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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14年度山洪灾害防治项目建设任务和工作要求 

 

一、建设任务和工作要求 

1、各地应依据水利部、财政部联合印发的《全国山洪

灾害防治项目实施方案（2013-2015 年）》（水汛[2013]257 

号，以下简称《全国实施方案》）、省级山洪灾害防治项目三

年实施方案，在 2013 年度山洪灾害防治项目建设任务的基

础上，确定 2014 年度山洪灾害防治项目的建设任务，统一

组织、统筹安排开展各项建设工作。 

2、各地 2014 年度山洪灾害防治项目建设任务应包括中

央补助资金安排的建设任务（见附表）和地方建设资金安排

的建设任务。要在确保全面完成中央补助资金建设任务的基

础上，积极落实地方建设资金，合理安排 2014 年度地方资

金的建设任务，并按照《省级年度山洪灾害防治项目实施方

案编制大纲》编制省级 2014 年度山洪灾害防治项目实施方

案。 

3、2014 年度山洪灾害防治建设任务继续以非工程措施

补充完善为重点，加快实施山洪灾害调查评价，稳步推进重

点山洪沟（山区河道）防洪治理，统筹协调推进项目建设，

具体建设项目不得超出《全国实施方案》确定的建设范围和

内容。 

4、各地要按照《全国山洪灾害防治项目建设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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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财政山洪灾害防治经费使用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

加强项目建设和资金管理。招标节余资金须用于山洪灾害防

治项目建设。 

二、调查评价建设任务和工作要求 

各地要总结 2013 年度山洪灾害调查评价工作经验，按

照《山洪灾害调查技术要求（试行）》和《山洪灾害分析评

价技术要求（试行）》等相关技术要求，开展 2014年度山洪

灾害调查评价工作。2014年度不开展重要城镇、重要集镇的

地形测量工作。 

1、按照统一实施的全国山洪灾害防治基础数据准备项

目合同，完成基础数据准备工作。 

2、要在统一的基础数据和工作底图上，利用现场数据

采集终端，以小流域为基本单元，组织实施山洪灾害调查工

作。现场调查工作一般应由县级组织实施，省级负责现场数

据采集终端硬件设备的统一采购和软件系统定制、培训及服

务工作。水文资料收集、历史洪水调查、沿河村落河（沟）

道控制断面及居民户沿高程分布测量等专业性较强的工作，

应由省级统一组织，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专业单位或部门承

担。 

3、山洪灾害分析评价专业性强，技术要求高，应由省

级或地市级委托专业单位组织实施。各省要加强技术管理，

结合当地水文气象和自然地理特征，采用常规方法和水文模

型等多种方法进行暴雨洪水分析，并对计算成果进行合理性

分析和验证，在此基础上综合分析确定预警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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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建单位要提出分析评价技术大纲，明确技术路线和方

法，提出具体的合理性分析和验证措施，并由省级组织专项

审查，以保证分析评价成果质量。 

4、山洪灾害调查评价数据和成果要审核汇总上报，各

级需安排专业单位或专人负责审核汇集工作。流域管理机构

负责协调、审核本流域片的数据和成果。 

5、山洪灾害分析评价所用的涉密工作底图数据，须在

符合保密要求的软硬件环境中存储和使用。按照保密工作的

有关规定，接触和使用涉密数据的各单位要建立保密管理制

度，落实保密责任，对涉密人员进行专业培训和审查管理，

做好涉密数据的使用和管理。 

6、要加强项目招标采购的组织管理，建立合理的准入

制度。要细化招标文件中的资质条件、技术要求和成果要求。

承担分析评价任务的单位须具有暴雨洪水分析的相关经验，

应具备水利工程咨询甲级资质、水利水电工程勘测设计甲级

资质、水文水资源调查评价甲级资质中的一项。承担断面测

量工作的单位，应具备测绘乙级以上资质，一般应承担过水

文断面测量项目。 

7、省级要统一组织开展调查评价业务培训，制定详细

的培训方案，重点是现场调查的标准和方法、现场采集终端

和数据审核汇集系统使用等的培训。 

8、要针对调查评价工作技术问题，积极组织技术攻关

和应用研究，重点解决小流域暴雨洪水分析、预警指标确定

方法等问题，保证分析评价成果精度和质量，提高预警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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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质量。 

三、非工程措施补充完善建设任务和工作要求 

要按照《全国实施方案》和《山洪灾害防治非工程措施

补充完善技术要求》，在调查评价工作的基础上，组织开展

2014年度非工程措施补充完善工作，重点完善县级山洪灾害

监测预警平台，补充配置预警设施设备，持续开展群测群防

工作等。 

1、各省要根据调查评价成果补充完善雨量、水位监测

系统。图像（视频）监测系统应配置在受山洪灾害威胁严重

的集镇、重点河段、中小型水库等重要防洪部位。 

水文等部门要配合做好省级年度山洪灾害防治项目实

施方案的编制，并负责指导做好新建站点布局论证，统一监

测站点编码，规范报汛方案等。 

2、要按照技术要求规定的标准配置相应的预警设施设

备，逐县安排建设，三年完成预警系统补充完善全部建设任

务。 

3、省级要统一组织县级山洪灾害监测预警平台完善工

作。重点提供短历时暴雨洪水查询、分析功能，提升预警信

息发布质量和可靠性，扩大发布范围。统一考虑山洪灾害调

查评价成果的应用，在省级或地市级统一建设预警短信网关，

供各县、地市使用，县级已建平台短信发送设备作为备份。 

根据水文气象、地形地貌等条件，省级要统一组织，分

区建立小流域洪水分析模型，确定各流域模型参数，开展小

流域洪水分析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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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继续开展山洪灾害监测预警信息共享工作。要完成

已建水文、气象监测信息的整合，实现与县级监测预警平台

共享，要明确信息共享的内容、时效、方式、流程。要确保

上下游相邻县（区域）实现信息共享。 

5、有山洪灾害防治任务的 2058 个县每年均需安排群

测群防体系建设任务，不断完善山洪灾害防御责任制体系，

开展山洪灾害防御知识宣传、培训和避灾演练工作，并根据

调查评价的有关成果及时修订各级预案。省级要统一宣传栏、

标识牌、明白卡等的制作标准，规范各级培训方式、预案格

式和内容等。 

四、重点山洪沟（山区河道）防洪治理建设任务和工作

要求 

在重点山洪沟（山区河道）防洪治理项目名录中，2014

年度优先选择溪河洪水灾害严重，影响人口较多，治理效益

显著，征地、拆迁任务易完成，具备形成综合防御体系的重

点山洪沟（山区河道）开展防洪治理。 

重点山洪沟（山区河道）防洪治理是对河道两岸有集中

居民点和重要基础设施的河段进行治理，主要采取护岸、堤

防等工程措施，提高防御洪水能力，不得修建拦挡工程，严

禁围河造地和搭车修建桥梁。具体按照《重点山洪沟防洪治

理项目建设指导意见》编制项目初步设计报告并组织实施。 

重点山洪沟（山区河道）防洪治理要与山洪灾害监测预

警系统和群测群防体系相结合，形成山洪沟（山区河道）所

在小流域相对完善的防御体系。项目初步设计报告要描述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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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措施项目建设情况，提出非工程措施和工程措施相结合

的具体方式。 

五、省级年度山洪灾害防治项目实施方案审核 

省级年度山洪灾害防治项目实施方案由流域管理机构

负责合规性审核，合规性审核通过后由各省批复。重点山洪

沟（山区河道）防洪治理项目初步设计报告由省级负责组织

审批。 

六、流域管理机构山洪灾害防治项目建设任务和工作要

求 

1、为确保调查评价数据统一，水利部组织完成山洪灾

害调查评价数据审核汇集系统软件的招标。流域管理机构要

选择单位完成系统软件的接收、使用和技术培训，并完成流

域片的山洪灾害调查评价数据和成果的集成、审核。 

2、为确保山洪灾害监测预警信息共享，水利部组织完

成监测预警信息共享模块软件的招标。流域管理机构要选择

单位配合完成定制安装工作。山洪灾害监测预警信息管理系

统作为防汛抗旱指挥系统的重要子系统，应在防汛抗旱指挥

系统的框架下进行建设，充分考虑与其他防汛抗旱业务应用

系统的功能复用和集成。 

3、要根据年度预算规模和实施方案，组织编制 2014 年

度山洪灾害防治项目建设技术方案或招标文件，由流域管理

机构组织审定后实施，全国山洪灾害防治项目组参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