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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浮市 2016 年度地质灾害防治方案

为了指导全市 2016 年度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减少或避免地质灾

害造成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保障经

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地

质灾害防治条例》、《广东省地质环境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以及

《国务院关于加强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决定》（国发〔2011〕20 号）、

《印发广东省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加强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决定重点

工作分工方案的通知》（粤办函〔2011〕672 号）等有关要求，结合

我市近年来突发性地质灾害灾情、险情及其成灾规律，以及 2016

年气候预测成果，编制云浮市 2016 年度地质灾害防治方案。

一、2015 年度地质灾害概况

（一）地质灾害灾情。

2015 年度全市共发生地质灾害 15 宗（详见附表 1），其中崩塌

9 起、滑坡 6 起，共造成 2 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 27.2 万元。全年

累计消除地质灾害隐患点 23 处（其中威胁 100 人地质灾害点累计消

除 2 处），完成地质灾害隐患点搬迁治理比例 18.85%。

（二）地质灾害险情。

截至2015年底，我市登记在册的地质灾害隐患点共114处（详

见附表 2），其中，云城区 12 处，云安区 33 处，罗定市 25 处，

新兴县 31 处，郁南县 13 处，共威胁人数 13612 人，潜在经济损

失 4.17 亿元（威胁 100 人以上的地质灾害隐患点共 16 处：云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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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 2 处，云安区 2 处，罗定市 4 处，新兴县 4 处，郁南县 4 处，

威胁人数 10822 人，潜在经济损失 3.47 亿元），属滑坡 55 处、崩

塌 57 处、地面塌陷 2 处。

（三）2015年地质灾害发生特点。

1、地质灾害发生时间比较集中。2015 年度造成人员死亡的地

质灾害都发生在 10 月 5 日，即强台风“彩虹”登陆广东省后的第二

天，台风带来的强降雨是引发地质灾害，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的主要原因。

2、地质灾害发生的区域相对比较分散，其中云城区 2 处、云安

区 3 处、罗定市 9 处、郁南县 1 处。

3、总体上地质灾害等级以小型为主，占地质灾害总数的

85.96%；地质灾害类型以崩塌、滑坡为主，合计占地质灾害总数的

98.25%。

二、2016 年度地质灾害发展趋势预测

（一）2016 年降雨、台风趋势预测。

根据广东省气候中心 2016 年气候趋势预测：2016 年全省气候

年景一般，阶段性、局部性的灾害性天气可能较为突出。全省平均

年降水量为 1200 毫米—3000 毫米，除粤西地区偏少，大部分市县

较常年偏多 1 成。汛期降水集中期内局部可能出现较严重的洪涝灾

害和地质灾害。登陆或严重影响我省的台风接近常年，大致为 4—6

个。

（二）2016 年度地质灾害发展趋势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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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2016 年全省降雨趋势预测，结合近年来我市地质灾害发生

发展特点，2016 年我市地质灾害总的趋势是：前汛期（4～6 月）发

生崩塌、滑坡、泥石流地质灾害接近常年或偏多，特别注意“龙舟

水”期间（5 月～6 月）降雨集中期，可能引发群发性突发性崩塌、

滑坡和泥石流地质灾害；后汛期（7～9 月）发生崩塌、滑坡、泥石

流地质灾害接近常年，应特别注意台风强降雨期间，可能引发群发

性突发性崩塌、滑坡、泥石流地质灾害；全市枯水期（1～3 月）和

平水期（10～12 月），由于降雨偏少，地下水补给量减少，导致地

下水位下降，应注意可溶岩地区发生岩溶地面塌陷，特别要注意防

范重大地下工程施工（采矿、地铁、高速铁路和高速公路等）抽排

地下水的叠加影响，避免引发地面塌陷和地面沉降等地质灾害。

预测2016年全市地质灾害接近正常年份，局部灾害性强降雨是

诱发地质灾害的主要原因，5～7月份可能是我市全年地质灾害最严

重时期，应注意山地丘陵区强降雨引发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

灾害。

三、2016 年度地质灾害重点防范期

我市 4～10 月份降雨量约占全年降雨量的 80％以上，此时段是

“龙舟水”和台风暴雨诱发崩塌、滑坡、泥石流等突发性地质灾害

的高发时期。因此，我市地质灾害重点防范时期为 4 月 15 日至 10

月 15 日，其他时期应加强防范人为工程活动诱发的山体崩塌、滑坡、

地面塌陷、地面沉降、地裂缝等地质灾害，加强各类重大建设工程

可能导致地面塌陷的监测预警预报工作，特别要高度重视重大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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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引起的地面塌陷和地面沉降等地质灾害防治工作。

四、重要地质灾害预防区、地段、隐患点

（一）地质灾害隐患威胁对象和范围。

我市丘陵区、低山区的居民和单位主要受到山体崩塌、滑坡、

泥石流、地裂缝等地质灾害的威胁；岩石山区的居民主要受到危岩

崩塌等地质灾害的威胁；岩溶区的居民主要受到地面沉降地质灾害

的威胁；市区快速环道沿线的行人、车辆、居民和单位主要受到滑

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威胁；建筑施工工地的施工人员、

行人、车辆主要受到滑坡、崩塌（含建设过程形成的切坡崩塌）、泥

石流、地基不均匀沉降等地质灾害的威胁；各开发区的居民和单位

主要受到滑坡、崩塌、泥石流、地基不均匀沉降等地质灾害的威胁；

风景名胜旅游区的人员、车辆等主要受到滑坡、危岩崩塌地质灾害

的威胁；江河沿岸的居民、船民、养殖户、车辆、单位和防洪大堤

主要受到滑坡、崩塌、泥石流、管涌等地质灾害的威胁；采矿区、

采石场的人员、居民和单位主要受到矿坑突水、滑坡、崩塌、泥石

流、危岩地质灾害的威胁；水库坝区主要受到管涌、崩塌等地质灾

害的威胁。

（二）重要预防的地质灾害隐患点（段）。

地质灾害防治的重点为人口密集和重要生命线工程通过的地

区。本防治方案所指的重要地质灾害隐患点（段）是指规模大、危

害中等以上，可能造成社会影响大，经济损失严重，危险性大的地

质灾害。本方案所列出的重要地质灾害隐患点作为市级预防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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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列入本方案的其他地质灾害隐患点，各地应分别在县（市、区）

年度地质灾害防治方案中予以明确。本方案所指的重要地质灾害隐

患点（地区、段）16 处（详见附表 3），分别为：

云城区：云城区：云城区：云城区：市区珊瑚路笔架山崩塌、云城区高峰街冯强小学崩塌

共2处。

云安区：云安区：云安区：云安区：六都镇庆丰村委大坳村滑坡、石城镇高龙村委坑尾村

滑坡共2处。

罗定市：罗定市：罗定市：罗定市：泗纶镇泗纶中学崩塌、泗纶镇新和小学崩塌、金鸡镇

罗贯村委燕子水村地面塌陷、泗纶镇鸭脚村委鸭脚寨矿区滑坡共 4

处。

新兴县：新兴县：新兴县：新兴县：太平镇大郎村委山塘村山体滑坡、六祖镇新冲村委塘

溪村山体滑坡、东成镇圩镇后山滑坡、六祖镇中和村委大夏村崩塌

共 4 处。

郁南县：郁南县：郁南县：郁南县：都城镇飞凤山崩塌滑坡共 4 处。历洞镇初级中学边坡

崩塌、郁南县都城镇飞凤山东南侧（都城中学飞凤山校区）崩塌、

桂圩镇木蔃村委细寨村崩塌、千官镇古罗村崩塌。

防范城镇居民集中区为云城区和云安县六都镇；重点防范公路

沿线区段高速公路、世纪大道、省道368线郁南都城至南江口段、南

广高速铁路沿线；各县（市、区）较大型的水库、山塘及其引水渠；

矿山为云浮硫铁矿、新兴县天堂铅锌矿、采石场、取土场；已搬迁

村庄的灾害点、依山而建的山区民居如遇台风暴雨及人类工程活动

等因素的影响，易诱发崩塌、滑坡、地面塌陷，山洪泥石流等地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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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害。因此，应加强这些隐患点（段、区）重点防范。

上述地区（隐患点、段）受台风、暴雨及人类工程活动等因素

的影响，易诱发崩塌、滑坡、地面塌陷等地质灾害，造成人员伤亡

和财产损失，应采取有效措施予以重点防范。所在县（市、区）人

民政府要高度重视，加强领导，明确责任，落实措施，统一部署地

质灾害应急管理工作。各级国土资源、建设、水务、交通运输、教

育、旅游、气象等部门，要各负其责。汛前，按照各自职责负责有

关地区地质灾害隐患点（段）的全面检查；汛期开展经常性巡查、

监测预警和 24 小时值班，并做好防灾、避灾、救灾的应急准备的各

项工作，避免或减轻地质灾害造成的损失，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

安全。

五、地质灾害防治措施

（一）加强领导，明确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目标。

各地政府要把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首位，把贯彻落实党

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以及国务院《关于加

强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决定》作为 2016 年地质灾害应急管理工作重

点，切实加强领导，落实责任制，明确具体负责人，做到领导到位、

任务到位、人员到位、措施到位、资金到位。

各地地质灾害防治工作领导小组和应急指挥人员要认真履行职

责，周密部署，靠前指挥，快速反应，积极应对。各重要地质灾害

隐患点必须按照防灾责任制的要求，制定应急防灾预案，落实所在

地区、主管部门和建设单位的责任，并明确专人负责；各责任人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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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上岗到位，强化对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高度负责的责任感。各

地要根据《广东省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和灾情速报的有关规定，

及时向当地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报告地质灾害灾情、险情和工作情

况。

各地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要会同有关部门加强对地质灾害的

监测、预警预报、群测群防、灾情趋势分析研判、灾害现场应急调

查等工作，协助当地政府及时提出相关措施，制定人员紧急避险和

安全转移的应急方案，最大限度地减少地质灾害造成的人员伤亡和

财产损失。各地要认真总结本行政区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情况，在次

年的 1 月 5 日前，将上年度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总结报送当地人民政

府和上一级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

（二）制定防治方案，落实地质灾害防治工作责任制。

各地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要会同建设、水利、交通和农业等

有关部门，结合本行政区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情况，认真组织编制和

落实《年度地质灾害防治方案》，提出本地区年度地质灾害防治重点

地区和具体防灾措施，明确职责分工，落实地质灾害隐患点防灾责

任单位、监测预警单位和相关责任人，协助有关部门和单位确定避

灾方案和紧急疏散路线。各县（市、区）年度地质灾害防治方案应

在 4 月 15 日前报经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公布，并报上一级国土资源

行政主管部门备案。年度地质灾害防治方案应作为当地政府组织指

导当年本行政区地质灾害防灾减灾工作的决策依据。

各地政府和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应层层签订地质灾害防治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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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责任书，进一步落实地质灾害防治工作责任制。各地要按照《广

东省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的要求，切实做好地质灾害应急处置

工作。对违反规定或不落实地质灾害防治方案，一旦发生地质灾害

导致人员伤亡和重大财产损失的，要按照国务院《地质灾害防治条

例》的有关规定，追究有关责任人的法律责任。

（三）完善管理体制，提高地质灾害应急反应能力。

各地政府和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要按照国家和省的有关规定

要求，建立起“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预防体系，形成“统一领

导、综合协调、分类管理、分级负责、属地为主”的应急管理体制，

进一步健全地质灾害基层应急管理机构，切实加强地质灾害防治力

量建设，建立健全地质灾害应急管理机构和地质灾害应急技术指导

机构，形成“政府统筹协调、专业队伍技术支撑、群众广泛参与、

防范严密到位、处置快捷高效”的地质灾害管理工作新机制。

要进一步强化汛期值班、险情巡查和灾情速报制度，向社会公

布地质灾害报警电话，接受社会监督。充分发挥地质灾害群测群防

的重要作用，通过发放地质灾害防灾避险明白卡，使处在地质灾害

隐患点的群众做到“自我识别、自我监测、自我预报、自我防范、

自我应急、自我救治”，增强社会公众自救互救和防灾避险的能力。

要按照《广东省地质灾害隐患点特征认定和灾害分级标准（试

行）》，加强地质灾害隐患点排查、巡查工作。对尚未查出并未登记

在册的地质灾害隐患点，各地各有关单位要高度重视，安排专人排

查采取措施严密防范，确保安全，对重大问题的隐患排查不出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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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严重事故的要追究相关人员责任。汛期前，各地国土资源主管

部门要会同有关部门，组织技术力量对地质灾害危险区和重要地质

灾害隐患点进行全面检查；汛期中开展巡查和应急调查，并根据全

省地质灾害预警信息，及时做好地质灾害隐患点预警预报工作；汛

期后进行复查与总结。要充分发挥各地地质环境监测机构和地质队

伍以及有关专家在汛期突发性地质灾害应急调查与处置工作中的作

用。各地政府应根据实际情况，组织或指定当地一支抢险救灾应急

队伍，承担突发性地质灾害抢险救灾任务，全面提高地质灾害应急

处置能力。各地应结合当地实际，对负责开展地质灾害监测巡查等

工作的群测群防人员和汛期值班人员给予适当补贴，充分调动广大

干部群众的工作积极性。

（四）加强会商机制，做好地质灾害监测预警预报工作。

各地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要认真总结多年来地质灾害气象预

警预报避免群死群伤的成功经验，根据相应的地质灾害预警等级，

按照《广东省国土资源系统地质灾害预警响应工作方案》要求，做

好预警响应和值守工作，全面提升地质灾害预警响应能力。要加强

与当地气象和水利部门、地质队伍密切协作，进一步完善地质灾害

预警预报机制，加强异地会商，切实做到早预警、早准备、早撤离，

最大限度地避免地质灾害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各地要结合实际，深入开展本地区地质灾害成灾原因分析，摸

索防御规律，市地质环境监测站要及时把汛期地质灾害预警信息快

速传送到各地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和相关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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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加大资金投入，加快推进地质灾害隐患点避险搬迁与治理

工作。

各地要加大财政资金投入，加快本地区地质灾害隐患点避险搬

迁与治理工作，实现我市不低于 10％的目标，确保 2016 年地质灾

害防治工作取得明显成效。

各地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应积极会同有关部门，切实加强对

中央和省级地质灾害防治专项资金严格把关，提高资金使用绩效，

做到专款专用，杜绝挤占、截留和挪用。

（六）加强源头防范，严防削坡建房诱发地质灾害。

各地要深入贯彻落实《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改善农村人

居环境的意见》（粤府办〔2014〕59 号）关于“做好地质灾害易发

区农村危房改造规划选址的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工作，严禁削坡建

房诱发地质灾害”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落实三防工作责

任的通知》（粤府办〔2014〕19 号）关于“对山洪灾害危险区域内

建设用地不得审批”等有关要求，积极探索山区农村建房涉及地质

灾害的简易评估办法，制定出台地质灾害易发区农村建房选址指导

意见等，从源头上有效遏制削坡建房引发地质灾害的发生。

（七）发挥基层主体作用，大力推进地质灾害防治高标准“十

有县”建设。

要以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为根本，着力提升县（市、区）

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在地质灾害防治工作中的组织协调管理、专

业技术支撑、项目经费保障、防治措施落实、规避灾害风险等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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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国土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开展地质灾害防治高标准“十有县”

建设工作的通知》（国土资厅发〔2013〕43 号）要求，深入推进以

县（市、区）为单元的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

提高基层地质灾害防治水平和群众防灾避险意识，最大限度避免地

质灾害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各地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要按

照《广东省地质灾害防治高标准“十有县”建设实施与验收方案》

的要求，精心组织，落实措施，加快推进高标准“十有县”建设工

作。

（八）加大监管力度，依法查处涉及地质灾害的违法违规行为。

各地政府要按照《地质灾害防治条例》和《广东省地质环境管

理条例》的规定，通过公示、督查、告知等手段，严格执行在地质

灾害易发区内进行工程建设必须开展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和配套建

设地质灾害治理工程“三同时”制度，禁止在地质灾害危险区审批

新建住宅以及爆破、削坡和从事其他可能引发地质灾害的活动。依

法查处违反《地质灾害防治条例》和《广东省地质环境管理条例》

规定的行为，从源头上控制和预防人为引发地质灾害的发生。要注

重预防山区城镇建设、农村建房和山体过度开发形成的地质灾害隐

患点；加强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力度，指导矿山企业做好

矿区防灾减灾预案，最大限度地避免矿山建设生产活动引发突发性

地质灾害。

（九）加强协调沟通，建立协同联动机制。

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部门协同、公众参与、上下联



1212

动的地质灾害防治新格局。各地国土资源、财政、环境保护、气象、

水务、交通、农业等有关部门要按照省人民政府《印发广东省贯彻

落实国务院关于加强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决定重点工作分工方案的通

知》（粤办函〔2011〕672 号）的要求，切实履行工作责任，并加强

协调、沟通与合作，互通情报，确保全省汛期地质灾害应急指挥、

预警预报和防灾工作网络信息准确、畅通。各地要不断建立和完善

多部门协同处置地质灾害的联动机制，形成快捷、高效的抢险救灾

合力。

（十）加强宣传教育，提高干部群众的防灾避险意识。

各地政府和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应通过报纸、广播、电视、

互联网等媒体以及张贴宣传画、派发公益广告、举办培训班和宣讲

团等方式，积极开展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宣传活动，深入推进地质灾

害防治知识“进村入户、进学校上课堂”。应充分利用“3.19（《中

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颁布纪念日）”、“4.22（世界地球日）”、

“5.12（防灾减灾日）”、“6.25（土地日）”等重要纪念日开展宣传

咨询活动，强化地质灾害应急文化建设，进一步增强广大干部群众

对地质灾害的防灾避险意识。

各地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要积极举办地质灾害防治知识培训

班，重点培训本辖区内地质灾害防治工作人员，特别是镇、村一级

的地质灾害群测群防人员。重要的地质灾害隐患点每年至少要举行

一次应急演练，通过演练活动，检验和完善防灾预案，提升应对突

发地质灾害的综合协调、应急处置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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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地质灾害监测预防与应急处置责任

各地政府以及各地国土资源、财政、环境保护、气象、水务、

交通、农业等主管部门应按照“政府领导、部门联动、属地负责”

的原则，切实加强对地质灾害的监测、预防与应急管理工作。在强

降雨期间，对明显威胁到居民人身安全的地质灾害隐患点，当地县

（市、区）、镇（街道）、村（居）委会以及有关单位要组织开展监

测巡查和应急处置工作，必要时，应采取强制转移措施，安排受威

胁人员进入避险场所。汛期前，各相关主管部门要按照各自的职责

分工，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地段、区）进行全面检查，落实防灾、

避灾、救灾的组织机构、资金和物资准备，最大限度地避免或减轻

地质灾害造成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确保一方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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