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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为切实做好 2022 年铁岭县地质灾害防治工作，避免或最大限

度地减少地质灾害给人民生命财产造成的损失，根据《地质灾害

防治条例》（国务院令第 394 号）、《辽宁省突发地质灾害应急

预案》（辽政办[2021]6 号）、《辽宁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地质灾

害防治工作的实施意见》（辽政发[2012]30 号）、关于印发 2022

年度辽宁省地质灾害防治方案的通知》（辽自然发[2022]71 号）等

规定和要求，结合我县近年来突发性地质灾害的灾情、险情、成

灾规律与 2022 年度地质灾害趋势预测成果，制定本方案。 

二、地质灾害分布情况及现状 

我县地质灾害隐患点共 32 处，分别分布于 8 个乡镇，其中白

旗寨乡 11 处，蔡牛镇 1 处，大甸子镇 6 处，鸡冠山乡 4 处，李千

户乡 4 处，双井子镇 3 处，熊官屯镇 2 处，镇西堡乡 1 处。威胁

户数 58 户，威胁人口 147 人，潜在经济损失 5449 万元。 

地质灾害隐患点类型主要有崩塌、滑坡和地面塌陷三类，其

中，崩塌 7 处、滑坡 17 处、地面塌陷 8 处，分别占全县地质灾害

隐患总数 21.9%、53.1%和 25.0%。其中，崩塌和滑坡主要分布于

山地丘陵区，地面塌陷主要分布于地下开采的矿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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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地质灾害防范重点 

（一）重点防范期 

6 月份开始，我县已进入汛期。据气象部门预测，2022 年 6-8

月，我县降水总趋势较常年偏多一至两成，总降水量约为 400-500

毫米（常年 417.5 毫米）。降雨时空分布不均，局地性明显。 

根据我县地质环境、气象因素和人为活动特征，预计强降雨

是诱发地质灾害的主要因素，当降水达到一定强度时，极易引发

山体滑坡和崩塌等地质灾害，预计 6-8 月是我县地质灾害重点防范

期；日降雨量 50 毫米以上、连续降雨 3 天以上或过程降雨量大于

100 毫米时段，是我县地质灾害重点防范时段。 

（二）重点防范区域 

我县地质灾害预防的重点区域是人口密集工程活动强烈的地

区和采矿可能诱发地质灾害的地区。此外，险情严重，灾害体变

化显著，始终处于监控的地质灾害隐患点，也是防范的重中之重。 

山地丘陵区，以防范崩塌、滑坡为重点防治区域，包括东南

部山区。 

矿山开采区，以防范人类工程活动诱发的崩塌、滑坡和地面

塌陷为重点。 

地质灾害易发区可能威胁的城镇、学校、医院、集市、旅游

景区（点）、村庄等人口密集区域以及公路、铁路沿线，也是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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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灾害重点防治区段。 

四、地质灾害预防措施 

（一）加强领导，明确目标 

要把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首位，坚决贯彻预防为主、

避让与治理相结合及全面规划、突出重点的原则，做到领导到位、

任务到位、人员到位、措施到位、资金到位。 

各重要地质灾害隐患点必须按照防灾责任制要求，明确所在

乡镇、主管部门及建设单位防治责任，尤其是汛期要特别做好安

排部署。各乡镇要按照要求，及时向上级有关部门报告地质灾害

灾情、险情和防治工作情况。各乡镇要切实组织好监测预防、预

报预警、群测群防、灾害现场应急调查，及时开展趋势预测等工

作，协助县政府及时提出具体防治措施，制定人员紧急避险和安

全转移应急方案。要对辖区内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情况进行认真总

结。 

我县聘请辽宁省第九地质大队有限责任公司作为地质灾害防

治技术支撑单位，负责地质灾害隐患点踏勘、调查、评价、增设、

核销以及地质灾害灾情、险情预测、预警、预报等相关技术工作。 

（二）制定方案，落实责任 

在县政府领导下，我局根据县防汛抗旱指挥部要求，会同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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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水利、应急和交通等部门，结合本地区地质灾害隐患点的分

布、类型、规模、危害程度等情况，做好地质灾害点的具体防灾

措施，落实监测预警单位和主要责任人，协助有关部门确定避灾

方案和紧急疏散路线。各乡镇要建立预报预警应急指挥系统和群

测群防网络体系，做到地质灾害隐患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

及时消除隐患。对违反相关规定的责任人，追究相关法律责任。 

（三）消除隐患，实施勘查治理 

各乡镇要根据实际情况，积极安排和筹集资金，加快对危害

大、影响严重的地质灾害隐患点和危险点勘查治理或搬迁避让的

调查、上报及处置工作。县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积极做好对地质

灾害防治工程勘查、设计和施工的监督指导，实现全县居无险地

的目标。 

（四）落实经费，建立保障制度 

县政府按照有关规定和要求，建立地质灾害防治投入保障机

制，安排地质灾害调查、预防和治理经费，并纳入年度计划和财

政预算。 

（五）完善制度，提高应急反应能力 

各乡镇要建立“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预案体系，形成“统一

领导、综合协调，分类管理、分级负责，属地管理为主”的应急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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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体制，建立健全地质灾害基层应急管理组织体系，形成政府统

筹协调、群众广泛参与、防范严密到位、处置快捷高效的基层应

急管理工作机制。 

l．实行汛期值班制度。各乡镇要严格实行 24 小时值班制度，

并将值班单位、联系电话及传真抄报上级部门和有关单位。 

2．坚持“三查”制度。建立“三查”（汛前排查、汛中巡查、汛

后核查）制度。汛前对本区域内的地质灾害隐患点进行全面排查，

了解基本情况、潜在危害，提出防治措施；汛期进行巡查，了解

基本情况、潜在危害、防治措施落实情况及存在问题；汛后进行

核查，了解防治措施完成情况及新发生地质灾害的情况、数量及

损失等。 

3．建立健全档案。对辖区内地质灾害隐患点基本情况建立档

案，严格按照县自然资源局要求逐级上报备案。 

4．建立应急制度。 

县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接到当地出现特大型、大型地质灾害报

告并经核实后，应立即报本级政府和市自然资源局，同时，速报

国家和省自然资源主管部门。 

县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接到当地出现中、小型地质灾害报告并

经核实后，应在 l 小时内报本级政府和市自然资源局，同时，速报

省自然资源主管部门。 

灾害报告的内容主要包括：地质灾害险情或灾情出现的地点

和时间、灾害类型、灾害体规模、可能的引发因素和发展趋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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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已发生的地质灾害，速报内容要包括伤亡和失踪的人数及造成

的直接经济损失。 

（六）加强协调沟通，保证信息通畅 

县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及各乡镇要加强与应急管理、水利、气

象、交通等有关部门的协调和沟通合作，确保各级信息畅通。 

（七）加强宣传培训，提高防灾减灾水平 

县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及各乡镇要通过报纸、广播、电视等媒

体和张贴宣传画、举办培训班等方式，加大对地质灾害防治工作

的宣传力度，普及地质灾害基本知识，把地质灾害预防延伸到基

层，做到预防知识进社区、进农村、进学校。同时要将《崩塌、

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防灾工作明白卡》和《崩塌、滑坡、泥

石流等地质灾害防灾避险明白卡》发至地质灾害防治负责单位、

负责人和受地质灾害威胁的群众手中，提高全社会的自救互救能

力。 

（八）完善群测群防网络体系建设 

建立健全以县、乡（镇）政府、村民委员会、企事业单位和

广大人民群众直接参与对地质灾害隐患点监测和预防为主要内容

的地质灾害群测群防体系。各乡镇政府和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要做

好本辖区的群测群防工作部署，落实地质灾害防治责任人和监测

6 
 



 

责任人，开展培训，提高防灾减灾能力，使群测群防网络体系真

正在地质灾害防治工作中发挥作用。 

五、附件 

1．铁岭县地质灾害隐患点基本情况表 

2．2022 年地质灾害隐患点汛期检查记录表 

3．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防灾工作明白卡 

4．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防灾避险明白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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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铁岭县地质灾害隐患点基本情况表 

序号 名称 地理位置 
隐患点

类型 

威胁 

户数 

威胁 

人口 

威胁 

财产 

规模 

等级 

1★ 张楼子村滑坡 

辽宁省铁岭市铁岭县 

李千户张楼子村 
滑坡 4 7 20 中型 

2★ 下新坟一组滑坡一 

辽宁省铁岭市铁岭县 

大甸子下新坟一组 
滑坡 5 14 30 小型 

3 上新坟三组滑坡一 

辽宁省铁岭市铁岭县 

大甸子上新坟三组 
滑坡 1 2 5 小型 

4★ 上新坟二组滑坡二 

辽宁省铁岭市铁岭县 

大甸子上新坟二组 

滑坡 3 10 15 中型 

5★ 通州伙洛村二组滑坡 

辽宁省铁岭市铁岭县 

白旗寨通州伙洛二组 

滑坡 3 9 24 小型 

6★ 通州伙洛村四组滑坡 

辽宁省铁岭市铁岭县 

白旗寨通州伙洛四组 

滑坡 5 12 48 小型 

7★ 孤家子村滑坡 

辽宁省铁岭市铁岭县 

白旗寨孤家子一组 
滑坡 5 16 42 小型 

8★ 阿达伙洛村三组滑坡 

辽宁省铁岭市铁岭县 

白旗寨阿达伙洛三组 
滑坡 3 8 32 小型 

9 阿达伙洛村四组滑坡 辽宁省铁岭市铁岭县 滑坡 1 3 7 小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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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旗寨阿达伙洛四组 

10★ 大河西村九组滑坡 

辽宁省铁岭市铁岭县 

白旗寨大河西九组 
滑坡 6 11 48 小型 

11★ 大河西村十组滑坡 

辽宁省铁岭市铁岭县 

白旗寨大河西十组 
滑坡 4 9 32 小型 

12★ 熊官屯土楼子村滑坡 

辽宁省铁岭市铁岭县 

熊官屯土楼子村 

滑坡 2 5 21 小型 

13 哈尔边村五组滑坡 

辽宁省铁岭市铁岭县 

白旗寨哈尔边五组 

滑坡 2 7 15 小型 

14 哈尔边村一组滑坡 

辽宁省铁岭市铁岭县 

白旗寨哈尔边一组 

滑坡 3 6 21 小型 

15 哈尔边村一组滑坡二 

辽宁省铁岭市铁岭县 

白旗寨哈尔边一组 
滑坡 1 4 8 小型 

16★ 鸡冠山乡学校滑坡 

辽宁省铁岭市铁岭县 

鸡冠山乡 
滑坡    小型 

17 业尔兴村滑坡 

辽宁省铁岭市铁岭县 

鸡冠山业尔兴村 
滑坡 2 6 21 小型 

18★ 金家沟一组崩塌 

辽宁省铁岭市铁岭县 

李千户金家沟一组 

崩塌 5 10 25 中型 

19 东催村崩塌 

辽宁省铁岭市铁岭县 

李千户东催村 

崩塌    小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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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老边台公路崩塌 

辽宁省铁岭市铁岭县 

大甸子老边台村 

崩塌   5000 小型 

21★ 腰寨子村一组崩塌 

辽宁省铁岭市铁岭县 

白旗寨腰寨子一组 

崩塌 1 2 7 小型 

22★ 熊官屯村崩塌二 

辽宁省铁岭市铁岭县 

熊官屯熊官屯凤凰山 
崩塌 1 2 21 小型 

23★ 鸡冠山公路崩塌 

辽宁省铁岭市铁岭县 

鸡冠山公路 
崩塌    小型 

24 温池村陈龙地沟崩塌 

辽宁省铁岭市铁岭县 

鸡冠山温池伙洛陈龙地

沟 

崩塌 1 4 7 小型 

25 
黑林子村（岭东）地面

塌陷 

辽宁省铁岭市铁岭县 

大甸子黑林子村 
地面塌陷    小型 

26 铁岭县 01 沉陷区 

辽宁省铁岭市铁岭县 

蔡牛镇北地村 
地面塌陷    小型 

27 铁岭县 02 沉陷区 

辽宁省铁岭市铁岭县 

镇西堡镇营盘村 
地面塌陷    小型 

28 铁岭县 03 沉陷区 

辽宁省铁岭市铁岭县 

双井子镇双树子村 

地面塌陷    小型 

29 铁岭县 04 沉陷区 

辽宁省铁岭市铁岭县 

双井子镇高家村 

地面塌陷    小型 

10 
 



 

30 铁岭县 05 沉陷区 

辽宁省铁岭市铁岭县 

双井子镇高家村 

地面塌陷    小型 

31 铁岭县 06 沉陷区 

辽宁省铁岭市铁岭县 

大甸子镇南康庄 

地面塌陷    小型 

32 铁岭县 07 沉陷区 

辽宁省铁岭市铁岭县 

李千户镇白梨屯 
地面塌陷    小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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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2 年地质灾害隐患点汛期检查记录表 
编号： 

名称  地点  

灾害类型  灾害规模  

地理坐标 东经  北纬  

潜在危害 受威胁人数（人）  经济损失（万元）  

监测方法  

监测责任人  职务  电话  

村防灾负责人  职务  电话  

乡（镇）防灾负责人  职务  电话  

隐 

患 

点 

基 

本 

情 

况 

县（市）防灾负责人  职务  电话  

时间  人员  

隐患点特征及活动

情况 
 
 

“两卡”发放情况  

汛前 
排查 
情况 

措施建议  

时间  人员  

隐患点特征及活动

情况 
 

防治措施落实情况  

汛中 
巡查 
情况 

存在问题  

时间  人员  

隐患点特征及活动

情况 
 

汛后 
核查 
情况 

防治措施完成情况  

填表人：                                       审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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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防灾工作明白卡 
编号： 

名称  
野外

编号
 

统一

编号
 

灾害位置  

类型及其规模  

诱发原因  

灾
害
基
本
情
况 

威胁对象  

监测负责人  联系电话  

监测的主要迹象  
监测的主要

方法和手段
 

监
测
预
报 

临灾预报的判据  

预定避灾地点  
预定报

警信号
 

预定疏散路线  

疏散命令发布人  
值班

电话
 

抢、排险单位  负责人  
值班

电话
 

治安保卫单位  负责人  
值班

电话
 

应
急
避
险
撤
离 

医疗救护单位  负责人  
值班

电话
 

本卡发放单位：                            持卡单位或个人： 
（盖章） 

 
 

联系电话：                                联系电话： 
发卡日期：                                持卡日期： 

注：此卡发至地质灾害防灾负责单位和负责人。



 

附件 4 

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防灾避险明白卡 
                                                                                                      编号： 

户主 
姓名 

 
家庭 
人数 

 
房屋

类别
 灾害基本情况 

家庭 
住址 

 名称  
野外

编号
 

统一

编号
 

姓名 性别 年龄 姓名 性别 年龄 灾害类型  
规模

（m3）
 

规模

等级
 

      
灾害体与本住 
户的位置关系 

 

      灾害诱发因素  

      

家庭 
成员 
情况 

      
本住户注意事项  

监测人  联系电话  
撤离 
路线 

 

负责人  
预警信号  

安置单 
位地点 

 
联系电话  

负责人  

监 
测 
与 
预 
警 预警信号

发布人
 联系电话  

撤
离
与
安
置 救护 

单位 
 

联系电话  
本卡发放单位：                    负责人：             联系电话：              户主签名：             联系电话： 
（盖章）                                                                                              发放日期： 

注：此卡发至受灾害威胁的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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