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 -



- 2 -

实提高政治站位、强化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识，克服麻痹

思想和侥幸心理，增强工作的责任心和主动性，立足于防大

汛、抗大旱、抢大险、救大灾，超前谋划、精心组织、落实

责任、强化措施，从“早”、从“细”、从“实”完成各项

防汛准备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

二、抓住关键环节，落实重点任务

（一）建立完善防汛抗旱指挥机构。各县区、管理区要

在去年机构改革的基础上，尤其是浉河区、固始县要进一步

理顺防汛抗旱指挥体系，及时调整充实防汛抗旱指挥机构，

优化成员组成，明确职责分工，落实相关部门和行业的防汛

抗旱工作职责；健全防汛抗旱指挥机构工作机制，加强防汛

抗旱统一指挥与统筹协调，建立健全多级联动的指挥体系；

配足配强县区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人员，足额保障防汛经

费，推进管理区（开发区）、工业园区等功能区、乡镇建立

完善防汛抗旱指挥机构及办事机构，形成稳定高效的指挥组

织体系。要充分发挥各级防指牵头抓总作用，加强统筹协调，

进一步细化实化隐患排查、综合预警、值班值守、会商研判、

信息报送和发布、力量和物资调动、重大险情现场处置等工

作机制，确保各项职责不重不漏、有序协同。

（二）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严格落实以行政首长

负责制为核心的各项责任制，层层压紧压实责任，突出基层

单位主体责任。发挥好相关部门专业优势，衔接好“防、抗、

救”的责任链条，确保责任无缝对接，形成整体合力。逐级

落实河流、水库、行蓄洪区等防洪工程的防汛行政责任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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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责任人，以及山洪灾害威胁区、地质灾害隐患点、城市

内涝点等网格化防汛责任人，实现对所有洪涝高风险区域、

部位的防汛责任全覆盖，并在媒体公布，主动接受监督。严

格落实责任追究制度，对责任不落实、工作不到位等失职渎

职问题，依法依规依纪严肃追究责任。

（三）扎实开展汛前检查。各县区、各成员单位要牢固

树立“防大于抢，防重于抢”的理念，按照“分级管理、分

级负责”的原则，组织专门力量，及早认真开展汛前检查。

水利部门要以堤防、水库等水利工程设施为重点，认真开展

水利工程度汛隐患排查，落实好在建水利工程、涉水在建工

程安全度汛措施，修订完善各类工程调度方案和应急预案；

城市防汛部门要全面排查城市防洪排涝设施运转情况，强化

对城市低洼、易涝地区及下穿立交的排查，抓紧做好城市河

网及下水管道疏浚整治，做好城市防洪排涝应急预案的修订

和完善工作，提高城市抗灾减灾能力；自然资源规划部门要

加强对地质灾害隐患点的排查力度，强化汛期地质灾害巡查

与监测工作，加强强降雨期间山丘区人员转移避险工作；农

业农村部门要加强对农田水利工程管护工作的督查，切实提

高农田水利工程的灌溉和排涝能力；其它成员单位要按照职

责分工做好汛前检查和准备工作。市防办做好汛前检查工作

的协调工作，加强对各县区和相关部门汛前准备工作的督查

指导。

（四）全面排查整改风险隐患。各县区、各成员单位要

对本辖区、本单位、本行业各类影响防汛安全的因素和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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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全面排查，实施防汛隐患清单管理，建立问题清单、责

任清单、整改清单和工作台账，逐一明确整改责任单位、责

任人员、整改措施和期限，做到整改完成一处销号一处。对

一时难以处理的问题，要提出应急度汛措施。对行洪滩地内

的阻水树木、滩地沙堆及其他阻水障碍要详细统计，限期予

以清除，保证行洪畅通。对山洪灾害防御责任制落实和预警

设备管理使用情况进行检查，确保正常运行。对正在进行的

水库、水闸除险加固、河道治理等防洪工程及将要跨汛期施

工的非防洪工程建设项目，要督促建设单位制定度汛方案，

落实防汛责任和责任人，确保度汛安全。

（五）修订完善各类方案预案。各级各单位要结合本地

区本行业实际，立足实战、实用、实效，总结反思经验教训，

抓紧组织修订完善防汛抗旱各类方案预案，做到监测预警、

会商研判、指挥调度、巡查防守、抢险救援、转移避险等各

个环节全覆盖，切实增强各类方案预案的针对性、可操作性

和实效性。特别要重点关注超标准洪水预案，有针对性地修

订抗旱预案和调水供水方案,统筹抓好保水供水工作。

（六）做好重点防洪工程安全度汛。一是抓好河道防汛。

加强河道管理，加大执法力度，规范河道采砂行为，坚决清

除行洪滩地阻水树木，严禁破堤种植，确保河道工程设施完

整和行洪安全，坚持防洪除涝并重，抓紧组织沟河清障清淤，

保证排水畅通；二是抓好水库、水闸安全度汛。认真检查水

库、水闸安全状况，落实度汛方案、抢险队伍、抢险物料和

应急通信设施等；三是加快推进工程建设进度。各地对已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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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的水毁、应急度汛等工程要有序复工复产，在确保工程质

量的前提下，加快施工进度，于汛前完成建设任务。其它在

建工程的项目法人要切实履行工程安全度汛责任，制定、落

实安全度汛方案和措施，确保度汛安全。

（七）抓实山洪灾害防御。有山洪灾害防御任务的县区、

管理区，要把山洪灾害的防御作为落实责任制的主要内容，

县区政府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加强组织领导，严格落实《国

家防办关于加强强降雨期间山丘区人员转移避险工作指导

意见的通知》，扎实开展风险隐患排查登记、监测预报预警、

转移避险预案演练和日常巡查防守，全面落实山丘区人员转

移避险具体措施，确保应转尽转、不落一人，全力避免人员

伤亡，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进一步优化山洪灾害

避险转移路线，调整降雨预警阈值，增强预案可操作性；强

化山洪灾害预警设备管护工作，特别要加强乡村山洪灾害监

测、预警、报警设施设备检修和管理，确保设备能够正常使

用；要适时开展山洪灾害防御知识宣传和应急预案的培训演

练，增强广大群众的主动避险意识，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

（八）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要坚持防汛备汛、防旱抗

旱两手抓，做到防汛抗旱统筹兼顾。实行科学用水、节约用

水、计划用水，加强水源调配，科学制订供水计划，提升水

资源利用率，落实节水措施，确保供水安全，既要满足近期

灌溉用水，又要为抗长旱抗大旱储备好充足水源。要把确保

城乡居民生活用水安全放在抗旱工作的首位，要做好山区抗

旱应急供水准备，优先保障群众吃水，最大程度地满足工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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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生产和生态用水需求。

三、强化应急能力，提升处置水平

（一）加强物资储备和救援力量。坚持“宁可备而不用、

不可用而无备”的原则，扎实做好防汛物资的筹备、抢险队

伍的组建等工作。根据防汛抗旱物资消耗和储备定额要求，

多方筹集资金，抓紧补充更新防汛抗旱物资器材，备足防汛

抗旱物资物料，务必于汛前储备到位，尤其是险工险段要做

到就地、就近备料，确保防汛物资调得出、用得上。要抓紧

组织防汛抗旱队伍调查摸底，加强资源整合和力量调配，统

筹相关部门的专业抢险救援力量，加强与当地驻军、武警和

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等抗洪抢险力量对接，做好应急抢险救

援力量准备。探索依托建筑施工企业设备、技术和人员优势，

全面摸排辖区内挖掘机、自卸汽车、冲锋舟、排涝泵车等抢

险救援装备情况，建立抗洪抢险合作机制。组织好群众性巡

堤查险队伍，提前登记造册，明确任务和责任。建立健全应

急抢险技术专家队伍，为防汛抢险提供技术支撑。

（二）开展宣传培训和实战演练。认真组织新履职防汛

抗旱行政责任人、专业干部和基层一线人员技术培训，切实

提高培训效果和覆盖面。要对照预案组织开展高风险地区人

员避险转移、重要工程设施应急抢险实战模拟演练，努力提

高防汛抗旱指挥决策和应对处置的能力水平。要根据疫情防

控形势，合理安排时间，严格控制人员数量，采取严密的防

控措施，充分利用各种先进科技，开展多种形式的培训和演

练。要广泛开展防汛抗旱知识进企业、进农村、进社区、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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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加强监测预警和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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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信阳市重大防洪风险隐患清单

年 月 日

序号 问题隐患 措 施 地点 责任人 联系方式 备注

填表人： 联系电话： 审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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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信阳市各县、区、管理区防汛责任人名单统计表

县、区
政委 指挥长 防办主任

姓名 职务 联系方式 姓名 职务 联系方式 姓名 职务 联系方式

浉河区

平桥区

罗山县

息 县

潢川县

淮滨县

光山县

商城县

新 县

固始县

鸡公山管理区

上天梯管理区

羊山新区

信阳高新区

南湾湖风景区

潢川开发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审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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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各县区、管理区防汛抗旱联系单位和人员统计表

汛期值班电话： 传真

非汛期电话： 传真

电子邮箱 邮编

政府地址 电话

应急局地址 电话

序号 姓名 职 务 电话 手 机

指挥长、县长

常务副指挥长、分管应急副县长

副指挥长、分管水利副县长

应急局局长

水利局局长

应急局主管局长

水利局主管局长

应急局防汛抗旱科科长

水利局水旱灾害防御科科长

填表人： 联系电话： 审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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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乡镇、办事处负责人联系方式

序号 乡镇、办事处名称 姓名 党委书记 联系方式 姓名 乡镇长、主任 联系方式
乡镇、办事处

值班电话

备注（山丘

区、平原

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审批人：



- 12 -

附件 5：

2021 年度信阳市防汛抢险队伍和物料储备统计表

县区及水管单位

仓库或存放乡镇

名 称

防汛抢险队伍 防 汛 物 料 种 类

队伍

支数

总人

数

(人)

技术

人员

(人)

麻袋

（万条）

编织袋

(万条)

草袋

(万

条)

铅丝

(T)

木材

(m3)

土工

布

(m3)

冲锋

舟

(条)

橡皮

船

(只)

救生

衣

(件)

救生

圈

(只)

石料

(m3)

木桩

(根)
其他

填表人： 联系电话： 审批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