

无等高风险围垸内的常住人口。实行鼓励区内居民外迁

或向洪北大垸、下东城垸适当移民的保险费率政策。对

违章占用行洪道的保险标的，不仅不予承保，而且要按

照有关规定坚决予以清除。其次，把农业种植和居民其

他财产分开，农业基本种植按补偿执行，其他财产鼓励

投保，如在限额内国家给予一定补助。第三，要遵循适

当原则，采用规定最高限额的不定值保险形式，对不同

保险标的确定不同的保险限额，超过限额标准的财产，

不予保费补贴。同时洪水保险费率还应相对稳定，鼓励

采取适当的防损措施。

洪水保险是洪水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杜家台分

蓄洪区开展洪水保险，对建立分流运用常态运管机制，

保障分洪工程及时有效运用，减少分洪运用矛盾，促进

分蓄洪区建设与管理非常必要。因此，加紧对存在问题

的研究，认真做好前期各项基础工作，积极创造条件启

动洪水保险，是促进杜家台分蓄洪区由控制洪水向洪水

管理转变的重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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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35 页）前，全县有729户居民搬离山洪灾害易发

点，近5年无因山洪灾害造成人身伤亡事故。

山洪灾害防御，如果仅靠水利部门一家的力量，力

不从心，必须群测群防。因此，永丰县同步建立了县、乡

镇、村三级山洪灾害防御责任制体系，着力建设乡村山

洪防御协管队伍。每年都要组织重点山洪防御乡村的干

部参加县防汛指挥部举办的山洪防御协管员培训班，经

考试合格后上岗。

协管员负责将报警方式、报警程序、安置地点、转移

路线、转移责任人、责任人负责的对象，进行广泛宣传，

并将山洪灾害避险明白卡发放到户，做到家喻户晓妇孺

皆知，群测群防。群测群防预警信息的获取来自县、乡

镇、村或监测点，由协管员根据山洪灾害防御宣传培训

掌握的经验、技术和监测设施监测信息，向群众发布预

警信息。各乡镇除接收县防汛部门发布或下发的预警信

息，还接收群测群防监测点的预警信息。各行政村设立

以村主任为负责人的山洪灾害防御指挥机构，向县防汛

指挥部推荐监测预警抢险协管员人选，成立以基层民兵

和山洪监测预警抢险协管员为主体的应急抢险队。

2010 年 6月 19 日 17 时 28 分，防汛部门预测，3 h后

最高洪峰来临，洪水将漫过河堤围困村庄，情况危急，

八江乡高家村通过广播、锣鼓提示村名转移。

在村口，乡村干部认真清点转移人员，即时向乡防

汛指挥部报告现场转移人员情况。经过约1 h的有序转

移，全村 1 653名群众安全到达指定的安置点。此时，组

织组、医疗防疫组、后勤安置组、应急处置组在安置点召

开联席会议，会议结束后，立即各行其职，既分工又合作，

进一步做好安全保障工作，备足食物等必备生活物资。

洪峰如期而至，汹涌的洪水漫过河堤，冲向高家村，

洪水的奔流声响震撼人心，令人心悸，仅仅几分钟时

间，整个村庄浸泡在一片汪洋中，水位高达1.6 m。据吉

安市水文局频率分析确定，此次洪水为 80 年一遇的特

大洪水。

“面对无力抗击的特大洪水，确保群众安全避险最

要紧，只要人在，家园被毁还可以重建，党和政府是我

们的坚强后盾！”村干部高祥林说，“我们村组干部都是

防汛抢险协管员，经过县防汛部门的培训，在这次群众转

移工作中，平时积累所学的知识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3 建设协管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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