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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灾害突发性隐蔽性强，破坏性大，其防治是防灾减灾工作的重要内容。湖北被大别山、

幕阜山、武陵山、秦巴山环抱，地灾防治难度大、任务重。

5月1日入汛以来，我省多地出现局地强降雨天气，地质灾害发生风险增大。3.3万余名网

格员、群测群防员和300余名技术人员持续驻守一线，运用好“巡、测、整、让”四字诀，针对

人员密集区、山区交通沿线、旅游景区、农村房前屋后等重点区域加密排查。对排

查发现存在险情的隐患点建立台账，实施“一点一策”清单化管

理。湖北日报全媒记者采访了省自然资源厅地灾应

急中心相关专家，进行详细解读。

聚焦“巡、测、整、让”

我省织密筑牢
地质灾害防治“安全网”

文/图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刘胜 通讯员 丁余辉 邵安阳 王罡

湖北日报讯（记者刘胜、通讯员
李晟）“自然资源部近期公布的地质灾
害成功避险案例中，我省神农架‘4·
15’龙口村泥石流、鹤峰‘3·30’高桥
村滑坡避险案例都是气象部门提前预
警，自然资源部门及时调查、处置，双
方通力合作取得的成果。”5月29日，
省自然资源厅主要负责人到省气象局
开展“上门服务”，双方召开地质灾害
气象风险预警工作座谈会。

近年来，省自然资源厅与省气象局
不断完善厅局会商研判工作机制，联合
成立了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报组，
共享气象雨量站点2500余处，地质灾害
隐患点1.6万余处，预警精度不断提升。
近5年，省自然资源厅与省气象局共联
合发布省级预警613期，短信接收300
万人次，累计有417起地质灾害发生在

气象预警区内，占有降水因素影响的
560起地质灾害灾（险）情的74.46%，
2023年利川市“9·20”高源隧道出口滑
坡避险案例被评为全国十大典型案例。

会谈中，省气象局主要负责人表
示，气象预报的雨情水情可以做得更
加精准，希望双方在数据和业务上尝
试深度融合，共建地灾气象防治平台，
开展科技联合公关，提高地质灾害气
象预警的精准度。

省自然资源厅主要负责人表示，
今年防汛形势严峻复杂，给地灾防治
带来很大压力，省自然资源厅将与省
气象局进一步深化合作，共建共用共
享平台，强化会商研判和地质灾害气
象风险预警预报，不断提升气象预警
响应工作能力，做好极端天气应对，切
实保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深化地灾风险预警合作

省自然资源厅
赴省气象局开展“上门服务”

5月27日，自然资源部公布今年前
四个月全国地灾成功避险典型案例，我
省神农架“4·15”龙口村泥石流避险、鹤
峰“3·30”高桥村滑坡避险入选。

4月15日21时许，神农架林区新
华镇龙口村受强降雨影响暴发泥石
流，因提前转移受威胁20户70余名
群众，本次灾害未造成人员伤亡。

4月15日19时—23时，神农架林
区气象台连续发布6条预警信息，密集
的临灾警报信息通过短信等方式发送到

“四位一体”管理体系内对应的各级管理
人员。在收到连续暴雨临灾预警信息
后，新华镇政府联合镇自然资源分局等
单位，组织20户70人进行紧急避险撤
离，并对出现安全隐患的区域设置警戒
线，安排专人值守。21时许，泥石流来
袭，造成多处房屋及沟口道路损毁、河道
泥沙淤积。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自然资源部专家点评：当前极端
天气事件频发多发，精准预报的难度
越来越大，应当高度重视临灾短期预
报。用密集和连续升级的预警信息引
起地方防灾减灾人员注意，是本次成
功避险的关键所在。

3月30日23时，湖北省恩施土家

族苗族自治州鹤峰县邬阳乡高桥村发
生滑坡，造成房屋损毁。因受威胁群
众已提前转移避险，避免了1户3人
伤亡。3月26日20时至27日20时，
恩施州地质灾害精细化气象风险预警
系统发出地灾风险黄色预警。接到信
息的鹤峰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迅速组
织各乡镇国土资源所对辖区内地质灾
害隐患点和风险区开展巡查排查。
29日9时15分，邬阳乡高桥村网格专
管员巡查发现高桥村1组村民房屋后
山体出现裂缝，立即向邬阳乡人民政
府和相关部门报告，同时协助当地政
府紧急将裂缝下方1户3人紧急转移
到亲戚家中，并设置警戒线，安排专人
值守。30日23时雨势加大，该处发
生滑坡，未造成人员伤亡。

自然资源部专家点评：本次成功避
险，得益于当地自然资源部门针对短时
强降雨等极端天气，及时组织开展监测
预警和精细化气象风险预报。基层网
格员和群测群防员收到预警信息后能
够严格执行预警响应工作要求，加强对
网格内高风险区巡查排查。同时，因平
时宣传培训到位，群测群防员防灾、避
险意识不断提升，能够准确判断临灾险
情，提前作出反应，最终实现成功避险。

全国地灾成功避险典型案例公布
神农架泥石流、鹤峰滑坡避险入选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刘胜 通讯员 邵安阳

3.3万名网格员日夜“巡”查排查

湖北是全国地灾防治重点省份，三峡
库区、鄂西山区是全国地灾防治重点区。
全省已查明地灾隐患点1.66万处，分布
在全省14个市州、92个县、801个乡镇、
5642个村。

防灾巡查责任到人。全省“四位一体”
网格化管理划分1495个区域、123个单元、
27300个网格，3.3万名网格员常态化对
1.66万处隐患点和重要风险区开展巡排查
工作，实现了专人盯防，落实了两表（地质
灾害基本情况表、防灾预案表）、一牌（警示
牌），对受威胁群众发放两卡（防灾工作明
白卡、防灾避险工作明白卡），明确了隐患
点预警信号、撤离路线、避险安置点，实时
对相关信息进行动态更新。

重要时点排查隐患。严格落实“汛期
三查”（汛前排查、汛中巡查、汛后核查）和

“雨期三查”（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核
查）工作制度，通过“五查五看”（查房前屋

后，看是否有裂缝；查山林
田块，看是否有塌陷；查牲
畜家禽，看是否有异常反应；查
山体前沿，看河水是否浑浊；查天气
预报，看是否有暴雨出现）提前研判处置，
看牢管好地质灾害隐患点。

重点区域严控风险。针对已知隐患
点和农村房前屋后、山区交通沿线、旅游
景区、在建工程等高风险区开展隐患排查
专项行动，督促相关单位落实防治责任，
对排查出的隐患明确整改措施、时限和责
任人。通过全民动员强化网格化管理，对
重点区域、重点部位、重点时段开展不间
断巡查排查，对可能发生地质灾害的隐患
点，做到险情不解除、人员不回迁。

今年三四月份，我省鹤峰“3·30”高
桥村滑坡避险和神农架“4·15”龙口村
泥石流避险2起成功避险案例被纳入
全国典型得到推广。

2.2万台专业设备24小时监“测”预警

地灾防治要耳聪目明，知道灾害可能
在哪里，何时会发生。

2023年成功预报31起地质灾害，紧
急撤离受威胁群众、避免伤亡313人，多起
由专业监测设备成功预报。

全省运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专业
监测预警等“点面结合”防灾模式，分析研判
地质灾害发展趋势，及时有效预警预报。

技术支撑全覆盖。充分发挥全省自
然资源系统技术优势，落实汛期专家团
队驻守制度，组织610名地质专家分片
驻守14个市州，做到技术支撑全覆盖。
强降雨期间，邀请8名院士、12名部级专
家，深入三峡库区等重点区域，为地质灾
害防治把脉问诊。

会商研判常态化。坚持“日报告、周
会商、月评估、季分析、年总结”工作机制，
组织专家会同气象、地质等部门及时开展

多时段、多层级会商研判。2023年，加密
制作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
191期，直达基层网格员和群测群防员。
5月27日自然资源部推广的今年我省鹤
峰、神农架2起典型避险案例，都是发布
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后，网格员按照
《湖北省地质灾害防范规程》落实预警响
应措施，巡查发现险情，及时撤离群众，实
现成功避险。

监测预警自动化。利用全省2.2万余
台自动化监测仪器，盯死看牢6701处监
测点细微变化，弥补“人防”在开展夜间防
灾和山高坡陡地段难以巡查的短板，发挥
了“技防”事半功倍的作用。2023年10月
6日，竹山县华家湾地表位移专业监测设
备及时捕捉到变形迹象，网格员收到预警
信息迅速响应，及时安排撤离2户4人，3
小时后发生滑坡，避免了人员伤亡。

14452处隐患得到综合“整”治

十堰市郧阳区城关镇金岗村有一处20
多年的老滑坡点，威胁近千村民生命财产安
全。为彻底解除该滑坡体险情，当地用89
根“钉子”固定山体，每根“钉子”26米长，直
径2.5米粗，“每4米一根，全部打入基岩”。

“滑坡沉降治理好了，下雨时心里不
再担心了。”郧西县涧池乡上营村地灾隐
患点，2019年11月巡查时发现变形，雨
水浸泡后出现大量裂缝，涉及村民100多
人，当地立即开始治理。2021年基本治
理完毕。记者看到，沉降裂缝外坡打入
25根抗滑桩，阻止山体沉降变形，并在裂
缝中注入水泥浆，防止雨水渗入。

“对排查出的地灾隐患，及时组织专
家和专业技术人员会商研判，分步骤进行
综合整治”，省自然资源厅主要负责同志
强调。

坚持边查边治、查治结合，应治尽治、

能治快治的原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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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除人民群
众身边的小灾大害。去年9月份开展隐
患排查整治专项行动以来，14452处隐患
得到综合整治。

结合生态功能区人口转移、工程建设
和乡村振兴等政策，对不宜采用工程措施
治理和受地质灾害威胁严重的居民点，尊
重群众意愿，推进地质灾害避险搬迁，促
进人与自然和谐共处。

重点针对地质条件复杂区、工程活动
区和人口聚集区等重点区域，依据轻重缓
急，有计划地分期、分批实施治理工程，科
学设计防范措施，统筹实施三峡库区和丹
江口库区地质灾害防治专项工程，确保

“一江清水东流、一库净水北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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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8日至20日，十堰市迎来一
轮较强降雨过程，降雨主要集中在竹
溪县、房县、郧西县等局部地区。5月
21日下午1时左右，竹溪县丰溪镇洞
宾口村村民陶禄晓发现房屋后侧山体
有零星碎石崩落，遂将此情况电话报
告给村文书石德平，石德平第一时间
到场核实发现该处山体存在地灾风
险，随即将此情况报告丰溪镇人民政
府和丰溪镇国土所。

接报后，竹溪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地灾股股长骆飞迅速带领省水文队地
质专家赶赴现场开展调查。经实地踏
勘，发现该处山体上分布有多处松动的
危岩体，崩落风险极大。

5月21日下午6时许，竹溪县自然
资源和规划局会同丰溪镇政府对危险
区范围内的5户15人进行了转移安置。

5月22日上午8时许，该山体上
部约1.2立方米的石块发生崩落，致
使村民陶福华、李顺成2户民房受损
严重，其中一石块冲入陶福华家2楼
卧室，砸毁窗户，石块滚落至屋内，家
具损坏严重，共造成直接经济损失约
7万元。因受威胁人员已提前转移，
实现成功避险，避免伤亡2户8人。

“最大限度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
产安全”。我省在汛期、梅雨期、“七下
八上”“华西秋雨”“冰冻雨雪”等关键
时期召开全省视频调度会，针对性部
署调度地质灾害防治工作，严格执行
24小时值班值守和信息报送等制度，
建立省、市、县、乡、村五级联动机制，
及时启动“临灾叫应”机制，遇地质灾
害灾（险）情，按“八个应转尽转”要求
第一时间协助撤离。2023年，及时启
动地质灾害防御Ⅲ级响应3次、Ⅳ级
响应9次，全省系统上下同频，确保防
灾减灾“最后一公里”落到实处。

让群众知道地灾来了怎么跑。利
用“4·22”地球日、“5·12”防灾减灾日、

“6·25”全国土地日等主题纪念日，运
用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开展多形式、多
渠道、多层级宣传教育，普及地质灾害
预防、辨别、避险、自救等知识，推进防
灾宣传“进企业、进农村、进家庭、进学
校、进党校、进公共场所”。利用抖音、
微信、微博等新媒体开展多种形式宣
传，不断提升群众防灾避灾能力。

“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
一”。宜昌市夷陵区邓村乡袁家坪村
十二组滑坡发生前，2名60岁老人不
愿撤离，工作人员按规定实施强制撤
离，避免了人员伤亡悲剧。我省积极
开展“屋场式”“院落式”“敲锣行动”等
演练培训，发放防灾、避险明白卡，细
化“转移谁、谁组织、何时转、转到哪、
怎么管”等避险方案。2023年，全省
开展演练培训2123余次，直接参与人
员10万人次。

三峡绝壁三峡绝壁装上防护网装上防护网。。

保康
县城关镇
枣子树岭
不稳定斜
坡地带进
行施工防
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