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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则 

为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

全会以及省委十四届八次会议、省委经济工作会议、全国自然

资源工作会议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

工作系列重要论述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切实做好

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最大限度避免和减少地质灾害造成的人员

伤亡和财产损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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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地质灾害防治条例》

等法律法规和《庆元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

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庆元县地质灾害“整体智治”

三年行动方案（2020-2022）》以及《丽水市地质灾害防治“十

四五”规划》等规划文件，编制《庆元县地质灾害防治“十四

五”规划》（以下简称为《规划》）。 

本规划所指的地质灾害包括自然因素和人为活动引发的危

害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崩塌、滑坡、泥石流、地面塌陷等与地

质作用有关的灾害。 

本规划是庆元县“十四五”基础设施类一般专项规划，是

规范庆元县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纲领性文件，是依法开展和监

督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重要依据，适用于全县范围。 

规划以 2020 年为基准年，规划期为 2021-202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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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现状与形势 

（一）经济社会发展概况 

庆元县位于浙江省西南部浙闽交界山区，北与龙泉市、景

宁畲族自治县接壤，东、西、南与福建省寿宁、松溪、政和三

县交界，庆元县现辖19个乡级行政区、9个社区居民委员会、192

个村民委员会724个自然村，全县总面积1898平方千米，县政府

驻地松源街道，截至2020年末，全县户籍人口20.29万人。“十

三五”以来，庆元经济社会取得长足发展，奋力开辟了“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高质量绿色发展的新境界，全县地区生产

总值从2015年末的57.02亿元增长到2020年的78.93亿元，年均

增长率达到6.72%，经济持续快速增长。 

庆元县是浙江省地质灾害最严重、受威胁人口最多的县之

一，十三五期间建成同心新村（全省最大）、同舟小区、蒲潭

安置小区，搬迁安置10824人，保障了受灾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维护了社会正常的生活生产秩序，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对维护社

会稳定、建设美丽庆元，实现全县人民富裕安康发挥重要的保

障作用。 

（二）地质灾害概况 

1.地质环境背景 

庆元县山势险峻，地势上北东高，西南低，全境峡谷深切，

海拔1500米以上的山峰有23座，其中百山祖主峰海拔1857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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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浙江省第二高峰；西部新窑村为全县最低点，海拔 240 米，

相对高差达 1617 米。地形坡度 25°以上的陡坡占 75.9%，地质

构造复杂，境内广泛分布中生代火山碎屑岩，占全县面积的80%，

其次为变质岩，约占全县面积的 8%。 

2.地质灾害现状 

庆元县每年雨季较长，暴雨等灾害性天气频发，山区受强

降雨及地势影响易引发地质灾害。主要地质灾害类型为崩塌和

滑坡，泥石流在山区沟谷偶有发生。 

截至 2020 年底，全县已查明地质灾害隐患共 291 处，“十

三五”初期，全县纳入管理地质灾害隐患点 210 处，期间新增

11 处，完成 208 处隐患点的核销，现有地质灾害隐患点 13 处，

其中滑坡 7处，崩塌 2处，泥石流 4 处，共计威胁人口 205 人，

威胁财产 1610 万元。 

庆元县现有地质灾害风险防范区 180 个，其中重点防范区

13 个，次重点防范区 23 个，一般防范区 144 个，共计威胁人

口 1225 人，威胁财产 6285 万元。 

（三）“十三五”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成效 

1.地质灾害调查工作不断深化。“十三五”期间，庆元县

完成农村山区调查，启动黄田镇、淤上乡 1:2000 地质灾害风险

调查工作；建成庆元县地质灾害风险“一张图”，地质灾害防

治从隐患点防控向风险点防控转变，从以往的被动管理逐步向

地质灾害源头主动管理转变。全县不断加强建设项目地质灾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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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性评估工作管理力度，自 2016 年以来共完成地质灾害危险

性评估 600 余宗。 

2.地质灾害监测预警不断加强。全县地质灾害群测群防体

系不断健全完善，地质灾害隐患点和风险防范区均落实防灾责

任人和群测群防员，群测群防员队伍从 100 名增加到 127 名，

对全县重大地质灾害隐患点安装专业监测设备，风险点安装普

适性监测设备，通过地质环境和地质灾害致灾机理研究，积累

了相关的监测经验和工作方法。截至 2020 年底，全县累计建成

地质灾害监测点 10 处，建成山区雨量监测站 9处。 

3.地质灾害综合治理成效显著。庆元县通过“大搬快治”

三年行动，完成 208 处灾害点的核销工作（其中搬迁避让 102

处，工程治理 47 处），减少受威胁人数 17694 人，截至 2020

年底，全县仅剩 13 处地质灾害隐患点；有 4 名地质灾害防灾

工作者、1 个乡镇被省政府办公厅表彰为先进个人、先进集体。 

4.地质灾害应急防治能力显著提升。县委县政府成立了以

分管县领导为总指挥的县地质灾害应急指挥部，按照分级负责

和逐级提升的原则，明确各乡（镇、街道）政府在地质灾害应

急处置、应急响应启动和抢险救灾方面的主体责任。制定突发

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建立灾害预报、险情巡查、灾情速报、应

急值守制度，健全信息共享机制，“十三五”期间共应急处置

灾险情 70 余起，处置率达 100%，成功预报避免人员伤亡 170

人。建立以地勘技术力量为主的应急专家库，储备了应急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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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了应急处置能力。“十三五”期间，全县累计开展集中性

应急演练 3次、分散性应急演练 6 次，参演人数 600 余人次。 

5.着手探索地质灾害风险管控体系。按照地质灾害防治从

隐患管理向风险防控转变的要求，根据全省地质灾害风险防范

区划定相关要求，全县划定 180 个地质灾害风险防范区，谋划

建立地质灾害风险管控体系，进一步加强地质灾害监测预报工

作，提高地质灾害管控水平。 

6.地质灾害宣传培训持续深入。庆元县高度重视地质灾害

防治相关法律法规及科普知识的宣传、培训工作，深入学校、

街道、广场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地质灾害防治科普宣传活动，邀

请地质灾害防治专家，利用 “世界地球日”主题宣传周和“防

灾减灾日”宣传周等， 大力宣传地质灾害防治政策法规以及预

防、避险、自救和互救等知识，对乡镇地质灾害防治责任人、

监测人员进行多次培训。 

累计开展现场宣传活动达二十余场，发放资料超过 3000

份，增强了广大群众和在校学生地质灾害防灾减灾意识，提高

了自救互救能力。对基层地质灾害防治工作人员开展业务培训

超过 5场，通过举办地质灾害知识普及讲座，受训人员超过 600

人次，进一步提升了基层工作人员的防灾业务能力。 

（四）面临形势 

 “十四五”期间，全县的社会经济继续持续快速发展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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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扩建、改建，交通、水利建设及采矿等工程活动日渐增长，

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和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地质灾害

防治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地质灾害防治工作面临新的挑战。 

1.地质灾害防治工作面临更高的要求。党的十九届五中全

会提出，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把保护人民生命安全摆在

首位，全面提高公共安全保障能力；省委省政府明确提出要切

实纠正和克服四种错误思想，切实加强风险识别、风险研判、

预警预报、风险管控和应急指挥，努力提升地质灾害隐患点治

理和地质灾害风险区风险管控能力，部署开展地质灾害“整体

智治”三年行动；丽水市委市政府要求全面落实总体国家安全

观，强化“大平安”理念，高水平建成平安浙江示范区，全面

提升自然灾害特别是地质灾害、台风洪涝灾害等的监测预警和

防御能力。当前，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已进入地质灾害隐患和风

险区双控的新阶段，必须全面提升地质灾害防灾避险能力。 

2.地质灾害防治形势依然严峻。庆元县复杂的地质环境背

景没有改变，梅雨期持续降雨和台汛期降雨等极端天气的不利

影响依然存在，加之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各类工程活动对地质

环境影响不断增大，地质灾害风险和压力将持续增大，未来一

段时间内全县地质灾害仍将呈易发多发态势，造成人员伤亡的

风险依然存在，地质灾害防治工作依旧面临较大压力。 

庆元县地质灾害防治管理人才和专业技术人才缺乏，技术

支撑力量薄弱。每年汛前检查、汛中排查、汛后核查时往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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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不足。突发性地质灾害应急调查、评估、监测等大量技术性

工作，主要由地勘单位承担。 

3.地质灾害防治工作仍然存在薄弱环节。受工作精度、技

术方法和手段等多种因素影响，以及对地质灾害发生机理和成

灾规律认识不足等原因，重大风险隐患还不能及时识别，地下

水动态监控尚未进行，针对不同区域、不同降雨类型的地质灾

害预警模型和降雨阈值总结研究还不够，风险预报预警精准度

还不够。地质灾害防治与国土空间规划尚未有机结合，通过国

土空间用途管制、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生态修复等源头降低地

质灾害风险亟需加强。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方法应用

不够，尚未实现对地质灾害数据的有效集成、统一管理、科学

分析。面对地质灾害风险防控的新要求，相关工作机制亟需完

善。 

三、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两个坚持、三个转变”等防灾减灾工作系

列重要论述精神，围绕“不死人、少伤人、少损失”的总目标，

坚持“四个宁可，三个不怕”防汛防台工作理念，遵循系统观

念和方法，创新地质灾害风险管理体制，全力推进地质灾害防

治工作数字化改革，积极探索地质灾害综合治理新模式，着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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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地质灾害“整体智治”能力。 

（二）基本原则 

1.以人为本，预防为主。把保护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放在

首位，将受地质灾害威胁的人类活动聚集地、重大工程和开发

区作为防治重点。坚持预防为主、避让与治理相结合，不断完

善群测群防，最大限度减少地质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和人员伤

亡，加强地质灾害调查评估工作，提高应急避险和快速救援处

置能力。强化地质灾害易发区内建设项目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

工作。 

2.统筹规划、突出重点。针对地质灾害现状和防治实际，

结合《庆元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

五年远景目标纲要》，综合考虑不同乡镇地质灾害特点和社会

经济发展水平，科学安排地质灾害调查评价、监测预警、综合

治理和应急防治任务，统一规划，分阶段实施，因地制宜，选

择地质灾害高易发区和重点地质灾害防治工程，集中力量加以

突破，以点带面推进全县地质灾害防治工作。 

3.技术创新、注重成效。应用新理论、新方法研究我县地

质灾害发灾规律和致灾机理，坚持群测群防与专业监测相结合，

充分运用新技术、新手段开展地质灾害监测，推进地质灾害治

理，提升防灾减灾水平。创新庆元县地质灾害防治工作体制机

制，进一步提升地质灾害防治管理工作规范化和科学化水平。

强化地质灾害科学管理，以风险隐患双控为目标，提高地质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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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防灾减灾效果。 

4.依法依规，合力防灾。加强地质灾害防治法律法规、管

理制度体系建设，强化县、乡镇（街道）人民政府的地质灾害

防治主体责任，充分调动相关部门和社会各界的积极性，合力

做好地质灾害防治工作。 

（三）规划目标 

1.总体目标。全面完成省、市级地质灾害防治“十四五”

规划和省、市地质灾害“整体智治”三年行动下达的各项指标

任务，健全地质灾害风险防控争先的综合防治新体系，加强地

质灾害治理工程监督管理，提升地质灾害监测预警能力，实行

地质灾害隐患即查即治，加强地质灾害风险识别和源头管控，

推动地质灾害防治科技创新，最大限度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

安全。 

2.具体目标。结合《庆元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

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今后五年全县地质灾

害防治要完成以下具体目标： 

——调查监测精度大幅提高。完成全县 1:50000 地质灾害

风险普查；高易发区乡镇（街道）1:2000 地质灾害风险调查全

面覆盖；累计建成地质灾害专业监测点 20 处，新增山区雨量监

测站 27 处，建成地下水动态监测井（眼）2 处，重点地质灾害

风险防范区专业监测全覆盖。 

——预警应急能力全面提升。加强地质灾害应急队伍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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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建地质灾害应急救援队伍；重点风险防范区地质灾害应急预

案演练全覆盖，应急能力全面提升。 

——综合治理水平日益凸显。实施完成 18 处地质灾害隐患

点或风险防范区避让搬迁和工程治理，新增地质灾害隐患按“即

查即治”原则有效处置。 

——人才培养逐步健全。加强全县地质灾害防治管理队伍

和专业技术创新团队人才培养，提升人才队伍素质；进一步加

强地质灾害防灾减灾文化建设。 
庆元县地质灾害防治“十四五”规划重点指标 

序号 类别 指标名称 单位 
2020 年现

状 

2025 年目

标 
指标属性 

1 

调查监测 

庆元县 1：5 万风险普查 个 0 1 约束性 

2 
乡镇（街道）1:2000 地质灾

害风险调查评价 
个 0 6 约束性 

3 专业监测点 个 10 20 约束性 

4 新增雨量监测站 个 10 27 约束性 

5 地下水动态监测井（眼） 个 0 2 约束性 

6 预警应急 
重点风险防范区应急演练覆

盖率 
% 0 100 约束性 

7 
综合治理 

地质灾害综合治理 处 / 18 约束性 

8 新增地质灾害隐患点处置率 % / 100 约束性 

9 数智管理 “地灾智防”APP 使用人数 人 200 400 预期性 

10 人才队伍 地质灾害应急队伍建设 个 / 1 预期性 

注：约束性指标，是指须严格管控，确保实现的指标；预期性指标，是指通过

规范引导，力争实现的指标。 

四、加强地质灾害“三区一点”管理 

（一）地质灾害易发区 

根据地形地貌、岩土体、地质构造、水文地质条件和人类

工程活动等因素，结合已有地质灾害隐患点分布规律、发育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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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和危险性，将全县地质灾害易发区划分为 4个高易发区（A）、

12 个中易发区（B）、1个低易发区（C）及 5个不易发区（D）。 

1.高易发区（A） 

全县共有地质灾害高易发区 4 个，面积 95.27 平方千米，

占全县面积的 5.01%。分别分布在黄田镇中部、屏都街道西部、

淤上乡东部、隆宫乡中部，共分布 5 处地质灾害隐患点；现有

地质灾害风险区 42 个，影响人数 208 人，影响财产 1095 万元。 

管理措施： 

（1）根据国土空间规划和用途管制要求，严格控制区内重

大工程活动，引导新建工程尽量避开； 

（2）加强对地质灾害风险防范区的管理力度； 

（3）实现乡镇（街道）地质灾害风险调查评价全覆盖； 

（4）加大地质灾害隐患和重点、次重点地质灾害风险防范

区避让搬迁和工程治理力度； 

（5）区内所有工程建设项目均应进行地质灾害危险性评

估，从源头上预防地质灾害； 

（6）完善群测群防网络，加强监测预报预警； 

（7）编制年度地质灾害防治方案，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全部

编制应急预案，发放防灾避险明白卡，建立避灾安置点； 

（8）规范人类工程活动，保护好地质环境； 

（9）加强宣传教育，提高广大干部群众防灾、救灾和互救

能力，开展防灾减灾演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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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易发区（B） 

全县共有地质灾害中易发区 12 个，面积 281.17 平方千米，

占全县面积的 14.81%。主要分布在黄田镇、屏都街道、松源街

道、淤上乡、隆宫乡、五大堡乡、左溪镇、举水乡共 8 个乡镇

（街道）。共分布 6 处地质灾害点；地质灾害风险防范区 82 个，

影响人数 645 人，影响财产 3460 万元。 

管理措施： 

（1）加强城镇单元详细规划（包括村庄规划）、工程建设

和农村建房的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工作； 

（2）加强对地质灾害风险防范区的管理力度； 

（3）加大地质灾害隐患和重点地质灾害风险防范区避让搬

迁和工程治理力度； 

（4）完善群测群防网络，加强监测预报预警； 

（5）编制年度地质灾害防治方案，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全部

编制应急预案，发放防灾避险明白卡，建立避灾安置点； 

（6）规范人类工程活动，保护好地质环境； 

（7）加强宣传教育，提高广大干部群众防灾、救灾和互救

能力，开展防灾减灾演练。 

3.低易发区（C） 

全县共有地质灾害低易发区 1个，面积 1498.18 平方千米，

占全县面积的 78.93%。庆元县各乡镇均有分布，涉及 15 个乡

镇（街道）。共分布 2 处地质灾害点；现有地质灾害风险防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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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 56 个，影响人数 372 人，影响财产 1730 万元。 

管理措施： 

（1）加强城镇单元详细规划（包括村庄规划）、工程建设

和农村建房的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工作； 

（2）加强对地质灾害风险防范区的管理力度； 

（3）按计划做好区内地质灾害治理或受威胁居民的避让搬

迁工作； 

（4）完善群测群防网络，加强监测预报预警； 

（5）编制年度地质灾害防治方案，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全部

编制应急预案，发放防灾避险明白卡，建立避灾安置点； 

（6）加强宣传教育，提高广大干部群众防灾意识。 

4.不易发区（D） 

全县共有地质灾害不易发区 5 个，面积 23.06 平方千米，

占全县面积的 1.21%。主要分布在庆元县西部河谷盆地、山间

平地一带，区内无地质灾害隐患点和地质灾害风险防范区。 

管理措施和要求： 

（1）规范人类工程活动，切实保护地质环境； 

（2）村民建房和其他工程活动要做好预防工作，防止引发

地质灾害和地基不均匀沉降； 

（3）区内重要工程建设及集镇、村庄选址，建议进行地质

灾害危险性评估； 

（4）加强宣传教育，提高广大干部群众防灾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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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地质灾害防治区 

依据全县地质灾害易发区分布，考虑地质环境条件，结合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重大工程布局，将全

县地质灾害防治区划分为 8 个重点防治区（ZD）、2 个一般防

治区（YB）。 

1.重点防治区 

全县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共有 8 个，主要分布在黄田镇、

屏都街道、五大堡乡、隆宫乡、淤上乡、举水乡等地，总面积

约 383.3 平方千米，占规划总面积 20.19%。高易发区全覆盖，

中易发区覆盖率 55.15%，低易发区覆盖率 15%。区内确定重点

防治乡镇（街道）13 个，重点防治村（社区）44 个。分布 12

处地质灾害隐患点；现有地质灾害风险防范区 86 个，影响人数

633 人，影响财产 3241 万元。 

管理措施： 

（1）对区内地质灾害隐患点、重点风险区实施避让搬迁或

工程治理措施； 

（2）对区内重要交通干线、居民集中点附近的地质灾害隐

患点、风险区制定汛期巡查制度，并对监测人员定期进行防治

知识培训； 

（3）严格执行建设工程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制度； 

（4）加强地质灾害防治宣讲工作，提高地质灾害预警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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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加强地质灾害应急演练，提高地质灾害易发区广大群众

防灾避险和自救能力； 

（5）进一步完善群测群防网络、监测预报预警体系；健全

应急处置、救援体系，加强地质灾害施工监管。 

防护重点：庆元县城区，衢宁铁路、G528 国道、S329 省道、

旅游景点、屏都工业园区、村庄等人口集聚区等。 

2.一般防治区 

全县乡镇（街道）均有分布，面积 1514.39 平方千米，占

全县面积 79.8%。分布 1 处地质灾害点；现有地质灾害风险防

范区 94 个，影响人数 592 人，影响财产 3044 万元。区内人类

工程活动主要为集镇、人口集中居住区、交通干线等，总体上

改造地质环境的人类工程活动强度一般。 

管理措施： 

（1）对区内重点、次重点风险防范区实施避让搬迁或工程

治理； 

（2）本区地质灾害防治工作以预防为主，加强汛期地质灾

害防御工作； 

（3）做好地质灾害点的监测预报预警； 

（4）认真执行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制度； 

（5）规范人类工程活动，有效避免人为引发地质灾害； 

（6）保护地质生态环境，科学合理规划建设用地。 

防护重点：集镇、人口集中居住区、交通干线等、水库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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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旅游风景区等。 

（三）地质灾害风险防范区 

地质灾害风险区是指在一定时期内，可能因地质灾害造成

人员伤亡或其他损失的区域，根据地质灾害风险高低的不同，

划分为极高、高、中、低风险区。地质灾害风险防范区是对中

及以上级别风险区进行管理的特定区域。庆元县现有 180 处地

质灾害风险防范区，其中重点风险防范区 13 个，次重点风险防

范区 23 个，一般风险防范区 144 个。 

管理措施： 

（1）每年按照汛期前、梅汛期中、汛期后等三个时间节点，

做好新增、核减、调整等动态更新； 

（2）对重点、次重点风险防范区按照轻重缓急，有计划地

实施专业监测； 

（3）确定风险阈值，并结合年度地质灾害发生情况，原则

上每年开展一次风险阈值评估调整工作； 

（4）做好预警预报、应急调查、灾害评估和动态监测等工

作； 

（5）重点风险防范区内原则上，不得再安排新建农民建房

用地指标；次重点、一般风险防范区内新建农民住房要在科学

评估的基础上，提前落实好防范措施； 

（6）对重点、次重点风险防范区优先采取区域性、系统性

综合治理手段，从源头上降低地质灾害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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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将地质灾害风险防范区信息、群测群防员信息、监测

预警信息等全部纳入“风险码”统一管理，大力推广应用“地

灾智防”APP。 

（四）及时确定地质灾害隐患点，落实防范措施 

截至 2020 年底，庆元县共有地质灾害隐患点 13 处，规模

均为小型，按照“即查即治”要求，其中搬迁避让 4 处，工程

治理 9处。 

管理措施：按照“即查即治”要求，落实避让搬迁、工程

治理、专业监测等综合治理措施，落实地质灾害隐患综合治理

资金，及时消除隐患，做好巡查监测和隐患监管等工作。 

五、强化地质灾害五大体系建设 

（一）地质灾害调查监测体系建设 

1.加强地质灾害风险隐患早期识别。充分应用高分辨率卫

星遥感、无人机航摄、物探、钻探和山地工程等手段，开展高

中易发区乡镇地质灾害风险隐患遥感识别、重点地区高精度调

查和地质灾害风险区划，摸清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底数，细化完

善地质灾害风险防范区划定。同时开展日常的地质灾害巡查、

监测，全面掌控县域范围内地质灾害发育情况以及风险动态变

化情况。 

2.强化地质灾害风险动态评估。对已查明的地质灾害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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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和划定的地质灾害风险防范区，以及地质灾害中等以上易发

区内乡镇、学校、医院、旅游景点、村庄等人口集聚区和重要

基础设施等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开展地质灾害汛前排查、汛

中巡查和汛后核查，及时掌握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变化情况，落

实防灾责任和防范措施，动态更新地质灾害风险“一张图”。 

3.完善地质灾害监测网络。按照“专群结合、全面覆盖”

的要求，深入推进地质灾害隐患点、风险防范区等分类分级监

测，提高监测覆盖面、精准度、时效性。推广运行可靠、功能

简约、精度适当、经济实用的普适型地质灾害专业监测仪器，

建立覆盖重点地质灾害风险防范区和地质灾害隐患点的专业监

测网络。统筹气象、水利部门的雨量监测数据，适当加密山区

雨量监测站布设。将地质灾害群测群防纳入基层治理“四个平

台”，强化网格化管理运行，明确网格事务和职责，加强地质

灾害防治知识培训，切实提高全县地质灾害群测群防水平。 

（二）地质灾害预警应急体系建设 

1.加强地质灾害专业监测预警系统建设  

充分利用现有地质灾害监测预警网络综合监管系统，对重

要地质灾害点、重点防范区布设专业监测仪器进行实时自动化

监测，对监测数据实时分析，研究地质体变形趋势，结合群测

群防，适时发出预警预报信息，为紧急避险提供预警依据。对

已完成治理或搬迁计划的重要地质灾害隐患点，监测工作延续

进行，作为区域监测控制点，由点及面，点面结合，为地质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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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气象预警提供科学依据。  

2.地质灾害群测群防体系建设  

以现有地质灾害群测群防体系为基础， 健全群测群防雨前

排查、雨中巡查和雨后复查的“三查”工作制度，配置简易监

测工具和移动巡查终端（地质灾害智防App），建成更加完善、

覆盖全县隐患点和风险防范区的群测群防体系。 

3.推进监测与预警。深入推进地质灾害隐患点、风险防范

区等分类分级监测，提高监测覆盖面、精准度、时效性，继续

增加普适型监测仪器装备应用；加强本县地质灾害降雨阈值研

究，提升全县地质灾害预报预警水平；统筹气象、水利等部门

雨量监测站数据，加密山区雨量监测站布设。 

4.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报系统建设  

进一步完善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系统，实现与各级气象、

水利部门的实时信息共享，构建完善的信息网络平台。充分利

用专业监测预警和群测群防监测预警成果，细化区域地质灾害

气象预警，逐步提高我县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精度和准确性。

加强部门合作，完善地质灾害预警会商和联动机制，科学研判

地质灾害发生的可能性，及时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为

全县相关部门应急响应提供工作指引。健全预报预警信息发布

机制，充分利用电视、广播、短信、电话、微信等各类通讯传

播方式，实现在汛期，特别是遭遇严重灾害性天气时，能够根

据雨情、险情的变化，对重要地质灾害隐患点和风险防范区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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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 

（三）地质灾害综合治理体系建设 

1.加强地质灾害隐患综合治理。进一步巩固地质灾害隐患

综合治理“除险安居”三年行动成果，全县实施地质灾害隐患

点避让搬迁和工程治理；对新发生的地质灾害隐患，按照“即

查即治”要求，及时消除地质灾害隐患。 

2.探索地质灾害工程治理新模式。因地制宜，结合扶贫开

发、大搬快聚、生态移民、乡村振兴建设、土地整治等，有计

划、有步骤地开展地质灾害危险区内民众搬迁避让，为搬迁群

众提供长远生产、生活条件。 

（四）地质灾害数智管理体系建设 

按照地质灾害风险调查评价数据矢量化、规范化、集成化

和信息化的管理要求，在现有庆元县地质灾害风险“一张图”

基础上，结合庆元县以往地质环境调查和地质灾害调查评价相

关工作成果，建立目标统一，运作高效、安全便捷、上通下达、

信息齐全的全县地质灾害数字化管理体系，实现互联互通、资

源共享、全天候、全方位、全流程的地质灾害动态管理，全面

提升庆元县地质灾害数字化管理能力。 

（五）地质灾害人才队伍体系建设 

1.优化人才队伍。加强地质灾害应急救援队伍建设，建立

完善专业培训机制，提高基层管理服务能力。加强专业技术人



 

 21 

才队伍建设，加大中青年骨干的培养力度，每年定期开展地质

灾害群测群防员、网格员和乡镇干部的地质灾害专业知识培训，

强化“驻县进乡”地质队员的技术支撑服务职能。 

2.加强文化建设。进一步挖掘新时代地质灾害防灾减灾文

化精神内涵，开展多层次、多形式的地质灾害防治公益宣传教

育活动。 

六、重点工程 

（一）调查监测体系建设工程 

1.地质灾害风险普查与调查。完成庆元县 1:5 万地质灾害

风险普查调查评价工作，完成黄田镇、淤上乡、松源街道、屏

都街道、隆宫乡和五大堡乡 1:2000 地质灾害风险调查评价工

作。 

2.地质灾害风险动态评估。开展地质灾害汛前排查、汛中

巡查、汛后复查，及时掌握地质灾害隐患点、风险区变化情况，

落实防灾责任和防范措施，动态更新地质灾害风险“一张图”。

依据 “三查”工作成果，对于新出现和需要升级的风险防范区，

由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邀请地质灾害防治专家对现场进行实地

认定，提出升级、增加或核减意见，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根据

专家意见完成动态调整，实现地质灾害隐患点、风险防范区动

态、科学、有效的管理。 

3.地质灾害专业监测点建设。全县累计建成地质灾害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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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点 20 个，做好专业监测仪器设备维护，完善专业监测网络；

统筹气象、水利等部门雨量监测站数据，加密山区雨量监测站

布设，新增山区雨量监测站 27 处。 

4.地下水动态监测。按照全省地下水—地面沉降风险管控

系统的要求，进一步完善地下水动态监测网络建设。自然资源

部门牵头新建地下水动态监测井 2 眼，所选水井打出孔隙潜水，

安装地下水自动化监测设备，开发地下水监测数据展示平台，

其监测设备数据要与丽水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地下水监测数据

库实现对接。 

（二）预警监测体系建设工程 

1.完善地质灾害群测群防体系。完善地质灾害群测群防体

系，加强组织领导，配备专职人员和必要装备，提高防灾业务

能力，织密各村、镇群测群防网络，开展地质灾害日常巡查和

简易监测，做到对地质灾害的及时发现、快速预警和有效避让，

构建高效、顺畅的群测群防工作机制。针对重要地质灾害隐患

点，不定期组织受威胁群众开展紧急避险演练，提高居民避险

意识和逃生技能。 

2.落实省、市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响应。进一步开展地

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研究，逐步提高地质灾害监测水平和气象

风险预警准确性。加强部门合作，完善地质灾害预警会商和联

动机制，密切关注雨量变化情况，结合各乡镇地质环境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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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研判地质灾害发生的可能性，及时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

预警。研究规范我县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应对要求，为各乡

镇相关部门应急响应提供工作指引。 

（三）综合治理体系建设工程 

1.地质灾害风险隐患综合治理。继续做好地质灾害综合治

理工作，完成 13 处地质灾害点、5 处重点风险防范区的避让搬

迁或工程治理工作。严格执行治理工程项目备案制度、工程质

量和安全生产监督制度，加强避让搬迁核销地质灾害隐患点安

全监管，结合全域土地综合治理与生态修复，有效消除生态安

全隐患。健全竣工地质灾害治理工程管护体系，开展管理和维

护情况大检查，确保充分发挥防灾功效。 

2.地质灾害隐患“即查即治”机制。“十四五”期间新发

生的地质灾害，均采取应急排险、勘察设计、工程治理、避让

搬迁等防治措施消除隐患点，预计每年有 5 处地质灾害隐患点

需进行防治，新增地质灾害隐患点处置率 100%。 

（四）完善人才培养体系工程 

1.完善地质灾害防治人才培训体系。形成定期与不定期结

合的地质灾害防治业务培训，邀请省、市级地质灾害防治专家、

学者进行授课培训，培训对象为县分管领导、乡镇分管干部，

基层所、乡镇基层干部、村群测群防员，强化地质灾害防治意

识，提升参训人员的识灾能力、管理水平、决策能力、综合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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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培训内容涵盖地质灾害政策法规、防灾避灾基础、专业技

术理论、基层防治管理。 

2.加强地质灾害防灾科普教育。以新时代地质灾害防灾减

灾文化“五个一”工程为指导，进一步完善丰富地质灾害宣传

教育相关内容。编制地质灾害防治科普宣传片、科普读物、短

视频等宣传教育材料，开展多层次、多形式的地质灾害防治公

益宣传活动。 

3.制定地质灾害防治激励机制。对在地质灾害防治工作中

作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各级政府应给予奖励，对积极支持

做好“群测群防”工作的个人进行表彰和奖励；对提供地质灾

害临灾信息，避免和减少了人员伤亡的个人给予奖励；对举报

诱发地质灾害责任人的举报者给予奖励。充分调动和发挥各级

地质灾害防治管理部门、管理工作者和广大干部群众防治地质

灾害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扩大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社会影响，

促进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深入开展。 

七、保障措施 

（一）加强部门协作，提高综合防灾能力 

地质灾害预防是一项社会公益性事业，在县委县政府统一

领导下成立地质灾害防治领导小组，县自然资源规划、城建、

交通、环保、气象、农林及乡镇多部门协作，明确地质灾害防

治工作任务、职责，加强部门的配合，发挥综合优势，提高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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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防灾减灾的能力和水平。 

（二）加强资金保障，建立防治经费投入良性机制 

建立政府、社会和责任者共同参与的地质灾害防治机制，

探索地质灾害保险制度。对有一定经济效益的治理工程项目，

地质灾害所在地乡、镇（政府）、街道可以尝试建立多种灵活

有效的地质灾害防治资金融资渠道，政府出台优惠和鼓励性政

策，逐步形成地质灾害防治经费投入的良性机制。 

（三）加强技术支撑，提高地质灾害防治水平  

引进、聘用专业人才，加快推进专业监测队伍和专业应急

队伍建设，提高地质灾害专业管理人员技术水平和应对突发性

地质灾害的技术保障能力。积极引导，充分发挥地勘单位技术

支撑的作用，指导地质灾害应急抢险，协助制定防治措施和对

策，为政府和职能部门提供技术支撑，提高全县地质灾害防治

综合能力和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地质灾害治理勘查设计水平，

为全县地质灾害防治提供强有力的技术保障，保证地质灾害防

治规划目标的实现。 

（四）加强监督检查、探索奖惩机制 

加强对各乡、镇（政府）、街道地质灾害综合防治工作考

核，结合年度地质灾害防治方案下达年度目标任务，开展年度

考核；加强规划实施监测和动态评估，合理分析规划执行情况，

及时协调解决出现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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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在地质灾害防治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基层单位和个人

给予嘉奖；对引发地质灾害以及在地质灾害防治工作中存在渎

职行为的单位和个人，按照《地质灾害防治条例》追究责任。 

（五）加强宣传教育，提高减灾防灾意识 

通过多种形式的宣传媒介，加强地质灾害防治宣传培训力

度，普及地质灾害及其防灾避险知识，定期组织机关干部、基

层组织负责人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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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基层乡（镇）、农村、学校，提高广大干部群众地

质灾害防灾减灾意识，提高应急处置能力，提高避险搬迁的积

极性，形成群众积极配合开展地质灾害综合防治体系建设的良

好社会氛围，保障地质灾害综合防治工程顺利进行。 

八、附则 

（一）本规划由文本、附表、附件（编制说明、综合研究

报告、数据库）和附图共同组成，文本和附图具有同等法律效

力。 

（二）本规划一经批准，将成为规范庆元县地质灾害防治

工作的纲领性文件和依法开展、监督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重要

依据，适用于全县范围，实施时限为 2021-2025 年。 

（三）本规划由庆元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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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庆元县地质灾害隐患点一览表 

序
号 

编号 位置 类型 

坐标 规模 
稳定
性 

威胁对象 危
害
程
度 

防治措施
建议 

防治措施完
成时间 东经 北纬 

体积
（m

3
） 

等级 
户数

（户） 
人口

（人） 
威胁财
产（万） 

1 
331126010

170 

庆元县五大堡乡
西川村新处洋北

西侧 
滑坡 119°8′34.6″ 27°36′46″ 1500 小型 较差 13 37 60 中 避让搬迁 

2021 年 12
月 20 日 

2 
331126030

055 

庆元县竹口镇崔
家田村金碓自然
村 33、34 号屋后 

泥石
流 

118°55′40″ 27°45′4″ 4800 小型 较好 3 9 40 小 搬治结合 已核销 

3 
331126030

056 

庆元县屏都街道
菊水村回龙自然

村 

泥石
流 

118°56′1.0″ 27°36′58″ 9000 小型 较差 29 86 500 中 工程治理 
2021 年 4月

30 日 

4 
331126030

057 

庆元县屏都街道
菊水村竹林坪自

然村 

泥石
流 

118°57′8.0″ 27°36′19″ 10400 小型 较好 9 30 60 中 工程治理 
2021 年 4月

30 日 

5 
331126010

171 

庆元县黄田镇
G25 长深高速

K2735 200半山丘
隧道口 

滑坡 118°57′30″ 27°47′33″ 41000 小型 较好 0 0 200 中 工程治理 
2021 年 2月

28 日 

6 
331126010

168 

庆元县屏都街道
屏都工业园区后

山 
滑坡 118°57′31″ 27°36′45″ 2000 小型 较好 0 0 500 中  工程治理 

2021 年 2月
28 日 

7 
331126010

077 

庆元县濛洲街道
大坂洋铁山庙山

场 
滑坡 119°4′38.0″ 27°38′29″ 7500 小型 较差 0 0 100 中 工程治理 已交工验收 

8 
331126010

172 
庆元县安南乡山
头洋村五里根 

滑坡 119°3′41.0″ 27°32′23″ 600 小型 较差 2 8 20 小 避让搬迁 已完成 

9 
331126020

007 
庆元县隆宫乡生

水塘村 
崩塌 118°54′0.0″ 27°30′25″ 500 小型 较差  3 11 20 中 避让搬迁 已核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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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附表 1 

序
号 

编号 位置 
类
型 

坐标 规模 

稳定性 

威胁对象 危
害
程
度 

防治措施
建议 

防治措施完
成时间 东经 北纬 

体积
（m

3
） 

等级 
户数

（户） 

人口
（人
） 

威胁财
产（万） 

10 
331126020

008 

庆元县屏都街道
百丈村大奔桥西
侧叶时杰后山 

崩
塌 

118°57′0.0″ 27°35′29.0″ 400 小型 较差 1 6 20 小 工程治理 
2021 年 4月

30 日 

11 
331126010

173 
庆元县淤上乡蒲
潭村北西侧山体 

滑
坡 

118°58′58″ 27°33′4.0″ 1200 小型 较差 0 0 20 小 工程治理 已核销 

12 
331126030

058 
庆元县隆宫乡源

头村南侧 

泥
石
流 

118°54′41″ 27°30′49″ 350 小型 较差 0 0 10 小 工程治理 已核销 

13 
331126010

175 

庆元县松源街道
薰山下村村委会

后山 

滑
坡 

119°11′35″ 27°36′20″ 500 小型 较差 6 18 60 中 工程治理 已交工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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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庆元县地质灾害风险防范区一览表 

序
号 

编号 县（市、区） 位置 名称 管理分类 
影响户
数（户） 

影响人数 
（人） 

影响财产 
（万元） 

1 331126FF0001 庆元县 安南乡 山头洋村五里根风险防范区 一般风险区 2 8 30 

2 331126FF0002 庆元县 安南乡 权山村权山自然村 18 号屋后风险防范区 次重点风险区 8 26 120 

3 331126FF0003 庆元县 安南乡 坑井村 10、11 号等屋后风险防范区 重点风险区 11 42 165 

4 331126FF0005 庆元县 安南乡 上余村东侧风险防范区 次重点风险区 8 26 120 

5 331126FF0162 庆元县 安南乡 权山村后楼组 9 号屋后风险防范区 一般风险区 2 13 30 

6 331126FF0163 庆元县 安南乡 权山村茶园组 5 号屋后风险防范区 一般风险区 2 4 30 

7 331126FF0164 庆元县 安南乡 安隆村小源组 39 号屋后风险防范区 一般风险区 1 4 15 

8 331126FF0165 庆元县 安南乡 安隆村小安组 73 号屋后风险防范区 一般风险区 1 1 15 

9 331126FF0166 庆元县 安南乡 方塘村方塘组 1 号屋后风险防范区 一般风险区 1 3 15 

10 331126FF0167 庆元县 安南乡 安溪村村南竹制品厂后风险防范区 一般风险区 1 1 15 

11 331126FF0004 庆元县 安南乡 陈村村 11 号屋北东侧风险防范区 一般风险区 3 6 45 

12 331126FF0006 庆元县 安南乡 山头洋村（东北）风险防范区 一般风险区 0 0 0 

13 331126FF0007 庆元县 安南乡 山头洋村（西北）风险防范区 一般风险区 0 0 0 

14 331126FF0008 庆元县 安南乡 畲头村西侧风险防范区 一般风险区 0 0 0 

15 331126FF0009 庆元县 安南乡 畲头村林溪洋组风险防范区 一般风险区 0 0 0 

16 331126FF0010 庆元县 安南乡 东村村福洋组风险防范区 一般风险区 0 0 0 

17 331126FF0011 庆元县 百山祖 三堆村庙门弄 2 号等 8 户屋后风险防范区 一般风险区 2 6 30 

18 331126FF0012 庆元县 百山祖 黄水岙村西侧边坡风险防范区 一般风险区 5 11 75 

19 331126FF0013 庆元县 百山祖 黄土垟村会堂路 3、4号屋后风险防范区 一般风险区 3 14 45 

20 331126FF0014 庆元县 官塘乡 际下村黄山头西侧风险防范区 重点风险区 18 37 270 

21 331126FF0015 庆元县 荷地镇 岩坑村 71 号屋后风险防范区 一般风险区 3 7 45 

22 331126FF0016 庆元县 荷地镇 岩坑村 15 号屋后风险防范区 次重点风险区 7 21 105 

23 331126FF0017 庆元县 荷地镇 山后路 9 号屋后风险防范区 次重点风险区 6 23 90 

24 331126FF0018 庆元县 荷地镇 桃坑村 9 号屋后风险防范区 一般风险区 0 0 0 

25 331126FF0019 庆元县 荷地镇 塘尾村西侧公路下方风险防范区 一般风险区 1 3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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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331126FF0175 庆元县 荷地镇 岩坑村 74 号屋后风险防范区 一般风险区 3 0 45 

27 331126FF0176 庆元县 荷地镇 黄沙村月山路 11 号、13 号屋后风险防范区 次重点风险区 3 9 45 

28 331126FF0178 庆元县 荷地镇 黄沙村新建路 5 号～6号屋后风险防范区 次重点风险区 4 8 60 

29 331126FF0020 庆元县 荷地镇 塘尾村东侧风险防范区 一般风险区 0 0 0 

30 331126FF0177 庆元县 荷地镇 黄沙村黄龙路 5 号屋后风险防范区 一般风险区 2 4 30 

31 331126FF0021 庆元县 黄田镇 龙庆高速半山丘隧道风险防范区 一般风险区 0 0 0 

32 331126FF0022 庆元县 黄田镇 上济村上济路 8 号屋后风险防范区 一般风险区 3 4 45 

33 331126FF0023 庆元县 黄田镇 李村村 90 号屋后风险防范区 一般风险区 1 3 30 

34 331126FF0024 庆元县 黄田镇 李村村 92 号屋后风险防范区 一般风险区 1 6 30 

35 331126FF0025 庆元县 黄田镇 黄坞村 8、9、10 屋后风险防范区 一般风险区 4 8 60 

36 331126FF0026 庆元县 黄田镇 东西村 90、91 号屋后风险防范区 一般风险区 2 8 30 

37 331126FF0027 庆元县 黄田镇 双沈 41 号屋后风险防范区 一般风险区 3 7 45 

38 331126FF0028 庆元县 黄田镇 双沈村下沈 6号屋北 120m 处风险防范区 一般风险区 5 12 75 

39 331126FF0029 庆元县 黄田镇 双沈村上沈 69 号屋后风险防范区 一般风险区 1 2 30 

40 331126FF0030 庆元县 黄田镇 双沈村下沈 6号屋后风险防范区 一般风险区 2 7 30 

41 331126FF0031 庆元县 黄田镇 双垟新村 2号屋后风险防范区 一般风险区 2 5 30 

42 331126FF0032 庆元县 黄田镇 高山村村头风险防范区 一般风险区 3 14 45 

43 331126FF0035 庆元县 黄田镇 姚村庄头梅组 13 号屋后风险防范区 次重点风险区 4 14 60 

44 331126FF0038 庆元县 黄田镇 黄坞村西侧风险防范区三 一般风险区 1 1 15 

45 331126FF0041 庆元县 黄田镇 东西村西侧风险防范区三 一般风险区 2 11 30 

46 331126FF0042 庆元县 黄田镇 东西村西侧风险防范区四 一般风险区 1 1 15 

47 331126FF0044 庆元县 黄田镇 新坛村 41 号屋后不稳定斜坡 一般风险区 1 2 15 

48 331126FF0045 庆元县 黄田镇 朱黄村朱坞组 74 号屋后风险防范区 一般风险区 3 8 45 

49 331126FF0160 庆元县 黄田镇 曹岭村左岸房屋后风险防范区 一般风险区 1 4 15 

50 331126FF0161 庆元县 黄田镇 曹岭村 104 号屋后风险防范区 一般风险区 2 7 30 

51 331126FF0033 庆元县 黄田镇 上济村上济路风险防范区 一般风险区 0 0 0 

52 331126FF0036 庆元县 黄田镇 黄坞村西侧风险防范区一 一般风险区 1 4 15 

53 331126FF0037 庆元县 黄田镇 黄坞村西侧风险防范区二 一般风险区 0 0 0 

54 331126FF0039 庆元县 黄田镇 东西村西侧风险防范区一 一般风险区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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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331126FF0040 庆元县 黄田镇 东西村西侧风险防范区二 一般风险区 0 0 0 

56 331126FF0043 庆元县 黄田镇 东西村西侧风险防范区五 一般风险区 0 0 0 

57 331126FF0046 庆元县 江根乡 坝头村吴祥跃屋后风险防范区 一般风险区 2 4 30 

58 331126FF0047 庆元县 江根乡 江根村旁山洋风险防范区 一般风险区 0 0 0 

59 331126FF0048 庆元县 江根乡 箬坑村西侧风险防范区 一般风险区 0 0 0 

60 331126FF0049 庆元县 江根乡 箬坑村小虎坑泥石流风险防范区 一般风险区 2 7 30 

61 331126FF0050 庆元县 举水乡 照田村半溪洋组近南向冲沟泥石流风险防范区 一般风险区 0 0 0 

62 331126FF0051 庆元县 举水乡 月山村逢源街 10～17 号屋后风险防范区 一般风险区 0 0 0 

63 331126FF0052 庆元县 举水乡 月山村逢源街七弄 4号屋后风险防范区 一般风险区 0 0 0 

64 331126FF0053 庆元县 举水乡 月山村云泉寺后缘风险防范区 一般风险区 1 1 15 

65 331126FF0054 庆元县 举水乡 月山村西侧公路后山风险防范区 一般风险区 0 0 0 

66 331126FF0055 庆元县 举水乡 照田村龙溪南风险防范区 一般风险区 0 0 0 

67 331126FF0056 庆元县 举水乡 照田村上楼风险防范区 次重点风险区 5 17 75 

68 331126FF0057 庆元县 举水乡 落岭村西侧风险防范区 一般风险区 0 0 0 

69 331126FF0058 庆元县 举水乡 丰岭村西侧约 400m 处风险防范区 一般风险区 0 0 0 

70 331126FF0059 庆元县 举水乡 后坑村南侧风险防范区 一般风险区 0 0 0 

71 331126FF0060 庆元县 举水乡 后坑村南东侧风险防范区 一般风险区 0 0 0 

72 331126FF0061 庆元县 举水乡 庄徐村梅处风险防范区 一般风险区 0 0 0 

73 331126FF0062 庆元县 岭头乡 小际头村官下路 63、64 号屋后风险防范区 重点风险区 10 33 150 

74 331126FF0063 庆元县 岭头乡 小际头 51、53 号屋后风险防范区 重点风险区 21 55 315 

75 331126FF0065 庆元县 隆宫乡 生水塘村公路下方风险防范区 一般风险区 0 0 0 

76 331126FF0067 庆元县 隆宫乡 连湖村北侧风险防范区 一般风险区 2 9 30 

77 331126FF0151 庆元县 隆宫乡 张地村东侧风险防范区 一般风险区 3 8 45 

78 331126FF0152 庆元县 隆宫乡 里地村北侧风险防范区 一般风险区 2 8 30 

79 331126FF0179 庆元县 隆宫乡 小关村上村北东侧风险防范区 一般风险区 7 10 105 

80 331126FF0064 庆元县 隆宫乡 源头村后山风险防范区 一般风险区 0 0 0 

81 331126FF0066 庆元县 隆宫乡 连湖村南侧后山风险防范区 一般风险区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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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331126FF0068 庆元县 隆宫乡 桃园村北西侧风险防范区 一般风险区 0 0 0 

83 331126FF0069 庆元县 隆宫乡 桃园村北侧风险防范区 一般风险区 0 0 0 

84 331126FF0070 庆元县 隆宫乡 中村村西侧风险防范区 一般风险区 0 0 0 

85 331126FF0071 庆元县 隆宫乡 隆宫村灯头山北侧风险防范区 一般风险区 0 0 0 

86 331126FF0072 庆元县 隆宫乡 隆宫村灯头山北西侧风险防范区 一般风险区 0 0 0 

87 331126FF0034 庆元县 濛洲街道 喜鹊村大毛湾组 7号屋后风险防范区 一般风险区 1 6 15 

88 331126FF0075 庆元县 濛洲街道 姚家村周墩北侧风险防范区 一般风险区 1 1 15 

89 331126FF0154 庆元县 濛洲街道 田墩村 3 号新房后风险防范区 一般风险区 2 6 30 

90 331126FF0155 庆元县 濛洲街道 喜鹊村 41 号屋后风险防范区 一般风险区 1 5 15 

91 331126FF0073 庆元县 濛洲街道 洋心村村西侧风险防范区 一般风险区 0 0 0 

92 331126FF0074 庆元县 濛洲街道 大坂洋铁山庙山场风险防范区 一般风险区 0 0 0 

93 331126FF0077 庆元县 屏都街道 回龙村坡面泥石流风险防范区 次重点风险区 9 19 135 

94 331126FF0079 庆元县 屏都街道 菊水村竹林坪自然村风险防范区 次重点风险区 7 22 105 

95 331126FF0081 庆元县 屏都街道 百丈村大奔桥西侧风险防范区 重点风险区 5 16 75 

96 331126FF0156 庆元县 屏都街道 菖蒲村落花洋村 24 号屋后屋后风险防范区 次重点风险区 1 12 15 

97 331126FF0168 庆元县 屏都街道 大毛凹组风险防范区 一般风险区 1 2 15 

98 331126FF0076 庆元县 屏都街道 余村白坎洋北侧风险防范区 重点风险区 19 42 285 

99 331126FF0078 庆元县 屏都街道 屏都工业园区后山风险防范区 一般风险区 0 0 0 

100 331126FF0080 庆元县 屏都街道 百丈村大奔桥北侧风险防范区 次重点风险区 3 8 45 

101 331126FF0082 庆元县 屏都街道 百丈村大奔桥西南侧风险防范区 一般风险区 0 0 0 

102 331126FF0083 庆元县 屏都街道 百丈村大奔桥风险防范区 次重点风险区 3 5 45 

103 331126FF0085 庆元县 松源街道 城北村仑山路 20 号风险防范区 重点风险区 11 17 165 

104 331126FF0087 庆元县 松源街道 薰山下村村委办公楼风险防范区 次重点风险区 6 20 90 

105 331126FF0089 庆元县 松源街道 坑西口加油站风险防范区 一般风险区 1 8 15 

106 331126FF0090 庆元县 松源街道 坑西口后山风险防范区 重点风险区 10 68 150 

107 331126FF0091 庆元县 松源街道 会溪村北侧公路边风险防范区 一般风险区 0 0 0 

108 331126FF0092 庆元县 松源街道 会溪村西侧风险防范区 次重点风险区 7 21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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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331126FF0095 庆元县 松源街道 牛路洋南东侧风险防范区 一般风险区 3 3 45 

110 331126FF0096 庆元县 松源街道 城北村新建路 9 弄 31、32 号风险防范区 重点风险区 10 28 150 

111 331126FF0098 庆元县 松源街道 班岱后村西南侧屋后风险防范区 一般风险区 3 4 45 

112 331126FF0099 庆元县 松源街道 班岱后村北侧风险防范区 一般风险区 3 6 45 

113 331126FF0102 庆元县 松源街道 深鸟村东南侧风险防范区 一般风险区 0 0 0 

114 331126FF0104 庆元县 松源街道 九际村东南侧风险防范区 一般风险区 0 0 0 

115 331126FF0105 庆元县 松源街道 九际村北侧风险防范区 一般风险区 0 0 0 

116 331126FF0153 庆元县 松源街道 岙后村反岙 4号屋后风险防范区 一般风险区 4 8 60 

117 331126FF0084 庆元县 松源街道 坪洋村西侧风险防范区 一般风险区 0 0 0 

118 331126FF0086 庆元县 松源街道 龙山隧道北侧风险防范区 一般风险区 0 0 0 

119 331126FF0088 庆元县 松源街道 坑西口聚丰佳景园小区后山风险防范区 一般风险区 0 0 0 

120 331126FF0093 庆元县 松源街道 会溪村北侧工业区后山风险防范区 次重点风险区 2 11 30 

121 331126FF0094 庆元县 松源街道 牛路洋村张大兴处后山风险防范区 一般风险区 0 0 0 

122 331126FF0097 庆元县 松源街道 班岱后村 16 号右侧屋后风险防范区 一般风险区 0 0 0 

123 331126FF0100 庆元县 松源街道 深鸟村风险防范区 一般风险区 0 0 0 

124 331126FF0101 庆元县 松源街道 深鸟村东侧风险防范区 一般风险区 0 0 0 

125 331126FF0103 庆元县 松源街道 九际村东侧风险防范区 一般风险区 0 0 0 

126 331126FF0106 庆元县 松源街道 坑西村西侧风险防范区 一般风险区 0 0 0 

127 331126FF0107 庆元县 松源街道 坑西村东侧风险防范区 一般风险区 0 0 0 

128 331126FF0108 庆元县 松源街道 牛路洋东南侧风险防范区 一般风险区 0 0 0 

129 331126FF0109 庆元县 五大堡乡 西川村新处洋风险防范区 重点风险区 13 37 195 

130 331126FF0110 庆元县 五大堡乡 濛淤村桥头会 6 号屋后风险防范区 一般风险区 3 12 45 

131 331126FF0111 庆元县 五大堡乡 高大村 3、6、7 号等屋后风险防范区 重点风险区 12 22 180 

132 331126FF0112 庆元县 五大堡乡 岩下村 17～30 号屋后风险防范区 次重点风险区 10 16 150 

133 331126FF0113 庆元县 五大堡乡 后奔村达溪组 13、14 号屋后风险防范区 次重点风险区 5 15 75 

134 331126FF0114 庆元县 五大堡乡 杨楼村庙门路 4、5 号屋后风险防范区 一般风险区 3 7 45 

135 331126FF0174 庆元县 五大堡乡 五大堡村平坦 4 号屋后风险防范区 次重点风险区 6 21 90 

136 331126FF0180 庆元县 五大堡乡 南坑村北侧风险防范区 重点风险区 7 52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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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 331126FF0115 庆元县 五大堡乡 西川村新处洋自然村风险防范区 一般风险区 0 0 0 

138 331126FF0116 庆元县 五大堡乡 濛淤村西侧风险防范区 一般风险区 0 0 0 

139 331126FF0117 庆元县 五大堡乡 盖竹村公路边冲沟泥石流风险防范区 一般风险区 0 0 0 

140 331126FF0118 庆元县 五大堡乡 天平马村葱岭组冲沟泥石流风险防范区 一般风险区 0 0 0 

141 331126FF0119 庆元县 五大堡乡 岩下村北侧风险防范区 一般风险区 0 0 0 

142 331126FF0120 庆元县 五大堡乡 岩下村西侧风险防范区 一般风险区 0 0 0 

143 331126FF0121 庆元县 贤良镇 溪沿村 10 号屋后风险防范区 一般风险区 3 12 45 

144 331126FF0123 庆元县 贤良镇 青林村青草南侧风险防范区 一般风险区 0 0 0 

145 331126FF0122 庆元县 贤良镇 青林村青草北侧风险防范区 一般风险区 0 0 0 

146 331126FF0124 庆元县 淤上乡 山根村山根公路 21 号屋后风险防范区 次重点风险区 3 7 45 

147 331126FF0130 庆元县 淤上乡 山根村南侧风险防范区 一般风险区 3 9 45 

148 331126FF0132 庆元县 淤上乡 山根村北侧公路边风险防范区 一般风险区 0 0 0 

149 331126FF0169 庆元县 淤上乡 高山湾村思麻组 15、16 号屋后风险防范区 一般风险区 1 4 15 

150 331126FF0170 庆元县 淤上乡 吾田头村 9号屋后风险防范区 一般风险区 1 4 15 

151 331126FF0171 庆元县 淤上乡 淤上村甘公坑 18 号屋后风险防范区 一般风险区 1 3 15 

152 331126FF0172 庆元县 淤上乡 淤上村店后山西侧风险防范区 一般风险区 1 4 15 

153 331126FF0173 庆元县 淤上乡 山根村山根公路 47 屋后号风险防范区 次重点风险区 5 7 75 

154 331126FF0125 庆元县 淤上乡 蒲潭村北西侧风险防范区 一般风险区 0 0 0 

155 331126FF0126 庆元县 淤上乡 塘根村新村（塘根洋 5 号房前）风险防范区 一般风险区 0 0 0 

156 331126FF0127 庆元县 淤上乡 涂坑村风险防范区 一般风险区 0 0 0 

157 331126FF0128 庆元县 淤上乡 长砻村横溪组风险防范区 一般风险区 0 0 0 

158 331126FF0129 庆元县 淤上乡 坑口村风险防范区 次重点风险区 4 14 60 

159 331126FF0131 庆元县 淤上乡 山根村北侧风险防范区 一般风险区 0 0 0 

160 331126FF0133 庆元县 淤上乡 涂坑村东侧风险防范区 一般风险区 0 0 0 

161 331126FF0134 庆元县 张村乡 田头村 9 号屋后风险防范区 一般风险区 3 13 45 

162 331126FF0137 庆元县 张村乡 库山村风险防范区 一般风险区 0 0 0 

163 331126FF0135 庆元县 张村乡 库山村西侧风险防范区 一般风险区 0 0 0 

164 331126FF0136 庆元县 张村乡 库山村 37 号屋后风险防范区 一般风险区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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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附表 2 
序
号 

编号 县（市、区） 位置 名称 管理分类 
影响户数 
（户） 

影响人数 
（人） 

影响财产 
（万元） 

165 331126FF0138 庆元县 竹口镇 崔家田村金碓自然村坡面泥石流风险防范区 一般风险区 1 4 15 

166 331126FF0139 庆元县 竹口镇 黄潭村 55 号屋后风险防范区 一般风险区 1 4 15 

167 331126FF0140 庆元县 竹口镇 蔡双村双港潭 8 号屋后风险防范区 一般风险区 1 2 15 

168 331126FF0141 庆元县 竹口镇 竹中村烈士墓下后山风险防范区 次重点风险区 4 16 60 

169 331126FF0142 庆元县 竹口镇 崔家田村黄潭村 19～21 号屋后风险防范区 重点风险区 5 14 75 

170 331126FF0143 庆元县 竹口镇 崔家田村黄潭村 23 号屋后风险防范区 一般风险区 2 9 30 

171 331126FF0145 庆元县 竹口镇 炉坑村龙口南东侧风险防范区 一般风险区 1 4 15 

172 331126FF0157 庆元县 竹口镇 上洋村白沙 9号屋后风险防范区 一般风险区 1 3 15 

173 331126FF0158 庆元县 竹口镇 竹下村车站后 5～11 号屋后风险防范区 一般风险区 2 4 30 

174 331126FF0159 庆元县 竹口镇 新窑村 1 号屋后风险防范区 一般风险区 1 3 15 

175 331126FF0144 庆元县 竹口镇 炉坑村龙口公路边风险防范区 一般风险区 0 0 0 

176 331126FF0146 庆元县 左溪镇 岚头村 10 号屋后风险防范区 一般风险区 0 0 0 

177 331126FF0147 庆元县 左溪镇 岚头村公路边泥石流风险防范区 一般风险区 0 0 0 

178 331126FF0148 庆元县 左溪镇 岱根村岱根曹对坑泥石流风险防范区 一般风险区 0 0 0 

179 331126FF0149 庆元县 左溪镇 左溪村(东北）风险防范区 一般风险区 5 8 75 

180 331126FF0150 庆元县 左溪镇 左溪村(东南）风险防范区 一般风险区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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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庆元县地质灾害易发程度分区说明表 

易发区
级别及
编号 

易发区名称 
面积 

（km
2
） 

地质灾害隐患 地质灾害风险防范区 

地质环境条件简述 
主要防治 
监督要求 数量 

（处） 
威胁人
数（人） 

威胁财
产（万） 

数量 
（处） 

影响人数 
（人） 

影响财
产（万） 

高
易
发
区 

A1 
黄田镇朱黄村
-双沈村高易
发区 

26.27  1 9 40 23 122 585 

地貌以低山丘陵为主，地层以八都群片麻岩、变
粒岩为主，主构造北西向；斜坡风化层厚度较大，
人口居住密度相对较大，居民区聚集坡脚地带为
多数，切坡普遍,在强降雨影响下，易发生地质
灾害。 

1.根据国土
空间规划和
用途管制要
求，严格控制
区内重大工
程活动，引导
新建工程尽
量避开； 
2.加强对地
质灾害风险
防范区的管
理力度； 
3.实现乡镇
（街道）地质
灾害风险调
查评价全覆
盖； 
 

A2 
屏都街道官山
头村高易发区 

7.76  2 36 80 5 51 270 

地貌以低山丘陵为主，地层出露以花岗班岩为
主，风化层厚度大，达十余米。人口居住密度相
对较大，切坡建房、坡体开垦普遍,强降雨下易
发生土质滑坡。 

A3 
淤上乡塘根村
-乌石岭村高
易发区 

14.11  0 0 0 2 0 60 

地貌以低山丘陵为主，地形起伏较大，高差
100-350m，坡度在 20-35°之间，植被发育良好。
西侧以熔结凝灰岩为主，东侧出露花岗闪长斑
岩。上世纪坡体开垦蓄水种植强度较大，引发多
处滑坡，建房切坡较普遍，风化层厚大较大，易
发生土质滑坡。 

A4 
隆宫乡小官村
-隆宫村高易
发区 

47.13  2 11 30 12 35 180 

地貌以中低山为主，地形起伏较大，高差
100-400m，坡度在 20-45°之间，植被发育良好。
出露以熔结凝灰岩为主，风化层厚度较大。坡体
开垦、建房切坡较普遍，强降雨下易发生土质滑
坡。 

小计 95.27  5 56 150 42 208 1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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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附表 3 

易发区
级别及
编号 

易发区名称 
面积 

（km
2
） 

地质灾害隐患 地质灾害风险防范区 

地质环境条件简述 
主要防治 
监督要求 数量 

（处） 
威胁人
数（人） 

威胁财
产（万） 

数量 
（处） 

影响人数 
（人） 

影响财
产（万） 

中
易
发
区 

B1 
黄田镇朱黄村
-双沈村中易
发区 

27.72  1 0 200 2 11 45 

地貌以低山丘陵为主，地形起伏较大，高差
100-300m，坡度在 20-35°之间，植被发育良好。
出露以变质岩为主，南东侧分 布少量花岗岩。
人口主要分布于坡脚地带，人类工程活动主要
为切坡建房,人类工程活动对地质环境影响较
大。 

1.加强城镇
单元详细规
划（包括村
庄规划）、
工程建设和
农村建房的
地质灾害危
险性评估工
作； 
2.加强对地
质灾害风险
防范区的管
理力度； 
3.加大地质
灾害隐患和
重点地质灾
害风险防范
区避让搬迁
和工程治理
力度； 

B2 
屏都街道官山
头村高易发区 

70.95  0 0 0 4 23 105 

地貌以侵蚀剥蚀丘陵为主，地层以八都群片麻
岩、变粒岩为主，构造发育一般；斜坡风化层
厚度较大，人口居住密度相对较大，居民区聚
集坡脚地带为多数，切坡普遍,在强降雨影响
下，易发生地质灾害。 

B3 
淤上乡塘根村
-乌石岭村中
易发区 

18.27  0 0 0 9 10 90 

地貌以中低山为主，地形起伏较大，高差
150-400m，坡度在 20-35°之间，植被发育良好。
出露基岩以沉凝灰岩、凝灰质碎屑沉积岩夹层
为主。人口主要分布于坡脚平缓地带，人类工
程活动主要为切坡建房及公路建设,人类工程
活动对地质环境影响大。  

B4 
隆宫乡小官村
-隆宫村中易
发区 

25.41  2 86 1000 2 19 135 

地貌以侵、玻蚀丘陵为主，出露以花岗岩为主，
西部分布少量晶玻屑凝灰岩，东部分布少量熔
结凝灰岩。人口主要分布于坡脚平缓地带，人
类工程活动主要为切坡建房,人类工程活动对
地质环境影响较大。 

B5 
黄田镇朱黄村
-双沈村中易
发区 

4.35  1 0 100 10 132 745 

地貌以玻蚀、侵蚀中低山为主，地形起伏较大，
高差 50-100m，坡度在 20-30°之间，植被发育
良好。出露熔结凝灰岩为主。人口主要分布于
坡脚地带，人类工程活动主要为切坡建房,人类
工程活动对地质环境影响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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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附表 3 

易发区
级别及
编号 

易发区名称 
面积 

（km
2
） 

地质灾害隐患 地质灾害风险防范区 

地质环境条件简述 
主要防治 
监督要求 数量 

（处） 
威胁人
数（人） 

威胁财
产（万） 

数量 
（处） 

影响人数 
（人） 

影响财
产（万） 

 

B6 
屏都街道官山
头村中易发区 

1.28  0 0 0 7 20 90 

地貌以侵、玻蚀丘陵为主，地形起伏较大，高
差 100-250m，坡度在 25-45°之间，植被发育
良好。出露岩性较为复杂，中部出露少量花岗
岩，南西部出露熔结凝灰岩，北部出露晶玻屑
凝灰岩，东部则出露粉砂岩、泥岩。人口主要
分布于坡脚平缓地带，人类工程活动主要为切
坡建房，人类工程活动对地质环境影响较大。 4.完善群测

群防网络，
加强监测预
报预警； 
5.编制年度
地质灾害防
治方案，对
地质灾害隐
患点全部编
制应急预
案，发放防
灾避险明白
卡，建立避
灾安置点； 

B7 
淤上乡塘根村
-乌石岭村中
易发区 

11.45  0 0 0 4 13 45 

地貌以构造、侵蚀高山为主，地形起伏较大，
高差 200-550m，坡度在 25-50°之间，植被发
育良好。岩性出露主要为流纹岩。人口主要分
布于坡脚平缓及缓坡地带，人类工程活动主要
为切坡建房及公路建设,人类工程活动对地质
环境影响较大。 

B8 
隆宫乡小官村
-隆宫村中易
发区 

13.45  1 37 60 9 182 885 

地貌以中低山为主，地形起伏较大，高差
100-350m，坡度在 20-30°之间，植被发育良好。
岩性出露主要以晶玻屑凝灰岩为主，南西侧部
分出露熔结凝灰岩。断裂构造发育强烈，人口
主要分布于坡脚平缓及缓坡地带，人类工程活
动主要为切坡建房及公路建设,人类工程活动
对地质环境影响较大。 

B9 
黄田镇朱黄村
-双沈村中易
发区 

60.03  0 0 0 15 83 525 

地貌以中低山为主，地形起伏较大，高差
300-600m，坡度在 15-40°之间，植被发育良好。
出露沉凝灰岩、凝灰质碎屑沉积岩夹层为主。
区内断裂构造发育。人口主要分布于坡脚平缓
地带，人类工程活动主要为切坡建房及公路建
设,人类工程活动对地质环境影响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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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附表 3 

易发区
级别及
编号 

易发区名称 
面积 

（km
2
） 

地质灾害隐患 地质灾害风险防范区 

地质环境条件简述 
主要防治 
监督要求 数量 

（处） 
威胁人
数（人） 

威胁财
产（万） 

数量 
（处） 

影响人数 
（人） 

影响财
产（万） 

 

B10 
屏都街道官山
头村中易发区 

10.57  0 0 0 0 0 0 

地貌以构造、侵蚀中低山为主，地形起伏较大，
高差 300-700m，坡度在 20-45°之间，植被发
育良好。出露红色粉砂岩、泥岩为主，中部沿
断裂部位出露少量花岗岩。区内断裂构造发育。
人口主要分布于坡脚平缓地带，人类工程活动
主要为切坡建房及公路建设,人类工程活动对
地质环境影响较大。 

6.规范人类
工程活动，
保护好地质
环境； 
7.加强宣传
教育，提高
广大干部群
众防灾、救
灾和互救能
力，开展防
灾减灾演练; 

B11 
淤上乡塘根村
-乌石岭村中
易发区 

10.69  1 8 20 8 134 690 

地貌以构造、侵蚀中山为主，地形起伏较大，
高差 300-650m，坡度在 25-45°之间，植被发
育良好。岩性出露较为复杂，西侧以晶玻屑凝
灰岩为主，南侧以闪长岩为主，东侧以花岗岩
为主。人口主要分布于坡脚缓坡地带，人类工
程活动主要为切坡建房，人类工程活动对地质
环境影响较大。 

B12 
隆宫乡小官村
-隆宫村中易
发区 

26.99  0 0 0 12 18 105 

地貌以构造、侵蚀高山为主，地形起伏较大，
高差 100-350m，坡度在 15-30°之间，植被发
育良好。岩性出露以晶玻屑凝灰岩为主，北西
侧部分出露闪长岩。有一条走向北东向断裂穿
过易发区，区内岩石较为破碎。人口主要分布
于坡脚平缓及缓坡地带，人类工程活动主要为
切坡建房及公路建设,人类工程活动对地质环
境影响较大。 

小计 281.17  6 131 1380 82 645 3460     

低
易
发
区 

C1 
庆元县低易发

区 
1498.1

8  
2 18 80 56 372 1730 

地貌以侵蚀、玻蚀低山丘陵为主，岩性出露以
晶玻屑凝灰岩为主，西南、西北以八都群变质
岩为主，地质构造中东部较发育。人口西密东
疏，近年来有增大趋势，人类工程活动主要为
建房、公路修建、坡体开荒、水利开发等,人类
工程活动对地质环境影响较大。 

 加强工程
建设和农村
建房的地质
灾害危险性
评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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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附表 3 

易发区
级别及
编号 

易发区名称 
面积 

（km
2
） 

地质灾害隐患 地质灾害风险防范区 

地质环境条件简述 
主要防治 
监督要求 数量 

（处） 
威胁人
数（人） 

威胁财
产（万） 

数量 
（处） 

影响人数 
（人） 

影响财
产（万） 

不
易
发
区 

D1 
竹口镇竹上
村-新窑村
不易发区 

4.89  0 0 0 0 0 0 

位于洪冲积平原区及地势较平坦的低丘地带。
岩性主要为砂卵石、粉砂岩、砂砾岩、含碎石
粉质粘土及碎石土等。人类工程活动主要表现
为建房、修路等。 

1.规范人类
工程活动，切
实保护地质
环境； 
2.村民建房
和其他工程
活动要做好
预防工作，防
止引发地质
灾害和地基
不均匀沉降； 
3.区内重要
工程建设及
集镇、村庄选
址，建议进行
地质灾害危
险性评估； 
 

D2 
五大堡乡西
洋村-盖竹
村不易发区 

1.45  0 0 0 0 0 0 

D3 
松源街道会
溪村-八一
村不易发区 

8.10  0 0 0 0 0 0 

D4 
松源街道-
濛洲街道不
易发区 

6.74  0 0 0 0 0 0 

D5 
淤上乡淤上
村-山根村
不易发区 

1.88  0 0 0 0 0 0 

小计 23.06  0 0 0 0 0 0 

合计 1898  13 205 1610 180 1225 6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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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4  庆元县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说明表 

序号 编号 名称 面积（km
2
） 重要防护对象 防治工作措施和要求 责任单位 

1 ZD1 
竹口镇新窑村～黄田
镇桐山村重点防治区 

87.84  
G25 长深高速、
G528 国道、村庄
等人口集聚区 

1、对区内地质灾害隐患点、
重点风险区实施避让搬迁

或工程治理措施。 
2、对区内重要交通干线、
居民集中点附近的地质灾
害隐患点、风险区制定汛期
巡查制度，并对监测人员定
期进行防治知识培训。 

3、严格执行建设工程地质
灾害危险性评估制度，严禁
随意切坡，防止交通道路建
设切坡、削坡建房诱发新的

地质灾害。 
4、加强地质灾害防治宣讲
工作，提高地质灾害预警响
应能力，加强地质灾害应急
演练，提高地质灾害易发区
广大群众防灾避险和自救

能力。 
5、进一步完善群测群防网
络、监测预报预警体系；健
全应急处置、救援体系，加
强地质灾害施工监管。 

竹口镇、黄田
镇人民政府 

2 ZD2 
百山祖镇桥陌村～车

坑村重点防治区 
21.71  

百山祖风景名胜
区、交通干线、
人口密集区 

百山祖镇人
民政府 

3 ZD3 
屏都街道菊水村～濛
洲街道喜鹊村重点防

治区 
83.76  

衢宁铁路、G528
国道、S329 省道、
村庄等人口集聚
区、县城交通干

线等 

屏都、松源、
濛洲街道办

事处 

4 ZD4 
五大堡乡濛淤村～高

大村重点防治区 
24.23  

S329 省道、 旅游
景点、村庄等人

口集聚区 

五大堡乡人
民政府 

5 ZD5 
荷地镇荷地村～左溪
镇左溪村重点防治区 

37.34  
S329 省道、 旅游
景点、村庄等人

口集聚区 

竹口镇、黄田
镇人民政府 

6 ZD6 
隆宫乡小关村～桃园

村重点防治区 
42.25  

S204 省道、 旅游
景点、村庄等人

口集聚区 

隆宫乡人民
政府 

7 ZD7 
淤上乡坑口村-权山村

重点防治区 
57.22  

村庄等人口集聚
区、集镇及交通

干线等 

淤上乡人民
政府 

8 ZD8 
举水乡杉源村重点防

治区 
28.96  

村庄等人口集聚
区、集镇及交通

干线等 

举水乡人民
政府 

小计 383.30        

9 YB1 庆元县一般防治区 1395.92  
村庄人口集聚
区、集镇及交通

干线等 

1、对区内地质灾害隐患点、
重点风险区实施避让搬迁

或工程治理措施。 
2、严格执行建设工程地质
灾害危险性评估制度，严禁
随意切坡，防止交通道路建
设切坡、削坡建房诱发新的

地质灾害。  
3、定期开展宣传教育，提
高区内广大群众防灾避险

和自救能力。 
4、加强区内生态环境和自

然景观的保护。 

庆元县人民
政府及各乡、
镇（街道）人

民政府 

10 YB1 
黄田镇朱黄村～双沈

村一般防治区 
118.47  

村庄等人口集聚
区、集镇及交通

干线等 

黄田镇人民
政府 

小计 1514.39        

合计 1898.00        

 



 

 42 

附表 5  庆元县重点防治乡镇（街道）和重点防治村（社区）一览表 

序号 
乡镇（街

道） 

重点防治
村（社区）
（km

2
） 

地质灾害易发区面积（km
2
） 地质灾害隐患 地质灾害风险防范区 

高 中 低 合计 
数量 

（处） 
威胁人数 
（人） 

威胁财产 
（万元） 

数量 
（处） 

影响人数 
（人） 

影响财
产 

（万元） 

1 

安南乡 

权山村 0 4.02 1.46 5.48 0 0 0 3 43 180 

2 山头洋村 0 3.65 2.6 6.25 1 8 20 3 8 0 

3 安溪村 0 0 5.28 5.28 0 0 0 1 1 15 

4 安隆村 0 0.65 6.65 7.3 0 0 0 2 5 30 

5 百山祖镇 百山祖村 0 0 49.9 49.9 0 0 0 0 0 0 

6 

荷地镇 

联丰村 0 2.13 0 2.13 0 0 0 2 3 30 

7 黄沙村 0 4.85 0.25 5.1 0 0 0 3 21 135 

8 杨桥村 0 7.17 2.69 9.86 0 0 0 3 28 195 

9 黄洋村 0 4.06 0.41 4.47 0 0 0 1 0 0 

10 荷地村 0 0.97 4.02 4.99 0 0 0 1 23 90 

11 联丰村 0 1.97 0.06 2.03 0 0 0 2 3 30 

12 

黄田镇 

东西村 0.64 0 5.06 5.7 0 0 0 6 20 30 

13 桐山村 0 3.22 0 3.22 0 0 0 0 0 0 

14 黄田村 0.19 8.35 4.03 12.57 1 0 200 4 13 120 

15 曹岭村 0 5.92 8.87 14.79 0 0 0 3 25 75 

16 
举水乡 

照林村 0 3.56 1.02 4.58 0 0 0 3 17 75 

17 月山村 0 7.03 8.07 15.1 0 0 0 4 1 30 

18 

隆宫乡 

桃园村 3.24 0 1.91 5.15 0 0 0 2 0 0 

19 隆宫村 9.72 0 6.47 16.19 0 0 0 2 0 0 

20 中村村 3.06 0 1.73 4.79 0 0 0 1 0 0 

21 连湖村 3.71 0 0 3.71 0 0 0 2 9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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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乡镇（街

道） 

重点防治
村（社区）
（km

2
） 

地质灾害易发区面积（km
2
） 地质灾害隐患 地质灾害风险防范区 

高 中 低 合计 
数量 

（处） 
威胁人数 
（人） 

威胁财产 
（万元） 

数量 
（处） 

影响人数 
（人） 

影响财
产（万） 

22   源山村 6.68 0 0 6.68 2 11 30 2 0 0 

23 

濛洲街道 

姚家村 0 0 1.38 1.38 0 0 0 1 1 30 

24 大坂洋村 0 0.18 1.31 1.49 1 0 100 1 0 0 

25 同源村 0 0 0.06 0.06 0 0 0 2 6 30 

26 

屏都街道 

余村村 0 0 1.93 1.93 0 0 0 1 42 285 

27 官山头村 0 8.5 0.7 9.2 1 8 30 5 50 245 

28 菊水村 2.28 5.92 0.77 8.97 3 116 1060 2 20 160 

29 

松源街道 

城北村 0 1.87 0.64 2.51 0 0 0 2 45 315 

30 五一村 0 0 2.53 2.53 0 0 0 0 0 0 

31 会溪村 0 0.54 9.08 9.62 0 0 0 3 31 105 

32 薰山下村 0 0 4.08 4.08 1 18 60 1 20 90 

33 
五大堡乡 

西川村 0 3.63 6.78 10.41 0 0 0 2 37 195 

34 五大堡村 0 4.81 10.39 15.2 0 0 0 4 37 240 

35 

淤上乡 

蒲潭村  0.1 0 8.18 8.28 1 0 20 1 0 0 

36 长砻村 2.45 0 1.5 3.95 0 0 0 1 0 0 

37 坑口村 2.28 0 2.16 4.44 0 0 0 1 14 60 

38 塘根村  3.95 0 0.2 4.15 0 0 0 1 0 0 

39 

竹口镇 

黄坛村 0 1.65 4.05 5.7 0 0 0 1 4 0 

40 竹下村 0 4.71 5.43 10.14 0 0 0 1 4 0 

41 竹上村 0 2.14 7.93 10.07 0 0 0 0 0 0 

42 崔家田村 0.51 0 11.06 11.57 1 9 40 3 27 75 

43 
左溪镇 

岱根村 0 4.18 0 4.18 0 0 0 1 0 0 

44 左溪村 0 8.28 3.14 11.42 0 0 0 2 75 8 

45 合计 38.81 103.96 193.78 336.55 12 170 1560 86 633 2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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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6  庆元县“十四五”地质灾害防治重点工程（项目）一览表 

序
号 

重点 
工程 

项目名称 任务要求 实施时间（年） 
概算

（万） 

1 

地质灾
害调查
监测体
系建设
工程 

庆元县地质
灾害风险普

查 

完成全县地质灾害风险普查，采用定性与定量相
结合的方法开展 1:50000 地质灾害风险评价，建
立地质灾害风险调查空间数据库。 

2021 年 50 

2 
乡镇（街道）
地质灾害风
险调查评价 

在开展黄田镇、淤上乡地质灾害风险调查评价基
础上，累计完成松源街道、屏都街道、隆宫乡、
五大堡乡 4个乡镇（街道）地质灾害风险调查评
价，开展 1:2000 地质灾害风险调查评价，编制
地质灾害风险区风险管控图册，高易发以上乡镇
全覆盖。 

2021 年：2个 
2022 年：2个 
2024 年：2个 

600 

3 
地质灾害风
险风险动态

识别 

动态更新地质灾害风险“一张图”；全面深化千
名地质队员“驻县进乡”行动，充分发挥地质队
员在地质灾害防治中的“主力军”作用，构建地
质灾害防治技术支撑服务新格局，进一步弥补基
层专业技术力量短板，提升地质灾害动态防治能
力。 

2021 年-2025
年 

750 

4 
地质灾害专
业监测点建

设 

累计建成地质灾害专业监测点 20 处，做好专业
监测仪器设备维护，完善专业监测网络。 

2023 年：15 处 
2024 年： 5 处 

100 

5 
山区雨量站

建设 
统筹气象、水利等部门雨量监测站数据，加密山
区雨量监测站布设，新增山区雨量监测站 27 处 

2023 年：15 处 
2024 年：12 处 

80 

6 
地下水动态

监测井 

自然资源部门牵头新建地下水动态监测井 2 眼，
所选水井打出孔隙潜水，安装地下水自动化监测
设备，开发地下水监测数据展示平台，其监测设
备数据要与丽水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地下水监
测数据库实现对接。 

2022 年：1眼 
2023 年：1眼 

100 

7 地质灾
害预警
应急体
系建设
工程 

完善地质灾
害群测群防

体系 

完善县、街道、社区和责任人四级地质灾害群测
群防体系，针对重要地质灾害隐患点，不定期组
织受威胁群众开展紧急避险演练，提高居民避险
意识和逃生技能。 

2021 年-2025
年 

100 

8 
地质灾害应
急技术保障 

定期开展地质灾害应急演练，次重点及以上地质
灾害风险防范区年度演练次数不少于 1次。加强
地质灾害应急装备及物资保障，每年汛期定期更
新充实物资。 

2021-2025 50 

9 地质灾
害综合
治理体
系建设
工程 

地质灾害风
险隐患综合

治理 

实施 18 处地质灾害隐患点避让搬迁和工程治
理，及时消除地质灾害隐患。（13 处地质灾害
隐患点，5处重点风险防范区。） 

2021 年：8处 
2022 年：5处 
2023 年：5处 

1500 

10 
地质灾害隐
患“即查即
治”机制 

新增地质灾害隐患点处置率 100%，预计每年处
置 5处新增地质灾害隐患点。 

2021 年-2025
年 

1500 

11 
地质灾
害人才
队伍体
系建设
工程 

完善地质灾
害防治人才
培训体系 

邀请省、市级地质灾害防治专家进行授课培训，
提升参训人员的识灾能力、管理水平、决策能力、
综合素质，培训内容涵盖地质灾害政策法规、防
灾避灾基础、专业技术理论、基层防治管理。 

2021 年-2025
年 

50 

12 
地质灾害防
治科普教育 

以新时代地质灾害防灾减灾文化“五个一”工程
为指导，进一步完善丰富地质灾害宣传教育相关
内容。编制地质灾害防治科普宣传片、科普读物、
短视频等宣传教育材料，开展多层次、多形式的
地质灾害防治公益宣传活动。 

2021 年-2025
年 

50 

合计 4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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