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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山街道发〔2025〕4 号

重庆市梁平区梁山街道办事处
关于印发《梁山街道2025年山洪灾害防御预案》的

通 知

街道各内设机构及所属事业单位，驻街道相关单位：

经街道办事处同意，现将《梁山街道 2025 年山洪灾害防御

预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重庆市梁平区梁山街道办事处

2025 年 1 月 17日

（此件公开发布）

重庆市梁平区梁山街道办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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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山街道基层治理综合指挥室 2025年 1月 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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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梁平区梁山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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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梁平区梁山街道办事处

2025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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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1 编制目的

山洪灾害是指山丘区由于降雨引发的山洪、泥石流、滑坡等

对人民生命、财产造成损失的灾害。梁山街道为有效防御山洪灾

害，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做到有计划、有准备地

防御山洪灾害，避免群死群伤事件发生，特制定本预案。

1.2 编制依据

1.2.1 法律、法规

1、《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

《地质灾害防治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河道管理条例》等国家颁布的有关法律、法规。

2、《重庆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办法》、《重庆市

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办法》、《重庆市〈河道管理

条例〉实施办法》等重庆市人民政府颁布的法规、条例；

1.2.2 经过批准的国家、省、市、区山洪灾害防治规划报告和地质

灾害防治规划报告等

1、《全国山洪灾害防治规划》

2、《全国地质灾害防治规划》

3、《重庆市山洪灾害防治规划》

4、地方防汛工作方案、预案、山洪灾害防治方案等

5、有关规程、规范和技术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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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编制原则

1、坚持科学发展观，体现以人为本，以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

全为首要目标；

2、贯彻安全第一，常备不懈，以防为主，防、抢、救相结合；

3、落实行政首长负责制、分级管理责任制、分部门责任制、

技术人员责任制和岗位责任制；

4、因地制宜，具有实用性和可操作性。

1.4 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梁平区梁山街道行政区域范围内山洪灾害的预

防和应急处置。本预案是在现有工程设施条件下，针对可能发生

的山洪灾害所预先制定的防御方案、对策和措施，是梁山街道实

施指挥决策和防御调度、抢险救灾的依据。

1.5 预案执行与修订

本预案自批准之日起执行，应根据本地区山洪灾害防御情况

适时修订。

2 基本情况

2.1 自然概况

2.1.2 水系分布

梁山街道地处渝东平行岭谷区，高梁山下平坝边缘；大河坝

水库、沙坝水库位于城区左右；白沙河、大河从城区穿过，小沙

河从城边绕机场而过，两河穿心，一河蚕腰，三条河在城外纵坡

陡，进入城区较缓，河床淤积严重，河道狭窄，排水不畅，行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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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低。

2.1.3 气象、水文及暴雨洪水特性

梁山街道位于渝东平行岭谷区，海拔高程 450-460m，地势平

坦，气候湿润，雨量充沛，多年平均降雨量 1260mm，降雨多集

中在 5-10 月，约占全年的 78%。河床淤积严重，河道狭窄，排水

不畅，行洪能力低，梁山街道易受洪涝灾害袭击。

2.2 经济社会情况

行政区划及经济社会情况

梁山街道是梁平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梁平区的交通枢纽。

该街道幅员面积 106km2，总人口 13.4 万人，7 个城市社区，3 个

农村社区，29 个居民小组，18 个村,135 个村民小组，常住人口

13.46 万人，全街道生产总值 22.98 亿元。

2.3 历史山洪灾害损失及成因

2.3.1 灾害损失

山洪是发生在山区溪流中快速、强大的地表径流现象，是特

指发生在山区流域面积较小的溪沟或周期性流水的荒溪中，为历

时较短、暴涨暴落的地表径流。山洪灾害具有突发性的自然灾害，

能量集中，破坏性大，危害严重，常造成人员的集中伤亡，房屋

田地被毁，交通通信中断，甚至可能导致水坝、山塘溃决，其危

害和损失巨大，已经成为人民群众的切肤之患。

根据调查统计，我街道发生了“89”、“92”、“98”、“04”“05”

五次大洪水，山洪灾害主要表现为溪河洪水灾害，滑坡灾害和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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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工程溃决。这两次大洪水造成的滑坡农房倒塌、水利工程大坝

危险运行、道路桥梁被冲毁、农田庄稼被淹没较为严重，洪灾受

灾面积达 1037 亩，受灾人口 1629 人，无人员伤亡，损毁房屋 157

间，经济损失达 51 万元。历年山洪灾害损失情况见附表 2。

2.3.2 山洪灾害成因

1、山洪灾害类型及易发区

山洪灾害类型可分为山洪、泥石流、滑坡三类，其中山洪分

为小流域（集水面积 200 平方公里以下）洪水、流域性洪水、工

程类出险洪水三类。易发区的山洪灾害类型要按照流域逐村列表

描述，详见附表 3。

2、山洪灾害成因

山洪灾害的发生主要与气象、地形地貌和人为因素等有关。

对于我街道而言，突发性的暴雨洪水是造成山洪灾害的主要因素，

暴雨形成原因也就是洪水灾害形成的主要原因，再加之人为因素，

地形地貌的影响，更促成了山洪灾害的形成。

降水是引发山洪灾害的最直接原因

我街道位于亚热地带，降雨具有强度大、年内分配不均，年

际变化大等特点，极易造成山洪灾害。从山洪灾害的分类统计看，

长时期高强度降雨及暴雨会使山洪暴涨山坡土层含水量饱和、土

体软化、强度减弱，加之雨水沿断裂或岩石裂隙渗入地下，导致

溜塌蠕动，浅层滑坡及泥石流发生，强大的水动力条件和河谷中

不良地质发育成为山洪灾害产生的环境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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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活动是加剧山洪灾害发生的重要因素

良好的地面植被可以起到固土保水的作用，对于山洪灾害的

防治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植被能够缓降水入渗和流水对地面的

冲蚀，减少山洪的发生与危害。但是，植被一旦被破坏就加剧了

洪灾的发生，加重了水土流失，使水库淤积，库容减少，也使下

游河道淤积抬升，降低了调洪和过水能力；缩窄河道，改河造地

的人类活动也加剧了山洪灾害，增加了险情。

人为因素突出表现在人类生产、生活工程建设等活动环境的

破坏。由于人类陡坡开荒建设山区道路、开矿弃渣和村镇建设挤

占河道等无序活动，使自然植被损毁，加剧了水土流失和环境的

持续恶化。

土地、丘陵、旱地以及被人类活动损毁后的裸露地面，为降

暴雨转换成山洪灾害提供了有利条件，成为山洪灾害形成与发生

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我街道的山洪灾害主要有以下特点：

山洪突发性强，预报预防难度大

山洪灾害多为暴雨所致，由于暴雨强度大，加上特定的地质、

地貌等下垫面条件，导致山洪来势凶猛。我街道多以变质岩组成

的山体居多，易冲蚀，有利于滑坡、崩塌和泥石流的形成；山丘

区坡陡谷深，高程起伏大，产汇流快。境内有过境河流，汇流迅

速，洪水涨势猛，极易产生山洪灾害。

山洪来势猛，成灾快，破坏性强，容易造成人员伤亡。

由于山洪流程短、流速快、冲击力强、破坏性大，对农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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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及居民生命财产的危害都十分严重。

山洪灾害发生的季节性强、频率高具有周期性特点。

降水是诱发滑坡、泥石流的主要原因，在降雨较多的年份地

质灾害发生的频率也明显偏高；在同一年中，多雨期是地质灾害

尤其是泥石流的多发期，我街道的山洪均集中发生在多雨的 6-9

月降雨高峰期，山洪灾害发生时间大多和降雨同步或短期滞后。

山洪灾害数量多、危害大，灾后恢复困难

山洪的突发性，致使其危害性、破坏性极强。山洪成灾很快，

顷刻之间就造成房屋倒塌，耕地被毁，交通中断，溪河改道，严

重危及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其破坏性强的突出表现是造成人员伤

亡和基础设施损坏严重，恢复难度大，有的甚至具有毁灭性。山

洪灾害往往对于水利、交通、电力、通信、农田等基础设施造成

毁灭性的破坏，使几十年的建设成果毁于一旦。

2.4 山洪灾害防御现状

2.4.1 山洪灾害防御非工程措施现状及存在问题

山洪灾害防御非工程措施主要包括防灾知识宣传、监测通信

及预警系统、防灾预案及救灾措施、搬迁避让、政策法规、防灾

管理等。我街道防治山洪灾害非工程措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一

是街道村两级落实了组织机构，建立了山洪灾害指挥所，成立了

应急分队，明确了任务，落实了责任，完善了群策群防的防灾减

灾网络；二是加强调查，科学制定防灾预案；三是健全制度，加

强山洪灾害危险性评估；四是利用会议、专栏、标语加强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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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干群的山洪灾害防治知识和业务技能；五是开展汛前检查、

汛中排查及汛后核查，认真贯彻执行汛期值班制度和突发性山洪

灾害及时处置报告制度。

2.4.2 山洪灾害防御工程措施现状及存在问题

山洪灾害防御工程措施主要包括山洪沟、泥石流及滑坡治理，

病险水库除险加固，水土保持工程措施等。

3 危险区、安全区的划分

3.1 划分原则

危险区是指受山洪灾害威胁的区域；一旦发生山洪、泥石流、

滑坡，将直接造成区内人员伤亡以及房屋、设施的破坏。安全区

是指不受山洪、泥石流、滑坡威胁，地质结构比较稳定，可安全

居住和从事生产活动的区域。安全区是危险区人员临时转移安置

的避灾场所。

划分原则：1、对处于历史洪水线及各溪河 10 年遇洪水淹没

线以下河谷、沟口、河滩、易损堤段范围以及陡坡下、低洼处、

不稳定山体下的村庄、居民点所在区域划入危险区。2、在危险区

以外，能避开山洪、泥石流、滑坡威胁，地质结构比较稳定，可

作为临时避灾地点的区域划为安全区。

3.2 “两区”的基本情况

根据危险区、安全区的定义和本区域内山洪灾害形成的特点、

气候和地形地质条件，街道内人员分布情况。我街道将东山村 4

组傅家岩脚、区邮政局宿舍楼、大河坝南路、大福斑竹园的滑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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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人员密集的地带确定为危险区；无滑坡点、泥石流和淹没区的

地方确定为安全区。山洪灾害危险区基本情况表详见附表 4。

4 组织指挥体系

4.1 组织机构

成立了以街道主任为指挥长，相关部门负责人为成员的山洪

灾害防汛指挥机构。防汛指挥机构下设监测、信息、转移、调度、

保障等 5 个工作小组和 1 个应急抢险队。每个村、组均落实了降

雨和水位、工程险情、泥石流、滑坡监测人员，同时确定一名信

号发送员，信号发送员由街道基层治理综合指挥室主任肖艳丽担

任，启动防御案将由街道副主任刘志林决定。

4.2 分工与职责

4.2.1 分工

街道防御指挥机构在区级防御指挥部的统一领导下开展山洪

灾害防御工作，具体组织和指挥全街道的山洪灾害防御工作，发

现异常情况及时向有关部门汇报，并采取相应的应急处理措施等。

村防御工作组负责本行政村降雨监测、预警、人员转移和抢险等

工作。

4.2.2 工作职责

1、行政首长主要职责

街道山洪灾害防御指挥机构实行行政首长负责制，统一指挥，

分级，分部门负责的原则及“以防为主，防重于抢，抢重于救”的

防汛工作方针。负责本辖区内山洪灾害防御的实施和指挥调度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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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2、乡级山洪灾害防御指挥部主要职责

在指挥长的统一领导下，负责本辖区内的山洪灾害防御工作。

明确乡级山洪灾害防御指挥部主要职责。

3、各工作小组主要职责

监测组：负责监测辖区各类监测站的雨情、水情，重要水利

工程、危险区及洪泛区水位，山体开裂、滑坡点、泥石流沟的位

移等信息。

信息组：负责对区级防指、气象、水文、国土等部门汛前各

种信息的收集与整理，掌握本辖区内暴雨洪水预报、本地降雨、

山体开裂、滑坡、泥石流、水库溃坝、决堤等信息，及时为指挥

长指挥决策提供依据。

转移组：负责按照指挥部的命令及预报通知，组织群众按预

定的转移路线转移，一个不漏地动员到户到人，同时确保转移途

中和安置后的人员安全。

调度组：负责与交通、农业、林业、粮食、民政、水电、电

信、物质等部门和单位的联系，调度所有抢险救灾工作所需的救

灾车辆、救灾物资、设备等。

保障组：负责了解、收集山洪灾害造成的损失情况，派员到

灾区实地查灾核灾，汇总、上报灾情数据；做好灾区群众的基本

生活保障工作，包括急需物资的组织、供应、调拨和管理等；指

导和帮助灾区开展生产自救和恢复重要基础设施；负责救灾应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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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的落实和争取上级财政支持，做好救灾资金、捐赠款物的分

配、下拨工作，指导、督促灾区做好救灾款物的使用、发放和信

贷工作；组织医疗防疫队伍进入灾区，抢救、治疗和转运伤病员，

实施灾区疫情监测，向灾区提供所需药品和医疗器械。

应急抢险队：在紧急情况下听从乡山洪灾害防御指挥部命令，

进行有序的抢险救援工作。

预警发布员：在获得险情监测信息或接到紧急避灾转移命令

后，立即按预定信号发布报警信号。

明确了各项工作的责任人及联络方式

包括指挥成员、各工作组人员、监测、预警人员、转移负责

人以及抢险人员等（名单附后）。

5 监测、通信及预警

5.1 监测

5.1.1 监测系统的设立

1、自动监测系统

设立了上游自动监测水位站，主要监测上游水库的降雨量及

水位情况。

2、简易监测系统

设立了八角社区雨量站。主要观测该辖区的降雨情况。为了

加强山洪灾害的预防工作，确定了降雨、洪水位、滑坡等监测站。

5.1.2 监测内容

监测辖区内降雨、水位、流量、泥石流和滑坡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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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 监测要求

有目的、有步骤、有计划、有针对性地进行监测，突出时效

性和准确性，采用自动监测和简易监测相结合的手段，获取实时

可靠的监测数据，并及时将结果上报各级指挥部门。监测系统以

群测群防为主，专业监测为辅。有关监测站点分布情况见附表 6。

5.2 通信

5.2.1 通信方式的选择

1、原则

实用、可靠、先进。

2、通信方式

（1）山洪灾害自动监测站采用 GSM/GPRS 通信传输信息，

简易监测站点采用电话、人工传输信息。

（2）山洪灾害预警发布的通信方式由电话、手机短信、无线

语音广播、手摇报警器、铜锣等组成。多种通信方式各自相对独

立并互为补充，确保预警和指挥调度信息及时通知到各级部门和

危险区群众。

5.3 预警

5.3.1 预警

1、预警指标确定

预警指标是指触发山洪灾害的雨、水量临界值，包括临界雨

量和成灾水位（流量）的确定。预警指标分为暴雨预报、准备转

移（警戒）和立即转移（危险）两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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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界雨量的确定是通过调查历史山洪灾害发生时的降雨情

况，根据各小流域的暴雨特性、地形地质条件等，结合历史暴雨

洪水资料分析成果以及分布式水文模型计算成果，综合确定本地

区各个小流域的 1 小时、3 小时、6 小时、24 小时临界雨量。

成灾水位（流量）的确定根据历史山洪灾害发生时溪河水位

变化情况，确定本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的溪河水位值；有的河

流可将上游水情变化作为判断是否对下游造成山洪灾害的主要依

据。

列表描述各小流域、各村的警戒水位（准备转移）和危险水

位（立即转移），详见附表 7。

2、预警等级划分原则

山洪灾害预警等级分为三级（Ⅲ、Ⅱ、Ⅰ），按照发生山洪灾

害的可能性、严重性和紧急程度，对应颜色依次为黄色、橙色、

红色，三种颜色预警信号分别代表可能（暴雨气象预报）、严重（警

戒雨量或警戒水位）、特别严重（危险雨量、危险水位或有泥石流、

滑坡征兆）。

3、预警启用时机

（1）当接到暴雨天气预报，相关行政责任人应引起重视，并

发布暴雨预警信息。当降雨量达到相应等级雨量值时，降雨仍在

持续，应发布预警信息；

（2）当水位达到相应等级值，且仍在上涨，应发布预警信息。

若可能对下游造成山洪灾害，应向下游发布预警信息；当张桥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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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洞时，由监测人员向综合科报告，启动一级预警，通知灾区人

民做好转移准备，当张桥河封洞再上涨 50 毫米时，由监测人员向

综合科报告，启动二级预警，同时向区防办报告。

（3）当出现发生泥石流、滑坡的征兆时，应发布泥石流、滑

坡灾害预警信息。

（4）水库及塘堰坝出现重大险情时应立即发布预警信息。

4、预警发布及程序

根据监测、预报，按照预警等级及时发布预警。

（1）在一般情况下，可按照区→乡→村→组→户的次序进行

预警（如图 1）。

图 1 一般情况预警程序示意图

市防汛

指挥部

区防汛

办公室

山洪灾害

预报

暴雨

洪水

泥石流

滑坡

乡防御指

挥所
村 组 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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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如遇紧急情况（水库、塘堰坝出现重大险情，滑坡等），

可采用快速灵活的预警方式进行预警（如图 2）。

市防汛

指挥部

区防汛

办公室

乡防御指

挥所
村 组 户

监测

员

地质异常

水利工程险情

雨、水情异常

水库、山塘溃坝

山洪灾害

预报

暴雨

洪水

泥石流

滑坡

图 2 紧急情况预警程序示意图

5.3.3 预警、警报方式

预警方式：（1）电话、手机短信预警；（2）口头通知。

警报方式：（1）无线语音广播报警；（2）手摇报警器；（3）

铜锣报警；（4）口头通知。

5.3.4 预警发布及响应

1、接到区山洪灾害防御指挥部通知将有暴雨发生以及发布的

三级（黄色）预警时，启动三级应急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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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街道山洪灾害防御指挥部通过电话、手机短信向有关村

发出三级（黄色）预警，提醒广大群众注意做好山洪灾害防范准

备。

（2）当接到三级（黄色）预警后，各有关人员应迅速上岗到

位，注意观察水雨情变化，并加强防范。

2、接到区山洪灾害防御指挥部发布的二级（橙色）预警时，

或降雨量达到警戒雨量且降雨仍在持续时，或溪河水位达到警戒

水位，发布二级（橙色）预警，同时启动二级应急响应。

（1）街道山洪灾害防御指挥部通过电话、手机短信向有关村

发出二级（橙色）预警，提醒广大群众注意防范山洪灾害，危险

区人员做好转移准备。

（2）通过电话、手机短信向街道山洪灾害防御指挥部指挥长

及成员、所属的监测组、信息组、转移组、调度组、保障组主要

成员发布二级（橙色）预警，做好相关防范工作。

（3）有关村在接到二级（橙色）预警后，通过无线语音广播、

铜锣、手摇报警器等向危险区群众发出二级（橙色）预警，提醒

危险区人员注意防范，做好转移准备。

3、接到区山洪灾害防御指挥部发布的一级（红色）预警时，

或当降雨量达到危险雨量且降雨仍在持续时，或溪河水位达到危

险水位，或有泥石流、滑坡征兆时，发布一级（红色）预警，同

时启动一级应急响应。

（1）街道山洪灾害防御指挥部通过电话、手机短信向有关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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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出一级（红色）预警, 要求危险区人员立即按预定路线撤离至

安全区，村山洪灾害防御工作组立即全面行动，做好抢险救灾转

移安置工作。

（2）通过电话、手机短信向街道山洪灾害防御指挥部指挥长

及成员、所属的监测组、信息组、转移组、调度组、保障组主要

成员发布二级（橙色）预警，街道山洪灾害防御指挥部立即全面

行动，做好抢险救灾转移安置工作。

有关预警设备分布情况表见附表 8。

6 转移安置

6.1 转移安置

6.1.1 转移安置原则

转移遵循先人员后财产，先老弱病残后一般人员，先低洼处

后较高处人员的原则，以集体、有组织转移为主。转移责任人有

权对不服从转移命令的人员采取强制转移措施。

6.1.2 转移安置路线

转移安置路线的确定遵循就近、安全的原则。事先拟定好转

移路线，必须经常检查转移路线是否出现异常，如有异常应及时

修补或确定新的转移线路。为了山洪灾害预警的顺利开展，最大

限度地减少损失，我街道制作了明白卡，将转移路线、时机、安

置点、责任人等有关信息载入卡中并发放到户。同时制作了标识

牌，标明安全区、危险区、转移路线、安置点等。群众转移安置

计划表（见附表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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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3 转移安置方式

安置地点一般因地制宜地采取就近安置、集中安置和分散安

置相结合的原则。安置方式可采取投亲靠友、借住公房、搭建帐

篷等。搭篷地点应选择在安全区内。

6.1.4 制定特殊情况应急措施

转移安置过程中出现交通、通讯中断等特殊情况时，灾区各

村组应各自为战、不等不靠，及时采取防灾避灾措施。由村干部

分头入户通知易发灾害点村民，尤其是夜间可能发生相关灾害时，

要保证信息传递的可靠性，做到不漏一户，不漏一人。借助无线

广播、铜锣、哨子等设备引导转移人员到安置地点。在制定的转

移路线交通中断的情况下，应选择向溪河沟谷两侧山坡或滑动体

的两侧方向转移到就近较高地点。对于特殊人群的转移安置采取

专项措施，并派专人负责，确保无一人掉队。

7 抢险救灾

7.1 抢险救灾准备

7.1.1 建立抢险救灾工作机制，确定抢险救灾方案

为了确保山洪灾害防御工作的顺利、有序进行，我街道成立

了防御指挥机构。同时，各危险村也相应成立了防御工作组，并

组建了应急抢险队，准备了足够的物质、车辆及药品等。

7.1.2 抢险救灾准备

汛前，组织危险区的群众学习山洪灾害的防御知识，同时向

危险区群众发放宣传资料，使其增加防灾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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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抢险、救灾

1、一旦发生险情时，在及时向上级防汛指挥部门报告的同时，

应急抢险队投入抢险救灾中去，确保灾区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

尽量减少财产损失，转移、调度、保障组应有条不紊地开展工作。

2、对可能造成新的危害的山体，建筑物安排专人 24 小时监

测。

3、发生灾情时转移组应首先把被困人员迅速转移到安全地

带。

4、灾情中，如有人畜伤亡，保障组应及时抢救受伤人员，同

时清理、深埋人畜尸体。

5、我街道已准备了足够的衣物和药品，联系好了干粮购置点，

一旦灾情发生时，做到随时发放给灾民，并由卫生部门进行卫生

防疫。

6、灾害结束时，采取村民生产自救，修桥补路，电力部门立

即恢复供电，电信部门恢复通信设施。

8 保障措施

8.1 汛前检查

汛前，我街道组织相关部门技术人员对辖区进行了重要水利

工程、河道险工险段、滑坡危险点及通信、监测、预报预警设施

进行全面检查，针对性地对有山洪灾害隐患的区域进行了实地踏

勘，对可能引发山洪灾害的工程、区域等安排了专人负责监测、

防守。 统计危险区内常住人口，登记造册，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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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到有险必查、有险必纠、有险必报。

8.2 宣传教育及演练

1、我街道采取会议、广播、电视、墙报、标语等形式多样的

宣传方式向辖区内群众进行宣传，使其广大群众增强防灾、抗灾

意识。

2、在交通要道口及隐患处设立警示牌。制作了明白卡，将转

移路线及安置点载入卡中，并发放给群众，使其熟悉线路和明白

安置方案。

3、汛前，组织对乡村责任人、预警人员、抢险队员等进行培

训，掌握山洪灾害防御基本技能。组织区域群众及应急抢险队员

开展实战演练，做到招之即来，来之能战。

8.3 纪律

为及时有效地实施预案，确保各项工作落到实处，我街道制

定了责任人执行职责纪律，紧急转移纪律及灾民安置纪律等。各

部门及有关人员严格按照本预案规定，认真履行职责，按照预案

程序开展工作，凡未按预案程序履行职责的，将严格按防洪法、

国务院关于特大事故行政责任追究的规定、重庆市关于特大事故

行政责任追究的具体意见和办法等规定，严肃处理，依法追究有

关领导、直接责任人的责任，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强调：

1、加强领导，落实责任，各相关单位主要领导要负总责，层

层落实责任，一级抓一级，确保灾民转移安置工作任务的圆满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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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2、服从命令，听从指挥，对山洪灾害防御工作失职、渎职、

脱岗离岗、不听指挥的，追究相应责任，情节严重的，追究法律

责任。

3、水、雨情报告要及时，有险要速报，会商要及时，指挥要

果断；

4、暴雨天气，乡（镇）主要领导及包村干部未经批准，不得

离岗外出。

5、严格执行病险水库塘堰控制蓄水，一天一巡坝，大雨、暴

雨天气 24小时巡查制度。

6、监测、信息组实行 24 小时值班，确保通讯畅通。

附表

1、梁山街道行政区划基本情况表

2、梁山街道历年山洪灾害损失情况表

3、梁山街道山洪灾害易发区统计表

4、梁山街道山洪灾害危险区基本情况表

5、梁山街道山洪灾害防御各级责任人情况表

6、梁山街道山洪灾害雨量、水位预警指标表

7、梁山街道监测设备分布表

8、梁山街道预警设备分布表

9、梁山街道群众转移安置计划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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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1、梁山街道山洪灾害防御基本情况示意图

基本信息包括：区域内的水系分布情况，区域地形，村庄分

布情况等，比例尺 1:5 万

2、梁山街道历史山洪、泥石流、滑坡灾害点分布图

比例尺 1:5 万。

3、梁山街道山洪灾害风险图

比例尺 1:5 万，图中应标示出居民点、重要设施（工矿企业、

学校、铁路、公路、桥梁等），标明危险区分布等。

4、梁山街道危险区人员转移安置图。

比例尺 1:5 万，主要标注每个危险区、安全区的位置及转移

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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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梁山街道行政区划基本情况表

序号 行政村名
自然村

（组）名

土地面积 耕地面积

（亩）

总人口

（人）

家庭户

数（户）

房屋数

（间）（平方公里）

1 八角社区 8 2.08 1350.0 2317 681 4298

2 清都村 10 2.68 2355.0 2238 658 4290

3 迎水村 6 1.88 1935.0 2032 598 3636

4 上八村 6 1.55 1620.0 2067 608 3750

5 大福社区 11 2.90 2250.0 3237 1025 4230

6 沙坝村 9 7.69 2910.0 2130 626 4200

7 东山村 10 12 2650.0 1525 569 3390

8 土桥村 3 0.71 690.0 1111 327 3432

9 白沙村 9 1.05 675.0 1193 351 4122

10 东明村 6 0.92 525.0 953 280 2106

11 时代村 4 0.59 330.0 1097 323 3402

12 群益村 5 0.04 120.0 1620 476 5916

13 罗汉村 6 0.27 225.0 1328 391 3792

14 石马村 4 0.56 705.0 1090 321 3024

15 云佛村 8 7.87 3225.0 1744 513 3948

16 梦梁村 9 7.53 3615.0 1712 504 3726

17 蓼叶社区 12 7.46 4845.0 3194 939 3558

18 天鼓村 12 21.6 4695.0 2159 753 2865

19 金桥村 9 5.78 3150.0 1572 462 2730

20 龙磨村 10 5.35 4470.0 2300 676 3330

21 西池村 3 0.02 30.0 398 117 1932

22 区城社区 31 7.69 180.0 77687 25259 148275

附表 2 梁山街道历史山洪灾害损失情况表

时间

（年）

灾害

类型

受灾人数

（人）

受灾面

积（亩）

死亡人

数（人）

倒 房

（间）

经济损

失（万

元）

可最大

降雨量

（mm）

时段降雨

（mm）

1989 山洪 295 358 0 96 41 140 30

1992 山洪 143 178 0 9 10 140 30

1998 山洪 305 474 0 37 19 140 30

2004 滑坡 65 91 0 9 9 140 30

2005 山洪 886 160 0 15 11 140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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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梁山街道山洪灾害易发区统计表

流域、水系名称 小流域名称 行政村名 山洪灾害类型

龙溪河支流 白沙河 八角社区 滑波

龙溪河支流 白沙河、大河 清都村 滑波

龙溪河支流 小沙河 沙坝村 滑波

龙溪河支流 小沙河 大福社区 滑波

龙溪河支流 小沙河 东山村 滑波

普里河支流 蓼叶河 天鼓村 滑波

普里河支流 蓼叶河 梦梁村 滑波

附表 4 梁山街道山洪灾害危险区基本情况表

行政村名 组别 危险区地点
危险区内家

庭户数

危险区内耕地面

积（km2）
危险区内

人口（人）

危险区内

房间数

（间）

大福社区 1 大福村 1组 9 35 29 48

东山村 4、5、6、9 东山村 4、5、6、9组 12 75 45 73

沙坝村 2 沙坝村 2组 11 56 37 50

天鼓村

6、7 天鼓村 6、7组 3 18 13 12

8 天鼓村 8组 11 52 40 37

9 天鼓村 9组 24 118 89 110

11 天鼓村 11组 5 24 21 23

梦梁村 1 梦梁村 1组 18 82 56 63

清都村
3、4、5、6、

8、9
清都村 3、4、5、6、8、

9组 253 1023 1012 289

八角村 3 八角社区 3组 21 724 116 65



- 27 -

附表 5 梁山街道山洪灾害防御指挥部各级责任人情况表
姓名 职责 单位 职务 办公室电话 传真

朱林军 指挥长 梁山街道办事处 主任 53233228

刘志林 组长 梁山街道办事处 副主任 53238621
王世玉 副组长 梁山街道办事处 副主任 53238645
王海兵 副组长 梁山街道办事处 副主任 53238623
肖艳丽 调度组组长 基层治理综合指挥室 主任 53222188
陈红宇 成员 经济发展办公室 主任 53231415

孙浩华 信息组组长
区水利工程管理中心梁

山工作站
站长 53220712

首汉琼 成员 民生服务办公室 主任 53233877
阿 珍 保障组组长 基层治理综合指挥室 副主任 53222188

唐永胜 监测组组长
区规划自然资源局梁山

管理所
所长 53228890

邓 毅 转移组组长 平安法治办公室 主任 53333808
彭盛超 成员 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大队长 53229038

谭万兵 成员
民生服务办公室-物业管

理岗
副主任 53230277

邓义朋 成员 产业发展服务中心 副主任 53233737
陈义田 抢险组长 53234943
刘 强 抢险组长 53666992
胡隆平 抢险组长 53233367
夏德康 抢险组长 53240396
刘洪万 抢险组长 53240566

附表 6 梁山街道乡山洪灾害雨量预警指标表

序

号

小流

域名
行政村名

预警指标

警戒雨量 危险雨量 警戒

水位

危险水

位1h 6h 24h 1h 6h 24h

1 小沙河 八角社区 51.2mm 84.0mm 143.0mm 61.2mm 101.0mm 180.0mm

2 小沙河 清都村 51.2mm 84.0mm 143.0mm 61.2mm 101.0mm 180.0mm

3 小沙河 沙坝村 51.2mm 84.0mm 143.0mm 61.2mm 101.0mm 180.0mm

4 小沙河 大福社区 51.2mm 84.0mm 143.0mm 61.2mm 101.0mm 180.0mm

5 大河 东山村 51.2mm 84.0mm 143.0mm 61.2mm 101.0mm 180.0mm

6 蓼叶河 天鼓村 51.2mm 84.0mm 143.0mm 61.2mm 101.0mm 180.0mm

7 蓼叶河 梦梁村 51.2mm 84.0mm 143.0mm 61.2mm 101.0mm 180.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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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7 梁山街道监测设备分布表

序

号

所在

乡镇
站名 地点

监测

内容

信息

报送

方式

报送

对象

观测方式

监测人

员
联系电话

备

注
人工

观测

遥

测

1 梁山街道 朱云山 东山 4组 滑坡 电话
综合指

挥室
√ 刘强 53666992

2 梁山街道 三龙桥 沙坝 8组 滑坡 电话
综合指

挥室
√ 胡隆平 53233367

3 梁山街道 斑竹园 大福 9组 滑坡 电话
综合指

挥室
√ 陈义田 53234943

附表 8 梁山街道预警设备分布表

序号 行政村名

预警设备数量（个、台、套）
预警人员

（人）
传真机

无线语音

预警广播

手摇报

警器
铜锣 其它

1 梁山街道 1 1 陈东

2 沙坝村 1 1 胡隆平

3 大福社区 1 1 陈义田

4 东山村 1 1 刘强

5 天鼓村 1 1 夏德康

6 梦梁村 1 1 沈继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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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9 梁山街道群众转移安置计划表

序

号

片

区

乡

镇

街

道

行政村

社区
危险区名称

灾害

类型
危险区及人口范围

预警

转移

责任人

转移安置点 电话

1

梁

山

片

梁

山

街

道

大福村 大福村 1组 滑坡
9户 29人；耕地 35亩；房屋

48间、面积 578平方米
陈义田

大福村村委

会
53234943

2 东山村
东山村 4、5、

6、9组 滑坡
12户 45人；耕地 75亩；房屋

50间、面积 530平方米
刘 强

王顺华、

刘文祥等家
53666992

3 沙坝村 沙坝村 2组 滑坡
11户 37人；耕地 56亩；房屋

50间、面积 612平方米
胡隆平

龙发学、

谢开平家
53233367

4

天鼓村

天鼓村 6、7
组

滑坡
3户 13人；耕地 18亩；房屋

12间、面积 125平方米
夏运喜 百家院子 53240396

5 天鼓村 8组 滑坡
11户 40人；耕地 52亩；房屋

37间、面积 587平方米
荣乾勇 荣家院子 53240396

6 天鼓村 9组 滑坡
24户 89人；耕地 118亩；房屋

110间、面积 883平方米
余朝建

天鼓村村委

会
53240396

7 天鼓村 11组 滑坡
5户 21人；耕地 24亩；房屋

23间、面积 225平方米
丁从海 天鼓村学校 53240396

8 梦梁村 梦梁村 1组 滑坡
18户 56人；耕地 82亩；房屋

63间、面积 640平方米
邓天朋

邓天明、刘洪

万、王后义等

家

53240566

9 清都村
清都村 3、4、
5、6、9组 洪涝

253户 1012人；耕地 1023亩；

房屋 289间、面积 1023平方米
蓝 丹 清都村学校 81170117

10 八角村
八角村 3、4

组
洪涝

21户 116人；耕地 724亩；房

屋 256间、面积 724平方米
谢志望

胡功喜、郝绍

明、马定召家
53255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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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山街道山洪灾害防御领导小组

指挥长：朱林军 街道办事处主任 电话：53233228

组 长：刘志林 街道办事处副主任 电话：53238621

副组长：王世玉 街道办事处副主任 电话：53238645

王海兵 街道办事处副主任 电话：53238623

成 员：肖艳丽 基层治理综合指挥室主任 电话：53222188

陈红宇 街道经济发展办主任 电话：53231415

孙浩华 区水利工程管理中心梁山工作站站长

电话：53220712

阿 珍 基层治理综合指挥室副主任 电话：53222188

首汉琼 民生服务办主任 电话：53233877

唐永胜 国土资源和房管局梁山管理所所长

电话：53228890

邓 毅 平安法治办主任 电话：53333808

彭盛超 街道综合执法大队大队长 电话：53229038

谭万兵 民生服务办副主任 电话：53230277

邓义朋 街道产业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

电话：53233737

下设五个工作组和 1个抢险队

监测组组长：唐永胜

成 员：刘 翔、邓 询、谭蔓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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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组组长：孙浩华

成 员：杨晓琴

转移组组长：邓 毅

成 员：熊小勇、刘宗顺、廖天富、张宝华、林前令

调度组组长：肖艳丽

成 员：潘 杰、吴熙艳

保障组组长：谭世文

成 员：阿 珍、余绍才

应急抢险队队长：刘志林

成 员：首汉琼、谭万兵、陈红宇、邓义朋、谢 华、石庆富、

田履述、周蜀梁、陈俊龙、杨文韬、郭远红。

大福社区山洪应急抢险组组长：陈义田

成 员：唐益君、陈义田、石晓敏、范顺忠、陈 燕、蒋丛华、

黄邦楷、陈清云、黄帮顺、曾祖宇、邓志成、赖于全、汪一波、胡先

琴、郑文章、黄仁富。

东山村山洪应急抢险组组长：刘 强

成 员：毛国美、黄宁康、陈慧英、张成富、王顺忠、何元奎、

刘文祥、邹明全、梁于树、曹仁华、张明友、冯德均、王心莉、谭世

燕。

沙坝村山洪应急抢险组组长：胡隆平

成 员：周万利 、邱丹、游清廷、陈再鲨、刘明福、任明才、

刘德贵、曹刚平、肖中明、游天成、蒋安清 、范家明、谭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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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鼓村山洪应急抢险组组长：夏德康

成 员：旷权章、代红梅、廖于英、刘洪伟、张有明、廖爵平、

夏开云、张有辉、谢庭银、夏德华、夏运喜、荣乾勇、唐朝峰、张德

美、丁崇海、蒋泽权。

梦梁村山洪应急抢险组组长：刘洪万

成 员：蒋祖山、邓天朋、唐家琼、曹祥娟、沈继成、莫乾登、

夏太金、唐在明、曹祥娟、张估德、张估文、罗应平、陈学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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