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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县水利局2024年水旱灾害防御工作开展情况
（2024年12月30日）

一、总体概况

汛期（5月15日～9月30日）期间，我县呈现“降水偏多、

气温偏高、日照偏少、存在阶段性旱涝转换”的特点。

5月份月累计降水28.5mm，常年值129.7mm，较常年值偏少

78%，其中，24日-28日出现轻到中度干旱，29日出现轻到中度

旱、局部重度旱，30-31日出现中到重度旱；

6月累计降水291.9mm，常年值204.6mm，较常年值偏多43%，

其中，1-20日出现重度旱；

7月累计降水442.5mm，常年值246.4mm，较常年值偏多80%；

8月累计降水115.0mm，常年值152.1mm，较常年值偏少24%；

9月累计降水23.8mm，常年值78.3mm，较常年值偏少70%。

正式入汛以来，我县前期共出现五次强降水天气过程，整

体体现“单点强度大、单站雨量突出”的特点。其中，

6月21日06时-22日07时，全县出现了大到暴雨，局部大暴

雨，平均降水量79.7毫米；

6月28日03时-29日07时，全县出现了暴雨、大暴雨，并伴

有局地短时强降水，平均降水量137.8毫米；

7月1日14时-2日07时，全县出现了中到大雨，局部暴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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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降水量47.6毫米；

7月9日17时-14日16时，全县出现了暴雨、大暴雨，平均

降水量327.9毫米；

8月13日10时-14日07时，全县出现分散性阵雨、雷阵雨，

平均降水量21.8毫米。

二、防汛抗旱工作开展情况

（一）落实防汛职责。全面落实责任制，明确水库、险工

险段、在建工程、山洪灾害防御等各类防汛责任人，压紧压实

各级各环节责任。根据各责任人变动情况，及时调整山洪灾害

“五级责任人”2638人（其中，县级44人、乡级165人、村级

542人、组级968人、户级919人）、134座中小型“三个责任人”

292人，将全县1916处山洪灾害危险点全部纳入汛期监管监测

范围。成立4个水旱灾害防御应对服务技术指导组分片包联全

县17个乡镇（区、街道）、成立水旱灾害防御应对工作领导小

组，下设6个防御应对专项组、成立1个防汛抗旱会商专家组，

共落实技术指导组16人、防御应对专项组20人、会商专家组7

人、组建防汛抗旱服务队32人，汛前进行了印发。

（二）做好物料储备。汛前，对现存的50类防汛抗旱物资

进行清查盘点，参照往年防汛物资使用情况，备足备好今年防

汛所需物资数量。利用县财政拨付的10万元采购经费，及时补

全雨衣、雨靴、雨伞、强光手电筒、救生衣和救生圈等物资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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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确保物资数量充足、品种齐全、摆放有序、规范管理，关

键时刻拿得出、送得到、用得上。

（三）完善应急预案。在2023年制定的防汛预案基础上，

修订完善县、乡、村山洪灾害防御预案224个、超标准洪水应

急预案225个，134座中小型水库大坝安全管理应急预案、防汛

抢险应急预案及超标准洪水防御预案268个，青龙沟水库、晏

家河治理等4个在建工程施工度汛方案、超标准洪水应急预案8

个。

（四）抓实预警演练。为加强水旱灾害防御能力建设，县

水利局常态化组织开展业务技能培训及抢险实战演练，不断提

升队伍综合能力素质。入汛以来，共发布水旱灾害信息快报27

期，山洪灾害气象预警7期，依据规程及时启动应急响应2次，

山洪灾害预警短信叫应签收系统共签收短信1908条，组织各乡

镇（区、街道）水利工作人员山洪灾害业务培训2场次，完成

“一乡一演练、一村一演练”223场次。

（五）加强隐患排查。一是按照市水利局和县防办工作要

求，县水利局印发《2024年度水利行业汛期风险隐患大排查大

整治行动方案》，从水利工程、山洪灾害防御体系、在建工程

和值班值守等重点领域进行全覆盖检查，针对水旱灾害防御工

作暴露出的短板弱项和薄弱环节，坚持问题导向，做好汛前汛

中汛后检查、隐患排查等工作，对汛期排查出的16处隐患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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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台账，逐项落实整改闭环措施，已全部完成整改。二是开

展汛期督导检查，联合农业和交通等部门组成督导组，从机制

建立、预案编制、队伍建设、物资储备、应急演练、隐患排查

6个方面着手，先后深入各乡镇（区、街道）开展督导检查10

余次。三是积极应对干旱天气，县水利局科学制定抗旱应急供

水方案，精细调配抗旱水资源，统筹安排好生活、生态和生产

用水，保障农村供水安全；联合农业部门组成督导组赶赴部分

乡镇（区、街道）掌握受旱情况，共排查出6处安全饮水问题，

县水利局通过采取分时分区供水、到指定取水点取水、紧急调

配抽水机具等举措，解决了6个乡镇2776人饮水问题，同时开

展节约用水宣传。三是提出防汛仓库新布局，结合县水利局防

汛应急物资仓库存在的安全隐患，统筹考虑县应急救援、香山

水库和长洲河水库防汛应急物资仓库，通过完善防汛应急物资

储备体系，确保防汛应急物资及时调运,为防汛抗旱工作赢取

时间。

（六）强化值班值守。一是制定汛期值班表，按照市水利

局及县防办关于值班值守的工作要求，严格落实汛期24小时值

班和领导带班制，明确值班人员17人，密切监视雨情、水情、

工情和灾情的发展变化；二是严格信息报送制度，及时准确采

集和传递信息，加强与应急、气象等部门的密切配合、信息互

通，滚动会商分析研判；三是坚决执行水工程调度运用指令，



实时关注河流来水、水位涨落、水库蓄泄等汛情，充分发挥水

工程拦峰、错峰、削峰作用，最大程度发挥防洪减灾效益，并

落实各项联动措施。汛期以来，香山水库泄洪2次，长洲河水

库泄洪2次，全县132座小型水库中新山、王沟、金桥等68座小

型水库先后超过兴利水位溢流；93条河流及其支流水情平稳安

全；四是严肃落实问题整改，针对市纪委督导提出的县水利局

防汛责任压得不实、具体措施落实不到位等问题，水利局党组

对当天值班人员进行全局通报批评，并责令作出书面检讨。同

时，制定印发《新县水利局关于进一步强化汛期值班值守工作

的通知》，举一反三在水利系统内开展防汛值班值守情况督查

并完成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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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下步打算

全面落实“五预”各项措施，做好抢险专家库、抢险队伍

准备和水利行业防汛物资管理，常态化开展培训演练，提高监

测预报预警能力。一是树牢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把保障人

民群众生命安全作为防汛抗旱工作的首要任务，树牢底线思

维，扛起政治责任，采取有力措施，坚决把保障人民生命财产

安全放在第一位落实到位。二是强化水利工程补齐短板建设。

加大争取上级水利部门对我县水毁水利工程和水利重点工程

建设项目支持力度，扎实解决水利工程的薄弱环节，充分利用

今冬明春农闲季节，组织加快各项水利工程建设，补齐工程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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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为明年安全度汛打好基础。三是做好成果转化，提升处置

能力。充分运用好每一轮强降雨天气过后的复盘成果，改进工

作措施，提升灾害防范应对能力水平，守住防汛工作金标准。

通过不断总结复盘，改进提升，做好汛后隐患排查工作，做到

一个风险隐患一个风险隐患地处置，一个降雨过程一个降雨过

程地抓，真正把防汛工作主动权牢牢抓在手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