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渠府办〔2023〕126号

渠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渠县灾害性天气受威胁群众紧急

避险转移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县级各相关部门（单位）：

经县政府研究同意，现将《渠县灾害性天气受威胁群众紧急

避险转移工作实施方案》印发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组织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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渠县灾害性天气受威胁群众紧急避险转移工作
实施方案

根据《达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灾害性天气受威胁群众紧

急避险转移工作的实施意见》（达市府办发〔2023〕21号）要求，

为有效防范应对灾害性天气对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造成的严

重威胁，全力以赴做好受威胁群众紧急避险转移工作，结合渠县

实际，特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目标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

指示批示精神，坚决落实省、市、县有关部署要求，充分认清人

员转移安置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感，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

盯紧薄弱环节和风险隐患点，把提前转移避险作为确保人民群众

生命安全的最关键措施落实落细落到位，“宁可十防九空，不可

失防万一”，扎实将“三个避让、三个紧急撤离”刚性要求落到实

处，努力实现避免人员伤亡的底线目标。

二、总体原则

坚持“以防为主、防抗救相结合”的原则，全力做到守土有责、

守土负责、守土尽责，切实保障好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三、责任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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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各地各相关部门（单位）是作为落实紧急避险转移工

作的直接责任单位，要全面统筹负责辖区内受威胁群众紧急避险

转移工作（这里的转移工作指因灾害原因必须紧急撤离，对群众

的生产生活有直接影响，需要将群众转移至临时安置点的，短暂

撤离不纳入此范围）。

（二）持续深化“县包乡镇（街道）、乡镇（街道）包村、村

（社区）包组、干部包户”的包保责任制。当预警发布后，各级

包保责任人要第一时间下沉一线，组织指导相关工作。

（三）各行业部门和企（事）业单位要按照安全生产“三管

三必须”要求，切实履行好部门监管责任和企业主体责任，全面

加强风险隐患日常巡查、排查和治理，做好本行业领域紧急避险

转移工作。

四、预警发布

（一）气象、水务、自然资源、应急等部门要密切关注天气

变化情况，及时会商研判，准确发布洪涝、地质灾害等综合预警

信息，并第一时间将预警信息通知到乡镇（街道）和行业主管部

门。

（二）乡镇（街道）和行业主管部门收到预警信息后，要第

一时间将预警信息传递至村组、企（事）业单位负责人以及各风

险区域和灾害隐患点监测员。

（三）乡镇（街道）驻村干部、村组干部作为辖区预警信息

传递人，要组织本村组干部、灾害隐患点监测员为危险区域“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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哨”。“吹哨人”第一时间将灾害预警信息传递至每名可能受威胁

的群众。

（四）各种预警信息，均要建立“叫醒”“回应”机制，既要使

用互联网、广播电视、短信、微信、微博等传播手段，也要通过

“村村响”、喇叭铜锣、上门通知等方式，务必确保每一级预警信

息发布后，能够传递到人、精准反馈。

五、明确转移对象

（一）以乡镇（街道）为单位，重点转移地质灾害隐患点、

山洪灾害危险区、病险水库（堤坝）、低洼地段、旅游景区及工

地营地等区域群众。

（二）发布预警时，要明确地质灾害隐患点、山洪灾害危险

区、病险水库（堤坝）、低洼地段、旅游景区、工地营地等区域

需要转移的人数（根据应急预案确定）。同时，由水务、自然资

源等部门指导乡镇（街道）建立人员转移台账。

（三）以乡镇（街道）为单位，转移人员不管是否为常住人

口，或灾害发生时在本辖区的非常住人口均由乡镇（街道）登记；

旅游景区转移人员由景区报辖区乡镇（街道）登记；企（事）业

单位和工地营地转移人员由企（事）业单位（或施工单位）报辖

区乡镇（街道）负责统计。

（四）无气象预警，但由于突发自然灾害或其他原因，需要

紧急避险转移群众的，也将纳入避险转移人口统计范围。

六、预案与演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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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各地各相关部门（单位）要根据不同的预警等级，科

学制定综合避险应急预案（预案应简单明了、务实管用，明确每

个灾点灾种的紧急避险责任人、转移对象、转移人数、预警信号、

转移路线和安置地点等）。

（二）明确相关责任人的岗位职责、转移对象、安置方案等，

并将转移方案和相关注意事项全覆盖宣传到位。

（三）各地各相关部门（单位）要定期组织人员开展紧急避

险转移综合演练，特别是要加强夜间和断路、断电、断通信等特

殊场景的实战演练，提高指挥决策、部门协同、组织实施、基层

干部群众主动防灾避险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

七、转移措施

（一）各地各相关部门（单位）要充分研判雨情、水情、汛

情、工情和灾情，在危险点发生强降雨、接到暴雨蓝色及以上预

警或预警信号、出现险情征兆或对险情不能准确研判时，相关责

任人要立即组织受威胁群众紧急避险撤离。

（二）当灾害性天气预警信息发布后，各级包保责任人要第

一时间下沉一线，科学组织相关工作，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

（三）对不愿意撤离的群众，按照“三个避让”“三个紧急撤

离”的刚性要求，采取坚决措施予以强制撤离。对不顾劝阻执意

返回的群众，要依法惩戒教育；对阻碍应急处置工作等扰乱社会

秩序行为要依法依规严厉打击。

（四）转移人员必须坚持实事求是，以山洪灾害、地质灾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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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移人数和实际在家人数及灾害发生时受灾区域的非常住人口

为准，不得随意扩大范围。

八、安置工作

（一）安置分为集中安置和分散安置。

（二）各地要结合实际，科学设置避险转移安置场所。按照

“分散安置为主、集中安置为辅”的原则，优先选择“投亲靠友”等

分散安置方式，确因无法投亲靠友的，应由当地乡镇（街道）进

行集中安置（集中安置场所应主要利用党群服务中心、学校、体

育馆、闲置办公用房等场地）。

（三）各地要做好后勤保障工作，确保避险转移群众有饭吃、

有衣穿、有干净水喝、有安全住处、有病能及时医治。

（四）县应急局要适当前置救灾物资，当各地安置避险转移

群众工作时，适当给予乡镇（街道）物资帮助。

九、补助兑现及程序

（一）转移人员按照 25元/人/天标准给予生活补助，每次自

然灾害避险转移过程结束后，由乡镇（街道）报送实际转移人数，

由县应急局汇总后报县人民政府统筹解决。

（二）乡镇（街道）转移人员确认后，应按以下程序进行：

村（社区）登记建立名册→转移人员签名（或身份证复印件）→

公示（7天）→乡镇（街道）核实→县应急局汇总并向县人民政

府申报→补助资金兑现划拨至乡镇（街道）。

（三）旅游景区转移人员确认后，应按以下程序进行：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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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转移人员名册→转移人员签名（或身份证复印件）→所辖乡

镇（街道）核实→县应急局汇总并向县人民政府申报→补助资金

兑现划拨至乡镇（街道）。

（四）生产企业（包括工地营地）转移人员由生产企业（施

工单位）自行负责，县财政原则上不予补助。

十、灾害信息员补助

（一）灾害信息员补助，是指对村（社区）级灾害信息员

AB岗在灾害应对中传递预警信息、组织转移群众、灾情统计等

方面的通讯补助。

（二）补助范围，全县所有村（社区）级灾害信息员。

（三）补助标准按照 30元/人/月计算，村（社区）级灾害信

息员 AB岗人员名单应每年年初由乡镇（街道）提出申请，报县

应急局备案，相关补助在当年年底由县应急局向县人民政府请示，

一次性划拨给所辖乡镇（街道）。

十一、健全工作机制

（一）各地各相关部门（单位）要高度重视，进一步建立健

全紧急避险转移常态化工作机制，抓好紧急避险转移日常工作。

（二）各地各相关部门（单位）要进一步细化工作措施，制

定具有可操作性的实施方案，坚决杜绝出现因灾人员伤亡这一安

全底线。

（三）各地要实行转移报告制，即乡镇（街道）每次紧急避

险转移群众情况均要及时向县应急局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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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追责问责

各地各相关部门（单位）要按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

抓共管、失职追责”要求，切实担负起“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

的责任。要健全完善检查督查、调查评估等制度，明确奖惩规定，

对因工作不落实、不到位、组织不力造成人员伤亡或重大财产损

失的责任人要依规依纪依法严肃追究责任。要加强监督检查，做

到转移人员名册、签字名册与实际上报转移名册相符，年底汇总

数量与每次转移人员累计数量相符，严禁弄虚作假或套取财政资

金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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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害点根据不同预警等级需紧急
避险转移人口台账

序号 预警等级 按照应急预案需紧急避险转移人口数

1 蓝色

2 黄色

3 橙色

4 红色

合 计

备注：此表由乡镇（街道）保存并抄送县应急局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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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年 X月 X 日自然灾害紧急避险
转移人口汇总表

填报单位： 填报时间： 年 月 日

序号 气象预警等级 灾害点位名称 紧急避险转移人口数

1

2

3

4

5

6

7

...

合 计

备注：此表为乡镇（街道）汇总表，每次灾情结束后 2 日内由乡镇（街

道）主要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公章后报县应急局。

填表说明：气象等级填写蓝色、黄色、橙色或红色；灾害点名称填写

发生灾害的具体地点，例××山洪灾害点；紧急避险转移人口数填写发

生灾害时在家人口和临时在该灾害点的外来人口，不能填写灾害点的

户籍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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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害点紧急避险转移人口明细表

统计单位： 时间： 年 月 日

序号

避险转移人员基本情况

签字
户主姓名

家庭成

员姓名
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

备注：此表由乡镇（街道）保存备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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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公开选项：主动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