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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高度重视山洪灾害防治非工程项目建设，在上级水利部门的

关心、支持和大力帮助下，坚持以人为本，将山洪灾害防治作为防汛工

作的重中之重，通过建立健全组织责任体系、监测预警体系和群测群防

体系等，交出了一张测报有据、应急有力、调度有方、避险有序的防汛新

答卷，预警有了“千里眼”和“顺风耳”。2011年11月2日至7日，全国、全

省山洪灾害防治县级非工程措施项目建设会议分别在栾川召开，与会代

表对该县山洪灾害防治工作充分肯定和认可，先后有山东、四川、湖南、

天津、新疆等多家水利部门上千人，到该县考察学习山洪灾害防治经

验。2016年10月下旬，来自全国有关省、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及国外的专

家等近百人，齐聚栾川，就“全国山洪灾害防治试验示范基地”建设进行

研讨。该试验基地是国家防总截至目前在全国设立的唯一试验基地。

强化责任防“洪魔”

轻点鼠标，登录栾川县防汛抗旱指挥中心页面，该县
实时防汛信息一目了然。这是我市密布“天眼”驯山洪非
工程措施项目建设的一个缩影。

我市地跨黄河、淮河、长江三大水系，境内共有大小河
流7500多条，汛期降雨变化无常，暴雨洪水来势猛，汇流
形成快，加之全市山洪沟多、尾矿库数量多、地质灾害隐患
多，是山洪灾害的易发区、多发区，山洪灾害防御形势严
峻、任务艰巨。

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山洪灾害防御工作，始终把山洪
灾害防御作为防汛工作的重中之重，长抓不懈。特别是

2010年以来，我市抓住国家加快山洪灾害防治体系建设的
重大机遇，在上级水利部门的关心指导和大力支持下，全面
开展山洪灾害防治非工程措施项目建设，项目建设涉及栾
川、嵩县、宜阳、洛宁等11个县（市）区的128个乡（镇）2268
个行政村。从2010年10月开始建设，我市通过建设监测预
警系统、完善防御预案、强化群测群防体系、宣传防御知识等
非工程措施项目建设，增强了山洪灾害防御能力，增强了人
民防灾避灾意识，形成了科学、规范、有序、高效的山洪灾害
防御工作格局，实现了主动防御、超前防御、全民防御，有力
保障了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我市始终把加强组织责任体系建设，作为做好山洪灾
害防御工作的根本保证，立足豫西山区山洪灾害突发性
强、点多、面广、分散的特点和实际，坚持“纵向到底”原则，
构建了市、县、乡、村、组、户的多层次组织责任体系。

狠抓防汛工作责任体系建设。在市、县防汛抗旱指挥
体系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市领导包县、县领导包乡（镇）、
乡（镇）领导包村、村干部包组、党员干部包户包人的“五级”
防汛责任制；在内容上落实包防汛安全教育、包预警信息传
递、包危险部位、包应急转移、包临时救助、包灾情上报的

“六包”防汛安全责任制。全市所有水库、主要河段、桥梁等
防御重点部位全部逐级落实责任人、具体巡查监控人员，尤
其是针对我市尾矿库、地质灾害点多的实际，对每座尾矿
库、每个地质灾害点都明确了县级分包领导、乡镇责任人和
具体负责人，形成了齐抓共管的山洪灾害防御格局。

强化村级防御组织体系建设。在全市2268个受山洪
灾害威胁的行政村设立山洪灾害防御办公室，每村设立

“五大员”，即雨量观测员、水位观测员、危险部位巡查员、
鸣锣员、报警员，充分发挥“五大员”监测预警作用，更加真
实、准确、快速预警。当险情出现时，他们可以靠这些措施
帮助村民避难。

突出抓好安全转移体系建设。建立村级五户联防责
任体系，在每个自然片设一名“片长”，每五户确定一名转
移安置联络人，每户明确一个山洪灾害防御明白人，形成
了“村委主任—村干部—危险区长—片长—联户长”的安
全转移组织指挥网络；特别是针对鳏寡孤独和老弱病残等
特殊人员，采取人盯人、人包人的办法，一一落实安全转移
责任人，确保险情发生时能够在第一时间高效有序、无一
遗漏地组织群众安全转移。

密布“天眼”驯山洪

我市始终把加强科学防控体系建设，作为做好山洪灾害
防御工作的关键环节，按照“因地制宜、土洋结合、经济实用、简
便易行”的思路，坚持“横向到边”的原则，防御工作实现了从被
动应付向主动应对转变，建立了全覆盖的科学防控体系。

抓好山洪灾害普查。对全市山洪灾害威胁区、重要
设施、监测预警设施进行全面普查、登记、上图和GPS定
位，做到心中有数；在此基础上，科学确定警戒雨量、危
险雨量的预警指标值，为准确判断山洪灾害形势、及时
采取有效应对措施提供了可靠依据，清晰描绘了山洪灾
害防御的“脉络图”，夯实了科学防控的基础。

加强监测能力建设。在全市建设自动雨量站411个、
图像（视频）监测站226个、简易雨量站2395个、自动水位
站39个、简易水位站716个，当遇强降雨时，雨水情信息将

自动传到市、县防汛抗旱指挥系统。在受山洪灾害威胁的
每个乡镇、村组都建立了相应的监测设施，广泛布设山洪灾
害防御的“天眼”，极大增强了对雨情、水情的监测能力。

完善预警条件建设。安装预警广播 3397 套，发放
手摇警报器3230个、铜锣3385个，在各乡镇、村组、企业
和山洪灾害防御的重点区域、重点部位都设置了必要的
预警设备，全面安装山洪灾害防御的“顺风耳”，确保灾
害预警信息的及时有效传递。

深化信息平台建设。建立计算机网络系统、视频会
商系统、数据库及数据接收处理系统、无线短波应急通
信系统和监测预警系统，实现雨情、水情、灾情的实时监
测、查询、预警发布和小流域洪水分析，完美集成了山洪
灾害防御的“脑中枢”，为做好山洪灾害快速准确反应提

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撑。通过加强山洪灾害监测预警体
系建设，建立“视频到乡、音频到村、监控到点、预警到
人”的全方位、全覆盖的山洪灾害科学防控网络，实现了
省、市、县、乡四级汛情异地会商。

提升应急体系建设。坚持浅显易懂、简便易行、实
用管用的原则，编制山洪灾害防御预案，为山洪灾害防
御提供了科学指导；突出演练的实效性，坚持在群众最
大限度到场参加的情况下搞演练，在充分准备的基础上
搞演练，共举行市、县、乡、村、组、企业等不同形式的山
洪灾害防御演练数千次，增强了广大干群的实战能力，
真正练就了山洪灾害防御的“真功夫”，确保了险情出现
时能够快速反应、有效应对，使全市防御山洪灾害能力
得到极大提升。

我市始终把形成群测群防总动员工作合力，作为做好
山洪灾害防御工作的重要基础，按照“政府主导、部门联
动、统一指挥、协同作战”的总体要求，坚持全民参与的原
则，形成了群测群防总动员的工作合力。

加强宣传教育，营造了全民参与的浓厚氛围。在广泛
采取新闻媒体开辟专栏、设立咨询台、逐户发放山洪灾害防
御明白卡和宣传画册等传统宣传方式的同时，不断创新宣
传形式，采取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拓宽宣传广度，提高宣
传密度，提高宣传实效。栾川县在全县客车上播放宣传光
盘，在座套上印制警示标语，方便群众在乘车出行时接受教
育；在全县所有中小学校开设“山洪灾害防御知识课堂”，增
强全体师生的山洪灾害防御意识和能力；编排“山洪灾害防
御文艺节目”，采取“送戏下乡”的方式在全县巡回演出；拍
摄国内首部山洪灾害防御主题电影《山水乡情》，以广大人
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喜剧电影形式，宣传普及山洪灾害防御
知识；编印《山洪灾害防御三字经》，通过朗朗上口的三字经
形式，让全县广大群众了解掌握山洪灾害防御知识；谱写的

《十要十不要》山洪灾害防御歌曲，被省防汛办采用，在全省
广泛传唱。通过内容丰富、广泛深入的宣传教育活动，实现
了山洪灾害防御知识进村、入户、到人，有效增强了广大干
群的防灾避灾意识和应急自救、互救能力，在全市上下形成
了群测群防、全民参与山洪灾害防御的浓厚氛围。

加强指挥调度，形成了协同作战的工作机制。牢固树立
“山洪灾害防御工作一盘棋”思想，各部门、各县（市）区主动
加强协调配合，切实增强工作合力。水利部门充分发挥职能
作用，及时研判，加强协调，当好参谋；气象、水文等部门加强
预警系统建设，完善了预警网络，增强预警预报的时效性和
准确性；地矿、安监等部门经常开展地质灾害易发点、尾矿库
等重点领域的日常巡查、实时监测和隐患治理；其他相关部
门和各县（市）区也都积极主动加强信息沟通和协调配合，形
成了市防汛指挥部统一指挥、统一协调、统一调度，各部门各
司其职、紧密配合、协同作战，各县（市）区具体抓的工作机
制，确保了山洪灾害防御工作扎实有效开展。

春华秋实，洛阳水利人于无声处铸丰碑。2012年，市
防汛办被省防汛办表彰为全省先进防汛办。2014年，市
委、市政府授予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人民满意的公务
员集体”荣誉称号。我市在近几年的山洪地质灾害防治中，
山洪灾害防御系统发挥了重要作用，受到基层干部群众的
高度赞扬，被称为“生命保护神”，是一项名副其实的民心工
程。展望未来，洛阳水利人作为水利事业安澜的守卫者，必
将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勤劳汗水，为建设平安、文明、和谐、
繁荣的洛阳提供有力的防洪安全保障，助力我市加快实现

“四高一强一率先”奋斗目标。 （德利 云翔 冬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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