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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十九届历次全会和二十大精神，深

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系列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

重要讲话指示精神，依据《地质灾害防治条例》《国务院关于加强地

质灾害防治工作的决定》《金寨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

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结合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防治三年

行动实施纲要》《安徽省地质灾害防治行动实施方案》《安徽省地质

灾害防治“十四五”规划（2021-2025年）》及《六安市地质灾害防

治“十四五”规划（2021-2025年）》，编制《金寨县地质灾害防治

“十四五”规划（2021-2025年）》（以下简称《规划》）。

《规划》地质灾害类型为自然因素或者人为活动引发的危害人民

生命和财产安全的崩塌、滑坡、泥石流等与地质作用有关的灾害。

《规划》内容主要包括地质灾害调查评价、监测预警、综合治

理、基层防灾能力、科学研究和信息化建设等。

《规划》基准年为2020年，规划期为2021-2025年。

《规划》适用范围为金寨县行政区域范围，规划面积为3920.33

平方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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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地质灾害现状与防治形势

金寨县位于安徽省西部，大别山北麓，东邻安徽省六安市裕安区

和霍山县，南接湖北省英山县和罗田县，西连湖北麻城市和河南商城

县，北接河南固始县和安徽霍邱县。地理坐标：东经115°22′19″-

116°11′52″，北纬31°06′41″-31°48′51″，行政上属安徽省

六安市，辖1个省级经济开发区和23个乡镇，14个社区，其中镇13个

（梅山镇、麻埠镇、流波䃥镇、青山镇、燕子河镇、天堂寨镇、古碑

镇、吴家店镇、斑竹园镇、汤家汇镇、南溪镇、双河镇、白塔畈

镇）、乡10个（油坊店乡、长岭乡、槐树湾乡、花石乡、沙河乡、桃

岭乡、果子园乡、关庙乡、铁冲乡、全军乡），全县面积

3920.33km
2
，总人口68万，是安徽省面积最大、山区人口最多的县。

（一）地质灾害现状

金寨县地质灾害分布受空间和时间控制，时空分布规律明显。地

质灾害在地形上多发育于侵蚀中低山和剥蚀丘陵地区，浅丘状平原地

区较少；东南部较多，中部、西部、北部较少，东南部的天堂寨镇、

燕子河镇和北部的梅山镇为灾害多发乡镇，金寨县地质灾害在年份上

主要集中发生在2003年、2008年、2012年、2013年、2016年、2020年

这几年汛期，常见的地质灾害为崩塌、滑坡、泥石流，泥石流数量较

少。总体呈点多、面广、规模小、危害性大的特点。金寨县地质灾害

的危害特征主要表现为隐蔽性强、发生突然，运动速度快、威胁对象

不确定以及成灾快等。

截止至2020年年底，全县在册地质灾害隐患点89处，共计威胁

257户948人，财产5117.5万元。地质灾害发育有崩塌、滑坡、泥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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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其中滑坡38处，占灾害点总数的42.7%；崩塌48处，占灾害点总

数的53.9%；泥石流3处，占灾害点总数的3.4%；灾害规模均为小型；

按稳定程度划分，稳定9处，基本稳定24处，不稳定53处；按行政区

域划分见表1。

表1 金寨县各乡镇地质灾害隐患点一览表

（二）“十三五”期间地质灾害防治成效

在省自然资源厅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的指导下，金寨县委、县

政府高度重视，各部门密切配合，基层干部群众共同努力，“十三

五”期间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成效显著。通过开展搬迁避让、排危除

序号 乡镇名称
灾害点（处）

崩塌 滑坡 泥石流 总数

1 白塔畈 0 3 2 5

2 斑竹园 1 1 0 2

3 产业园 5 0 0 5

4 古碑镇 2 2 0 4

5 关庙 2 0 0 2

6 果子园 2 2 0 4

7 花石乡 1 0 0 1

8 槐树湾乡 1 1 0 2

9 麻埠镇 4 1 0 5

10 梅山镇 4 1 0 5

11 南溪镇 3 3 0 6

12 青山镇 1 0 0 1

13 全军乡 0 2 0 2

14 沙河乡 0 4 0 4

15 双河镇 6 2 0 8

16 汤家汇 5 2 0 7

17 桃岭乡 3 4 0 7

18 天堂寨 2 0 0 2

19 铁冲 1 1 0 2

20 吴家店 2 1 0 3

21 燕子河镇 1 1 0 2

22 油坊店乡 1 5 0 6

23 张冲乡 1 1 0 2

24 长岭乡 0 1 0 1

合计 48 38 3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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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工程治理等工作，截至2020年底，全县地质灾害隐患点数量由

“十二五”末的114处降至89处，全县“十三五”期间累计核销地质

灾害隐患点81处，新增地质灾害隐患点56处，受地质灾害威胁人口由

1367人减至948人，受威胁财产由7038万元减至5117.5万元。累计处

置灾险情98次。基本建成了系统的地质灾害调查评价、监测预警、综

合治理、应急防治四大体系，全面提升了地质灾害防御能力，创造了

五年来地质灾害“零死亡”的佳绩，主要成效有：

1.地质灾害调查评价工作稳步推进

“十三五”期间，每年地质灾害汛前排查、汛中巡查和汛后核查

常态化、制度化、规范化开展，雨前排查、雨中巡查和雨后核查贯穿

始终。全县累计查明新增地质灾害隐患点56处，核减地质灾害隐患点

81处。2019年金寨县配合全省开展了切坡建房隐患排查，共查出切坡

建房危险点2078处，其中258处已纳入地质灾害隐患点数据库进行管

理，剩余1820处按照属地管理原则移交地方乡镇人民政府防范管理。

2.地质灾害监测预警不断完善

健全了县、乡镇（街道）、村（社区）、组四级地质灾害群测群

防网络，地质灾害群测群防监测队伍覆盖全县范围内每个地质灾害隐

患点。与气象部门联合，共同开展地质灾害常态化预警预报工作，预

警预报区域具体到乡镇一级，通过短信、微信、QQ群等多种途径对外

发布，并将电话语音反拨运用到临灾预警工作中。严格履行24小时值

班值守和监测预警职责，指导各地精准防灾。“十三五”期间，通过

预警平台共发布地质灾害黄色以上预警31次，其中红色预警8次、橙

色预警23次、黄色预警45次，重要提醒短信103次，累计处置灾险情

98次，有效保障了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地质灾害防治网格化管

理实现全覆盖，逐步由群测群防向群专结合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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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地质灾害综合治理效果明显

“十三五”期间，全县共投入地质灾害防治资金3757.53万元，

累计治理核减地质灾害隐患点81处。其中，完成地质灾害排危除险、

工程治理项目15个，争取中央资金支持555万元，省级资金支持

775.52万元，县政府配套资金682.01万元；完成搬迁避让“以奖代

补”项目66个，争取中央资金支持42万元，争取省级补助资金870万

元，搬迁受威胁群众243户885人，有效保障了受威胁人民群众的生命

财产安全。

4.地质灾害防御能力显著提升

依托专业技术单位，成立了地质灾害防治督查指导工作组、地质

灾害防治应急队伍，地质灾害防治专家到县驻点包乡指导应急处理，

督查指导主汛期地质灾害隐患点的巡查、排查、预警信息发布、监测

员到位、值班值守、电话畅通、受威胁群众转移等情况,技术支撑能

力显著提升。强化汛期24小时值班值守，为值班人员配备必要的值班

物资。利用“4.22”世界地球日、“5.12”全国防灾减灾日等活动，

采取多平台多形式多渠道，普及突发地质灾害预防、辨别、避险、自

救等知识，不断提高基层干部和广大群众的防灾意识，提高各级地质

灾害防治人员的管理水平和业务能力，提高受威胁群众临灾条件下的

自救能力。按照省、市、县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方案要求，每年开展一

次地质灾害应急预案演练，提升各级地质灾害防治人员对突发性地质

灾害的应急处置能力及受威胁群众的避险和自救能力。每年对山区乡

镇进行1～2次地质灾害防治知识培训。地质灾害防治社会氛围浓厚，

群众防灾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显著提升。



6

5.地质灾害防治信息化水平明显提升

建立了切坡建房危险点数据库和动态更新的地质灾害隐患点数据

库。建立了地质灾害防治网格化管理小组，乡镇、村、自然资源所、

专业技术单位、群策群防员“五位一体、网格管理、区域联防、绩效

考核”的地质灾害防治网格化管理体系日趋完善。

（三）“十四五”地质灾害防治形势

党中央、国务院及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及县委、县政府

历来高度重视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加强地

质灾害防治”。2018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三次

会议上指出，要建立高效科学的自然灾害防治体系，提高全社会自然

灾害防治能力，为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国家安全提供有力保

障。2020年8月18－21日，习近平总书记亲临安徽考察并作出重要讲

话，要求做好防汛救灾和灾后恢复重建工作。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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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质灾害防治形势依然严峻。受地形地貌、地层岩性、地质构

造、降雨及人类工程经济活动的影响，全县地质灾害防治形势依然严

峻。一是孕育地质灾害的背景条件复杂；二是气象条件依然复杂多

变，极端气象事件呈多发频发态势；三是人类工程活动引发的地质灾

害时有发生，已成为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重点和难点。每年5－9月，

均是全县突发性地质灾害的高发期，崩塌、滑坡等地质灾害发生的可

能性很大，防灾减灾形势依然严峻。

地质灾害防治工作依然存在薄弱环节，“十四五”防灾工作仍面

临诸多挑战。一是隐患识别能力仍需提升。地质灾害生成机理复杂，

受工作精度、技术方法和手段等影响，风险隐患尚不能及时有效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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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二是地质灾害风险区尚未划定。应尽快查清地质灾害风险底数，

划定地质灾害风险区，提高全县风险区管控能力。三是监测预警智能

化水平亟待提升。目前地质灾害监测预警主要依靠群测群防，专业监

测工作刚刚起步，地质灾害何时发生的问题仍难以解决，应尽快推进

智能化监测预警工作，提升预报预警的精准度。四是地质灾害综合治

理任务依然艰巨。目前地质灾害隐患点79处，需通过搬迁避让、排危

除险、工程治理才能消除安全隐患。五是地质灾害防治能力仍需加

强。应尽快推广应用地质灾害防治新技术、新方法和新装备，全面提

升地质灾害防治能力。六是地质灾害综合治理资金不足。地方财力

弱、资金筹措渠道少，地质灾害防治经费不足，部分需尽快监测、治

理的地质灾害隐患点未能及时实施治理，制约了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水

平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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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指导思想、规划原则和目标任务

（一）指导思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十九届历次全会、二十大精神和习近

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指示精神，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

构建新发展格局，以“两个坚持、三个转变”为根本遵循，以提升地质灾害

防治能力、减轻地质灾害风险为主线，以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为目的，依

靠科技进步、管理创新和信息技术，持续推进地质灾害隐患识别、风险调

查、监测预警、综合治理、基层防灾能力和信息化建设，实现地质灾害防治

工作更大作为，为加快建设现代化美好金寨提供地质安全保障。

（二）规划原则

1.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坚持人民

至上、生命至上。对受地质灾害隐患威胁的群众逐户建档立卡，主动防范，

最大限度地减少因地质灾害造成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2.分级负责，属地管理。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主导、部门协同、

社会参与、法制保障”的社会化防治工作新格局。人为活动引发的地质灾

害，按照“谁建设、谁负责，谁引发、谁治理”原则，严格落实防治责任。

3.科学防灾，智能预警。加强新技术推广应用，切实提升地质灾害防治

科技水平，及时捕捉灾害前兆信息，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预警、早处

置，实现科学防灾、智能预警。

4.搬迁优先，综合治理。按照轻重缓急，分重点、分层级科学制定地质

灾害搬迁避让、工程治理、排危除险等综合治理措施。坚持以搬迁避让为

主、工程治理为辅，对风险等级高的地质灾害隐患点优先实施搬迁避让，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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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等级高、不宜搬迁避让的实施工程治理，对险情紧迫、治理措施相对简

单的通过排危除险消除隐患威胁。

5.群测群防，专群结合。开展地质灾害科普宣传，不断提高群众的防灾

意识，依靠基层群众进行群测群防。同时，加大普适性专业监测设备的推广

应用，实现专群结合、人技结合，有效提高地质灾害的成功预报率。

（三）规划目标

“十四五”期间，在省自然资源厅、市委、市政府及县委的高度重视和

领导下，将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加强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决定》要

求。一是进一步加强全县地质灾害的基础性调查工作，全面完成县级1:5万地

质灾害风险调查评价任务，掌握全县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底数和成灾机理，适

时开展重点乡镇1:1万地质灾害风险调查工作，加大对切坡建房的调查。二是

建成新型高效的群专结合监测预警网络和气象预警体系，显著提高地质灾害

监测和预报预警能力，进一步完善地质灾害群测群防体系，全面推进“五位

一体”的地质灾害防治网格化管理体系。三是实施地质灾害综合治理工程，

对威胁人数多和危险性较高的地质灾害隐患点，实施搬迁避让、工程治理、

排危除险，消除地质灾害隐患。四是构建更加完善的技术支撑体系和装备保

障体系，显著提升基层防灾能力。五是构建地质灾害防治科普体系，切实提

升群众识灾防灾和自救互救能力。六是构建功能全面的地质灾害风险数据库

和信息平台，实现调查评价、监测预警、指挥调度、综合防治的智能化管理

与数据实时动态更新，为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提供有力数据支撑。具体见表2。

至2025年，全面建成与全县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地质灾害调查评价体

系、监测预警体系、防治能力建设体系，努力消除危险程度较大的地质灾害

隐患点，确保地质灾害零死亡，从源头上降低地质灾害风险，实现地质灾害

防治从减少灾害损失向减轻灾害风险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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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金寨县地质灾害调查、防治规划指标

类别 指标名称 单位 目标 指标属性

地质灾

害调查

研究

1:50000地质灾害风险调查评价
平方

公里
3920.33 约束性

1:1万重点乡镇地质灾害风险调查评价 乡镇 1 预期性

地质灾害隐患点“三查” 年 5 约束性

地质灾

害监测

预警

市、县共用的监测预警平台预警项目 项 1 预期性

雨量站点建设 处 48 约束性

普适性监测点 套 35 约束性

地质灾

害综合

治理

搬迁避让 处 6处21户 预期性

工程治理 处 25 预期性

排危除险 处 22 预期性

信息化

建设
地质灾害风险调查数据库 项 1 约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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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地质灾害易发分区和防治分区

（一）地质灾害易发区

1.地质灾害高易发区（Ⅰ）

（1）高易发区Ⅰ1

高易发区Ⅰ1面积为1177.79km
2
，占调查区总面积30.04%，高易

发区Ⅰ1分布在槐树湾乡长冲村-古碑镇袁岭村一带，分布面积较大的

几个乡镇分别为油坊店乡、槐树湾乡、麻埠镇、白塔畈镇南部、南溪

镇、果子园乡、花石乡、吴家店镇、天堂寨镇、燕子河镇等乡镇，地

质灾害高易发区呈明显的条带状，与河流、构造分布高度吻合。区内

发育多条断层，分别是晓天-磨子潭深断裂、夏家山断层、徐家坳断

层、十八盘断层、姚家湾断层、燕子河断层、花石断层等；岩石破

碎、发育韧性剪切带，岩组主要为深变质岩岩组。沿道路居民分布较

多，人类工程活动强烈，岩石风化程度以强风化为主，部分全风化，

岩体力学性质差，抗压和抗剪强度低。

区内共有地质灾害隐患点33处，其中崩塌16处，滑坡15处，泥石

流2处，规模均为小型，潜在威胁人口102户341人，威胁财产1955.5

万元。

（2）高易发区Ⅰ2

高易发区Ⅰ2面积为134.30km
2
，占调查区总面积3.43%，高易发

区Ⅰ2分布在桃岭乡-全军乡一带，主要分布在桃岭乡、全军乡东部，

发育较坚硬薄层-页片状浅变质岩岩组，发育金寨深断裂，破碎带宽

至1km以上，受断层影响，片岩破碎易风化。区域人类活动强烈，为

地质灾害高易发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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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内共有地质灾害隐患点7处，其中崩塌3处，滑坡4处，规模均

为小型，潜在威胁人口19户84人，威胁财产491万元。

2.地质灾害中易发区（Ⅱ）

中易发区面积为1752.07km
2
，占调查区总面积44.69%，中易发区

各乡镇均有分布，主要分布乡镇同高易发区。地质灾害高易发区主要

分布在极高易发区的外围，分布在双河镇、铁冲乡、沙河乡、斑竹园

镇、吴家店镇、古碑镇、青山镇、槐树湾乡。距离河流稍远的区域，

与工程地质岩组吻合度较高，主要分布在较坚硬薄层-页片状浅变质

岩岩组（Hp）、坚硬厚层-中后层深变质岩岩组（Hy）两类工程地质

岩组内，岩石以强风化为主，部分中风化，岩体结构可见多层为主，

节理裂隙较发育。饱水状态下，较易失稳，可能产生滑坡、崩塌等地

质灾害，其它岩组零星。

区内共有地质灾害隐患点39处，其中崩塌22处，滑坡17处，均为

小型，潜在威胁人口为110户413人，威胁财产2148万元。

3.地质灾害低易发区（Ⅲ）

低易发区面积为673.61km
2
，占调查区总面积17.18%，低易发区

天堂寨镇风景区、九峰尖林场、经济开发区、汤家汇镇乡镇一带分

布，分布面积不均。距离河流较远的区域，与工程地质岩组吻合度较

高，主要分布在坚硬厚层-中后层深变质岩岩组（Hy）、坚硬块状侵

入岩岩组(In）、坚硬、较坚硬薄-厚层状碎屑岩岩组（Cl）等三类工

程地质岩组内，主要分布在地势平坦的平原区和无人居住的高起伏中

山区域。

区内共有地质灾害隐患点10处，其中崩塌7处，滑坡2处，泥石流

1处，均为小型，潜在威胁人口为26户110人，威胁财产523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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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地质灾害非易发区（Ⅳ）

非易发区面积为182.56km
2
，占调查区面积4.66%，非易发区主要

分布在梅山水库、响洪甸水库、梅山镇北部、白塔畈镇北部，区内无

地质灾害隐患点发育。

（二）地质灾害防治区

我县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面积3064.16km²，占国土面积78.16%；

次重点防治区面积673.61km²，占国土面积17.18%；一般防治区面积

182.56km²，占国土面积4.66%。

1.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Ⅰ）

（1）除北部的经济开发区外，全县所有乡镇均有分布，分区面

积为3064.16平方公里，占全县总面积的78.16%。该区地质环境条件

复杂，岩体工程地质条件较差，人口密度较大，人类工程活动强烈，

气候条件多变，是崩塌、滑坡、泥石流地质灾害高-中易发区。区内

现存地质灾害隐患点79处，其中崩塌41处、滑坡36处，泥石流2处，

潜在威胁人数231户838人，威胁财产4594.5万元。

防治重点：乡镇、村庄、学校、医院等人口密集区及切坡建房隐

患点；交通干线、重大水利水电等重要基础设施；国家森林公园、重

要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等。

综合治理：规划期内完成搬迁避让5处18户，工程治理24处，排

危除险21处。

2.地质灾害次重点防治区（Ⅱ）

分布在槐树湾乡、油坊店乡、沙河乡、关庙乡、汤家汇镇、双河

镇等乡镇一带，分区面积为1093.21平方公里，占全县总面积的

27.89%。该区地质环境条件一般，人口密度较大，人类工程活动较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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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气候条件多变，是崩塌、滑坡、泥石流地质灾害中、低易发区。

区内现存地质灾害隐患点10处，其中崩塌7处、滑坡2处、泥石流1

处，潜在威胁人数26户110人，威胁财产523万元。

防治重点：乡镇、村庄、学校等人口密集区及切坡建房隐患点；

主要交通干线等重要基础设施；国家森林公园、风景名胜区等。

综合治理：规划期内完成搬迁避让1处3户，工程治理1处，排危

除险1处。

3.地质灾害一般防治区（Ⅲ）

我县南部平原地质灾害一般防治区（C）：分区面积为182.56平

方公里，占全县总面积的4.66%，区内地质环境条件简单，人口密度

较小，人类工程活动较弱，气候条件多变，是崩塌、滑坡泥石流地质

灾害不易发区。区内现存地质灾害隐患点0处。

防治重点：风景区、乡镇、村庄、学校等人口密集区及交通干线

等重要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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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地质灾害防治任务

（一）全面掌握地质灾害风险底数

1.深化地质灾害隐患早期识别

加强巡查，及时捕捉灾险情前兆和灾变信息，提前预报预警，不

断提高地质灾害早期识别能力。

2.完成地质灾害风险调查评价

全面完成1:5万地质灾害风险调查评价，查明地质灾害形成的地

质背景条件及其类型、分布、规模，分析地质灾害的孕灾条件、诱发

因素，对全县进行风险评价与区划，划定地质灾害隐患点和风险区的

风险等级，形成全县风险一张图，建立地质灾害风险调查评价空间数

据库。对典型地区鲜花岭一带开展1:1万滑坡、崩塌、泥石流地质灾

害风险调查评价。地质灾害风险调查成果为地质灾害风险防控服务平

台和风险区管控提供底数数据，为国土空间规划编制提供基础数据。

3.持续开展地质灾害“三查”工作

严格落实地质灾害汛前排查、汛中巡查、汛后核查制度，按照

“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原则，查责任落实、查地质灾害隐患、查

灾险情变化，确保每一处地质灾害隐患点有监测员、有责任人，做到

一点一案、一点一策。及时更新各隐患点监测责任人和监测员信息，

同时向受威胁的人员和监测人员讲解灾害体的特征、具体监测方法以

及防治措施和建议。加大地质灾害“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核

查”力度，最大限度地发现“隐患在哪里”，将新增隐患点及时纳入

数据库进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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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不断加强监测预警体系建设

1.加强地质灾害预警预报

根据市级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报平台推送的相关预警预报信

息，加强与县气象局联合会商研判，利用广播、电视、网络、短信、

电话等方式，实时、靶向发送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报信息到各级

防灾责任人、群测群防员和受威胁群众。进一步推进并加强地质灾害

监测预警平台建设，提升县级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报工作，实现

县级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报全覆盖，与省、市级地质灾害监测预

警平台实现互联互通，最终实现地质灾害监测预警、指挥调度、数据

库更新等智能化预警、一站式管理、精准化监测，实现常规预警与动

态预警相结合，不断提升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报预警精准度、时效性

和实用性。

2.提高雨量站点布设密度

综合利用气象、水利等各部门雨量监测资源，加强降水站点信息

分析，依托省自然资源厅雨量站点建设项目，进一步提高雨量站点布

设密度，在地质灾害隐患点周边增建雨量站至少48处，逐步实现区域

全覆盖。

3.完善群专结合监测网络

继续发挥群测群防在地质灾害防治中的“哨兵”作用，继续保持

地质灾害隐患点群测群防全覆盖。针对威胁人口较多、危险性较大、

风险较高的地质灾害隐患点，科学布设裂缝计、土壤含水率仪、GNSS

卫星定位仪、倾角计和加速度计等普适性地质灾害监测设备，实时、

精准监测隐患点动态变化。2025年底前完成35处重要地质灾害隐患点

普适性监测设备的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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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完善网格化管理体系

结合全县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实际，不断完善优化地质灾害网格化

管理体系，落实乡镇（街道）、村（社区）、自然资源管理所、专业

技术人员、群测群防员“五位一体、网格管理、区域联防、绩效考

核”的地质灾害防治网格化管理体系，实现任务到岗、责任到人、落

实到位，确保强降雨期间24小时值守、监测、巡查、预警等各项工作

全面落实到位。充分发挥专业队伍的技术优势，强降雨期间至少安排

1名专业技术人员驻县并提供技术服务，及时研判地质灾害隐患点变

化趋势，发送预警信息，提前落实防范措施。

（三）持续推进地质灾害综合治理

1.大力实施搬迁避让工程

对风险等级高、工程治理难度大的地质灾害隐患点，结合乡村振

兴、美丽乡村、特色小镇、土地整治等政策，统筹安排，尊重群众意

愿，充分考虑“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的要求，实施搬迁避让，

及时防范化解灾害风险。“十四五”期间，全县实施搬迁避让攻坚行

动，采取集中安置和分散安置方式，计划分年度实施“搬迁避让”6

处21户，实施乡镇为油坊店乡、梅山镇、青山镇、燕子河镇和吴家店

镇。

2.稳步推进地质灾害工程治理

对威胁县城、集镇、学校、景区、重要基础设施和人口聚集区，

且难以实施搬迁避让的高风险地质灾害隐患点和经识别、调查新发现

的稳定性差、风险等级高、不宜避让搬迁的地质灾害隐患点，实施工

程治理，及时对受损或防治能力降低的地质灾害治理工程采取清淤、

加固、修缮等维护措施，确保防治工程长期安全稳定运行；对险情紧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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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排危除险，切实减轻灾害威胁。计划实施

工程治理25处，实施排危除险工程22处。对新增地质灾害隐患点及时

纳入动态整治范围。

（四）着力提升地质灾害防治能力

1.健全完善地质灾害防御技术支撑体系

继续依托市级地质灾害防治中心等专业技术单位，不断健全县级

地质灾害防御技术支撑体系。继续完善地质灾害网格化管理，加强地

质灾害防治专家团队建设，及时补充完善汛期驻守专家队伍，全面推

行专业技术队伍驻县包乡，建立延伸至乡镇基层的地质灾害防御体

系，将防灾措施落实到点、到坡、到户、到人，打通地质灾害防治

“最后一公里”。

2.提升地质灾害防御保障能力

加强基层地质灾害防治普适型物资装备的保障，确保基层有效开

展隐患监测巡查，组织群众转移避险。加快新技术、新方法、新装备

在地质灾害风险评价、预警预报、应急调查、工程治理等各项工作中

的推广应用，综合利用地勘单位或科研院校专业化技术装备，加强地

质灾害野外用车保障，大幅提升地质灾害防御信息获取能力、通信保

障能力和数据综合分析能力。

3.推动全社会参与防灾减灾

依托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充分发挥乡村干部、群测群防人员、社

会工作者、志愿者等各类人员防灾减灾积极性和主动性，逐步形成政

府主导、人人参与、人人尽责、共建共享的地质灾害防治新局面。探

索构建市场主导、政策支持的地质灾害保险体系，引入社会力量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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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灾害风险。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切实担负起切坡建房

属地管理责任，积极引导切坡建房户自查、自测、自防、自治，有效

降低灾害风险。

4.推进“隐患点+风险区”双控管理模式

在现有地质灾害隐患点防控体系基础上，基于1:5万地质灾害风

险调查评价结果，综合考虑地质、地形、诱发因素、承灾体等，划定

更为精确和精细的风险防范区，形成“隐患点+风险区”双控管理机

制、责任体系和技术方法，逐步实现地质灾害“隐患点+风险区”双

控管理模式，初步形成“一点一区一管控”的工作机制。

（五）强化地质灾害防治科学研究

1.加强地质灾害形成机理研究

努力解决“隐患在哪里”“结构是什么”“什么时候发生”等关

键问题，持续深化开展地质灾害专业监测预警项目，加强极端天气引

发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判断等研究，提高地质灾害防治科技水平。

2.构建地质灾害防治科普体系

紧紧围绕防范化解地质灾害风险主题，制作地质灾害防治科普教

材和产品，加强典型案例宣传，构建适应不同对象和不同需求的地质

灾害防治科普体系，全面加大地质灾害防治知识宣传培训，切实有效

提升人民群众的识灾、防灾、避灾和自救、互救能力。

3.助力地质灾害防治科学研究

结合县内地质灾害频发多发的实际，依托地质灾害防治技术支撑

单位，致力于全县地质灾害风险预警预报、工程治理等重点方面的技

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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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提高全流程信息化管理水平

以现有地质灾害调查数据为基础，建设完成地质灾害隐患和切坡

建房隐患数据库，实行地质灾害防治全流程信息化管理。实现与市地

质灾害信息管理系统的互联互通和地质灾害调查评价、监测预警、工

程治理、搬迁避让和灾险情信息等“一张图”管理，提升地质灾害信

息化管理功能，为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提供有力数据支撑，为实施地质

灾害防治管理、开展地质灾害防灾减灾提供精准高效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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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落实责任分工

各级党委、政府必须高度重视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按照“党委领

导、政府主导”“分级负责、属地管理”的原则，强化规划实施的统一

领导，建立完善逐级负责制。乡镇（街道）、气象、自然资源、应急、

水利、住建、交通等相关部门各司其职，密切协作，齐抓共管，形成合

力，层层落实防治责任和措施，确保按时保质保量完成各项任务。

（二）坚持依法防灾，严格制度落实

坚持依法依规管控，明确地质灾害防治责任，完善地质灾害防治目

标责任制。在工程建设中严格落实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制度、地质灾害

治理工程“三同时”制度，严格落实地质灾害“三查”制度、汛期地质

灾害防治值班制度、地质灾害监测制度等。科学安排国土空间开发保护

格局，引导各项建设选址尽量避开地质灾害风险较高地区，从源头上控

制地质灾害的发生，最大限度避免人为活动引发地质灾害。

（三）筹措多源资金，加强资金保障

将地质灾害防治经费列入县级财政年度预算，建立政府、社会和

责任者共同参与的地质灾害经费投入机制，并做好经费使用的绩效评

价工作，确保地质灾害防治资金专款专用。各级政府要把规划实施与

乡村振兴、村庄整治紧密结合起来，加大资金投入，形成政策措施合

力，切实提高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资金保障水平和投入效率。积极争

取中央、省级地质灾害防治资金支持，主动引导社会资金参与，积极

探索“政府主导、政策扶持、社会参与、开发式治理、市场化运作”

的地质灾害防治新模式。



22

（四）调动社会力量，强化宣传培训

广泛发动社会各方面力量积极参与地质灾害防治工作，通过多种

形式的媒介宣传，加强地质灾害防治宣传培训力度，普及地质灾害及

防灾避险知识。定期组织机关干部、基层组织负责人、骨干群众参加

地质灾害防治知识培训和防灾避险技能演练，把地质灾害宣传培训的

重点放在地质灾害易发地区，尤其是乡镇、街道、村庄、社区、学校

等，提高广大干部群众地质灾害防灾减灾意识、应急处置能力，提高

受地质灾害威胁群众避险搬迁的积极性，实现“要我防”到“我要

防”的观念转变，让地质灾害防治成为全社会的自觉行动，筑牢战胜

地质灾害的全民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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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附则

本《规划》成果包括规划文本、附表、附图及说明书。

本《规划》由金寨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负责解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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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寨县地质灾害隐患点分布图

比例尺 1:2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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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寨县地质灾害易发分区图

比例尺 1:2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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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寨县地质灾害防治区划图

比例尺 1:2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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