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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以国务院批复的《全国

山洪灾害防治规划》为依据，2010 年 11 月，水利部会同

财政部等部、局启动了全国山洪灾害防治县级非工程措

施项目建设，计划用 3年时间，初步建成覆盖全国山洪

灾害防治区2 058个非工程措施体系。2010～2012年，中

央财政已累计安排补助资金 79.38亿元，全国有山洪灾

害防治任务的 2 058 个县中央补助资金已全部到位。各

地切实加大地方建设资金投入，保障了项目建设顺利开

展。截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各地共落实地方建设资金

31.52亿元，中央和地方共落实资金110.9亿元。[1]

全国山洪灾害防治县级非工程措施项目是目前我

国水利建设已开展的最大规模的非工程措施建设项目，

一方面，通过山洪灾害防治县级非工程措施项目建设，

项目县已初步建立了覆盖山洪灾害防治区的监测预警

系统和群测群防体系，有效解决了当前我国山洪灾害防

御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另一方面，项目县初步构建了县

级防汛指挥平台，强化了基层防汛指挥措施，提高了山

洪灾害防治区的基层防汛指挥决策水平，使基层防汛向

信息化、现代化加速迈进。从近两年山洪灾害防御工作

实际来看，通过项目建设的山洪灾害监测预警系统和

群测群防体系，基本实现预警及时、反应迅速、转移快

捷、避险有效，发挥了很好的防灾减灾效益。2012 年全

国因山洪灾害死亡失踪 625 人，占全部洪涝灾害死亡

失踪人数的 76%，均大大低于 2000 年以来均值[1]。这些

成绩的取得，得益于各级防汛部门的艰辛努力，也得益

于强有力的建设管理措施，确保项目建设按照预定的

方向稳步前进。

2.1 点多面广，建设任务重

全国山洪灾害防治县级非工程措施项目涉及 29省

（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305个地级市、

2 058 个县、30 014 个乡镇、438 786 个行政村、1 784 339

个自然村、166 418个企事业单位、5.5亿人。防治区面积

487 万 km2，包括约 23 万个小流域。在已基本完建 2010

年、2011 年项目的 1 100 个项目县中，共划定危险区 13

万处，涉及人口约1亿人；新建雨量、水位自动监测站点

27 375个；建设安装具有自动监测报警功能的简易雨量

站111 389个，简易水位站18 177处；安装无线预警广播

系统 78 319 套；购置分发简易报警设备（锣、鼓、号、口

哨）408 467套（面）、手摇警报器142 934台；开发建设县

级山洪灾害监测预警平台1 070个；编制完善了1 221个

县级、15 907 个乡镇和 141 787 个行政村山洪灾害防御

预案；制作山洪灾害防御警示牌、宣传栏 509 258 块，发

放明白卡 3 405 万张，组织培训、演练 269 万人次。2012

年度还有 958 个县的建设任务需要完成，3年时间内完

成如此大规模、大范围的建设内容，难度极大。

2.2 组织协调工作量大

按照《全国山洪灾害防治县级非工程措施项目建设

管理暂行办法》要求，山洪灾害防治县级非工程措施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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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由所在县水利部门牵头，会同财政、国土资源、气象

等部门，做好建设项目的具体组织、协调和建设管理工

作。各级水利部门发挥了牵头作用，承担了大量组织协

调工作，积极主动地与财政、国土资源、气象部门沟通，

争取各方面的支持，切实做到信息共享，并形成防灾减

灾合力。

2.3 基层技术力量薄弱

山洪灾害具有突发性、局部性的特点，成灾极快，难

以预测，需要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人员转移避险工作，

发生较大山洪灾害时，交通、通信往往中断。因此，山洪

灾害防御要以县、乡、村等基层组织为单元组织完成，

有时甚至由群众自发完成。本次的山洪灾害防治非工程

措施建设以县、乡、村基层为重心，重视基层监测预警

系统建设和群测群防体系建立，主要建设内容在基层实

施完成。但是，部分基层技术和管理人员不足、水平不

高，一部分县负责项目建设管理的同志对项目建设的技

术要求把握不准，影响了项目建设质量和进度。

2.4 涉及多个专业、技术水平要求高

目前正在建设的县级非工程措施项目主要包括以

下 8个方面的建设内容：（1）开展防治区内的山洪灾害

普查；（2）划定防治区内的山洪灾害危险区；（3）确定乡

镇和小流域的临界雨量、水位等预警指标；（4）建设覆

盖防治区的雨水情监测站点；（5）建设山洪灾害预警系

统；（6）建设县级监测预警平台；（7）编制县级及防治区

内的基层乡村预案；（8）建立基层山洪灾害防御责任制

体系、开展宣传培训演练。非工程措施项目涉及社会管

理、水文、气象、地质、通信、计算机网络、GIS技术、数据

库等多个专业的技术整合和集成，如雨水情站点布设涉

及水文信息采集、传输，编制县、乡、村 3级山洪灾害防

御预案又涉及行政管理和社会管理，整个项目既有专业

化的水文情报监测预警，又有群众主导的群测群防，还

有与中国行政管理层级紧密结合的责任制体系，最终形

成群专结合的山洪灾害防御体系。项目涉及多个专业，

技术水平要求很高。

为了把山洪灾害防治非工程措施项目建设好、管理

好，切实发挥防灾减灾效益，减少人员伤亡，项目管理者

通过定责任、建制度、发通知、开会议、勤检查、发通报等

措施，抓质量、抓进度、抓信息共享，确保项目建设按照

预定方向和目标开展，有力的保障项目建设顺利进行。

3.1 定责任

《全国山洪灾害防治县级非工程措施项目建设管理

暂行办法》明确了各级部门的责任，并要求各省（自治

区、直辖市）成立相应管理机构。全国山洪灾害防治县

级非工程措施建设实行项目管理，由省级人民政府负总

责，县级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项目建设。省级

水利部门会同同级财政、国土资源和气象部门成立项目

建设领导小组，根据实际情况在省级或县级成立项目建

设管理办公室，负责项目建设管理。水利部成立了山洪

灾害防治工作领导小组，全国有山洪灾害防治任务的

29 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也都成立

了项目管理办公室或领导小组。

3.2 建制度

水利部会同财政部等部门在项目启动阶段，制定了

《全国山洪灾害防治县级非工程措施项目建设管理暂行

办法》《中央财政山洪灾害防治县级非工程措施建设补

助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等文件，从职责分工、前期工作、

建设管理、项目验收与运行管理、经费支出等方面，对

各地正在开展的山洪灾害防治县级非工程措施项目建

设管理全过程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各地也相应制定了符

合本地实际情况的项目和资金管理办法。

3.3 发通知

山洪灾害防治县级非工程措施项目各类通知是随

着项目进展到不同阶段、针对项目建设中发现的问题和

新情况而印发的。在项目启动时，水利部会同其他部局

印发了《关于开展山洪灾害防治县级非工程措施建设工

作的通知》；在编制实施方案阶段，印发了《关于抓紧开

展山洪灾害防治县级非工程措施实施方案编制的紧急

通知》《关于抓紧上报2010年度山洪灾害防治非工程措

施省级汇总方案的通知》；在招投标阶段，为了规范招

投标工作，建立准入制度，印发了《关于切实解决山洪

灾害防治县级非工程措施建设管理有关问题 加快推进

项目实施的通知》；在年度项目进入验收阶段，国家防

办印发了《关于做好全国山洪灾害防治非工程措施项目

验收的通知》；为了确保山洪灾害无线预警广播安全防

范，印发了《关于加强山洪灾害预警信息安全管理工作

的通知》。通过一系列文件、通知，有效指导了各地开展

项目建设工作，纠正了项目建设中可能出现的偏差，确

保项目建设沿着预定方向进行。

3.4 开会议

涉及项目管理的会议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工作会

议，一类是培训会议。2011年 11月上旬国家防办在河南

栾川县召开了全国山洪灾害防治县级非工程措施建设

现场会，总结交流项目建设管理经验，研究解决项目建

设中存在的突出问题。2011年 11月 18日，国家防总秘书

长、水利部副部长刘宁在国家防总指挥中心主持召开全

国山洪灾害防治县级非工程措施项目建设管理工作视

频会议，2012 年 6月，刘宁副部长又主持召开了项目建

设工作会议，安排部署项目建设工作。

针对各地技术人员水平参差不齐，尤其是基层项目

管理人员缺乏的实际情况，国家防办在北京、广西、河

南等地组织召开了技术交流培训会，派出专家组赴新疆

生产建设兵团、西藏等地开展技术帮扶。组织了山洪灾

3 建设管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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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防治及信息化专业技术培训班，对各省（自治区、直

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项目管理和技术人员进行

了多次培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3.5 勤检查

督促检查是项目管理的重要手段，水利部先后派出

了 24 个由司局级领导带队的督察检查组，赴各地检查

督导项目建设工作。2012 年 4 月，水利部稽查办组织 8

个稽查工作组对 8个省（直辖市）的项目进行了专项稽

查。根据项目建设进展情况，国家防办及时采取多种形

式全力督导项目建设，同时约谈了7个建设进度较慢省

的水利部门主管领导，2012 年 8月，分两批次召集部分

建设进展慢、信息共享达不到要求的省召开了项目建设

进展汇报会，9月组织专家赴 8个重点省开展了现场督

导。各地根据实际情况组织了不同形式、多批次的督查

检查，有力推动了项目建设进度。

3.6 发通报

项目通报可快速全面反映各地建设进度、宣传先进

建管经验和建设效益，是项目管理的重要抓手。2012

年，国家防办共编写了18期项目建设进展情况通报，及

时反映各地建设进展、资金到位和建设中的问题，指导

各地加强项目管理工作。编发《防汛抗旱信息》山洪灾

害防治专题 31期，及时总结、交流各地好的经验、做法

及项目发挥的防洪减灾效益。云南、山东、山西等省也

开辟专题，编制印发本地区的山洪灾害防治项目简报或

通报。

山洪灾害防治县级非工程措施项目是目前我国已

开展的最大规模的非工程措施建设项目，项目建设进展

顺利，防灾减灾效益显著。但是山洪灾害防治县级非工

程措施项目也存在着点多面广、时间紧、任务重、基层

技术力量薄弱等困难。项目管理者通过定责任、建制

度、发通知、开会议、勤检查、发通报等措施，在项目建

设的不同阶段采取不同的措施，针对项目建设出现的新

情况、新问题采用有效的应对措施，确保项目建设按照

预定方向和目标开展，有力地保障项目建设顺利进行。

[1] 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办公室 .2012 年山洪灾害防治工作

总结[R].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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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R].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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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进后的过滤器有以下优势：

（1）与传统滴灌系统中的过滤罐相比，结构更为简

洁，易于安装和拆卸。

（2）半自动反冲洗功能设计简单，技术要求低，便于

操作。

（3）在过滤器内部选材方面，综合了各种过滤材料

的优劣势，并进行合理搭配，形成多层过滤，与以往的

过滤器相比，在满足过滤粗砂细砂的同时，通过加入活

性炭纤维膜，实现了对有机物以及藻类的过滤，达到了

过滤目的，提高了出水水质。

（4）管式回路取代过滤罐，使过滤装置造价低廉，经

济效益明显。

过滤装置经此改进，解决了传统过滤装置功能不足

弊端，既可实现物理、生化过滤，达到过滤效果，从根本

上解决滴头处堵塞的问题，又因其只有简单的机械操

作，降低了技术要求门槛，方便农户的自主管理。管式

回路取代了过滤罐，大大降低了系统造价，减少了建设

和养护投资，实现了过滤功能完备、便于操作、价格低

廉的目标，适合大范围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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