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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宁县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

建政办规〔2023〕5 号

建宁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做好 2023 年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直有关单位：

2023 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做好

全县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对统筹发展和安全具有重要意义。各乡

（镇）、县直有关部门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

减灾救灾的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切实有效地减轻地质灾害风

险，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推动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再上新台阶，

现就做好 2023 年地质灾害防治工作通知如下：

一、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压实防灾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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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提

高防灾减灾救灾和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处置保障能力”，各乡（镇）、

县直有关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始终将地质灾害防治摆在重要位

置，严格落实地质灾害防治工作主体责任，强化政治担当，按照

政府负责、部门协同、分级管理的原则，层层压实责任，做到有

人抓、有人管、有人做、有人负责。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负责组织、

协调、指导和监督，着力提升基层群测群防能力，督促各行业主

管部门落实监管责任和工程建设单位主体责任；相关部门密切配

合，负责本部门管辖范围内的地质灾害防治责任。

二、健全防灾减灾体制机制，提升地质灾害防治综合水平

健全完善以地质灾害风险防控为主线的综合防治体系，提升

地质灾害防治能力和防御工程标准，最大限度防范和化解地质灾

害风险，推动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再上新台阶。

（一）提升风险管控能力。重点乡（镇）、重点隐患和重点

时段，持续推行“隐患点+风险区”双控，探索形成风险管控制

度、责任体系和技术方法，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合理部署，提

升风险管控能力。

（二）提升监测预警能力。完善“人防+技防”地质灾害监

测预警体系，提升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报能力，对特别危险

的重要地区和地质灾害点应制定群众和财产转移预案；对危害性

大的地质灾害点要实行灾情公布，挂牌督办，限期治理或及时避

让，提升地质灾害预警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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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提升工程防御能力。针对重要人口聚集区和高风险地

质灾害隐患点，开展工程治理或避险搬迁，有效提高对重大隐患

的防御能力。对已经实施的重大地质灾害防治工程开展运行维

护，提高住房建设、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地质灾害防御工程标准。

（四）提升应急处置能力。自然资源部门要会同应急管理部

门，加强以群测群防员和基层干部群众为重点的防灾减灾知识培

训，组织开展突发地质灾害综合应急演练，努力提高队伍协调联

动、应急处置和防灾减灾能力。要充分利用“4.22 世界地球日”

“5.12 防灾减灾日”“6.25 全国土地日”等集中宣传节日，利

用广播、电视、抖音、微社区平台等多途径、多方式、全覆盖向

社会公众广泛普及地质灾害防治基本知识，增强社会公众的自我

保护意识和主动参与意识，使群众在防灾工作中发挥最直接、最

重要的作用，切实降低灾害风险。

三、地质灾害防治主要任务

（一）开展隐患排查，摸清灾害隐患。坚持进行隐患点和风

险区汛前雨前调查、汛中雨中巡查和汛后雨后复查，摸清隐患点

现状，隐患点类型，并对隐患点进行分类处置。重点对高陡边坡、

靠山临崖、泥石流沟口、公路沿线、河道沿岸等地质灾害易发区

和重点地段的排查。排查中，一旦发现险情，果断处置，迅速组

织人员撤离，确保灾情险情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

（二）强化临灾避险和应急处置。凡出现地质灾害险情，乡

（镇）政府和各单位要迅速组织群众转移并做好安置工作，对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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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区域要设置警戒线，防止群众在转移后擅自再次进入，采取切

实有效措施，坚决避免群死群伤事故发生。自然资源部门要强化

技术指导，进一步组织开展灾害点周围的隐患排查，防止发生次

生灾害。乡（镇）政府和各单位要完善应急预案，做好《防灾明

白卡》和《避险明白卡》的发放工作，建立快速反应机制，加强

应急救援队伍建设，做好物资、资金、设备等各项应急准备工作。

对排查出的地质灾害隐患建立台账，动态管理，有针对性的制定

防灾预案，设立警示标志，对受威胁的群众发放《避险明白卡》。

各责任人了解灾情、明确任务、监测到位、负起责任，落实好防

范措施、应急处理措施等各项监测防范工作。

（三）及时发布气象预报预警。气象部门要收集、分析气象

信息，及时向当地政府及有关部门单位提供雨情；会同自然资源

部门做好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适时发布台风、暴雨预警。地

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等级由弱到强依次分为四级、三级、二级、

一级。预警四级（蓝色预警）表示气象因素致地质灾害发生有一

定风险；预警三级（黄色预警）表示气象因素致地质灾害发生风

险较高；预警二级（橙色预警）表示气象因素致地质灾害发生风

险高；预警一级（红色预警）表示气象因素致地质灾害发生风险

很高。当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等级达到三级以上时，由自然资

源、气象部门联合签发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报并发布。县人

民政府收到可能发生地质灾害的预警预报后，应有效运转地质灾

害群测群防体系，做好防灾的各项工作。黄色预警，防灾责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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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组织监测人加强巡查监测；橙色预警，隐患点受威胁对象应转

移避险；红色预警，隐患点、高陡边坡受威胁对象应转移避险。

（四）稳步推进工程治理，提升工程标准。对威胁县城、集

镇、学校、景区、重要基础设施、重要水库库区、人口聚集区等，

且难以实施避险搬迁的地质灾害隐患点，或稳定性差、风险等级

高、不宜避险搬迁的地质灾害隐患点，根据宜治则治、因地制宜、

轻重缓急原则开展工程治理，科学设计防范措施，提高重点地区

和重点部位防御工程标准。对调查发现的风险高、险情紧迫、治

理措施相对简单的地质灾害隐患点，采取投入少、工期短、见效

快的工程治理措施，组织排危除险。加强对建成一定年限以上治

理工程的复查，对受损或防治能力降低的地质灾害治理工程，及

时采取清淤、加固、维修、修缮等措施进行维护，确保防治工程

的长期安全运行。综合利用地下水人工回灌、实施深基坑降排水

管控、增加地下水替代水源等措施，治理地面沉降。

（五）积极推进地质灾害避险搬迁。对不宜采用工程措施治

理的、受地质灾害威胁严重且成灾风险较高的居民点或乡镇驻地

及县城区，结合生态功能区人口转移、工程建设和乡村振兴等政

策，尊重群众意愿，充分考虑“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的要

求，开展主动避让、避险搬迁，及时化解地质灾害风险。按照宜

搬则搬、轻重缓急原则，对成灾风险较高的地质灾害隐患点，优

先安排避险搬迁。

（六）严格值班值守，确保防灾信息畅通。为及时妥善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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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发地质灾害，增强应急反应能力，各地落实地质灾害应急响应

期间，值班人员严格落实 24 小时值班制度和速报制度，同时要

加强网络舆情跟踪，涉及到可能和地灾有关联的灾险情信息，要

及时跟踪了解、报告情况，做到心中有数，防患于未然。如有地

质灾害发生造成人员伤亡、中型以上地质灾害灾情险情和避免人

员死亡的成功预报，必须及时报告县人民政府和县地质灾害防治

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各乡（镇）、县直有关部门要充分认识到当前地质灾害防治

形势的严峻性，深刻了解地质灾害的隐蔽性、复杂性、突发性和

破坏性，坚决克服侥幸心理和麻痹思想，进一步细化、实化、深

化各项防灾措施，切实把地质灾害防治工作落到实处。对在地质

灾害防治和处置过程中玩忽职守，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的，要依法依规给予严肃处理。

附件：建宁县 2023 年地质灾害防治方案

建宁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 年 3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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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宁县 2023 年地质灾害防治方案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

的二十大精神，进一步加强我县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建立高效科

学的地质灾害防治体系，最大限度地避免和减少地质灾害造成的

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根据《地质灾害防治条例》（国务院令第

394 号）以及省、市有关文件精神，结合我县地质灾害现状及 2022

年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方案落实情况，制定本方案。

一、2022 年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概况

2022 年汛期，累计出动 340 人次（其中技术人员 86 人次），

巡查、排查全县登记造册地灾隐患点 92 个，高陡边坡点 413 个。

因受 4、5 月份短时强降雨以及 6 月份连续降雨影响，造成均口

镇和濉溪镇出现几处小型山体滑坡，经核实，不属地质灾害综合

管理系统中的隐患点，未造成人员伤亡。全年完成五个排危除险

工程包（涉及 25 个地质灾害点）项目的实施、验收工作。

二、2023 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目标

本年度需完成全县隐患点 507 处（其中地质灾害隐患点 92

处（滑坡 83 处、崩塌 9 处），高陡边坡 415 处）的隐患巡查、

排查工作；针对 1:5 万地质灾害风险调查评价划定的风险区开

展 1:1 万地质灾害风险调查复核评价工作，形成以县域为单元

的 1:1 万地质灾害风险调查成果报告、相关数据库和图件；完

成地质灾害专业监测设备安装；完成上级下达资金补助地质灾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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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项目主体工程的设计、施工、验收等各项工作；全面开展地

质灾害应急、避险演练，提高快速反应与协同救援能力，强化基

层干部群众临灾避险和自救互救能力；确保地质灾害常态性工作

达到预期值的 100%。

三、年度气候预测

（一）气温降水预测。根据建宁县气象局 2023 年气候趋势

预测：2023 年早春季（3～4 月）气温偏高，降水偏少；雨季（5～

6 月）气温偏高，降水偏多，降水时空分布不均，较易出现洪涝

灾害；夏季（7～9 月）气温偏高，降水偏少，≥35℃高温日数

偏多，极端最高气温偏高；秋季（10～11 月）气温偏高，降水

偏多。影响我县的台风 1～2 个。

（二）季节天气预测。早春季(3～4 月)：平均气温偏高，3

月下旬出现阶段性低温天气过程的可能性大，不利于春播，但出

现大范围“倒春寒”天气的可能性小，降水量偏少，220～360

毫米；雨季（5～6 月）：平均气温偏高,出现“五月寒”的可能

性较小，降水量偏多，690～760 毫米；夏季（7～9 月）：平均

气温偏高,≥35℃高温日数偏多,极端最高气温偏高，降水量偏

少，320～370 毫米；秋季（10～11 月）：平均气温偏高，降水

量偏多，140～160 毫米。

（三）主要气象灾害预测 。一是受拉尼娜事件影响，冬季

气温起伏较大，将出现较强的寒潮天气过程，对生产生活尤其是

对疫情防控工作有不利影响，需防范阶段性低温雨雪冰冻天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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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春播期气温变化幅度较大，3 月下旬将出现阶段性不利于春

播的低温天气过程。三是雨季降水时空分布不均，容易出现旱涝

急转，请注意防范洪涝灾害。四是夏季气温偏高，容易出现极端

高温天气。预计有 1～2 个台风影响我县。

四、主要工作任务

根据《地质灾害防治条例》规定，因自然因素造成的地质灾

害防治经费列入各级地方人民政府财政预算；因工程建设等人为

活动引发的地质灾害治理费用，按照“谁引发，谁治理”的原则

由责任单位承担。

（一）全力做好地质灾害综合防治体系和工程建设

落实《全国地质灾害防治纲要》和我县地质灾害防治目标任

务，加快推进我县地质灾害综合防治体系和与地质灾害相关的工

程建设，提高全县地质灾害防灾、减灾、搞灾、救灾能力，进一

步提升地质灾害综合防治水平。

1.开展地质灾害风险调查复核评价。在“天上看、地上查、

动态管”地质灾害隐患排查成果基础上，做好 1:10000 地质灾害

风险调查复核评价工作。地质灾害风险调查评价是提升地质灾害

防治能力的基础性工作，做到地质灾害隐患“能调查全调查、应

入库尽入库”，有效提高地质灾害防御能力。

2.加快实施地质灾害综合治理与避险搬迁。各乡（镇）人民

政府要落实好主体责任、属地责任，强化地质灾害防治项目的组

织领导，精心规划、精细管理、精致建设，按照轻重缓急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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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必要财力实施工程治理或排危除险，特别是要加大力度开展

人口聚集区的工程治理与避险搬迁。自然资源部门要协调相关乡

（镇）人民政府，加快推动中央自然灾害防治体系建设补助资金

涉及的项目实施，落实工作责任，确保项目实施进度和实施效果

符合要求，尽早消除地质灾害隐患，发挥工程措施防灾减灾效益，

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强化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报。强化自然资源、水利、

水文、应急、气象等部门联动,加大降雨期间会商研判的频率,

提升地质灾害风险趋势预报水平；强化预警发布，充分利用广播、

网络、短信等方式，多渠道及时发布地质灾害风险预警信息，纵

向发送至各乡（镇）、村（社区）防灾人员、专职监测员，横向

发送至地质灾害指挥部成员单位负责人，并靶向发送至受威胁对

象，实现防灾风险预警全覆盖；强化专群结合预警体系，提升“人

防+技防”体系下的地质灾害防范管理能力；强化应急响应，完

善预警响应机制，加强组织管理，充分做好临灾避险准备工作，

一旦出现地质灾害灾（险）情和极端降雨情况，要及时启动防灾

预案，必要时，提前采取封闭措施，果断撤离危险区内所有人员,

坚决避免人员回流。

4.加强宣传培训。要充分利用驻守驻防专业技术队伍和专家

团队的力量，针对受威胁群众、防灾责任人，组织开展形式多样

的宣传教育培训，提高群众防灾减灾意识和自我防范保护能力。

要加强地质灾害防治责任人员的教育培训和经验交流，尤其是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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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的责任人，帮助其迅速进入角色，明确职责边界，强化风险

意识，进一步做细做实避险及应急演练。

5.建立和完善信息共享机制。县自然资源、应急管理、气象、

水利、住建、农业农村、交通、教育、文旅等部门要畅通信息渠

道，完善信息共享机制。严格落实信息报告制度，一旦发生地质

灾害灾（险）情，要第一时间及时、准确、规范向县委县政府报

送灾（险）情信息，不得迟报、漏报、瞒报、谎报。

（二）全面做好汛期地质灾害防灾减灾工作

1.细化隐患排查，筑牢防灾基础。各乡（镇）及有关部门要

扎实做好汛期、雨期巡排查工作，严格落实“汛期三查”和“雨

中三查”制度，发动一切可以发动的力量，既做好已知隐患点区

域内的巡排查工作，又要加强隐患外人员居住、有人活动场所等

区域巡排查工作，切实做到巡查排查全覆盖、无遗漏。根据往年

分析的灾情数据显示，地质灾害的威胁对象和影响范围主要有：

（1）山前地带的房前屋后，因工程建设和人为削坡所引发

的小型零星滑坡崩塌灾害，主要威胁边坡前后建筑物内的人员及

财产等安全。

（2）公路沿线边坡所引发的滑坡、崩塌灾害，除堵塞交通

和毁坏公路及附属设施等外，主要威胁通行车辆和过往人员的安

全，特别是较高陡的边坡，危害范围甚至延伸至公路外部或下部。

（3）采矿工程引发的地质灾害，威胁矿山周围的人员和建

筑物的安全，如采空区引发的地面塌陷灾害、开采地下水诱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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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面沉降或水文地质环境问题等。这类灾害往往造成地表房屋开

裂、公路变形、矿坑塌陷等影响，部分矿山塌陷直接影响采矿安

全，局部还会发生区域性地表蠕动，造成地表建筑物下沉或变形

等危害现象。

（4）部分沟谷潜在的滑坡迸发性泥石流灾害，以及县内部

分大型引水沟渠或库塘渗漏所潜在诱发的滑坡迸发泥石流隐患，

主要危胁沟谷、沟口和引（蓄）排水等设施下游的部分居住人员

与房屋财产安全。潜在威胁范围较广的，一旦发生迸发性泥石流

后危害性往往较大。

2.高度重视重点防范期和防范区域

（1）重点防范期。根据上述气象资料预测及区域内地质灾

害隐患点多受强降雨引发的特点，2023 年度我县地质灾害重点

防范期为 5～6 月份，此期间降雨比较集中，发生地质灾害的可

能性较大。在汛期，日降雨量达 50 毫米以上、连续大雨 3 天以

上、过程降雨量大于 100 毫米或台风期发生强降雨至雨后 48 小

时时段，均属地质灾害重点防范期。各乡（镇）和县直有关部门，

必须切实加强本辖区和职责范围内的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及时进

入重点防范期工作状态，确保安全度汛。

（2）重点防范区域。各类地质灾害点 92 处（详见附件 4）。

重点乡镇为均口镇、伊家乡、客坊乡、黄埠乡、溪源乡、黄坊乡

等乡镇；重点地段为农村建房多依山而建，部分房前屋后修建的

挡墙安全储备系数不够，建房切坡形成的临空面存在一定安全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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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房前屋后、旅游景点、道路附近、村镇附近人类工程活动较

强烈地段需重点防范。

3.主要防范措施

一般采用简易监测法，即定期目视检查和安装简易监测设施

两种。

（1）定期目视检查。要求监测责任人定期目视检查、巡查

或在暴雨天气时用目视检查监测地质灾害点有无异常变化，如泉

水突然变大、变浑，石块滚落等现象；原有地面开裂突然变宽、

加深、向两侧延伸或新增地面裂缝。在雨季时村镇或住房后山沟

谷突显异常浑水或声响。

（2）安装简易监测设施。要求在监测地灾点有敏感变化部

位（如滑坡后缘裂缝中或滑坡前缘两侧）设立简易固定标尺（桩）

或水泥砂浆贴片等观测其变化情况，按规定及时做好记录。

4.发挥技术队伍支撑力量，提升地质灾害处置能力

自然资源局应以购买服务的方式，确定至少一支技术队伍为

我县地质灾害防治的技术支撑单位，明确应急队伍人员信息与任

务，确保一旦发生灾（险）情，能迅速及时响应，充分利用技术

队伍的支撑作用，及早做好应急物资储备与清单管理，及时组建

应急小组并充实专家库，发挥其调查评价、应急处置、体系建设

等方面的支撑作用，进一步提升我县地质灾害应急处置与地灾防

御能力。

（三）全力做好地质灾害防治相关专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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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加强农村切坡建房地质灾害防治指导工作。要全面排查边

远乡（镇）农村切坡建房、地质灾害易发区建房存在的安全隐患，

加强农村切坡建房地质灾害防治指导工作，有效减少和避免因切

坡建房、地质灾害易发区建房引发的灾情发生。建立完善农村建

房管理长效机制，从源头控制地质灾害灾情发生。对地质灾害易

发区建房、切坡建房的数量、分布情况、危害程度，制定分类整

治工作方案，采取搬迁避让、集中治理、村民自治等方式推进分

类整治。对于风险程度高、工程治理费用远高于避险搬迁费用，

或治理后仍不能有效消除安全隐患的，要结合乡村振兴、移民搬

迁、危房改造、新农村建设等政策，鼓励和引导受地质灾害威胁

的群众搬迁避让、异地集中安置。

2.加强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以及学校、水利设施、旅游景

区地质灾害隐患巡查和防治工作。交通部门负责对公路涉及的在

建工程项目开展地质灾害隐患巡查排查和防治工作。教育部门负

责加强学校地质灾害隐患巡查排查和防治工作。各乡（镇）及有

关部门应将城镇、人口集中居住区、风景名胜区、大中型工矿企

业所在地和交通干线、重点水利电力工程等基础设施作为防护重

点。自然资源部门在水利、铁路、交通、能源等重大建设工程项

目规划时，要求建设单位充分考虑地质灾害防治要求，尽可能的

避免和减轻地质灾害造成的损失。加强与气象、水文等部门的联

系与协作，加强巡查排查和防治，建立完善信息互通机制，保证

防灾信息共享，密切监视雨情水情和台风等汛情变化，提前采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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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措施，保障人口密集区和交通、学校、风景名胜区、水利设

施、能源等重要设施安全。

3.加强工程建设引发地质灾害的监督管理，明确因工程建设

引发的地质灾害防治责任并做好防范。加强工程建设地质灾害防

治管理，工程建设引发的地质灾害隐患由其主管部门组织建设单

位开展调查和排查，建设单位负责对地质灾害隐患进行监测。切

实落实地质灾害易发区工程建设的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制度，对

经评估认为可能引发地质灾害或者可能遭受地质灾害危害的建

设工程，应当配套建设地质灾害治理工程，并与主体工程做到同

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

五、地质灾害防治保障措施

（一）提高政治站位

地质灾害防治工作事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是影响经济

社会发展和安全的大事、要事。各乡（镇）、县直有关部门要站

在讲政治的高度，切实提升对做好地灾防治工作重要性的认识，

从政治上、全局上谋划和推进这一重大的民生工程。要切实责任

上肩、主动对标对表，勇挑重担、勇担重责，做到知责于心、担

责于身、履责于行。要将做好地质灾害防范工作作为巩固拓展党

史学习教育和深入落实“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的重要内容，

坚持底线思维，强化风险意识，靠前筹备、提前行动，把各项防

治工作做实做细,以实际行动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二）落实防灾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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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乡（镇）人民政府要主动扛牢主体责任。按照“属地管理、

分级负责”的原则，乡（镇）人民政府是地质灾害防治责任的主

体，要坚持守土有责、守土担责、守土尽责，亲自研究部署、分

析研判汛期地质灾害防治形势，切实扛起地灾防治主体责任。

2.相关部门要主动作为履职尽责。各部门要严格履行职能、

职责，持续集中精准发力，形成防灾减灾合力。自然资源部门要

做好地质灾害防治的组织、协调、指导和监督工作；发展和改革

部门要组织和督促输供电、输油气设施建设、易地扶贫搬迁安置

点及其周边地质灾害隐患排查、监测、预防和治理；教育部门要

做好学校及其周边地质灾害隐患排查、监测和新建、改扩建学校

施工引发地质灾害的预防和治理；住建部门要做好所辖领域工程

建设施工引发地质灾害的隐患排查、监测、预防和治理；交通运

输部门要做好交通设施建设施工引发地质灾害的隐患排查、监

测、预防和治理；水利部门要做好水利枢纽工程和河湖水库周边

地质灾害隐患的排查、监测、预防和治理；农业农村部门要做好

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周边和农村宅基地建房引发地质灾害隐患的

排查、监测、预防和治理；文化和旅游部门要做好旅游景区及周

边地质灾害隐患排查、监测、预防和治理；应急管理部门要做好

突发地质灾害应急管理，组织协调地质灾害救助工作；铁路部门

要做好铁路及配套设施周边因施工引发地质灾害隐患的排查、监

测、预防和治理。财政部门要加大统筹力度，增加财力投入。气象、

水文、地震、地质等部门要及时准确提供各类信息和技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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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四位一体”网格员要守牢最后“防线”。“四位一体”

网格员作为一线人员，责任是最重的，也是最关键的。一旦出现

灾（险）情，直接关系到可能造成的损失。要建强“四位一体”

网格责任人、管理员、协管员、专管员，装备的配备，确保设备

畅通、信息畅通。强化督查、检查，坚决防止工作部署和措施的

空转，把责任和措施细化到防灾全过程，确保责任层层压实到位。

（三）强化工作措施

要把地质灾害防治与乡村振兴、生态移民、城镇建设等有机

结合，进一步强化在建工程项目防灾工作。加强应急管理、住房、

和城乡建设、水利、气象、交通等相关部门的协同联动。不断完

善地质灾害信息的共享机制。

（四）加强监督检查

组织开展防治项目进展等专项督查及防灾减灾工作落实情

况专项检查，确保各项措施落实到位并实现年度防治目标任务。

专项检查内容包括：

1.地质灾害危险地段的警示标志设置情况；

2.紧急情况群众应急转移方案制定落实情况；

3.已发生滑坡地段的值班、监测、防御情况；

4.水库、矿山等危险地段的防汛备汛及除险加固情况等。

如有发生地质灾害灾情，请各乡（镇）、县直有关单位急速

报送相关信息至县自然资源局地质灾害治理与生态修复股，邮箱

dhg3982918＠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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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自然资源局汛期值班室电话：3982918

联系人：饶 *（手机：18859893619）

谢 *（手机：15860029859）

附表：1.建宁县地质灾害防治工作领导小组联络表

2.县、乡（镇）政府及各部门主要职责分解表

3.建宁县 2023 年度各乡（镇）地质灾害防治监测网

络一览表

4.建宁县 2023 年各乡镇地质灾害隐患点防治监测网

络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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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建宁县地质灾害防治工作领导小组联络表

名 称 负 责 人 联 系 电 话

组 长 李** 13859155575

副组长 余** 13860542568

副组长 林** 13616967007

成

员

单

位

及

其

电

话

自然资源局 廖** 13859157378

应急管理局 陈** 15859850006

住建局 王** 13605978776

交通运输局 黄** 15080599660

水利局 邱** 13365066150

气象局 林** 13507582883

农业农村局 姜** 13507563920

人武部 姜** 15705903831

财政局 林** 13365057173

教育局 范** 15859850084

林业局 宁** 13507565656

文旅局 陈** 18350812168

公安局 王** 13950997088

卫健局 帅** 13358502389

工信局 陈** 13459810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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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县、乡（镇）政府及各部门主要职责分解表

部 门 主 要 职 责

县

人

民

政

府

发布本行政区域内地质灾害防治规划、年度地质灾害防治方案、

突发性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将本行政区域内地质灾害防治经费纳入财政

预算；开展地质灾害防治知识的宣传教育工作；及时将出现地质灾害前

兆、可能造成人员伤亡或者重大财产损失的区域和地段划定为地质灾害

危险区，并予以公告；在发生地质灾害或者出现地质灾害险情时，启动

并组织实施相应的突发性抢险救灾应急预案，采取有效措施进行抢险救

灾工作；及时将灾情报告上级人民政府；根据灾情安排受灾地区的重建

工作；对在地质灾害防治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给予奖励。

乡

（镇）

人

民

政

府

在县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下，积极开展各自辖区内地质灾害的防治

工作；开展地质灾害防治知识宣传教育工作；落实地质灾害危险区的警

示标志设置；采取措施，管理和保障县级灾害点监测网和乡（镇）级监

测网、村级监测网的正常运作；落实工程治理或者搬迁避让措施；接到

地质灾害险情报告时，及时组织人员转移到安全地带，情况紧急时，可

以强行组织避灾疏散；不得擅自向社会发布地质灾害预报，不得隐瞒、

谎报地质灾害灾情；地质灾害发生后，启动实施相应的突发性地质灾害

应急预案，并及时报告县人民政府和县自然资源局；采取有效措施进行

地质灾害抢险救灾工作；安排灾区重建和治理工作。

自然资源局

负责地质灾害防治的组织、协调、指导、监督和管理工作；加强

地质灾害防治宣传、协助同级政府建立以县为单位的县、乡、村民小组

四级群测群防网络；与防汛、气象等有关部门保持密切联系，发布地质

灾害预警信息；落实地质灾害防治值班制度；配合做好地质灾害应急救

援相关工作，承担地质灾害应急救援的技术支撑工作。

应急局

负责地质灾害应急救援、会同有关方面组织协调紧急转移人员安

置及生活救助等工作。负责非煤矿山企业和尾矿库（坝）的汛期安全监

管，防止非煤矿山企业生产安全事故和尾矿库（坝）溃塌引发次生地质

灾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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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 门 主 要 职 责

住建局

负责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在建工程的地质灾害隐患排查和防

治工作。对可能引发地质灾害的工程建设项目，监督责任单位严格落实

“三同时”（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验收）制度，未按规定实行“三

同时”制度的，主体工程不得投入生产或者使用。

水利局

负责坝头、库区、堤防的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组织做好相关区域

的地质灾害隐患排查、巡查，督促水电站运营单位、库区移民安置区及

堤防所在的乡镇政府做好相关区域的地质灾害治理工作。

交通、公路、

铁路等部门

负责公路、铁路沿线及周边地质灾害隐患排查和防治工作。在危

险路段设立醒目标志，警示过往车辆和行人，保障交通干线和抢险救灾

重要线路畅通。

教育局

做好学校周边地质灾害防治工作，落实地质灾害监测与防范，及

时组织地质灾害危险区内师生员工防灾避险转移，开展学生防灾知识教

育工作。

气象局

负责及时通报各乡镇气象、水文监测资料和降雨时空分布等信息，

分析、预报重点地区未来 12 小时降雨量和天气预报状况。气象部门在

预测达到各种地灾灾害发生的临界雨量信息时，及时与本级自然资源部

门会商，将地质灾害气象预警预报通过电视台和手机短信平台等系统，

共同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预警预报。

文旅局

加强地质灾害防治知识的宣传，及时播报灾害性气象消息、地质

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和县政府的防灾部署。负责对旅游景区的地质灾害进

行巡查治理；强降雨过程负责关闭旅游景点和做好安全防护工作。

农业农村局
做好农业开发规划，确保生态环境及地质环境不被破坏。制定本

部门的地质灾害预防措施，报本级人民政府及自然资源局备案。

其它部门

按本年度建宁县地质灾害防治工作领导小组成员构成名单，各单

位应按要求做好各自职权范围内的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和应急抢险救灾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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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建宁县 2023 年度各乡（镇）地质灾害防治
监测网络一览表

乡（镇）

名 称

分 管

负责人
职 务

办公电话 自然资

源所负

责人

办公电话

(手机) (手机)

濉溪镇 林** 人大主席 丁**
3961812

13338230076 13859189338

溪口镇 章** 副镇长 黄**
3985907

18065881611 15159179117

里心镇 李** 武装部长 余**
3282163

13850857619 13515992712

黄埠乡 罗** 统战委员 张**
3272152

13605963161 13799186665

客坊乡 刘** 人大主席 刘**
3262661

15280730027 18359078576

黄坊乡 张** 副书记 郑**
18759828316 13358507590

溪源乡 刘** 武装部长 付**
3222624

18806008232 15905963170

均口镇 徐** 副镇长 池**
3232112

18105988099 18105980110

伊家乡 刘** 人大主席 邱**
3252260

13859155151 15959829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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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4

建宁县 2023 年各乡镇地质灾害隐患点防治监测网络一览表

序号 地质灾害点名称
灾害

类型

灾害

等级

防 治

责任单位

防 治

责任人
职 务 联系方式

监 测

责任人
职务 联系方式 监测人 电话号码

威胁

户数

威胁

人数

1 濉溪镇新生社区后山村 滑坡 黄色 濉溪镇政府 曾** 副镇长 15080599768 孔** 社区书记 15159151833 周** 13215900409 4 10

2 濉溪镇河东社区校上村 9号 滑坡 黄色 濉溪镇政府 艾**
社会事务综合

服务中心主任
13375974887 陈** 社区书记 13385984819 黄** 18806009651 3 5

3 濉溪镇城关村三不见 滑坡 黄色 濉溪镇政府 谢** 纪委书记 18859875218 刘** 村书记 13806973728 张** 18259712097 5 11

4 濉溪镇新生社区南岗堡 崩塌 橙色 濉溪镇政府 曾** 副镇长 15080599768 孔** 社区书记 15159151833 方** 15392302167 32 103

5 濉溪镇水南村高家窠 滑坡 蓝色 濉溪镇政府 鄢** 副书记 18859818768 刘** 村书记 13799187328 黄** 18065882657 5 32

6 濉溪镇新生社区下坊街 10 号 崩塌 黄色 濉溪镇政府 曾** 副镇长 15080599768 孔** 社区书记 15159151833 郑** 05983985471 17 42

7 濉溪镇复兴社区吴家坑 1号 滑坡 蓝色 濉溪镇政府 谢** 纪委书记 18859875218 卢** 社区书记 13641439635 罗** 13799187282 7 16

8 濉溪镇河东村沙田口 滑坡 蓝色 濉溪镇政府 黄**
乡村振兴综合

服务中心主任
13806973569 刘** 村书记 18065883797 钱** 15859850331 2 7

9 濉溪镇河东社区校上村 18 号 崩塌 蓝色 濉溪镇政府 艾**
社会事务综合

服务中心主任
13375974887 陈海秀 社区书记 13385984819 廖** 18065882855 3 7

10
濉溪镇水南社区老干部活动

中心
崩塌 蓝色 濉溪镇政府 吴** 党委委员 13859425833 朱菊媛 社区书记 18960502033 谢** 13950944223 1 20

11 濉溪镇河东村建宁县屠宰场 崩塌 蓝色 濉溪镇政府 黄**
乡村振兴综合

服务中心主任
13806973569 刘远庆 村书记 18065883797 饶** 18065883688 1 5

12 濉溪镇复兴社区王家排 滑坡 橙色 濉溪镇政府 谢** 纪委书记 18859875218 卢晓萍 社区书记 13641439635 杨** 18259801630 89 259

13 濉溪镇河东社区校上村 37 号 崩塌 黄色 濉溪镇政府 艾**
社会事务综合

服务中心主任
13375974887 陈海秀 社区书记 13385984819 饶** 13605978523 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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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地质灾害点名称
灾害

类型

灾害

等级

防 治

责任单位

防 治

责任人
职 务 联系方式

监 测

责任人
职务 联系方式 监测人 电话号码

威胁

户数

威胁

人数

14 溪口镇溪枫村上盘宁德贵等宅后 滑坡 黄色 溪口镇政府 艾** 人武部部长 18065882051 董** 村书记 13859410312 宁** 3965483 10 41

15 溪口镇枧头村富上罗贤贵等宅后 滑坡 橙色 溪口镇政府 章** 副镇长 18065881611 阮** 村书记 13328589388 罗** 3969459 14 73

16
溪口镇桐元村寒坡岭谢廖平等

宅后
滑坡 橙色 溪口镇政府 谢**

乡村振兴中心

主任
15359930615 吴** 村书记 17759796523 廖** 3978132 18 83

17
溪口镇桐元村寒坡岭夏根良等

宅后
滑坡 橙色 溪口镇政府 谢**

乡村振兴中心

主任
15359930615 吴** 村书记 17759796523 谢** 3978046 21 65

18
溪口镇马元村外石航林春耀等

宅后
滑坡 黄色 溪口镇政府 张** 镇党委组织委员 15959829795 张** 村书记 13799187633 曾** 3965917 5 15

19 溪口镇半元村廖小保等宅后 滑坡 黄色 溪口镇政府 谢** 纪委书记 15059002153 聂** 村书记 18659863887 廖** 13960562827 6 29

20
溪口镇溪口社区大窠山高道金

等宅后
滑坡 黄色 溪口镇政府 甘** 副镇长 13599357130 曾** 村书记 18859873608 高** 3988291 5 15

21
溪口镇半元村半元新村黄银林

滑坡
滑坡 蓝色 溪口镇政府 谢** 纪委书记 15059002153 聂** 村书记 18659863887 黄** 15859850179 1 7

22 溪口镇溪枫村山下组林小男 滑坡 蓝色 溪口镇政府 艾** 人武部部长 18065882051 董** 村书记 13859410312 林** 13859157420 1 4

23 溪口镇溪口村排子上刘允方 滑坡 蓝色 溪口镇政府 甘** 副镇长 13599357130 游** 村书记 13507565788 刘** 13358403256 1 2

24 溪口镇枧头村杨家杨昔福 滑坡 蓝色 溪口镇政府 章** 副镇长 18065881611 阮** 村书记 13328589388 杨** 18065885746 1 7

25 溪口镇溪枫村上盘组江水财 滑坡 蓝色 溪口镇政府 艾** 人武部部长 18065882051 董** 村书记 13859410312 江** 13850857283 4 14

26 溪口镇溪口社区将军庙万根仔 滑坡 蓝色 溪口镇政府 甘** 副镇长 13599357130 曾** 村书记 18859873608 龚** 13358503989 15 53

27
溪口镇溪口村和平村 30 号林

建昌
崩塌 黄色 溪口镇政府 甘** 副镇长 13599357130 曾** 村书记 18859873608 林** 13860591057 2 10

28 里心镇双溪村店前李凤旗等宅后 滑坡 橙色 里心镇政府 黄** 副镇长 18259271623 李** 村书记 18859873586
李**

董**

3285255

15959829149
30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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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地质灾害点名称
灾害

类型

灾害

等级

防 治

责任单位

防 治

责任人
职 务 联系方式

监 测

责任人
职务 联系方式 监测人 电话号码

威胁

户数

威胁

人数

29
里心镇滩角村放柏源余明德等

宅后
滑坡 蓝色 里心镇政府 吴** 四级主任科员 15259803757 姜** 村书记 13599359012 余** 13365066622 11 18

30 里心镇新圩村元头黄德良宅后 滑坡 黄色 里心镇政府 黄**
党委宣传统战

委员、副镇长
18259769949 傅** 村书记 13860532939

邓**

黄**

13960594629

13459879189
10 35

31 里心镇上黎村田心甘传茂等宅后 滑坡 橙色 里心镇政府 曹** 纪委书记 15159117492 邱** 村书记 13774711519 甘** 13859410189 16 65

32 里心镇靖安村邱家自然村邱长春 滑坡 黄色 里心镇政府 李** 武装部长 13850857619 李** 村书记 13599359019 邱** 余**
15059033230

13860591557
11 30

33 客坊乡严田村石舍邱拥斌等宅后 滑坡 蓝色 客坊乡政府 余** 武装部长 1305555002 刘** 村书记 13950978303 吴** 17759796728 2 10

34
客坊乡张溪村张溪源刘斯清宅

前宅后
滑坡 蓝色 客坊乡政府 朱** 副乡长 18060478193 刘** 村书记 13850873913 刘** 13385081999 5 5

35 客坊乡张溪村下栋刘新禄宅后 滑坡 蓝色 客坊乡政府 朱** 副乡长 18060478193 刘** 村书记 13850873912 刘** 13385081999 1 2

36 客坊乡客坊村破下自然村刘允安 滑坡 蓝色 客坊乡政府 余** 宣传委员 13375979209 刘** 村书记 13860591628 刘** 18750125579 7 29

37
客坊乡湾坊村罗家沙园自然村徐

仁昌等宅后
滑坡 蓝色 客坊乡政府 赖**

乡村振兴综合

服务中心主任
13385077628 谢** 村书记 17689287650 谢** 17689287650 1 2

38
客坊乡里源村风月组卓建筑等

宅后
滑坡 黄色 客坊乡政府 刘** 人大主席 13375979237 余** 村书记 13385983981 谢** 18806015567 3 14

39 客坊乡水尾村下路头谢付开宅后 滑坡 蓝色 客坊乡政府
杨**

聂**

党委副书记

组织委员

13599429216

13559093708
谢** 村书记 18656072233 谢** 13328915228 2 10

40 客坊乡中畲村对头岭谢秀金宅后 滑坡 蓝色 客坊乡政府 李 ** 纪委书记 18030221358 谢** 村书记 13559881659 谢** 1880608973 1 1

41
客坊乡严田村七里元邱在春等

宅后
滑坡 蓝色 客坊乡政府 余** 武装部长 1305555002 刘** 村书记 13950978303 吴** 17759796728 2 8

42 客坊乡水尾村芒东排谢火金 滑坡 蓝色 客坊乡政府
杨**

聂**

党委副书记

组织委员

13599429216

13559093708
谢** 村书记 18656072233 谢** 13328915228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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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地质灾害点名称
灾害

类型

灾害

等级

防 治

责任单位

防 治

责任人
职 务 联系方式

监 测

责任人
职务 联系方式 监测人 电话号码

威胁

户数

威胁

人数

43 客坊乡客坊村涂家刘云贤 滑坡 蓝色 客坊乡政府 余** 宣传委员 13375979209 刘** 村书记 13860591628 刘** 18750125579 5 21

44 客坊乡龙溪村老屋下徐新香 滑坡 蓝色 客坊乡政府 吴** 统战委员 13507563986 刘** 村书记 15259879048 徐** 19905987385 4 13

45 均口镇岭腰村小洋坑李炳才宅后 滑坡 蓝色 均口镇政府 徐**
党委委员、

副镇长
18105988099 邱** 村书记 18750879069 张** 18965337296 2 11

46 均口镇岭腰村均岭下饶水根 滑坡 蓝色 均口镇政府 徐**
党委委员、

副镇长
18105988099 邱** 村书记 18750879069 张** 18965337296 4 18

47 均口镇岭腰村谭家谭德金 滑坡 蓝色 均口镇政府 徐**
党委委员、

副镇长
18105988099 邱** 村书记 18750879069 张** 18965337296 5 23

48 均口镇台田村张家张经高宅后 滑坡 蓝色 均口镇政府 林** 副镇长 15159132735 张** 村书记 13459808299 张** 13459808299 3 14

49 均口镇洋坑村上洋坑吴光忠 滑坡 黄色 均口镇政府 胡 ** 人武部部长 13859155082 冯** 村书记 13960512563 冯** 15006043292 12 46

50 均口镇洋坑村龙腰宁千盛 滑坡 黄色 均口镇政府 胡 ** 人武部部长 13859155082 冯** 村书记 13960512563 冯** 13385983267 6 26

51 均口镇半寮村出米石曾先茂房后 滑坡 黄色 均口镇政府 王** 四级主任科员 13860542906 宁** 村书记 18859819085 宁** 15306032273 4 16

52 均口镇龙头村隘背陈远忠房后 滑坡 蓝色 均口镇政府 陈**
社会事务综合

服务中心主任
13774711601 陈** 村书记 13599359957 陈** 13385086612 1 10

53 均口镇均口村桐斜苏清海宅后 滑坡 蓝色 均口镇政府 吴** 副书记 13960560636 谢 ** 村书记 15159143621 熊** 13850857219 1 5

54 ★均口镇均口村融和佳苑 滑坡 黄色 均口镇政府 吴** 副书记 13960560636 谢 ** 村书记 15159143621 谢** 15159143621 18 82

55 黄坊乡仍田村陈坊组范友生宅后 滑坡 蓝色 黄坊乡政府
谢**

姚**

组织委员

副乡长

18859828020

18065519668
丁** 村书记 13879170617 范** 18850126170 2 9

56 黄坊乡安寅村六组陈克昌等宅后 滑坡 蓝色 黄坊乡政府
张**

丁**

副书记

社会综合服务

中心主任

15159117492

13559881707
吴** 村书记 18760639078 陈** 13599359562 2 12



— 27 —

序号 地质灾害点名称
灾害

类型

灾害

等级

防 治

责任单位

防 治

责任人
职 务 联系方式

监 测

责任人
职务 联系方式 监测人 电话号码

威胁

户数

威胁

人数

57 黄坊乡将上村新屋组孔运富等宅后 滑坡 蓝色 黄坊乡政府 王** 宣传委员 18965337035 董** 村书记 15716028398 何** 13850835488 12 52

58 黄坊乡将上村将军殿曾水平等宅后 滑坡 蓝色 黄坊乡政府 王** 宣传委员 18965337035 董** 村书记 15716028398 曾** 13859157595 5 18

59 黄坊乡将上村大东坑组郑龙根等宅后 滑坡 黄色 黄坊乡政府 王** 宣传委员 18965337035 董** 村书记 15716028398 郑** 18759726378 1 2

60 黄坊乡仍田村陂田李忠明等宅后 滑坡 蓝色 黄坊乡政府
谢**

姚**

组织委员

副乡长

18859828020

18065519668
丁** 村书记 13879170617 李** 13559881194 2 8

61 黄坊乡毛坊村谢家谢学聪等宅后 滑坡 蓝色 黄坊乡政府
余**

黄**

副乡长

乡村振兴综合

服务中心主任

13799172353

15859851549
李** 副主任 13950997256 谢** 13960581191 4 17

62 黄坊乡将上村将军殿何火根等宅后 滑坡 蓝色 黄坊乡政府 王** 宣传委员 18965337035 董** 村书记 15716028398 何** 18575676646 2 9

63 黄坊乡陈岭村二组余国民等宅后 滑坡 蓝色 黄坊乡政府 陈** 纪委书记 18005088271 聂** 村书记 18650451819 余** 18806008221 1 1

64 黄坊乡陈岭村邹家地聂小林等宅后 滑坡 黄色 黄坊乡政府 陈** 纪委书记 18005088271 聂** 村书记 18650451819 聂** 13850835140 1 1

65 黄坊乡安寅村上游黄小强等宅后 滑坡 蓝色 黄坊乡政府
张**

丁**

副书记

社会综合服务

中心主任

15159117492

13559881707
吴** 村书记 18760639078 黄** 13950992063 2 5

66 黄坊乡安寅村田尾陈水亮等宅后 滑坡 黄色 黄坊乡政府
张**

丁**

副书记

社会综合服务

中心主任

15159117492

13559881707
吴** 村书记 18760639078 陈** 13799187585 3 14

67 溪源乡都团村落井溪丁木财灾点 滑坡 黄色 溪源乡政府 魏**
综合执法大队

大队长
13859155733 丁** 村书记 13559881877 丁** 18065886238 9 30

68 溪源乡东溪村梨树坵余水清宅后 滑坡 黄色 溪源乡政府 叶** 组织委员 15280711817 黄** 村书记 13850835951 余** 13859410693 4 16

69 溪源乡大岭村村部陈检仔宅后 滑坡 黄色 溪源乡政府 张** 纪委书记 18259812500 陈** 村书记 18065876399 陈** 13860591581 5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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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地质灾害点名称
灾害

类型

灾害

等级

防 治

责任单位

防 治

责任人
职 务 联系方式

监 测

责任人
职务 联系方式 监测人 电话号码

威胁

户数

威胁

人数

70 溪源乡桐荣村村部黄兴隆灾点 滑坡 蓝色 溪源乡政府 陈**
乡村振兴综合

服务中心主任
13859410676 蔡** 村书记 13859410249 黄** 13860542485 4 14

71 溪源乡溪源村路边肖山廖秀妹宅后 滑坡 蓝色 溪源乡政府 刘** 人武部部长 18806008232 杨** 村书记 13859189027 杨** 18259775812 1 2

72 溪源乡楚尾村大坑口陈先春 滑坡 黄色 溪源乡政府 黄**
统战委员、

副乡长
13599359619 聂** 村书记 13459879553 陈** 15280599622 9 51

73 溪源乡都团村陈家地杨水泉 崩塌 橙色 溪源乡政府 魏**
综合执法大队

大队长
13859155733 丁** 村书记 13559881877 丁** 18259776356 4 26

74 伊家乡沙洲村黄连溪陈承发等宅后 滑坡 黄色 伊家乡政府 熊**
乡村振兴综合

服务中心主任
18065882737 何** 村书记 18005988757 何** 13599359508 21 74

75 ★伊家乡沙洲村圆潭吴宗权滑坡 滑坡 黄色 伊家乡政府 熊**
乡村振兴综合

服务中心主任
18065882737 何** 村书记 18005988757 何** 18005988757 1 6

76 伊家乡陈家村肖家大屋下鄢家福宅后 滑坡 橙色 伊家乡政府 王** 组织委员 18059094930 黄** 村书记 15859805943 黄** 15859805943 11 57

77 伊家乡兰溪村浒口杨昌龙等宅后 滑坡 黄色 伊家乡政府 刘** 人大主席 13859155151 邱** 村书记 15159118118 邱** 15159118118 5 28

78 伊家乡双坑村邱家坑王名清宅后 滑坡 蓝色 伊家乡政府 黄**
统战委员、

副乡长
15080583777 姜** 村书记 18950920795 姜** 18950920795 5 19

79 伊家乡伊家村新街陈立标等宅后 滑坡 橙色 伊家乡政府 刘**

党委副书记、政

法委员、人大副

主席

18065886577 艾** 村书记 13950968506 艾** 13950968506 20 92

80 伊家乡陈家村老饶家 滑坡 橙色 伊家乡政府 王** 组织委员 18059094930 黄** 村书记 15859805943 黄** 15859805943 11 54

81 伊家乡隘上村里坊罗仕贵等宅后 滑坡 蓝色 伊家乡政府 洪**
纪委书记、监察

组组长
18859888759 魏** 村书记 15159150782 魏** 15159150782 6 15

82 黄埠乡竹薮村上沈黄朝周等宅后 滑坡 蓝色 黄埠乡政府 黄** 人大主席 15159198606 王** 村书记 13960505793 黄** 15959466603 2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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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地质灾害点名称
灾害

类型

灾害

等级

防 治

责任单位

防 治

责任人
职 务 联系方式

监 测

责任人
职务 联系方式 监测人 电话号码

威胁

户数

威胁

人数

83 黄埠乡友兰村赐美田谢美财宅后 滑坡 橙色 黄埠乡政府 丁** 组织委员 18965342783 黄** 村书记 13850857701 黄** 13850857701 9 38

84 黄埠乡大余村箭溪坑余运添等宅后 滑坡 橙色 黄埠乡政府 丁** 纪委书记 13559893143 余** 村书记 13599362960 余** 13599362960 10 53

85 黄埠乡贤河村大屋下吴祖朋等宅后 滑坡 蓝色 黄埠乡政府 艾** 中心主任 13599362758 刘** 村书记 13507588740 刘** 13507588740 1 2

86 黄埠乡贤河村尧舟坑吴家添等宅后 崩塌 蓝色 黄埠乡政府 艾** 中心主任 13599362758 刘** 村书记 13507588740 刘** 13507588740 1 4

87 黄埠乡黄埠村下街肖凤庆宅后 滑坡 黄色 黄埠乡政府 黄** 宣传委员 15160639312 黄** 村书记 13666970192 黄** 13666970192 7 32

88
黄埠乡友兰村际下组屋丈湾谢洪仕

宅后
滑坡 蓝色 黄埠乡政府 丁** 组织委员 18965342783 黄** 村书记 13850857701 黄** 13850857701 5 29

89 黄埠乡封头村南山下王登文等宅后 滑坡 红色 黄埠乡政府 张** 副乡长 13507563640 余** 村书记 15860889382 陈** 13507563902 3 13

90 黄埠乡山下村外姜窠黄堂基等宅后 滑坡 蓝色 黄埠乡政府 罗** 统战委员 13605963161 张** 村书记 18065828882 朱** 13559093255 3 13

91 黄埠乡山下村田家边朱荣光等宅后 滑坡 蓝色 黄埠乡政府 罗** 统战委员 13605963161 张** 村书记 18065828882 朱** 13559093255 9 33

92 黄埠乡桂阳村竹园下张运兴等宅后 滑坡 蓝色 黄埠乡政府 屈** 武装部长 15280728139 张** 村书记 13859157866 夏** 15280712089 2 15

合计 647 2459

备注

1、全县突发性地质灾害点合计 92个，其中滑坡点 83 个、崩塌点 9个。

2、全县地质灾害程度达重大级的红色地灾点 1处、较大级橙色地灾点 13处、中等级黄色地质灾害点 28 处、一般级蓝色地灾点 50处。

3、上列地质灾害合计潜在威胁和影响全县 647 户 2459 人。

4、加“★”的地质灾害点为新增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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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县委办。

县人大办、县政协办。

建宁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 年 3 月 15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