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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山洪灾害防御工作规程（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做好山洪灾害防御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

产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江西省实施〈中华

人民共和国防洪法〉办法》、《江西省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山

洪灾害防御预案编制导则》等有关规定，制定本规程。 

第二条 山洪灾害防御坚持以人为本，防、避、抢、救相结

合的原则，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第三条 山洪灾害防御工作实行各级人民政府行政首长负

责制，遵循分级负责和乡（镇）、村组织为主和村民自救的原则。 

第四条 按照“监测、预警、响应”三个环节开展山洪灾害防

御工作。 

 

第二章 组织领导 

第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主要领导是防御山洪灾害的第一责

任人，山洪灾害防御作为防汛责任制的重要方面，要重点落实

到县、乡（镇）人民政府和村民组织，落实分区包片、包村责

任人和联户责任人，签订防御目标责任书。 

第六条 县防汛抗旱指挥部（以下简称县防指）对全县山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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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害防御工作负总责，县防办负责本县山洪灾害防御的日常工

作并协调、督促落实各项工作的责任人，指导所辖乡（镇）和

村组的山洪灾害防御工作。 

第七条 乡（镇）防汛抗旱指挥部（以下简称乡（镇）防指）

具体负责乡（镇）和村组的山洪灾害防御工作并落实各项工作

的责任人。 

 

第三章 防御准备 

第八条 县级人民政府要按照国家定额标准将山洪灾害防

治项目运行维护经费足额纳入年度财政预算，并于汛前拨付给

各运行、维护及管理单位。 

第九条 汛前，县、乡（镇）防指要根据人员变动情况，将

山洪灾害防御相关责任人及联系电话进行公示。 

第十条 汛前，县防指要组织对山洪灾害危险区、水利工程、

河道、地质灾害隐患点进行排查，逐一登记，发现问题，及时

处理。对影响范围较大的灾害隐患点要设定固定警示标志，并

落实巡查、监测人员。 

第十一条 汛前，各级防办要组织对监测预警设施设备（包

括雨量站、水位站、广播站、监测预警平台软硬件、警示牌、

宣传栏等）进行全面检查、维护，保障正常运行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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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条 县防指负责统一印制山洪灾害防御转移明白卡。

汛前，各乡（镇）防指制作发放山洪灾害防御转移明白卡，做

到每个保护对象（企事业单位及家庭）一份，每份明白卡要载

明转移路线、避险地点、责任人及联系方式等有关信息，并由

每个保护对象代表签收，同时县、乡（镇）防办保留一份存档

并录入系统数据库。 

第十三条 各级防指每年要适时组织开展山洪灾害防御培

训工作，提高组织指挥能力和应急反应能力。适时开展山洪灾

害防御演练，熟悉预警信号、转移路线及避险地点。 

第十四条 各级防办要积极通过培训班、新闻媒体（广播、

电视、互联网、报刊）、各类宣传材料（宣传栏、宣传册、挂图、

光碟、墙报、标语）、短信等手段和形式，宣传山洪灾害防御知

识，增强干部群众主动防灾避灾意识和遇灾自救能力。 

 

第四章 实时监测 

第十五条 汛期，各级防办要坚持 24 小时值班，值班人员

要密切关注雨水情，如遇降雨，每 1 小时至少查看 1 次，遇强

降雨，加密查看。特别关注 1 小时降雨量超过 50mm、3 小时降

雨量超过 80mm、6 小时降雨量超过 100mm 站点所在区域。 

第十六条 值班期间，值班人员要密切关注水文预报、天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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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报及预警、卫星云图、雷达图、台风等信息。 

第十七条 值班期间，上级防办要加强对下级防办、水工程

安全管理员的值班、巡查的督促检查。省、市防办要通过电话

或即时通信软件等方式提醒下级防办加强强降雨防范；雨量站 1

小时降雨量超过 50 毫米、3 小时降雨量超过 80mm、6 小时降

雨量超过 100 毫米或站点达立即转移雨量（水位）时，下级防

办要在 1 小时内通过电话或即时通信软件等方式向上级防办报

告。 

 

第五章 预警信息发布及处理 

第十八条 山洪灾害预警信息分准备转移和立即转移预警

信息。县防指要根据当地实际，科学分析确定准备转移、立即

转移预警雨量、水位指标，并适时论证调整。 

第十九条 县、乡、村各级要按照确定的预警指标，及时发

布准备转移、立即转移预警信息。原则上，准备转移、立即转

移预警信息均按以下流程发布。 

1．山洪灾害预警系统的预警信息及转发水文、气象预报预

警信息，一是由县防办向县防指成员、乡（镇）防办及县、乡

（镇）责任人发布；二是由乡（镇）防办向乡（镇）、村责任人

发布；三是由村向组责任人、住户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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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群测群防的预警信息由乡（镇）、村（组）责任人及时

向受影响区域群众发布。 

3．流域上游乡（镇）防办应及时将重要监测预警信息通知

到下游相邻乡（镇）。 

第二十条 县、乡、村各级要因地制宜地确定预警信息的发

布方式。 

1．县防办通过短信、电话、传真、广播、电视、网络等形

式发布预警信息。 

2．乡（镇）防办通过短信、电话、对讲机、广播等形式发

布预警信息。 

3．村（组）通过电话、铜锣、手摇报警器、口哨、对讲机、

广播等形式发布预警信息。 

第二十一条 县防办发布预警信息后，县、乡（镇）防汛责

任人，应主动了解有关情况，必要时深入到责任区，指导协助

开展群众转移、抢险救灾等工作。 

第二十二条 乡（镇）防办在收到预警信息后，采取以下处

理办法： 

1．准备转移预警：将信息通知到相关乡（镇）领导、村负

责人，同时，加强值班，密切监测雨水情，主动掌握有关情况，

做好群众转移准备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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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立即转移预警：将信息通知到相关乡（镇）领导、乡（镇）

防指成员、应急抢险队和和村负责人，各责任人立即到岗到位，

深入到村组，做好群众转移安置，投入抢险救灾工作。 

第二十三条 各村在收到预警信息后，采取以下处理办法： 

1．准备转移预警：按照联户防范要求，将信息及时通知到

相关村、组干部、危险区各住户，密切注意天气变化，做好群

众转移准备等工作。 

2．立即转移预警：按照联户防范要求，将信息及时通知到

相关村、组干部、危险区各住户，各责任人立即到岗到位，做

好群众转移安置工作。 

第二十四条 因山洪灾害造成交通、通讯中断后，县、乡（镇）

防指和村组各级责任人应根据降雨及灾害发生情况，视情设法

深入现场，开展转移避险、抢险救灾工作。 

 

第六章 转移安置 

第二十五条 转移安置工作采取县、乡（镇）、村、组干部

层层包干责任的办法进行。 

第二十六条 各乡（镇）、村组负责人收到立即转移雨量、

水位预警信息，要迅速组织受山洪灾害威胁的群众，按照明白

卡中载明的转移路线、安置地点进行转移。对不服从指挥的，

必要时应采取强制措施，确保群众生命安全。 

第二十七条 县、乡（镇）人民政府要确保转移群众有饭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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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衣穿、有干净水喝、有安全住所。 

第二十八条 各村组及乡（镇）、县防办要随时将转移人数、

转移地点等情况逐级滚动上报。 

第二十九条 要加强对转移群众的宣传教育，经转移责任人

同意后方可返回。 

第七章 抢险救灾 

第三十条 因山洪灾害造成水工程出险、房屋倒塌、人员被

洪水围困及人员伤亡等，灾害现场有关人员应立即向乡（镇）

人民政府及防办报告，乡（镇）政府及防指要及时组织当地应

急抢险队伍投入抢险救灾，控制险情发展，尽全力确保群众生

命安全。下级防办（县、乡防办）在接到报告后 1 小时内电话

报告上级防办，并在 3 小时内核实情况并以书面形式及时补报。 

第三十一条 因山洪灾害造成人员死亡或失踪，各级人民政

府及防指要及时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慰问家属，了解灾情、

深入分析灾害发生原因。 

第三十二条 发生山洪灾害后，县、乡（镇）防指要及时组

织力量抢修水、电、路、通信等基础设施。 

 

第八章 附则 

    第三十三条 该规程由省防办负责解释，自印发之日起实

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