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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官屯镇 2022 年度地质灾害防治方案

为做好全镇 2022 年度地质灾害防治工作，避免和减轻地质灾

害造成的损失，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根据国务院颁布的

《地质灾害防治条例》，以及楚雄州人民政府发布的《楚雄彝族自

治州地质灾害防治办法》和《姚安县突发性地质灾害应急预案》

等规定，特制定本方案。

一、2021 年我镇地质灾害发生情况

2021 年，我镇境内地质灾害未造成人员伤亡。地质灾害工作

在镇党委政府及各部门的支持下，相关责任得到落实，地质灾害

险情总体偏轻。

二、2022 年地质灾害需要重点防范的对象、范围

通过对 2021 年监测数据分析研判及楚勘院专家实地核实，明

确我镇境内的地质灾害隐患点 2 个，威胁 23 户 96 人。

（一）2022 年全镇地质灾害点防范的对象和类型

1．官屯镇黄泥塘村委会半坡滑坡；

2．官屯镇官屯社区后冲滑坡。

三、2022 年地质灾害重点防范期

2022 年我镇地质灾害重点防范期为 5 月 1 日到 11 月 15 日。

如特殊情况需要提前或延长重点防范期，另行通知。

四、2022 年我镇地质灾害防治需要采取的主要措施



- 2 -

2022 年，我镇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总体要求是：认真贯彻落

实国务院《地质灾害防治条例》，坚持地质灾害防治“三为主”方

针和“四结合”原则，突出预防这个重点，进一步健全和完善群

测群防网络，在继续实施镇领导班子成员联系地质灾害隐患点制

度的基础上，深化监测预防责任，进一步明确责任单位的工作职

责，全面落实地质灾害监测预防各项措施，最大限度地减轻和避

免地质灾害造成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一）加强领导，进一步明确责任。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是事

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大事，是一项重要的民生工程，各村

（居）委会要把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纳入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工作

范畴，加强领导，统筹安排，精心部署，抓好落实。一是要进一

步健全和完善地质灾害防治领导机构，加强对地质灾害防治工作

的组织和领导。二是继续实施镇党委、人大、政府领导班子成员

联系挂点地质灾害隐患点制度，把各地质灾害隐患点具体明确到

镇党委、政府领导班子成员，明确领导职责，强化领导责任。三

是要按照“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进一步落实矿山企业、学

校，以及楚大高速公路、滇中引水工程、在建地方公路、河库连

通工程等在建项目地质灾害监测预防责任制，将地质灾害隐患点

的监测和预警预报工作责任落实到具体村和人员，切实做好地质

灾害防灾减灾工作。

（二）加强监测人员的管理和培训，进一步提高地质灾害监

测预报水平。一是加强地质灾害监测人员队伍的管理。对个别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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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监测工作的监测人员，要按《姚安县地质灾害监测人员管理

办法》规定及时进行调整和更换，以保证各地质灾害隐患点监测

和预警、预报各项措施全面到位。二是加强对地质灾害监测人员

的培训。要采取集中或分散等不同形式，全面组织抓好地质灾害

监测人员的培训，不断提高监测人员的责任意识和业务水平，充

分发挥好地质灾害监测人员的“事前预报”作用，做到能够使地

质灾害监测人员及时发现和掌握地质灾害点的变化情况，一旦地

质灾害隐患点出现险情，及时报告并组织群众转移避险，最大限

度地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三）认真执行各项制度，进一步促进各项措施的落实。各

村（居）委会和有关站所要认真宣传贯彻实施《楚雄彝族自治州

地质灾害防治办法》《姚安县突发性地质灾害应急预案》，认真执

行《姚安县汛期地质灾害值班制度》《姚安县地质灾害灾情速报制

度》《姚安县地质灾害灾情巡查制度》《姚安县地质灾害“两卡”

发放制度》和《姚安县地质灾害应急调查制度》，使地质灾害防治

工作做到制度化、规范化。一是要认真做好汛期地质灾害值班工

作。各村（居）委会相关责任单位要明确值班领导，明确值班工

作人员，明确值班地点，认真做好值班工作，确保汛期地质灾害

预防工作信息渠道畅通；二是要认真做好地质灾害巡查工作。各

村（居）委会及相关站所要集中时间、集中人员，在汛期中采取

定期、不定期方式，加强对地质灾害预防工作的巡查，重点对各

地质灾害点领导挂点联系情况、“两卡”发放情况、监测人员在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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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巡查情况，痕迹材料管理，以及对各项预警预报措施落实情况

进行督促检查，确保地质灾害预防各项措施落到实处。三是做好

地质灾害应急调查工作。

（四）加强宣传教育，进一步增强广大干部群众对地质灾害

的防灾减灾意识。各村（居）委会要采取各种方式，组织相关工

作人员在汛期前认真抓好地质灾害防灾减灾知识的培训和宣传教

育工作。一是做好地质灾害防治工作人员的培训工作。要采取分

级负责的办法，层层举办培训班，加强对村委会地质灾害防治工

作人员的培训工作，不断提高管理人员的工作能力和业务水平。

二是做好地质灾害监测人员的培训工作。要集中对各地质灾害隐

患点监测人员进行培训，提高监测人员基本知识和监测、预警预

报水平，充分发挥好地质灾害监测人员的作用。三是做好各地质

灾害点干部群众宣传培训工作。采取分片或分点等不同方式，召

开干部会、群众会、户长会，做好干部群众对地质灾害防灾减灾

知识的宣传培训工作，增强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主动防灾、科学

防灾的意识和水平。对危险性较大的地质灾害易发区，组织开展

突发性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援预案的演练，让当地群众熟悉并掌

握防灾避灾的预警信号、避险路线及避险地点等常识，确保灾情

发生时，周围群众能迅速且有序地转移避险，防止人员伤亡。地

质灾害防治工作管理人员的培训、监测人员的培训、地质灾害点

干部群众宣传培训工作要形成制度化，每年于汛期前进行一次培

训，培训率达到 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