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硕政办发〔2024〕12号

关于印发《和硕县 2024年地质灾害防治方案》
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人民政府各相关部门：

《和硕县 2024 年地质灾害防治方案》已经县人民政府同意，

现印发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和硕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4 年 4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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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硕县 2024年度地质灾害防治方案

为切实做好 2024 年和硕县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最大限度减

少或减轻地质灾害造成的损失，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结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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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质灾害防治条例》《巴音郭楞蒙

古自治州 2024 年地质灾害防治方案》要求，制定本方案。

一、全县地质灾害现状及防治重点

（一）地质灾害现状。全县地质灾害具有点多、面广、地域

分散的特点，根据《新疆和硕县第一次自然灾害（地质灾害）综

合风险普查》，共确定发育地质灾害点 87 处（重要地质灾害点

23 处），其中崩塌地质灾害最为发育，共发育 51 处，占灾害点

总数的 58.6%；其次为泥石流 19 处，占灾害点总数的 21.8%；

滑坡点 17 处，占灾害点总数的 19.6%。总体来讲，突发性地质

灾害（泥石流、崩塌、滑坡）均集中分布在侵蚀作用为主的高山

区和侵蚀剥蚀作用为主的中山区，在平面上表现为北部强于南部，

西部强于东部。从灾害成因看，我县地质灾害大多由自然因素引

发，冰雪和强降雨是突发性地质灾害和次生地质灾害最主要的诱

发源头。2023 年，全县未发生地质灾害，未造成人员伤亡。

（二）2024年度地质灾害趋势预测。根据和硕县气象局《2024

年气象年景趋势分析预测》，2024 年平均气温略偏高，年降水

量山区偏多，平原偏少。春季（3~5月）平均气温比往年略高，



— 2 —

但气温起伏变化较大，有阶段性低温天气，春季降水量偏少。夏

季（6~8 月）平均气温比常年偏高，降水量偏少，夏季主要降水

时段出现在 7 月中、下旬。秋季（9~11 月）平均气温比常年略

偏高，秋季降水量偏多。结合全县地质环境条件、地质灾害分布

发育特征、2023 年地质灾害发生和地震活动情况，结合 2023 年

冬季以来积雪情况及 2024 年度降水、气温变化趋势预测分析，

预测和硕县 2024 年地质灾害易发时段主要集中在 4-9 月，其中

6-9 月因强降水引发泥石流、滑坡、崩塌等突发性地质灾害的可

能性较大，10-12 月地质灾害相对低发。2024 年继续加强防范的

区域主要有特吾里克镇、塔哈其镇、曲惠镇、乌什塔拉乡、乃仁

克尔乡北部山区和山前地带牧业半定居点、矿山开采区道路及山

区牧道等区域，主要发育的灾害类型为泥石流和崩塌。同时需做

好地震易发、高发区域诱发次生地质灾害的防范工作。

二、工作措施

（一）夯实地质灾害防治责任。全面落实“政府主导、属地

管理、分级负责、部门协作、全社会参与”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机

制，在县委、县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下，进一步落实自然资源部门

的组织指导责任，各相关部门的行业管理责任，防灾责任人的避

灾和治理灾害责任，群测群防员和驻守专家专业技术支撑作用、

巡查排查和监测作用，对在册的重要地质灾害隐患点逐点排查，

对人员密集区、重大工程、交通沿线、旅游景区等重点区域地段

的地质灾害防治工作落实情况进行检查，落实落细各项措施，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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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努力将风险化解在萌芽状态，避免隐患变灾情、灾情造成伤

亡。（责任单位：各乡镇，自然资源局、应急管理局、住建局、

水利局、交通运输局、农业农村局、文旅局、气象局等部门按职

责分工负责）

（二）持续加强监测预警体系建设。各乡镇人民政府要组织

制定支持和规范群测群防工作的具体措施，加强群测群防员队伍

遴选、补齐和培训，进一步完善群测群防员队伍；充分发挥“人

防+技防”优势，压实群测群防各个环节责任。持续强化自然资

源、应急管理、气象、水利等多部门联合会商和信息共享机制，

密切关注极端天气过程，科学分析研判地质灾害风险，尤其着力

加强山洪引发泥石流预报预警合作，及时准确发布地质灾害风险

预警预报信息。健全完善预警信息发布“叫应”机制，拓展预警

信息发布渠道范围，加快实现紧急预警信息迅速到人到户；加大

基层单位预警响应措施的监督提醒力度，形成预警与响应闭环管

理。（责任单位：各乡镇，自然资源局、应急管理局、水利局、

交通运输局、气象局等部门按职责分工负责）

（三）扎实开展地质灾害隐患巡查排查。各乡镇人民政府、

有关部门要广泛发动基层干部群众，有计划开展全覆盖“拉网式”

“地毯式”巡查排查，尤其是加大对地质灾害隐患汛前排查、汛

中巡查和汛后核查。自然资源局统筹本辖区专业技术力量，发挥

驻地地勘单位作用，应用遥感、测绘等信息技术，开展专业巡查

排查，重点加强地质灾害易发区学校、医院、村庄等人口密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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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景区、交通干线、重要设施、重大工程建设活动区以及临时

作业场地等重点地段全面排查检查，对排查出的新增地质灾害隐

患，及时补充、更新地质灾害隐患点信息，逐一落实防灾措施。

加强防范地震引发次生地质灾害，及时开展地质灾害灾情调查、

隐患排查和应急处置。（责任单位：各乡镇，自然资源局、应急

管理局、水利局、交通运输局、文旅局、气象局等部门按职责分

工负责）

（四）持续做好重点区域地质灾害防范。高度重视和深入研

判重点区域地质灾害风险，加强风险管控能力建设，进一步探索

推进“隐患点+风险区”双控试点工作，既要管住已有隐患点也

要管住风险区，建立风险双控全链条工作技术支撑体系，提升基

层风险防控水平。要聚焦防灾减灾关键领域、关键问题、关键环

节和重点地区、重点隐患、重点时段，持续集中精准发力，多措

并举排危除险，避免地质灾害造成人员伤亡；严格执行地质灾害

易发区工程建设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制度，进一步加强事中事后

管理，严格落实建设单位地质灾害防治责任和防治措施，严防人

为活动引发地质灾害。各行业主管部门要严格落实监管责任，依

法加强对建设工程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检查，既要严防工程建设

诱发地质灾害，也要严防工程遭受地质灾害威胁；对于新建、在

建和建成不久的工程，建设单位要主动承担起地质灾害防治工作

直接责任，按照“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验收”要求落实工

程配套地质灾害防治措施；对矿山开采区域，坚持“谁诱发、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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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边开采、边治理”原则，行业主管部门要督促在建生产

矿山，及时消除采矿诱发的地质灾害风险，全力避免因人为扰动

而引发的地质灾害造成人员伤亡。（责任单位：各乡镇，自然资

源局、应急管理局、水利局、交通运输局、文旅局等部门按职责

分工负责）

（五）加强地质灾害防治宣传培训和避灾避险演练。自然资

源局要持续开展以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为重点的地质灾

害防治知识宣传普及，充分运用网络、电视等新闻媒体，通过媒

体宣传、专家讲授、现场播送等灵活多样的方式，分层级、分领

域面向有关部门（单位）、基层干部、景区游客、群测群防员、

受威胁群众等开展防灾宣传培训，切实增强全社会防灾减灾意识。

在县人民政府领导下，联合相关部门在地质灾害中高易发区内开

展 1-2次地质灾害避灾避险演练，增强各族干部群众自救互救能

力，尤其要注重提升景区游客避险能力。（责任单位：自然资源

局、应急管理局、水利局、交通运输局、文旅局、教科局等部门

按职责分工负责）

（六）认真执行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各项制度。自然资源局要

认真贯彻执行地质灾害巡查、汛期 24 小时值班、汛期地质灾害

日调度、灾险情速报、零报告日报、月报等制度，一旦出现险情

和灾情，要第一时间将有关情况报告县人民政府。住建、水利、

交通运输、文旅等有关部门接到地质灾害险情或灾情报告的，要

立即上报县人民政府并通报自然资源局和应急管理局。（责任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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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各乡镇，自然资源局、应急管理局、住建局、水利局、交通

运输局、文旅局、气象局等部门按职责分工负责）

附件：1.2024 年全县地质灾害重点防范区及防范期

2.2024 年和硕县重要地质灾害隐患点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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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4年全县地质灾害重点防范区及防范期

防范区：和硕县境内北部高中山区，主要有哈仑沟、吕崔肯

勒郭沟、东塔西哈、扎和塔西哈沟、乃仁开日沟、包尔图沟和乌

斯通沟等沟谷沿线、祖鲁木台沟中下游地区及开热布吐牧道、乌

什塔拉乡至乃仁克尔乡乡村公路段。

预防灾种：崩塌、滑坡、泥石流。

防范期：春季融雪水引发滑坡、泥石流灾害发生在 3-5 月，

各河流及出山口段崩塌、滑坡、泥石流灾害主要在 6-9 月发生；

交通沿线、矿山开采区崩塌灾害全年都有可能发生。



附件 2

2024年和硕县重要地质灾害隐患点一览表

序

号

统一编

号

地理位置

坐标 灾害类

型

规模

稳定性 防治

级别经度 纬度 现状 预测

1
652828

020002

乌什塔拉乡至

乃仁克尔乡乡

村公路

87°15′11.69″ 42°19′57.00″ 崩塌 小型 较稳定 不稳定 重点

2
652828

020009
吕崔肯勒郭沟 87°13′01.25″ 42°25′42.54″ 崩塌 小型 较稳定 不稳定 重点

3
652828

020010
吕崔肯勒郭沟 87°12′58.71″ 42°25′45.06″ 崩塌 小型 较稳定 较稳定 重点

4
652828

020013

吕崔肯勒郭沟

支沟

87°10′50.35″ 42°30′03.15″ 崩塌 小型 不稳定 不稳定 重点

5
652828

020014

吕崔肯勒郭沟

支沟

87°13′44.23″ 42°31′31.53″ 崩塌 小型 不稳定 不稳定 重点

6
652828

020018

东塔西哈牧道

盘山公路

87°19′18.35″ 42°24′29.62″ 崩塌 小型 不稳定 不稳定 重点

7
652828

020021

东塔西哈牧道

盘山公路

87°19′15.80″ 42°24′58.36″ 崩塌 小型 不稳定 不稳定 重点



序

号

统一编

号

地理位置

坐标 灾害类

型

规模

稳定性 防治

级别经度 纬度 现状 预测

8
652828

020022

东塔西哈牧道

盘山公路

87°19′18.04″ 42°25′11.87″ 崩塌 小型 不稳定 不稳定 重点

9
652828

020023

东塔西哈牧道

盘山公路

87°19′21.66″ 42°25′18.71″ 崩塌 小型 不稳定 不稳定 重点

10
652828

020034

开热布吐沟牧

道

87°9′32.98″ 42°24′00.07″ 崩塌 小型 较稳定 不稳定 重点

11
652828

020040
哈伦沟上游 87°5′00.61″ 42°35′26.68″ 崩塌 小型 较稳定 较稳定 重点

12
652828

020041
乃仁开日沟 87°25′11.20″ 42°32′29.18″ 崩塌 小型 较稳定 较稳定 重点

13
652828

020043
包尔图沟 87°33′22.13″ 42°32′28.06″ 崩塌 小型 不稳定 不稳定 重点

14
652828

020044
包尔图沟 87°29′40.12″ 42°35′53.62″ 崩塌 小型 较稳定 较稳定 重点

15
652828

020046
祖鲁木台沟 87°49′11.38″ 42°45′38.50″ 崩塌 小型 不稳定 不稳定 重点

16
652828

020047
祖鲁木台沟 87°48′55.54″ 42°45′34.16″ 崩塌 中型 较稳定 不稳定 重点



序

号

统一编

号

地理位置

坐标 灾害类

型

规模

稳定性 防治

级别经度 纬度 现状 预测

17
652828

020051

军博园景区道

路崩塌

87°17′54.39″ 42°23′47.00″ 崩塌 小型 较稳定 不稳定 重点

18
652828

030003

吕崔肯勒郭沟

西侧支沟

87°12′22.48″ 42°26′04.27″ 泥石流 小型 低易发 中易发 重点

19
652828

030005
嘎雄布鲁克沟 87°7′11.59″ 42°24′17.21″ 泥石流 小型 中易发 中易发 重点

20
652828

030009
包尔图沟 87°33′39.94″ 42°31′42.33″ 泥石流 中型 低易发 中易发 重点

21
652828

030011
包尔图沟 87°32′14.57″ 42°33′40.75″ 泥石流 中型 低易发 中易发 重点

22
652828

030019

东塔西哈牧道

盘山公路

87°19′36.30″ 42°25′28.44″ 泥石流 小型 中易发 中易发 重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