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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

防汛防台工作的若干意见

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省政府直属各单位：

为进一步健全完善防汛防台体制机制，不断提升台风洪涝灾

害科学防控水平，从源头上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真正把问题解

决在萌芽之时、成灾之前，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现提

出如下意见。

一、总体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重要论述精神，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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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围绕“不死人、少伤人、少损失”总目标，始终坚持“四个宁可”

“三个不怕”防汛防台理念，健全完善体制机制，强化灾害风险防

控，配齐配强应急力量，构建识别一张图、研判一张单、管控一张

表、指挥一平台、应急一指南、案例一个库“六个一”防汛防台工作

体系，确保监测预警、风险管控、隐患治理、抢险救援、恢复重建精

准有效，切实提升台风洪涝灾害科学防控能力。

二、主要任务

（一）完善防汛防台领导机制。

１．严格落实主体责任。按照属地为主、分级负责的原则，严格

落实防汛防台工作各级政府行政首长负责制、部门防汛岗位责任

制；县级以下实行县领导包乡、乡领导包村、村干部包户到人责任

制；原则上乡级防汛责任人由乡镇（街道）党政主要负责人担任，

村级防汛责任人由村（社区）两委主要负责人担任。（责任单位：

省应急管理厅，各市、县〔市、区〕政府；列第一位的为牵头单位，下

同。以下均需各市、县〔市、区〕政府落实，不再列出）

２．完善防汛防台应急管理体制。按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的

要求，健全完善各级防汛防台指挥机构（以下简称防指），制定防

指工作规则和应急工作指南，统筹指挥台风洪涝灾害防御工作。

各类功能区管理机构落实防汛防台工作职责。２０２０ 年主汛期前，

市县两级防指配齐配强防汛防台专业技术力量。（责任单位：省

应急管理厅、省委编办）

３．健全基层防汛防台组织。乡镇（街道）、村（社区）和企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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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按照基层防汛防台体系建设要求，明确职责和人员，在县级防

指和乡级党委、政府的领导下，做好本行政区域和本单位的防汛防

台工作。全面落实乡镇（街道）防汛防台主体责任，按照乡镇（街

道）“七个有”（有办事机构、有应急预案、有值班人员、有值班记

录、有信息系统、有抢险队伍、有防汛物资）、村（社区）“八个一”

（一张责任网格、一本预案、一套监测预警设备、一批避灾场所、一

批防汛物资、一套警示牌、一套宣传资料、一次培训演练）要求，加

强网格化管理，着力解决“最后一公里”问题。（责任单位：省应急

管理厅、省委编办）

（二）完善“一个口子”统筹协调机制。

１．规范预报预警和应急响应。建设自然灾害风险预报预警信

息统一发布平台，规范省市县三级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各级防

指统一发布启动（调整或结束）台风洪涝等自然灾害应急响应指

令，有关成员单位分区分级发布专业预警信息。（责任单位：省应

急管理厅、省自然资源厅、省建设厅、省水利厅、省农业农村厅、省

气象局）

２．规范信息报送和信息发布。各级防指负责归口报送防汛防

台各类信息，统一发布灾情险情，实现较大以上灾害信息 ３０ 分钟

内口头报告、１ 小时内书面报告省防指，重特大灾害 ５ 小时内发布

权威信息、２４ 小时内举行新闻发布会。（责任单位：省应急管理

厅）

３．规范救援力量和物资调度。完善抢险救援联动机制，省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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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统筹协调抢险救援队伍和物资，组织专家支援地方防汛抢险。

根据省防指要求，省军区、武警浙江省总队、省预备役师组织所属

民兵、武警、预备役部队参与抢险救援。省防指统一指挥消防救

援、专业救援、社会救援等力量参与抢险救援。各级防指指挥调度

抢险救援力量情况，按有关规定及时报告省防指。健全应急物资

装备联动保障机制，确保调得出、供得上、保障好。（责任单位：省

应急管理厅、省公安厅、省粮食物资局）

（三）完善风险识别评估机制。

１．强化风险识别排查。建立台风洪涝、风暴潮等自然灾害风

险统一调查监测评估制度，开展多灾种和灾害链综合监测分析，加

强汛前检查、汛中巡查、汛后复查，动态更新风险隐患清单，实行清

单化管理。（责任单位：省应急管理厅、省自然资源厅、省建设厅、

省水利厅、省农业农村厅、省气象局）

２．加强重点领域风险调查。开展自然灾害风险调查和重点隐

患排查，划定风险类型、风险等级和风险区域。研究制定地质灾害

风险区判定标准，开展乡镇（街道）１∶ ２０００ 地质灾害风险调查评

估。完善山洪灾害区域划定标准，开展山丘区山洪灾害调查评估，

全面识别山洪灾害防御区域。修编城镇内涝防治技术规范，开展

城市内涝风险点、地下空间等风险调查。继续开展渔港防台风等

级评估工作。（责任单位：省应急管理厅、省自然资源厅、省建设

厅、省水利厅、省农业农村厅、省气象局）

３．加强风险综合评估。在风险排查和调查基础上，科学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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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灾种的风险等级。２０２０ 年主汛期前，形成覆盖重点领域、重

点区域的灾害风险“识别一张图”。（责任单位：省应急管理厅、省

自然资源厅、省建设厅、省水利厅、省气象局、省大数据局）

（四）完善风险会商研判机制。

１．开展灾害形势分析。定期组织开展自然灾害风险分析和趋

势预测，共享监测预警信息，研判本地区、本系统灾害风险形势，形

成灾害形势分析报告。（责任单位：省应急管理厅、省自然资源

厅、省建设厅、省水利厅、省农业农村厅、省气象局）

２．加强专业会商研判。开展气象、洪涝、地质、海洋等灾害形

成机理研究，分析灾害阈值，推动多方参与基于多源监测预警信息

的会商研判，形成专业会商意见。（责任单位：省应急管理厅、省

自然资源厅、省建设厅、省水利厅、省农业农村厅、省气象局）

３．强化综合会商研判。构建涉灾部门、专家团队、地方政府等

参与的综合会商平台，密切关注重特大自然灾害发生发展全过程，

组织研判灾害风险，制定“研判一张单”。（责任单位：省应急管理

厅、省自然资源厅、省建设厅、省水利厅、省农业农村厅、省气象

局）

（五）完善综合监测预报预警机制。

１．提高综合监测精密度。在气象灾害、流域洪水、山洪、地质

灾害、海洋灾害、城市内涝等灾害高发易发区域和重点渔港增设监

测设施或站点，提高监测精密度。２０２２ 年底前，地面自动气象站

点加密至 ５ 公里网格，实现灾害高发易发区行政村全覆盖。（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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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省气象局、省应急管理厅、省自然资源厅、省建设厅、省水利

厅、省农业农村厅）

２．细化预测预报颗粒度。加快推进突发强对流天气监测预警

工程建设，加大台风、暴雨、洪水、地质灾害等要素预报的提前量，

提高网格降水预报产品的时空分辨率和准确率，提前 １—３ 天发布

台风警报，提前 ２４ 小时发布降雨预报，提前 １—３ 小时发布短临预

报；省级预报细化到县，市级预报细化到乡镇（街道），县级短临预

报细化到村（社区）。（责任单位：省气象局、省应急管理厅、省自

然资源厅、省建设厅、省水利厅）

３．提升风险预警精准度。完善自然灾害风险预报预警信息统

一发布机制，加强对易造成人员伤亡的小流域山洪、地质灾害风险

区的定点定向预警，快速预警到户到人到船。（责任单位：省应急

管理厅、省自然资源厅、省建设厅、省水利厅、省农业农村厅、省广

电局、省气象局、省通信管理局）

（六）完善风险隐患闭环管控机制。

１．实行隐患动态销号。全面实行各类灾害风险隐患清单化管

理，明确责任单位、整改措施、整改时间，落实动态销号。（责任单

位：省应急管理厅、省自然资源厅、省建设厅、省水利厅、省农业农

村厅）

２．建立风险“管控一张表”。量化细化管控举措，以工作告知

函、风险提示单、整改督办单等形式，督导落实风险管控，对重大风

险隐患挂牌督办，形成风险隐患闭环管控。（责任单位：省应急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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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厅、省自然资源厅、省建设厅、省水利厅、省农业农村厅）

３．推进自然灾害风险防控和应急救援平台建设。加快集成涉

灾部门数据资源，实现数据共享和业务协同。２０２０ 年 ９ 月底前，

构建精准高效智能的风险防控信息化平台。（责任单位：省应急

管理厅、省公安厅、省自然资源厅、省建设厅、省交通运输厅、省水

利厅、省农业农村厅、省文化和旅游厅、省粮食物资局、省大数据

局、浙江海事局、省地震局、省气象局）

（七）完善抢险救援机制。

１．加强应急救援队伍建设。加快建设一批洪涝台应急抢险救

援专业队伍，力争在 ２０２０ 年主汛期前培育 １５０ 支社会救援队伍。

加快推进应急救援航空体系建设，力争实现全省区域范围内 ４５ 分

钟响应、覆盖半径 １００ 公里。（责任单位：省应急管理厅、省公安

厅、省交通运输厅、省水利厅、省消防救援总队、民航浙江安全监管

局）

２．强化应急救援指挥协同。强化各类救援力量联动。建立应

急抢险救援车辆优先通行保障机制。强化海上（水面）救助打捞

能力建设和装备配置，建立海事、海警、渔业等搜救、执法船艇联合

救助体系。（责任单位：省应急管理厅、省公安厅、省民政厅、省交

通运输厅、省农业农村厅、省消防救援总队、浙江海警局、浙江海事

局）

３．健全防汛防台预案体系。规范应急响应程序，做好上级预

案与下级预案、总体预案与专项预案之间的衔接。２０２０ 年主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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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完成省市县乡四级应急预案修订，县级以上防指和乡镇（街

道）每年至少组织一次应急演练。（责任单位：省应急管理厅）

（八）完善人员安全转移机制。

１．优化人员转移标准。根据灾害风险转移标准和监测预报成

果，分类分级精准锁定转移区域和人员。２０２０ 年主汛期前，制定

与地质灾害、山洪灾害、城市内涝等风险等级相对应的人员转移标

准。（责任单位：省应急管理厅、省自然资源厅、省建设厅、省水利

厅、省农业农村厅、省文化和旅游厅）

２．落实人员转移方案。明确风险隐患类别、转移路线、避灾安

置点、转移责任人等要素，做到转移有标准、制度可执行、群众能配

合、安置有保障。（责任单位：省应急管理厅、省自然资源厅、省建

设厅、省水利厅、省农业农村厅、省文化和旅游厅）

３．强化安全转移措施。严格落实防汛责任人 １００％ 到岗履

职、渔船 １００％回港、回港船只 １００％落实防范措施、渔排养殖人员

１００％上岸、陆上危险区域人员 １００％撤离、危旧房屋和户外施工人

员 １００％转移“六个 １００％”要求，实行地毯式、网格化 ２４ 小时不间

断排查，并落实人员转移零报告制度，切实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

转。（责任单位：省应急管理厅、省自然资源厅、省建设厅、省水利

厅、省农业农村厅、省文化和旅游厅）

（九）完善防汛防台综合保障机制。

１．统筹推进重点领域灾害防治工程建设。加快推进地质灾害

隐患点综合治理，加大地质灾害风险区识别排查和动态管控，划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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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风险区。加强小流域山洪灾害防治，实施防汛抗旱水利提升工

程。落实城市防水排涝专项规划，２０２２ 年主汛期前，基本消除现

存易淹易涝点，完善防涝设施设备配备标准并落实到位。全面落

实港长制，持续推进标准渔港和避风锚地建设。（责任单位：省应

急管理厅、省自然资源厅、省建设厅、省交通运输厅、省水利厅、省

农业农村厅）

２．推进应急指挥中心建设。融合各专业部门数据资源，构建

应急“指挥一平台”，２０２０ 年主汛期前，完成省市两级指挥平台建

设，实现视频会商系统省市县乡全贯通、基层应急管理移动式指挥

平台延伸至村（社区）。（责任单位：省应急管理厅、省大数据局）

３．健全应急物资保障体系。加强应急物资装备储备统一规

划，强化装备技术支撑。加快推进省市县储备库建设，分行业、分

区域落实应急物资储备，优化物资品种和储备布局。２０２０ 年主汛

期前，实现多灾易灾乡村卫星电话、应急发电机、排水泵等物资配

备全覆盖。（责任单位：省应急管理厅、省发展改革委、省自然资

源厅、省建设厅、省交通运输厅、省水利厅、省农业农村厅、省粮食

物资局）

４．加强防汛防台培训和宣传。健全党政领导干部培训机制，

编好用好“应急一指南”，加大基层责任人培训力度，每年汛期前

至少组织一轮培训。推动防灾减灾宣传进企业、进农村、进社区、

进学校、进家庭，提升全民防灾避灾意识和能力。建立防汛防台

“案例一个库”，发挥案例警示教育作用。（责任单位：省应急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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厅）

５．提高基层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推进全省农村应急广播体系

建设，２０２０ 年主汛期前实现全覆盖。修订避灾安置场所建设与管

理规范标准，优化县乡村三级避灾安置场所布点，２０２２ 年村级避

灾安置场所规范化建设达到 ６０％以上。加强基层气象防灾减灾

救灾标准化建设，２０２２ 年基本建成气象防灾减灾救灾“第一道防

线”示范省。做好灾后恢复重建，力争灾害发生后 １—２ 天内完成

环境清理恢复，３ 天内全面恢复供电、供水和通信，５ 天内主要道路

全面恢复通车。（责任单位：省应急管理厅、省建设厅、省水利厅、

省交通运输厅、省广电局、省气象局、省电力公司、省通信管理局）

三、加强组织领导

（一）强化规划引领。各地要切实担负起促一方发展、保一方

平安的政治责任，将应急管理事业改革发展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总体规划，做好与国土空间规划等的衔接。加强国土空间用

途管制，结合村镇集聚发展要求，科学布局农村基础设施。

（二）加大投入保障。省财政按照省级自然灾害救助资金应

急机制，筹措安排省级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强化资金保障。各级财

政要安排专项资金保障防汛防台工作。加大省市财政转移支付统

筹力度，研究制定避灾转移安置、灾后重建扶助政策。发挥政府和

市场合力，加快研究制定巨灾保险制度，建立健全多方风险共担机

制。

（三）优化考核评价。各地要将防汛防台工作纳入政府班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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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员职责清单；加强重大自然灾害复盘评估，全面落实追责问责机

制，对玩忽职守造成损失或重大社会影响的，依规依纪依法追究责

任；将推进台风洪涝灾害科学防控能力提升作为干部政绩考核的

内容。

浙江省人民政府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２９ 日

（此件公开发布）

—１１—



抄送：省委各部门，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协办公厅，省军区，省监委，省

法院，省检察院。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６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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