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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村（社区）： 

现将池店镇防汛抗旱领导组制订的《池店镇山洪灾害防

治预案》印发给你们,请根据文件精神,做好本年度汛期防范

工作。 

 

附件：山洪灾害防治预案 

 

 

晋江市池店镇人民政府 

2020年 3月 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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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总则 

1、1序言 

为了防止和减轻我镇内涝、洪涝灾害，做到有计划、有准

备地防御山洪灾害，最大限度地减轻山洪灾害造成的人民群众

生命和财产损失，特制定本镇山洪灾害防御预案。 

山洪灾害是指山丘区由于降雨引起的山洪泥石流，滑坡等

对人民生命财产造成损失的灾害，山洪灾害防御预案是指现有

工程设施的条件下，针对可能发生的各类山洪灾害而预先编制

的防御方案、对策和措施，是本镇防汛指挥和防洪调度、抢险

救灾的依据。 

1、2编制依据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地质灾害防治条列》、《中华

人民共和国气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国家

山洪灾害防御预案编制大纲》、《全国山洪灾害防治县级非工程

措施建设实施方案编制大纲》等国家颁布的有关法律、法规。 

（二）《福建省县级山洪灾害防治非工程措施建设实施方案

编制大纲》、《福建省县级山洪灾害防治监测预警系统建设技术

要求》等各级地方人民政府颁布的有关地方性法规、条例及规

定。 

有关规程、规范和技术标准。 

1、3编制原则 

（一）坚持科学发展，体现以人为本，保障人民群众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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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安全为首要目的。 

（二）贯彻安全第一，常备不懈，以防为主，防、抢、救

相结合。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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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工程措施和非工程相结合，广泛发动群众，调动全

社会的因素参加防洪。 

1.4 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池店镇行政区。 

1.5 预案编制 

本预案由晋江市防汛办负责组织辖区内镇政府编制镇级山

洪灾害防御预案。  

镇级山洪灾害防御预案的编制内容包括：调查了解区域内

的自然和经济社会基本情况、历年山洪灾害的类型及损失情况，

分析山洪灾害的成因及特点，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划分危险区

和安全区；确定镇、村级防御组织机构人员及职责；充分利用

已有的监测及通信设施、设备，制定实时监测及通信预警方案，

确定预警程序及方式，根据预报及时发布山洪灾害预警信息；

确定转移安置的人员、路线、方法等，拟定抢险救灾、灾后重

建等各项措施，安排日常的宣传、演练等工作。 

第二章、基本情况 

2、1自然情况 

2、1、1地理位置 

池店镇位于晋江市下游南岸，晋江市北端，北与泉州市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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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隔江相望，全镇总面积 24.52 平方公里。 

2、1、2河流概况 

我镇属晋江流域，全镇共有河流 3 条。九十九溪下游经本

镇屿崆、茂厝、营边、潘湖、池店、新店、钱头、洋茂、赤塘、

溜石、溪头等村至溜滨水闸出晋江下游段。金鸡引水南低干渠，

经流清蒙、柴塔、御辇、溪头等村至九十九溪下游溪头村段交

汇。金鸡引水南高干渠，经流清蒙、柴塔、御辇、唐厝、池店

等村至池店田洋取水口。 

境内河流情况表 

河流名称 
境内河长

（km） 

境内流域面积

（km2） 
流经村 备注 

九十九溪下游河段 12.6 12.62 11  

金鸡引水南低干渠 4.8 5.3 4  

金鸡引水南高干渠 5.5 6.6 5  

2、1、3重要水利工程概况 

我镇共有重要水利工程 11 处，堤防长 3.77km，河道长

22.9km，其中：水闸 6 处等。 

2、2经济社会情况 

2、2、1行政区划情况，人口数量及分布情况 

池店镇辖 25 个行政村（社区），352 个村民小组，总人口

57657 人，其中农业人口 55228，主要分布在九十九溪下游流域，

金鸡引水南高、低干渠等。 

2、2、2耕地面积产业结构，国内生产总值及人均收入 

全镇总耕地面积 3800 亩，农业人均 0.066 亩，区域内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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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稻、蔬菜，农民人均收入 1.12 万元。 

2、3历史山洪灾害损失及山洪灾害成因 

2、3、1历史山洪灾害损失情况 

无 

2、3、2山洪灾害成因 

1、降雨强度大。暴雨是诱发山洪灾害的重要因素，近年来，

我市极端天气频发，台风影响频繁，暴雨记录频现，容易形成

局部洪水，引发洪涝灾害。 

2、人类活动致使生态、地质环境恶化。由于矿山开采、修

路建房以及其它工程建设，破坏了原有地形地貌，造成水土流

失，产生大量泥沙，涌入溪河和水利工程，淤积水域，削弱了

防洪能力。在强降雨的影响下，地质灾害往往伴随着山洪水一

同泛滥，造成危害。根据市地质灾害调查成果，全市现有地质

灾害点 8 处，潜在地质安全隐患点 17 处，类型主要为崩塌、不

稳定斜坡、潜在地面塌陷、高陡边坡。此外，采矿形成的高陡

边坡数量众多，存在着严重的安全隐患。 

3、工程调蓄洪能力差。新中国成立以来，晋江市坚持不懈

地开展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初步形成蓄、引、提并举，排涝、

灌溉、供水及防洪防潮相结合的水利工程体系，但由于部份工

程年久老化严重，难以发挥蓄洪错峰的作用，加上缺乏大中型

控制性水利工程，拦蓄洪水调洪能力差。 

4、河道行洪能力降低。人与水争地加剧，个别单位和个人

水患意识不强，擅自占用河道建设，向河道中倾倒渣土、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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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致使河床不断抬高，行洪断面日趋变窄，妨碍正常行洪。 

2、4山洪灾害防御现状 

2、4、1防灾非工程措施现状及存在问题 

1、全镇都已开通电话，村组之间用电话联系。每年汛前各

村都成立了防汛机构;制定防、抢、撤方案，各村专人负责紧急

情况的雨量监测汛情传递工作。目前，镇上有雨量测报站 24 处，

水位监测点 0 处。 

2、群众防灾、避险意识有待加强。大部分群众对山洪的危

害性还认识不清，不够重视，汛期降雨期间警惕性不高，对房

前屋后的山体没有进行定期检查，对汛期期间的天气变化关注

不够等。 

2、4、2防灾工程措施现状及存在问题 

1、防灾工程措施设施较简单、设防标准低。各种防灾基础

设施脆弱，河道的防洪减灾能力仍然不高。 

2、由于自然因素和人们不合理的生活生产开发活动，导致

我镇局部地区发生滑坡，涉及人口多，治理难度大。 

第三章、危险区、安全区的划分 

3、1划分的原则 

（一）危险区（山洪灾害易发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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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区一般处于河谷、沟口、

河滩、陡坡下、低洼处和不稳定的山体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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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安全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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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是危险区人员的避灾场所。安全区一般应选在地势较高，平

坦或坡度平缓的地方，避开河道、沟口、陡坡、低洼地带。 

3、2危险区、安全区的划分 

危险区、安全区布置见附图，危险区受灾人员情况及安置

点位置见附表 2。 

第四章、组织指挥体系 

4、1镇级组织指挥机构 

镇组织指挥机构的构成：镇山洪灾害防御任务由镇成立防

汛指挥机构（与山洪灾害组织机构相同），领导和组织山洪灾害

防御工作，镇主管领导任指挥长，相关部门负责人为成员。山

洪灾害防御指挥机构下设监测、信息、转移、调度、保障等 5

个工作小组和 2～3 个应急抢险队（每队不少于 10 人）。指挥部

设在镇政府办公室，负责指挥部日常事务。防汛机构值班电话：

85985284 传真：85988004。指挥组成人员具体见附表 1。 

4、1、2各村防汛指挥机构 

镇内各行政村成立以村主任为负责人的山洪灾害防御工作

组。同时，各村成立以基干民兵为主体的 1～2 个应急抢险队（每

队不少于 10 人）。每个村、组均要落实降雨和水位、工程险情、

泥石流、滑坡监测人员，确定一名或几名信号发送员，并造花

名册报送镇、市防汛办备查。（具体可查看各村级山洪灾害防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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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案） 

4、2、1职责和分工 

(一)本镇总指挥对本镇山洪灾害防御预案负总责。 

(二)各村山洪灾害防御小组总指挥对本辖区山洪灾害防御

预案具体负责。 

4、2、2分工 

监测组：由镇村两级机构负责雨量测报，威胁区及溪沟水

位，泥石流、滑坡点的位移等信息。 

信息组：各种信息收集，掌握暴雨、洪水、预报雨情，为

领导决策提供依据。 

转移组：按照指挥部命令及预警通知，做好威胁区群众转

移工作，同时确保转移途中和安置后的人员安全。 

调度组：负责抢险人员的调配、管理抢险救灾物资等工作。 

保障组：由民政、卫生等负责临时转移群众的基本生活和

医疗保障组织工作，负责被安置户原屋的搬迁、建设、新的房

基，审批手续等工作。 

应急抢险组：由镇武装干部组织以民兵为主体应急抢险队

伍，负责本辖区抢险救援工作。 

信号发送员：镇确定若干名信息传递员，可指定信息组组

员担任，在获得险情监测信息或接受到紧急避灾转移命令后，

立即按预定信号发布报警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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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镇级山洪灾害防御预案组织指挥机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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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监测、预报、预警 

5、1山洪灾害雨、水情临界值确定 

镇负责将接到市级防汛指挥机构发布的预报内容和预警等

级通知各个村，同时根据警报等级做出相应的响应措施。雨水

情标准分类根据各个村情况确定不同的预警标准, 并在今后实

际运用中修订完善。 

1、村无危险区采用以下标准 

山洪预警降雨量划分标准 

预警分类指标分类 雨量指标 水位指标 

警戒雨量/水位 

（准备转移） 

 

P1h=40mm 

P3h=60mm 

P6h=80mm 

P12h=100mm 

P24h=120mm 

当溪河水位达 10 年一遇

洪水线或河道水位站水

位达警戒水位且有继续

上升趋势时的水位。 

 

危险雨量/水位 

（立即转移） 

 

P1h=60mm 

P3h=80mm 

P6h=100mm 

P12h=120mm 

P24h=160mm 

当溪河水位达 20 年一遇

洪水位或河道水位站水

位达保证水位且有继续

上升趋势时的水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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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村受单一类型山洪灾害威胁且人数不超过 3 人 

山洪预警降雨量划分标准 

预警分类 

指标分类 
雨量指标 水位指标 

警戒雨量/水位 

（准备转移） 

P1h=30mm 

P3h=50mm 

P6h=70mm 

P12h=90mm 

P24h=110mm 

当溪河水位达 10 年一遇

洪水线或河道水位站水

位达警戒水位且有继续

上升趋势时的水位。 

 

危险雨量/水位 

（立即转移） 

P1h=50mm 

P3h=70mm 

P6h=90mm 

P12h=110mm 

P24h=150mm 

当溪河水位达 20 年一遇

洪水位或河道水位站水

位达保证水位且有继续

上升趋势时的水位。 

 

3、村受多种类型山洪灾害威胁或人数超过 3 人 

预警分类指标分类 雨量指标 水位指标 

警戒雨量/水位 

（准备转移） 

 

P1h=20mm 

P3h=40mm 

P6h=60mm 

P12h=80mm 

P24h=100mm 

当溪河水位达 10 年一遇

洪水线或河道水位站水

位达警戒水位且有继续

上升趋势时的水位。 

 

危险雨量/水位 

（立即转移） 

 

P1h=40mm 

P3h=60mm 

P6h=80mm 

P12h=100mm 

P24h=140mm 

当溪河水位达 20 年一遇

洪水位或河道水位站水

位达保证水位且有继续

上升趋势时的水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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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实时监测 

降雨量、河流险工险段的情况，河流水位泥石流和滑坡等

信息。 

5、2、1监测要求 

各村信息监测组组长抓好监测工作，组织组员做好雨情等

收集，为山洪灾害防御工作提供依据。 

5、3通讯 

结合镇上的实际情况，确定通讯方式为：固定电话，移动

电话，广播等。 

5、4预报预警 

5、4、1预报内容 

气象预报、溪河洪水预报、水库水位预报、泥石流和滑坡

预报。 

5、4、2预警内容 

暴雨洪水预报信息；暴雨洪水监测信息；降雨、洪水位是

否达到临界值；水库及山塘水位监测信息；可能发生泥石流或

滑坡的监测和预报信息等。 

5、4、3预警等级及启用机制 

根据气象预报、溪河洪水预报、水库水位预报、泥石流和

滑坡预报，将山洪灾害预警紧急性由低到高分为三个级别。 

（一）Ⅲ级预警 

Ⅲ级预警：当降雨量及水位达到警戒雨量及水位时，且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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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泥石流、滑坡、工程险情及其他山洪灾害发生征兆。 

镇级防汛指挥机构响应上级命令，并向村级防汛指挥机构

发布Ⅲ级预警，总指挥安排，副总指挥协助Ⅲ级预警响应工作。

镇监测组与村监测组加强雨量、水位、泥石流及滑坡监测，并

及时反馈信息；镇应急抢险组组成巡逻小组，当发现异常现象

向防汛指挥机构及附近群众报警。转移组及转移信号发送员与

村转移通知组负责通知受警戒雨量及水位威胁的群众，让群众

提高警惕性，并做好随时转移准备。保障组做好后勤保障工作，

保证在险情发生时能够提供及时、充足的抢险救灾物质。调度

组负责协调各个小组工作，保证各个小组共同做好山洪灾害防

御工作。信息组做好市、镇、村三级防汛机构各种山洪灾害相

关信息共享，并保证实时交流。 

（二）Ⅱ级预警 

Ⅱ级预警：当降雨量及水位达到危险雨量及水位时，且有

明显泥石流、滑坡、工程险情及其他山洪灾害发生征兆。 

镇级防汛指挥机构响应上级命令，并向村级防汛指挥机构

发布Ⅱ级预警，总指挥安排，副总指挥协助Ⅱ级预警响应工作。

镇监测组与村监测组加强雨量、水位、泥石流及滑坡监测，并

及时反馈信息；镇应急抢险组整装待命，保证在险情发生时能

够第一时间投入抢险工作。转移组及转移信号发送员与村转移

通知组负责通知受山洪灾害威胁的群众，并带领群众立刻转移。

保障组安排发放救灾物质，同时保证在险情发生时能够提供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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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抢险物质。调度组负责协调各个小组工作，保证各个小组共

同做好山洪灾害防御工作。信息组做好市、镇、村三级防汛机

构各种山洪灾害相关信息共享，并保证实时交流。 

（三）Ⅰ级预警 

Ⅰ级预警：当洪水、泥石流、滑坡、工程险情及其他山洪

灾害已经发生。 

镇级防汛指挥机构可直接向村级防汛指挥机构发布Ⅰ级预

警，同时向上级汇报情况，总指挥安排，副总指挥协助Ⅰ级预

警响应工作。镇监测组与村监测组不间断进行雨量、水位、泥

石流及滑坡监测，并及时反馈信息；镇应急抢险组投入抢险救

灾工作。转移组及转移信号发送员与村转移通知组保证受山洪

灾害威胁的群众安全转移。保障组安排发放救灾物质，同提供

充足抢险物质。调度组负责协调各个小组工作，保证各个小组

共同做好山洪灾害防御工作。信息组做好市、镇、村三级防汛

机构各种山洪灾害相关信息共享，并保证实时交流。 

5、4、4预警发布及程序 

(一)一般情况下（Ⅱ~Ⅲ级预警），山洪灾害预警信号由市防

汛指挥部发布，按市→镇→村→组→户的次序进行预警。 

(二)遇到紧急情况(Ⅰ级预警)时，行政村可上报市防汛指挥

部，并可直接发布预警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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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Ⅱ~Ⅲ级预警程序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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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Ⅰ级预警程序示意图 

 

 

 

 
 

 

 

 

 

 

 

 

 

 

 

 

 

 

 

 

 

 

5、4、5预警方式 

设置预警信号(电话、手机、短信、广播、山洪灾害监测系

统网上发布等)，报警信号(广播、锣声、手摇报警器)。 

省防汛指挥部 

 

市防汛指挥部 

值班电话：85695090 传真：85683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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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班电话：85985284传真：85988004 

 

洪水 

大体积山体滑坡 

水库、山塘溃坝 水利工程险情 

地质异常 

监测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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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转移安置 

6、1转移安置 

6、1、1群众转移安置计划 

全镇受山洪灾害威胁需要转移共 6 个村，总计 24 人。危险

区易受灾人员情况见附表 1。 

6、1、2转移的原则 

遵循先人员后财产，先老弱病残人员后一般人员的原则，

有组织的转移。 

6、1、3转移的地点 

原则上向附近的高地和安全区撤离，具体路线由各村根括

辖区的地形情况制定。 

6、1、4安置方式 

安置方式采用集中分散相结合，确保每个对象有房住，有

饭吃，有衣穿。 

6、1、5避灾的应急措施 

当交通、通讯中断时，威胁区的群众应自发团结自救，自

觉监测险情，遇到危险时，自行地向安全地段撤离，确保不受

伤害。 

6、2转移纪律 

(一)镇干部必须亲临一线，现场指挥群众撤离安置、包村干

部包到人，确保灾民不掉队。 

(二)受灾群众必须服从命令，听从指挥，无条件按照指定转

移安置计划命令执行。负责转移的责任人对不服从转移命令的

人员可采取强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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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未受灾农户或受灾较轻的灾民户应按照统一安排妥善

安置受灾严重农户的衣食住行等，不得推脱扯皮，拒绝灾民进

住。 

(四)在转移安置过程中，对不履行职责的干部和拒不执行安

置的农户追究责任，机关人员给予严肃处理。 

第七章、抢险救灾 

7、1抢险救灾准备 

(一)抢险队伍：镇上至少组织 30 人，每村至少 10 人。 

(二)物资准备：每个镇必须配备相应的抢险救灾物资（包含

相关医疗设备）。 

(三)抢险工具：应急抢险组队员自行配照明设备一套，铁锨

一把；每个镇、村需另行储存备用的抢险工具。 

7、2抢险救灾 

1、一旦发生险情，在及时向上一级山洪灾害防御指挥部门

报告的同时，山洪灾害发生地的指挥机构要立即按照应急方案

部署抢险救灾工作，确保灾区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尽量减少

财产损失。 

2、镇自然资源、水利部门要迅速组织技术力量查明山洪灾

害的类型、活动范围、发展趋势、圈定危险地段，参与指导安

全抢险救灾，对可能造成新的危害的山体、建筑物等要安排专

人监测、防御。 

3、发生灾情，抢险救援队伍要迅速进入现场，首先把被困

人员迅速转移到安全地带，抢救被压埋人员，实施应急简易工

程措施。 

4、卫生部门要迅速组织急救人员抢救受伤人员，清理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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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灾区作好卫生防疫工作。 

5、民政部门要做好灾民转移安置抚恤工作，对紧急转移的

人员作好临时安置，发放粮食、衣物。 

6、镇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组其它成员单位按照各自职能

做好抢险救灾工作。 

山洪灾害防御预案启动和执行流程图 

 

 

 

 

 

 

 

 

 

 

 

 

 

 

 

 

 

镇山洪灾害防御指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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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 

信号发布点 

村抢险救灾队员 

农户 

安置点 后勤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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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保障措施 

8、1汛前检查 

每年汛前，由县（市）级防汛指挥部门负责组织辖区内乡

（镇）进行汛前检查。乡（镇）级防汛指挥部门总指挥指挥各

小组对本乡（镇）辖区内山洪灾害防御工程措施及非工程措施

等进行全面检查，发现问题，登记造册并马上处理；对可能引

发山洪灾害的工程、区域等安排监测组成员监测；同时由信息

组组长将情况反馈县（市）级防汛领导机构，确保安全度汛。 

8、2宣传教育 

镇、村要利用会议、广播、电视、标语等形式向群众进行

防汛、防灾安全宣传和知识教育。 

镇、村组织群众熟悉转移路线及安置方案。 

镇、村组织区域内人员开展实战演练。 

8、3纪律 

为及时、有效地实施预案，需制定相应的工作纪律，以确

保各项工作落到实处。 

各责任人执行职责纪律：实行行政首长总负责，各有关部

门分工负责。《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明确规定：防汛抗洪工

作实行各级人民政府首长负责制，统一指挥，分级部门负责，

抓实抓好做到有备无患，发生汛情时要立即赶赴现场指挥抗洪

和救灾，对于造成重大损失的，要按照《国务院特大安全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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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责任追究的规定》坚决追究有关领导和当事人的责任。 

紧急转移纪律、灾民安置纪律：见本文 6.2 转移纪律。 

第九章、附则 

（一）各村可根据本预案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制定具体防御

预案，报上一级防汛指挥部门备案。 

（二）本预案自印发之日起执行，预案有效期为 3 年，每

隔 3 年修订一次。 

 

附件：1、池店镇区位图 

2、池店镇监测点及主要水利工程分布图 

3、组织机构人员表 

4、易受灾人员转移安置信息表 

5、抢险救灾物质储备信息表 

6、危险区、安置点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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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组织指挥机构人员表 

组织指挥       机

构职位 
姓名 职务 电话 

组员

人数 
组员来源 

总指挥 吴尊意 党委书记   - 

副总指挥 许长俊 镇长   - 

监测组组长 李  泱 副镇长  24  

信息组组长 庄晓峰 党委秘书  24  

转移组组长 洪志新 党委副书记    24 武装部人员 

调度组组长 吕少欣 组织委员  24  

保障组组长 庄自宝 党委副书记  24 

党政办、发展服务中心全体人员、卫生

院医务人员、粮站、供销社、交警中队

人员 

应急抢险一组组长 王振峰 武装部长  12 综治办人员，公安分局、边防所干警 

应急抢险二组组长 叶志明 宣传委员  12 
镇机关 35 周岁以下男同志、行政执法

中队、消防中队全体人员 

应急抢险三组组长 吴长挺 副镇长  12 
镇机关 35 周岁以下男同志、行政执法

中队、消防中队全体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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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易受灾人员转移安置信息表 

所在村 户数 人数 
转移通知

组长 

组长 

联系电话 
转移安置点 

御辇村 0 0 曾清波  村部 

屿崆村 0 0 曾焕力  小学 

营边村 0 0 何少桃  老人会小学 

洋茂村 0 0 李月娥  村部小学 

新店村 5 6 李梅龙  中心小学 

霞美村 无 林志荣  村部 

霞福村 0 0 朱美芬  小学 

溪头村 0 0 朱月英  小学 

浯潭村 0 0 李晓晖  小学 

唐厝村 0 0 唐勇军  小学 

仕春村 3 5 陈曙勤  小学 

钱头村 1 2 李振量  本部、小学 

茂厝村 0 0 卓显芳  本村亲属 

溜石村 0 0 朱新生  村部 

旧铺村 1 1 王湖业  小学 

华洲村 无 陈重庆  村部 

古福村 0 0 杨文旭  亲属 

东山村 0 0 吴承种  村部小学 

大洲村 无 苏宗正  村部 

赤塘村 5 5 林炳杨  小学 

池店村 3 5 李国贤  中心小学 

柴塔村 0 0 蔡志成  小学 

清蒙村 0 0 郑立璋  村部 

潘湖村 0 0 陈晓瑜  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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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抢险救灾物质储备信息表 

物质名称 单位 数量 保管员 联系电话 储存地点 

编织袋 条 1000 林少勤  防汛物资仓库 

救生衣 件 45 林少勤  防汛物资仓库 

铁锹 把 150 林少勤  防汛物资仓库 

手电筒 盏 80 林少勤  防汛物资仓库 

警报器 只 2 林少勤  防汛物资仓库 

雨衣（裤） 件（套） 150 林少勤  防汛物资仓库 

雨鞋 双 100 林少勤  防汛物资仓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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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店镇党政办                      2020年 3月 2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