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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和防灾减灾救灾

重要论述，牢固树立“坚持以防为主，防抗救相结合，坚持常态减灾与非

常态救灾相统一，从注重灾后救助向注重灾前预防转变，从应对单一灾种

向综合减灾转变，从减少灾害损失向减轻灾害风险转变”新理念，同时为

满足永州市社会经济发展对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需求，最大限度避免和减

轻地质灾害损失，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促进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

根据《地质灾害防治条例》《湖南省地质环境保护条例》和《湖南省“十四

五”地质灾害防治规划（2021- 2025年）》要求，结合《永州市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特编制永州市

“十四五”地质灾害防治规划（以下简称《规划》）。

《规划》所称地质灾害，包括自然因素或人类工程活动引发的危害人

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山体崩塌、滑坡、泥石流、地面塌陷、地裂缝、地面沉

降等与地质作用有关的灾害。

《规划》基准年为 2020年，规划期为 2021年－2025年。本《规划》

适用范围为永州市下属各行政区域。

一、地质灾害现状与形势

永州在湖南省南部，位于北纬 24°39′至 26°51′，东经 111°06′至

112°21′之间，南北相距最长 245 公里，东西相间最宽 144 公里，总面

积为 22259.20 平方公里。辖零陵区、冷水滩区、祁阳市、东安县、双牌

县、道县、江永县、宁远县、蓝山县、新田县、江华瑶族自治县等 2 区 9

县（市），共 30 个街道、111 个镇、19 个乡、21 个民族乡、354 个居

委会、2950 个村委会，全市总人口约 545.21 万，人口密度约 245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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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方公里。

永州市东连郴州，南接广东省清远市、广西壮族自治区贺州市，西

接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北邻衡阳、邵阳两市。湘江经西向东穿越零

祁盆地，潇水自南至北纵贯全境。

永州市地形东西南三面环山，萌渚岭、都庞岭、越城岭沿湘、桂、

粤边界环绕；腹地多为丘岗、平地，呈马蹄形向北敞口；阳明山横亘中

部，将全市分为南北两个半封闭的盆地。最高处为道县都庞岭的韭菜岭，

海拔 2009 米；最低处是湘江河谷祁阳唐家岭九洲，海拔 63 米。

永州市属中亚热带大陆性季风湿润气候区，一年四季比较分明。年

均气温为 17.6～18.6℃，极端最低气温在－4.9～－8.4℃之间。多年平

均降水量 1200～1900 毫米，一般是山区多于平岗区，南部多于北部。

永州市共有大小河流 733 条，总长 10515 公里。境内河流受地形地貌及

构造断裂带的控制，大都呈由南向北或自西向东的走向。永州主要河流

有湘江、潇水、宁远河、泠江、白水、祁水、舂陵水、永明河等。

（一）地质灾害现状

1.地质灾害类型

据永州市各县市区已完成的 1:5万地质灾害详细调查资料和变更调

查资料，截止 2020年 12月，全市共查明各类地质灾害隐患点 1116处，

其中滑坡 627处、崩塌 143处、泥石流 42处、地面塌陷 110处、不稳定

斜坡 191处、地面沉降 3处。

2.地质灾害分布

全市共有地质灾害隐患点 1116 处，各县市区分布情况详见表 1-1。

滑坡是永州市发生数量最多、分布最广的地质灾害类型，它遍及全市 11

个县市区。滑坡、崩塌和泥石流地质灾害主要分布在地形地貌较复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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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包括越城岭、阳明山、都庞岭、九嶷山、萌诸山等南岭诸山的中

低山以及其间的丘陵盆地附近。地面塌陷包括岩溶地面塌陷和采空地面

塌陷，岩溶地面塌陷主要分布在碳酸盐岩分布区，主要分布在江永县、

蓝山县、道县南部、祁阳市茅竹镇等区域，采空区地面塌陷主要分布在

冷水滩区、零陵区和祁阳市的煤矿、多金属矿区附近。

表 1-1 永州市各县市区地质灾害隐患分布一览表

类 型

行政区
滑坡 崩塌 泥石流

地面

塌陷

不稳定

斜坡

地面

沉降
合 计

占总数

百分比

冷水滩区 30 8 1 3 0 0 42 3.76%
零陵区 41 12 3 3 9 1 69 6.18%
蓝山县 43 3 11 1 15 0 73 6.54%
道县 48 19 3 29 9 0 108 9.68%
东安县 54 21 11 5 20 0 111 9.95%
江永县 11 1 4 7 2 0 25 2.24%
江华县 45 6 2 3 13 0 69 6.18%
宁远县 56 6 1 15 23 2 103 9.23%
祁阳市 106 14 1 35 32 0 188 16.85%
双牌县 113 45 5 3 50 0 216 19.35%
新田县 80 8 0 6 18 0 112 10.04%

合计 627 143 42 110 191 3 1116 100%

3.地质灾害灾情

永州市是湖南省地质灾害较严重的地区之一，地质灾害类型多、数

量大，因灾造成的人民生命财产损失较大。其中滑坡、崩塌和地面塌陷

等地质灾害各县市区都有分布，灾情较为严重。截止 2020年 12月，出

现灾情的地质灾害（含隐患）点共 1606处，根据地质灾害灾情分级标准，

特大型 1处、大型 1处、中型 35处、小型 1569处。因地质灾害死亡 41

人，直接经济损失达 16897.19万元。各县市区灾情现状见表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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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永州市地质灾害灾情现状表

行政区

灾情等级 灾害损失

特大型 大型 中型 小型 合计
死亡人口

（人）

直接经济损失

（万元）

冷水滩区 0 0 0 57 57 0 521.3

零陵区 0 0 7 153 160 0 2417.1

蓝山县 0 0 8 90 98 20 1967.1

道县 0 0 2 131 133 0 1074.46

东安县 0 1 4 219 224 0 1755.2

江永县 0 0 2 57 59 3 693.7

江华县 0 0 0 219 219 4 616.31

宁远县 0 0 1 63 64 0 904.7

祁阳市 0 0 5 300 305 10 3078.1

双牌县 1 0 4 158 163 1 2831.52

新田县 0 0 2 122 124 3 1037.7

合计 1 1 35 1569 1606 41 16897.19

4.地质灾害隐患险情

据统计，全市存在地质灾害隐患点 1116处，根据地质灾害险情分级

标准，特大型 1处、大型 3处、中型 135处、小型 977处。地质灾害隐

患威胁人口 29562人，潜在经济损失 143984万元。各县（市、区）地质

灾害险情现状见表 1-3。

表 1-3 永州市地质灾害隐患险情现状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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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区

险情等级 威胁情况

特大型 大型 中型 小型 合计
威胁人口
（人）

潜在经济损失
（万元）

冷水滩区 1 1 1 39 42 3065 12241

零陵区 0 0 8 61 69 3067 19787

蓝山县 0 0 2 71 73 1769 6220

道县 0 0 2 106 108 1695 7275

东安县 0 1 12 98 111 2952 19278.2

江永县 0 0 9 16 25 2109 11365.8

江华县 0 0 67 2 69 1076 3994.5

宁远县 0 0 11 92 103 3060 14722

祁阳市 0 0 13 175 188 4523 23006.5

双牌县 0 1 5 210 216 2873 17166

新田县 0 0 5 107 112 3373 8928

合计 1 3 135 977 1116 29562 143984

（二）地质灾害防治工作进展及存在的问题

1.地质灾害防治工作进展

（1）法制建设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①2004年 3月 1日起施行的《地质灾害防治条例》、2019年 1月 1

日起施行的《湖南省地质环境保护条例》等对地质灾害的防治方针、规

划编制、预案制定、灾害预报、灾害治理、危险性评估等方面均作出了

明确规定，为永州市地质灾害防治管理工作提供了法律依据。

②2018年 4月 2日，湖南省人民政府制定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

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意见》（湘政发〔2018〕12号），这是一个新形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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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加强湖南地质灾害防治能力建设的纲领性文件，是新时期做好永州

市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思想准则和行动指南。

③《湖南省地质灾害综合防治体系建设绩效考核管理办法》、《湖南

省地质灾害防治管理办法》等一系列规范性文件的出台，为地质灾害防

治工作能够有章可循，严格按制度管人管事奠定了基础，确保地灾防治

责任落到实处。同时，永州市针对本地区地质灾害点多、面广和多发生

在汛期的特点，建立了汛期地质灾害防灾预案编报制度、巡查检查制度、

值班制度和灾情速报制度以及应急调查处理制度等，使地质灾害防治管

理工作逐渐步入制度化、规范化的正常轨道。

（2）地质灾害综合防治体系已基本形成

在市人民政府牵头组织下，成立了以市政府分管副市长任组长，自

然资源、应急、住建、农业农村、水利、交通、气象、民政、教育、旅

游等职能部门为成员单位的永州市地质灾害防治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

组各项制度完善，机制运行良好。各成员单位能分工负责，密切配合，

齐抓共管。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纳入政府考核，使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得到

组织保障，有力地推进了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深入开展。

为全面落实地质灾害隐患点防灾预案和地质灾害防治各项制度，建

立并运行地质灾害群测群防网络体系，各县（市、区）还与各乡镇签订

了地质灾害防治目标责任书，提出了目标，落实了任务，明确了责任。

全市地质灾害防治监督管理体系、群测群防网络体系和灾情速报、应急

调查的快速反应体系已基本形成。

（3）地质灾害防治能力不断提升

地质灾害防治应急能力进一步提升。我市组建了地质灾害应急指挥

中心，实现了与省以及各县（市、区）的互联互通。各地依托属地化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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勘单位，建立了应急技术支撑分队。市县自然资源部门均能在 1小时内

组织调查监测应急处置力量赶赴现场，大大提高了应急响应能力。装备

条件进一步改善。全市地质灾害应急指挥、动态巡查、实时监测等装备

进一步充实和完善，装备了无人机、应急移动视频单兵设备、专用车辆

等。各乡镇自然资源所配备了电脑、移动电话、手持 GPS等，为部分监

测点配备了简易报警工具。依托自然资源内网和应急移动视频单兵设备，

基本实现了市县应急视频会商。

2020年，永州市共布设 35处地质灾害监测点，其中市本级共布设了

5处专业监测点和 9处普适化监测点，各县（市、区）布设 21处普适型

监测点，积极推进群专结合的监测预警体系建设，提高监测准确性，预

警及时性。气象卫星云图、多普勒雷达监测、现代化专业监测等新技术、

新方法在防治工作中得到应用，形成地质灾害防控的“人防＋技防”新局

面，使地质灾害防治技术水平进一步提高。

（4）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成效明显

永州市对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十分重视，多方筹集资金开展地质灾害

治理工程，成效显著。2014 年以来，争取中央专项治理资金和省级、市

县级财政补助，开展地质灾害防治工作。2014-2018 年重大地质灾害治

理项目 26 个下达资金 9055.4 万元，搬迁避让项目共搬迁 2021 户。

2019-2020 年共 17 个项目下达资金 4002 万元，其中重大地质灾害治

理项目 12 个，搬迁避让项目 5 个共 142 户。交通、水利等部门也投入

部分资金对一些地质灾害隐患进行了专项治理。通过对地质灾害隐患的

防治，避免了一些地质灾害发生，有效保护了当地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这些灾害防治工程的实施，均取得显著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环境效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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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切实加强切坡建房风险管控

地方政府是地质灾害防治责任主体，自然资源部门是牵头部门。按

照“政府领导、部门协同”“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积极与相关部门沟通协

商，充分调动农业农村等部门力量，督促相关部门对主管范围内各类地

质灾害隐患进行排查、监测、处置，确保各部门履职尽责，进一步切实

加大防灾力量。在编制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时充分考虑地质环境条件，

以便科学安排地质灾害易发区居民建房用地。建立居民切坡建房地质灾

害危险性简易评估制度，县（市、区）、乡镇在审批村民建房用地时，要

避开地质灾害危险区，严格控制切坡建房。确因选址困难需切坡的，在

乡（镇）人民政府的指导下，按照有关技术规范做好坡体防护，确保建

房安全。对已形成切坡、可能存在潜在地质灾害风险的建房户，乡（镇）

人民政府在督促指导建房户落实防护措施的同时，实行乡镇干部包村、

村干部包组、村民自主观测的网格化管理，加强切坡建房风险管控。

（6）加强地质灾害防治宣传教育，提高了全民防灾意识

通过报纸、广播、电视等新闻媒体和张贴宣传画、举办各种培训班

等方式，开展地灾防治知识“进乡村、进社区、进校园、进工地”等宣

传活动。各级自然资源部门充分利用“4.22 世界地球日” “5.12 防灾减

灾日”和“6.25 土地日”等节点开展宣传咨询活动，广泛深入乡镇、街

道、社区、学校和施工现场，宣讲地质灾害防治知识，发放防治知识读

本，开展防灾宣传培训和应急演练，充分调动社会各界和广大人民群众

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增强广大干部群众的地质灾害防治意识和自救、互

救能力，着力提高公众识灾辨灾防灾知识水平。

2.存在的主要问题

（1）地质灾害投资体制不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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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州市已查明的地质灾害隐患多达 1116处，地质灾害防治任务十分

繁重。据统计，只有不足 10%的地质灾害隐患得到工程治理和搬迁避让。

其根本原因是尚未建立地质灾害防治资金投入的长效机制。地质灾害防

治工作虽然纳入政府考核，但资金来源渠道未落实，地质灾害防治工作

仍处于被动防治状态，与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防灾减灾救灾重要

论述，建立高效科学的地质灾害综合防治体系要求存在一定的差距。

（2）地质灾害搬迁避让项目实施难点较多

一是部分县市区财政收入低，对搬迁项目没有配套政策和资金。二

是部分县市区集中选点困难，难以找到较平稳的位置进行搬迁，部分实

施异地搬迁又不利农户的生产生活。三是村民自身困难较多。部分村民

存在等、靠、要等消极思想，还有部分农户因自身经济条件差，搬迁补

助资金相对较少，无力修建新房不愿意搬迁。四是部分地方百姓有“守土”

等封建思想，不愿意搬迁至新址修建房屋，或者不愿意拆老房屋，做通

群众思想工作难。这些因素制约或影响项目的顺利实施。

（3）地质灾害监测预警体系有待进一步加强

永州市构建了“县市领导包乡、乡镇干部包村、村支两委包组、监测

人员包点”的群测群防网络，但目前地质灾害监测主要依靠群测群防专职

监测，人工巡查制约了监测工作实时性与连贯性。而专业监测设备繁多，

缺乏标准，参数、接口不统一，投入费用高，设备运行维护成本高，工

作手段和技术水平有待加强和提高，监测网点的管理与运行不够规范，

监测信息反馈与处理工作有待加强。

永州市建立了联合会商、数据共享、信息发布等相关工作机制，在

地质灾害气象预警工作取得了相应的成效，但是由于监测预警技术人员

及专业化设备缺乏，未能构建多部门统一的、联动的和长期的地质灾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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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预警指挥体系，未能完全实现资源共享，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监测预

警工作的开展和作用发挥。

（4）县、乡级防治专业技术人员缺乏

近年来，由于机构改革，部分职能职责边界不清，乡镇机构改革调

整没有到位，部分乡镇管理存在缺位现象。县、乡级地质灾害防治工作

专业人员严重不足，特别是乡镇队伍不稳定，新手多，基层防灾人员数

量素质与工作任务不相匹配，缺人员、缺经费等成为县乡地灾防治的普

遍问题，防灾意识和技术支撑力量有待进一步加强。

（三）地质灾害防治形势

1．地质灾害防治形势依然复杂

我市特殊的地理位置、区域地质和气象条件以及以往工程活动的叠

加影响，在短时期内难以改变地质灾害点多面广问题。受现有经济、技

术等条件制约，基础调查的精度、广度、深度还不能满足防治的需要，

隐患监测难精准，专业技术人员缺乏，防治经费保障不到位等问题依然

突出，我市地质灾害基本形势主要为易发难防。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

展，各类工程活动对地质环境影响增大，受自然和人为因素影响，地质

灾害仍将呈频发状态，地质灾害防治形势依然复杂，防治工作仍然任重

道远。

2.奋力建设平安和谐的现代化新永州对地质灾害防治提出新要求

坚持习近平总书记“两个坚持、三个转变”的指导思想，健全风险

防范化解机制，提升灾种监测、风险分析识别和预报预警能力，建立公

共安全隐患排查体系和安全预防控制体系，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坚

持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面推进我市地质灾害风险防范化

解工作，确保社会更稳定、人民更安宁。坚持以防为主、防抗救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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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筹推进应急救援和防灾减灾，全面提升地质灾害应急处置能力。“十

四五”时期是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攻坚期，要求

全力补短板、强弱项、抓实效，切实提高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质量和水

平。

二、地质灾害防治规划基本原则和目标

（一）规划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思想，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

中、六中全会精神，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基本方略，践行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的理念，贯彻落实“两个坚持、三个转变”重要要求。本着

对人民极端负责的精神，充分依靠科技进步和管理创新，以建立健全地

质灾害调查评价体系、监测预警体系、综合防治体系为核心，突出以防

为主，科技引领，认清形势，统一思想认识，适应地质灾害防治新形势，

走出思维定势，敢于善于创新求变，强化和提高全社会地质灾害防范意

识和能力，全面提升我市地质灾害防治水平，最大限度地减少人员伤亡

和财产损失，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二）规划原则

1.以人为本、预防为主的原则。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

将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首位。健全和完善群测群防体系，变

被动应急救灾为积极主动防灾减灾，增强全民防灾减灾意识，提升公众

自救互救技能，切实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2.统一领导、分工负责的原则。各级人民政府是地质灾害防治的责任

主体，地质灾害防治由各级政府统一领导。有关部门各行其职，密切配

合，形成政府领导，部门协同，上下联动，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地质灾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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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治机制。

3.分级管理，属地为主的原则。建立健全按灾害级别分级管理、条块

结合，以地方人民政府为主导的管理体制。人为工程活动等引发的地质

灾害，按照谁引发，谁治理的原则，由责任单位承担治理等责任。

4.统筹部署，突出重点的原则。锚定在全省版图中增加永州分量的目

标，大力实施“三高四新”战略，结合乡村振兴，统筹规划，分类处置，

以减缓地质灾害险情为重点，统筹开展地质灾害调查评价、监测预警、

综合治理与避险移民搬迁、防治技术装备现代化和应急技术支撑能力建

设任务，服务乡村振兴和社会经济发展大局。

5.依靠技术、科学减灾的原则。充分发挥地质灾害防治技术支撑单位

的作用，加强地质灾害防治标准规范体系建设，强化基础研究，充分认

识地质灾害特点，把握其发生变化规律，促进高新技术的应用和推广，

提高地质灾害防治科技支撑能力，科学防灾减灾。

（三）规划目标

从 2021 年到 2025 年，组织实施地质灾害调查评价、监测预警、综

合治理、防治能力建设等工程。开展 11个县市区 1: 10000地质灾害调查

和风险评价工作，建立地质灾害风险管控体系；完成全市各县市区第一

次地质灾害风险普查工作和农村切坡建房地质灾害隐患风险调查评价工

作；开展一批重要风景名胜区、重要水库、道路交通沿线附近专项地质

灾害调查；完善以地质灾害隐患点为主的群测群防网络体系，完成地质

灾害监测预警系统建设，包括综合性监测预警系统和普适型监测预警系

统建设；推进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精细化预警预报；实施一批重点搬迁与

治理工程；完成地质灾害综合防治应用系统及地质灾害隐患库建设；开

展永州市地质灾害防治科技创新研究工作。全面建成地质灾害综合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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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有效控制人为引发地质灾害加剧的趋势，使永州市地质灾害造成

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明显降低。

三、地质灾害易发区和重点防治区

（一）地质灾害易发区

地质灾害易发区划分主要依据地形地貌、岩土体类型及性质、地质

构造等地质环境背景条件，按不同地质灾害类型、时空分布规律及其发

展趋势，结合大气降水和人类活动等动力条件等致灾因素，把孕灾条件

类似、灾害发生种类基本一致、历史上地质灾害事件频率相近、灾害规

模和危害程度相当的区域量化并归类划分，最终形成宏观地永州市地质

灾害易发程度区划图。经综合分析，全市共划分出高易发区 8个、中易

发区 15个、低易发区 10个（见表 3-1）。

表 3-1 永州市地质灾害易发程度分区一览表
分区 亚区

面 积

（km2）
分布区域名

称

代

号
名称 代号

高

易

发

区

Ⅰ

东安县新圩江镇－白牙市镇

以崩塌、滑坡、泥石流为主的

地质灾害高易发区

ⅠHBL
1 224.46

东安县西北部的新圩江镇西南部、鹿马桥镇西

部、川岩乡大部、白牙市镇北部

祁阳市文富市镇－黎家坪镇

以滑坡为主的地质灾害高易

发区

ⅠH
2 67.34

本区位于祁阳市北部的文富市镇中部、黎家坪镇

东部

祁阳市下马渡－进宝塘以滑

坡为主的地质灾害高易发区
ⅠH

3 200
祁阳市东北部的下马渡镇东部、七里桥镇东部、

潘市镇中部、黄泥塘镇大部、进宝塘镇东部

双牌县何家洞乡－泷泊镇－

阳明山以崩塌、滑坡为主的地

质灾害高易发区

ⅠHB
4 571.36

双牌县何家洞乡大部、五里牌乡南部、泷泊镇大

部，五星岭乡乡及麻江镇沿省道 S350 一线，茶

林镇、麻江镇沿省道 S216、二广高速 G55 一线、

阳明山大部及茶林镇东北部

祁阳市石鼓源－晒北滩－新

田县门楼下－金陵以滑坡、崩

塌为主的地质灾害高易发区

ⅠHB
5 587.24

祁阳市东南部的石鼓源、金洞、上司源、小金洞、

内下、晒北滩等 6 个乡镇、新田县门楼下、金

陵、骥村、龙泉镇

宁远县水市－湾井－蓝山县

所城－大桥以滑坡为主的地

质灾害高易发区

ⅠH
6 391.35

宁远县水市镇东南部、九嶷山乡中部、湾井镇东

南部，蓝山县祠堂圩镇南部、犁头乡南部、汇源

乡北部、塔峰镇西部、所城镇北部中部及南部、

湘江源乡东部、大桥瑶族乡东北部

道县蚣坝镇－横岭瑶族乡－

江华县水口镇－蔚竹口乡以

滑坡为主的地质灾害高易发

区

ⅠH
7 773.76

道县蚣坝镇南部、审章塘乡东部和横岭乡大部

分，江华县涔天河镇大部、桥市乡东部、湘江乡

西南部、水口镇、清塘乡大部、码市镇西部、蔚

竹口乡北部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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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区 亚区
面 积

（km2）
分布区域名

称

代

号
名称 代号

江华县大圩镇南部以滑坡、崩

塌为主的地质灾害高易发区
ⅠH

8 91.68 江华县大圩镇南部地区

中

易

发

区

Ⅱ

东安县东部－冷水滩区北部、

西部－祁阳西北部以滑坡、地

面塌陷为主的地质灾害中易

发区

ⅡHT
1 962.53

东安花桥镇全部、南桥镇及芦洪市镇大部、新圩

江镇东南角、鹿马桥镇东部、端桥铺镇大部、井

头圩镇中东部、石期市镇局部，冷水滩区花桥街

镇、杨村甸乡、普利桥镇大部、牛角坝镇西部、

珊瑚街道、仁湾街道北部，祁阳市西北角龚家坪

镇西北部、文明铺镇西北角

冷水滩区黄阳司－祁阳市下

马渡－八宝以滑坡、地面塌陷

为主的地质灾害中易发区

ⅡHT
2 669.9

祁阳市下马渡、七里桥、龙山办事处、浯溪办事

处、大村甸、三口塘、观音滩、白水、大忠桥、

潘市、茅竹、肖家村、八宝等乡镇、冷水滩区黄

阳司镇、高溪市镇

祁阳市羊角塘－梅溪以滑坡

为主的地质灾害中易发区
ⅡH

3 188.5 祁阳市中东部羊角塘镇、梅溪镇

东安县舜皇山管理局－大庙

口镇－紫溪市镇以滑坡、泥石

流为主的地质灾害中易发区

ⅡHL
4 305.49

东安县紫溪市镇大部，舜皇山管理局、大庙口镇

中部及水岭乡局部地区

东安县南部－零陵区西北部、

西部及南部－冷水滩区南部

局部－双牌县北部以滑坡为

主的地质灾害中易发区

ⅡH
5 1361.5

东安县横塘镇、石期市镇、大江口乡，零陵区石

岩头镇、珠山镇、水口山镇、梳子铺镇、黄田铺

镇、零陵城区、接履桥街道、菱角塘镇、富家桥

镇、凼底乡，双牌县五里牌镇、泷泊镇、五星岭

零陵区东部－祁阳南西部－

宁远县北部－新田县西部以

滑坡、地面塌陷为主的地质灾

害中易发区

ⅡHT
6 1187.19

零陵区邮亭圩镇大部、祁阳市大江林场、肖家村、

凤凰、八宝、金洞等乡镇，宁远县桐木漯瑶族乡

大部、清水桥镇大部、荒塘乡、柏家坪镇北部、

鲤溪镇西部等地区、新田县龙泉镇西部、枧头镇

北部，

零陵区大庆坪乡文里－马山

以滑坡、地面塌陷为主的地质

灾害中易发亚区

ⅡHT
7 137.26 零陵区大庆坪乡中部、南部等大部分地区

双牌县西部何家洞－道县西

北部－双牌县江村－道县城

区－柑子园－所四马桥－宁

远县九嶷山乡以滑坡、地面塌

陷为主的地质灾害中易发区

ⅡHT
8 1325.9

双牌县何家洞南部、泷泊镇、打鼓坪乡大部、江

村镇大部、理家坪乡大部，道县桥头大部、乐富

堂大部、柑子园镇、白芒铺镇东部，四马桥镇大

部、洪塘营乡东部、梅花大部、富塘大部及城区，

宁远县中和镇西南角及东南角、天堂镇西北部、

水市镇南部、九嶷乡西部

双牌县泷泊－塘底－上梧江

－宁远县棉花坪－中和以滑

坡、崩塌为主的地质灾害中易

发区

ⅡHB
9 455.37

双牌县泷泊镇东部、五星岭乡南部、塘底乡上部、

麻江镇西南部，上梧江乡大部，宁远县西部清水

桥镇西南部、中和镇大部、柏家坪镇西部、棉花

坪北部

新田县东部及中部以滑坡、地

面塌陷为主的中易发区
ⅡHT

10 245.35
新田县大坪塘大部、三井东部、新圩及新隆全部、

陶岭大部、石羊镇

道县清塘镇－江永县千家峒

－夏层铺－桃川－源口以地

面塌陷、滑坡为主的地质灾害

中易发区

ⅡHT
11 847.1

道县清塘镇中部及南部、江永县千家峒瑶族乡中

部及东南部、潇浦镇西部、夏层铺镇大部、桃川

镇中部、粗石江镇南部、源口瑶族乡大部

江永县松柏乡－－上江圩镇

－道县营江街道－详霖铺镇

－江华县桥头铺镇－沱江镇

－以地面塌陷为主的地质灾

ⅡT
12 430.85

江永县上江圩镇中部、潇浦镇东部一角、松柏瑶

族乡西部及北部，道县营江街道的南部、详霖铺

镇及蚣坝镇的西部，江华县桥头铺镇北部与东

部、界牌乡西部以及沱江镇北部等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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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区 亚区
面 积

（km2）
分布区域名

称

代

号
名称 代号

害中易发区

宁远县中部禾亭南部－蓝山

县塔峰－江华县码市以滑坡、

地面塌陷为主的地质灾害中

易发区

ⅡHT
13 1769.84

宁远县禾亭镇东南部、冷水镇大部，蓝山县北部、

中部南部及西南部，江华县码市镇大部、大锡乡

全境区

江华县沱江镇－江永县松柏

瑶族乡－江华县大路铺－河

路口以地面塌陷为主的地质

灾害中易发区

ⅡT
14 632.1

江永县松柏瑶族乡南部，江华县沱江镇西南部、

桥市乡中部与西南角、大路铺镇南部、白芒营镇

大部、大石桥乡中部与西部、涛圩镇大部、河路

口镇大部以及涛圩林场西南角地区

江华县清塘－大圩以滑坡为

主的地质灾害中易发区
ⅡH

15 188.74
江华县涔天河镇东南角、清塘壮族乡西南部、小

圩镇大部分地区、大圩镇中部与西部以及两岔河

乡东北一部分地区

低

易

发

区

Ⅲ

东安县西南部、西北部、中部

及东南角－冷水滩区南部、中

部及东部－祁阳市西北部、中

部－零陵区二广高速沿线地

区－双牌县五星岭地质灾害

低易发区

Ⅲ1 2676.51

东安县的舜皇山国家森林公园、水岭乡、白牙市

镇、井头圩镇、鹿马桥镇、新圩江镇、大盛镇等

地区，冷水滩区的黄阳司镇、牛角坝镇、高溪市

镇、上岭桥镇等地区，祁阳市的龚家坪镇、文明

铺镇、大村甸镇、黎家坪镇、进宝塘镇、白水镇、

八宝镇、金洞真、肖家村镇、大忠桥镇等地区，

零陵区的接履桥街道办事处、邮亭圩镇、菱角塘

镇等地区，双牌县茶林镇、五星岭乡等地区

零陵区石山脚－水口山地质

灾害低易发区
Ⅲ2 430.89

零陵区的珠山镇、黄田铺镇北部，石山脚乡南部，

富家桥镇大部，梳子铺乡东部，水口山镇东部，

石岩头镇和大庆坪乡局部等地区

新田中部－宁远东部中部－

西南部－双牌中部地质灾害

低易发区

Ⅲ3 1893.08

新田县金陵镇、龙泉镇、大坪塘镇、骥村镇、金

盆镇、枧头镇、石羊镇、三井镇等地区，宁远县

鲤溪镇、柏家坪镇、保安乡、仁和镇、禾亭镇、

太坪乡、中和镇、城区、冷水镇、天堂镇、水市

镇、湾井镇、九嶷瑶族乡等地区，双牌县泷泊镇、

塘底乡、打鼓坪乡、泷泊镇、上梧江乡、江村镇、

理家坪乡等地区

蓝山县楠市镇－太平圩镇－

毛俊镇至浆洞瑶族乡地质灾

害低易发区

Ⅲ4 459.15

蓝山县楠市镇中部及南部、土市镇大部分、塔峰

镇东北东部及南部、太平圩镇中部及南部、新圩

镇大部分、毛俊镇西部及东部、浆洞瑶族乡大部

等地区

道县西部、北部、南部－江永

县中部、南部－江华县北部蓝

山县西部地质灾害低易发区

Ⅲ5 2354.32

道县仙子脚镇、寿雁镇，清塘镇北部，白马渡镇、

柑子园镇西部、白芒铺镇西部等道县大部分区

域，江华县桥头铺镇中部与西部、沱江镇大部分

地区、桥市乡北部、大路铺镇北部、涔天河镇大

部、湘江乡北部等地区，江永县千家峒瑶族乡东

部、上江圩镇北西部、潇浦镇东部、回龙圩镇、

上江圩镇、松柏瑶族乡大部等乡镇地区，蓝山县

汇源乡南部、所城镇及湘江源乡西部、荆竹乡西

部等地区，宁远县九嶷山乡东南及东部

江永县千家峒－桃川－粗石

江地质灾害低易发区
Ⅲ6 298.52

江永县千家峒瑶族乡大部、夏层铺镇西面小部、

桃川镇北部、粗石江镇北部地区

江永县兰溪－桃川以泥石流

为主地质灾害低易发区
Ⅲ7 86.82 江永县兰溪瑶族乡东南大部、桃川镇南部地区

江华县大路铺－马鞍山段萌

渚岭山脉区地质灾害低易发
Ⅲ8 216.18

江华县大路铺镇东南角、涔天河镇西南角、白芒

营镇东部、小圩镇西部局部地区、大石桥乡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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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区 亚区
面 积

（km2）
分布区域名

称

代

号
名称 代号

区 涛圩镇东部边缘、大圩镇部分以及涛圩林场中部

与北部地区

江华县清塘－大圩－蔚竹口

地质灾害低易发区
Ⅲ9 179.41

江华县清塘乡、小圩镇以及大圩镇东部、蔚竹口

乡东部与南部、码市镇西部一部分地区

江华县码市镇东北角地质灾

害低易发区
Ⅲ10 55.28 江华县码市镇东北一部分地区

（二）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

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主要包括国家、省、市重要经济发展规划区，人

类工程经济活动比较强烈，地质灾害易发程度高、危害严重的地区。根

据相关原则，永州市共划分为 14 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见表 3-2）。

表 3-2 永州市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说明表

防治分区 面积

（km2

）

重点防治区域 防治灾种 防治区主要特征说明
代号 名称

A1
东安县新圩

江镇重点防

治区

49.05
东安县新圩江

镇、鹿马桥镇

崩塌、滑

坡、泥石

流

区内存在威胁的隐患点为滑坡 5 处、不稳定斜坡 1
处、崩塌 2 处、泥石流 5 处；险情中型 1 处、小型

12 处，共威胁 698 人，威胁财产 939 万元。本区

防治的重点是居民屋后的高陡边坡、山区公路的高

陡边坡，临沟的居民房屋、区内威胁较大的隐患点。

A2

东安县白牙

市镇－川岩

乡重点防治

区

112.29
东安县白牙市

镇、川岩乡

滑坡、崩

塌

区内存在威胁的隐患点共 11 处，为崩塌 6 处、滑

坡 1 处、不稳定斜坡 4 处；险情大型 1 处、中型 4
处，小型 14 处，共威胁 1339 人、威胁财产 5094
万元。本区重点防治的城镇是东安县白牙市镇、川

岩乡，重点防治的交通干线是湘桂铁路、207 国道。

A3
冷水滩区中

心城区重点

防治区

59.37

冷水滩区珊瑚、

仁湾、肖家园、

菱角山、曲河等

街道及上岭桥

镇

崩塌、滑

坡

区内存在威胁的隐患点共 12 处，为滑坡 6 处、崩

塌 5 处、地面塌陷 1 处；险情特大型 1 处，大型 1
处，小型 10 处，共威胁 2381 人、威胁财产 8388
万元。本区重点防治的是城区切坡建房及高陡边坡。

A4

祁阳市七里

桥镇－黄泥

塘镇重点防

治区

112.08

祁阳市七里桥

镇、梅溪镇、潘

市镇、黄泥塘

镇、进宝塘镇

滑坡、崩

塌、地面

塌陷

区内存在威胁的隐患点共 37 处，为滑坡 23 处、不

稳定斜坡 6 处、崩塌 3 处、地面塌陷 5 处；险情中

型2处、小型35处，共威胁698人，威胁财产2631.5
万元。本区重点防治的是村民切坡建房及高陡边坡

及矿区的开采活动。

A5

祁阳市观音

滩镇－白水

镇－肖家村

镇重点防治

区

81.37

祁阳市观音滩

镇、白水镇、大

忠桥镇、肖家村

镇

滑坡、地

面塌陷

区内存在威胁的隐患点共 15 处，为滑坡 6 处、不

稳定斜坡 1 处、崩塌 1 处、地面塌陷 7 处；险情中

型1处、小型14处，共威胁403人，威胁财产2051.8
万元。本区重点防治的是村民切坡建房及高陡边坡

及矿区的开采活动。

A6

零陵区城区

－菱角塘镇

－富家桥镇

－双牌县五

216.50

零陵区城区及

周边、菱角塘

镇、富家桥镇，

双牌县五里牌

崩塌、滑

坡

区内存在威胁的隐患点共 29 处，分别为滑坡 16 处、

不稳定斜坡 6 处、崩塌 6 处、地面塌陷 1 处；险情

大型 2 处、小型 27 处，共威胁 1431 人，威胁财产

7592 万元。本区重点防治的是村民切坡建房、城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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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治分区 面积

（km2

）

重点防治区域 防治灾种 防治区主要特征说明
代号 名称

里牌重点防

治区

镇、茶林镇 的高陡边坡、矿区开采的高陡边坡、沿河库岸。

A7

零陵区珠山

镇－水口山

镇－双牌县

泷泊镇－打

鼓坪乡－道

县梅花镇－

万家庄街道

重点防治区

925.18

零陵区珠山镇、

石岩头镇、水口

山镇，双牌县何

家洞乡、泷泊

镇、五星岭乡、

茶林镇、麻江

镇、打鼓坪乡、

江村镇、理家坪

乡，道县梅花

镇、道县城区

滑坡、崩

塌、地面

塌陷

区内存在威胁的隐患点共 140 处，为滑坡 76 处、

不稳定斜坡 31 处、崩塌 19 处、地面塌陷 13 处、

泥石流 1 处；险情中型 4 处、小型 136 处，共威胁

2269 人，威胁财产 8574.1 万元。区内重点防治的

是居民屋后的高陡边坡、重要干线及山区公路的高

陡边坡、矿山采空区的监测、区内威胁大的隐患点。

A8

双牌县阳明

山国家森林

公园重点防

治区

36.94
阳明山国家森

林公园

崩塌、滑

坡

区内存在威胁的隐患点共 10 处，为滑坡 3 处、不

稳定斜坡 4 处、崩塌 3 处；险情 10 处均为小型，

共威胁 42 人，威胁财产 211 万元。区内防治措施

主要是加强对灾害体的监测，部分受危险群众避让

搬迁。对公路沿线的灾点要做好护坡工程。

A9

祁阳石鼓源

乡－晒北滩

乡－新田县

门楼下乡－

金陵镇重点

防治区

403.46

祁阳石鼓源乡、

金洞镇、上司源

乡、内下乡、晒

北滩乡，新田县

门楼下乡、金陵

镇、骥村镇

滑坡、崩

塌

区内存在威胁的隐患点共 124 处，为滑坡 84 处、

不稳定斜坡 28 处、崩塌 12 处；险情中型 6 处、小

型 118 处，共威胁 2310 人，威胁财产 7886.3 万

元。区内防治的重点是居民切坡建房和临屋的高陡

边坡、山区公路沿线的高陡边坡、区内威胁较大的

隐患点。

A10
道县蚣坝镇

－横岭乡重

点防治区

120.62
道县审章塘乡

东部、蚣坝镇南

部、横岭乡西部

滑坡、崩

塌

区内存在威胁的隐患点共 15 处，为滑坡 8 处、不

稳定斜坡 2 处、崩塌 3 处、地面塌陷 1 处、泥石流

1 处；险情大型 1 处、小型 14 处，共威胁 614 人，

威胁财产 729 万元。区内防治的重点是居民切坡建

房和临屋的高陡边坡、山区公路沿线的高陡边坡、

区内威胁较大的隐患点。

A11
宁远县水市

镇－九嶷乡

重点防治区

188.12
宁远县水市镇

南部、湾井镇西

南部、九嶷乡

滑坡、地

面塌陷

区内存在威胁的隐患点共 25 处，为滑坡 13 处、不

稳定斜坡 9 处、地面塌陷 2 处、泥石流 1 处；险情

中型 2 处， 小型 23 处，共威胁 805 人，威胁财产

2149 万元。区内防治的重点是风景名胜区九嶷山国

家森林公园，重要水利工程设施有九嶷山电站、小

东江电站等，居民切坡建房和临屋的高陡边坡、山

区公路沿线的高陡边坡、区内威胁较大的隐患点。

A12

蓝山县所城

镇至湘江源

瑶族乡重点

防治区

65.01
蓝山县所城镇、

湘江源乡

滑坡、泥

石流

区内存在威胁的隐患点共 21 处，为滑坡 14 处、不

稳定斜坡 2 处、泥石流 5 处；险情小型 21 处，共

威胁 487 人，威胁财产 2052 万元。区内防治的重

点是居民切坡建房和临屋的高陡边坡、国道 G55、
省道 S216、山区公路沿线的高陡边坡、区内威胁较

大的隐患点。

A13

江华县湘江

乡－清塘－

两岔河重点

防治区

313.03

江华县湘江乡、

涔天河镇、桥市

乡、水口镇、小

圩乡、蔚竹口

乡、大圩镇

滑坡、崩

塌

区内存在威胁的隐患点共 48 处，为滑坡 33 处、不

稳定斜坡 10 处、崩塌 4 处、泥石流 1 处；险情 48
处均为小型，共威胁 500 人，威胁财产 2282.5 万

元。区内防治的重点是居民切坡建房和临屋的高陡

边坡、涔天河库区主要地段边坡、山区县道 X81、
花宝公路沿线的高陡边坡、区内威胁较大的隐患点。

A14 江永县源口 36.67 江永县源口瑶 滑坡、泥 区内存在威胁的隐患点共 5 处，为滑坡 4 处、泥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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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治分区 面积

（km2

）

重点防治区域 防治灾种 防治区主要特征说明
代号 名称

乡重点防治

区

族乡东南部地

区

石流 流 1 处；险情中型 1 处、小型 4 处，共威胁 240 人，

威胁财产 750 万元。区内防治的重点是居民切坡建

房和临屋的高陡边坡、源口水库的库岸边坡、山区

公路边坡、区内威胁较大的隐患点。

四、地质灾害防治任务

（一）地质灾害调查评价

开展地质灾害基础调查工作，进一步查明永州市地质灾害发育及分

布规律，掌握我市地质灾害风险底数，为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提供依据。

调查评价各项目任务详见表 4-1。

表 4-1 调查评价项目任务年度安排表

项目名称
单

位

工程量

合计
2021

年

2022

年

2023

年

2024

年

2025

年

一、地质灾害三查和应急调查

1、地质灾害隐患“三查” 次 5056 1116 1060 1010 960 910

2、地质灾害应急调查 次 650 150 150 150 100 100

二、1:1 万地质灾害调查和风险评价

1、各县市区 1:1 万地质灾害调查和风

险评价

个 11 2 9

三、第一次地质灾害风险普查工作

1、各县市区第一次地质灾害风险普查

工作

个 11 5 6

四、农村切坡建房地质灾害隐患风险

调查评价工作

1、各县市区农村切坡建房地质灾害隐

患风险调查评价工作

个 11 3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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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单

位

工程量

合计
2021

年

2022

年

2023

年

2024

年

2025

年

五、重点集镇地质灾害勘查

1、重点集镇地质灾害勘查 个 10 2 2 2 2 2

六、重要地质灾害隐患点勘查

1、重要地质灾害隐患点勘查 处 15 3 3 3 3 3

七、重点区域地质灾害专项调查

1、重要风景名胜区地质灾害专项调查 处 4 1 1 1 1

2、重要水库地质灾害专项调查 座 2 1 1

3、重要交通干线地质灾害专项调查 km 1360 280 300 260 280 240

1.地质灾害隐患“三查”和应急调查

按照分级负责原则，以县域为基本单元每年定期开展地质灾害隐患

汛前排查、汛中巡查、汛后复查，健全地质灾害隐患核销制度，及时掌

握隐患动态，核实隐患基本信息，落实防灾责任，提出防灾减灾建议，

规划期计划开展 5056 次地质灾害排查巡排复查。按照地质灾害应急预

案，开展突发地质灾害应急调查，做好灾情评估，查明灾害发生原因、

发展趋势，划定警戒区，及时更新数据资料和信息，为地方政府决策提

供技术支撑，规划期内开展 650 次地质灾害应急调查。

2.1:1 万地质灾害调查和风险评价

根据已有地质灾害调查成果，在地质灾害隐患遥感分析识别的基础

上，对全市 11 个县市区开展 1:1 万地质灾害调查和风险评价工作。采用

地面调查与工程地质测绘、钻探、物探等相结合的技术手段，进一步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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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地质灾害发育特征、成灾规律，进行地质灾害风险评估，划分地质灾

害高中低风险区域、危险地带和危险点，建设完善地质灾害隐患库，建

立地方政府主导，自然资源、应急、气象等部门和社会公众共同参与的

风险管控体系，提出区域地质灾害风险管控措施，分类分级进行风险管

控。

3.第一次地质灾害风险普查工作

规划期内开展永州市11个县市区第一次地质灾害风险普查工作，摸

清全市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底数，查明重点地区抗灾能力，客观认识全市

地质灾害风险水平，为有效开展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切实保障经济社会

可持续发展提供权威的灾害风险信息和科学决策依据。

4.农村切坡建房地质灾害隐患风险调查评价工作

开展永州市11个县市区农村切坡建房地质灾害隐患风险调查评价工

作，摸清农村切坡建房情况，对受威胁房屋建立地质灾害风险档案，说

明地质条件、灾害特征、风险等级、防护措施、避险建议等。重点分析

坡体稳定性及评估风险，提出处置建议和防治对策。

5.重点集镇地质灾害勘查

规划期内选择地质灾害威胁严重的10个集镇进行1:2000地质灾害勘

查，采用无人机、三维激光扫描、边坡雷达等新技术新方法，结合钻探、

物探等手段，查明地质灾害风险，为城镇的规划、建设和地质灾害防治

提供技术依据。

6.重要地质灾害隐患点勘查

地质灾害勘查是进一步查明地质灾害特征、成因的重要手段，规划

期内对 15 处滑坡、崩塌、泥石流等重要隐患点开展勘查，研究地质灾害

基本特征、成因机理，为后续综合防治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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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重点区域地质灾害专项调查

在现有地质灾害调查的基础上，对 4 处风景名胜区、2 座大型水库

和 9 条公路等开展地质灾害专项调查。规划期内对九嶷山国家自然保护

区、阳明山国家自然保护区、舜皇山国家自然保护区、千家洞国家自然

保护区 4 处风景名胜区，涔天河水库和双牌水库 2 处大型水库，洛湛铁

路永州段、两广高速永州段、衡枣高速永州段、夏蓉高速永州段、道贺

高速永州段、G207 永州段、S216 永州段、S326 永州段、S323 永州段

等易发区路段，开展地质灾害专项调查，进一步查明地质灾害发育特征，

分析研究成灾机理，详细划分地质灾害易发区和风险区，为防灾减灾提

供基础数据。

（二）地质灾害监测预警

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工程分为群测群防、地质灾害专业监测预警建设、

预警预报系统建设三项任务（详见表 4-2）。

表 4-2 地质灾害监测预警任务年度安排表

项目名称
单

位

工程量

合计
2021

年

2022

年

2023

年

2024

年

2025

年

一、群测群防体系建设

1、群测群防员巡查监测装备 套 1116 616 500

2、在册隐患点日常监测 处 5056 1116 1060 1010 960 910

二、地质灾害专业监测预警建设

1、隐患点综合性专业监测 处 15 5 5 5

2、隐患点普适型监测 处 400 100 80 80 80 60

三、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精细化预警预
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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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单

位

工程量

合计
2021

年

2022

年

2023

年

2024

年

2025

年

1、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报系统 套 1 1

2、预警预报日常工作 年 5 1 1 1 1 1

1.群测群防体系建设

对已查明地质灾害隐患点、危险地带和风险区域，县乡人民政府要

落实监测责任主体和群测群防责任人，及时更新群测群防人员信息，确

保畅通预警信息传递“最后一公里”，提升农村群众地质灾害自我防范

意识。优化群测群防管理办法，加强人员培训，配备必要的巡查监测装

备，包括工具包、监测记录本、雨具、钢卷尺、防水手电筒、喇叭、铜

锣等，规划期内共为 1116 名群测群防人员配备装备 1116 套。为完善地

质灾害群测群防网络建设，群测群防员对在册地质灾害隐患点开展日常

监测，主要负责传播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报信息，及时报告灾情险

情，实地监测记录隐患变化，协助政府开展防灾避险工作。

2. 地质灾害专业监测预警建设

利用现代化监测手段，对全市需要监测的中型以上隐患点，部署精

度高、要素全的专业监测设备，完成 15 处综合性专业监测预警设备布设。

针对威胁人数较多、近期变形较明显、尚未规划和实施搬迁治理的地质

灾害隐患点，布设成本低、实用性强的普适型监测设备。规划期内计划

布设 400 处地质灾害普适型监测点。实现雨量、位移等关键指标的自动

化监测，大力推进群专结合（人防+技防）的监测预警体系建设，逐步提

升地质灾害监测专业化水平。

3.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精细化预警预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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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自然资源、气象、民政、水利、交通运输、住房城乡建设、教

育等多部门联合的地质灾害监测预警、雨情汛情等信息共享平台，完善

会商和预警联动机制，改进预警预报方法，开展永州市地质灾害精细化

风险预警预报工作，进一步提高预警预报信息发布针对性和时效性。充

分借助电视、广播、短信、微信等多种手段，创新预警信息的发布方式

和种类，加强预警信息多元化服务和精准服务，及时发布地质灾害预警

信息，迅速将预警信息传到防灾相关责任人和受威胁的群众。

（三）地质灾害综合治理

地质灾害综合治理分为地质灾害治理工程、地质灾害避险移民搬迁

和地质灾害排危除险三项任务（见表 4-3）。

表 4-3 地质灾害综合治理工程任务年度安排表

项目名称 单位

工程量

合计
2021

年

2022

年

2023

年

2024

年

2025

年

一、地质灾害治理工程 处 44 7 9 9 9 10

二、地质灾害避险移民搬迁工程 处 32 6 7 7 6 6

三、地质灾害排危除险工程 处 200 40 40 40 40 40

1.地质灾害治理工程

对直接威胁城镇、人口集中居民点、重要基础设施、公共集中活动

区的地质灾害隐患点，因地制宜，区分轻重缓急，采取科学有效的技术

手段，有计划逐步实施工程治理，消除地质灾害隐患，有效保护人民生

命财产。规划期内共计对 44 处地质灾害隐患点开展工程治理，预计将保

护约 6047 人安全，避免约 30927 万元财产损失（见附图 5、附表 5）。



24

2.地质灾害避险移民搬迁工程

按照“政府主导、群众自愿、整合资源、分步实施”的原则，对居

住在危险程度高、治理难度大、治理效益差的地质灾害隐患点居民实施

避险移民搬迁。根据搬迁工作的紧迫性、群众搬迁意愿和地方工作的积

极性、主动性等情况，规划期内计划完成 32 处地质灾害点避险移民搬迁

工程，搬迁 501 户约 1748 人（见附图 6、附表 6）。

3.地质灾害排危除险工程

对规模小、危险性大、治理措施相对简单的地质灾害隐患点，采取

投入少、工期短、见效快的排危除险措施或工程治理措施，排除地质灾

害险情，降低地质灾害风险。根据历年地质灾害发生数量统计，规划期

内计划安排 200 处地质灾害排危除险。

（四）地质灾害防治能力建设

地质灾害防治能力建设主要分为地质灾害数据库建设、防治科学综

合研究、综合防治应用系统建设、宣传培训与应急演练等任务（见表 4-4）。

表 4-4 地质灾害防治能力建设任务年度安排表

项目名称 单位

工程量

合

计

2021

年

2022

年

2023

年

2024

年

2025

年

一、地质灾害数据库建设

1、县市区级地质灾害隐患数据库建设 套 11 2 9

二、地质灾害防治科学研究与推广

1、永州市地质灾害防治科学综合研究 项 1 1

三、地质灾害综合防治应用系统建设

1、地质灾害综合防治应用系统建设 套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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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单位

工程量

合

计

2021

年

2022

年

2023

年

2024

年

2025

年

2、系统数据采集、更新与维护 年 4 1 1 1 1

四、地质灾害宣传培训与应急演练

1、地质灾害宣传培训 年·次 150 30 30 30 30 30

2、地质灾害应急演练 年·次 100 20 20 20 20 20

五、地质灾害防治技术支撑体系

1、市级地质灾害技术支撑队伍
队/

年

5 1 1 1 1 1

2、各县市区地质地质灾害技术支撑队

伍

队/

年

55 11 11 11 11 11

1.地质灾害数据库建设

在全面完成各县市区地质灾害基础调查工作后，需对调查成果进行

数据库建设。对所有灾害信息按照相关建库技术要求进行集成汇总，建

成农村房屋地质灾害隐患数据库和城市开发边界内重点地质灾害隐患数

据库，为各项地质灾害信息系统提供地质灾害方面数据源支持。

2.永州市地质灾害防治科学综合研究

在全面完成永州市各项地质灾害调查的基础上，开展地质灾害防治

科学综合研究，总结永州市地质灾害主要类型、分布规律、发育特征，

主要控制影响因素及危害，预测致灾条件和主要区域；结合政府需求与

经济社会发展规划，提出合理、有效的防治建议；全面分析地质灾害调

查成果及群测群防体系运行的防灾减灾效益，为政府决策和科学研究提

供依据；编制永州地质灾害防治图册及其附图说明，为当地政府和主管

部门防灾减灾管理、国土空间规划和用途管制等提供基础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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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地质灾害综合防治应用系统建设

依托自然资源与国土空间治理基础能力信息平台，整合地质灾害综

合防治体系信息化成果，采用大数据中心等先进计算机技术，开展市县

地质灾害综合防治应用系统建设，实现市级集中部署，市、县两级应用

的目标，满足市、县地质灾害防治信息互联互通、共享共用，实现地质

灾害综合防治科学化、现代化和智能化管理，为社会公众提供防灾减灾

高效服务。

4.地质灾害防治宣传培训与应急演练

利用各种媒体广泛宣传防灾减灾基本知识和技能，对市、县、乡、

村群测群防人员定期举办地质灾害防治技术培训，提高防灾减灾水平。

在中小学校、社区和工厂等开展地质灾害基本知识普及宣传活动，增强

广大师生和群众地质灾害防灾意识。充分利用“世界地球日”、“土地

日”、“防灾减灾日”等时机，在全市广泛开展减灾科技“宣传日”和

“宣传周”等活动，增强各级领导和广大公众的防灾减灾和保护地质环

境意识。规划期内计划完成 150 次地质灾害宣传培训和 100 次地质灾害

应急演练。

5.地质灾害防治技术支撑体系

健全市、县两级地质灾害防治技术支撑体系。依托湖南省地质院地

勘队伍，按一市一队、一县区一对口技术队伍的模式提供技术支撑保障。

技术支撑单位通过安排专业技术人员和专用车辆，随时为地质灾害应急

抢险救援提供技术支撑服务。

五、地质灾害防治规划实施的经费估算和效益评估

（一）地质灾害防治规划实施经费估算

1.投资估算编制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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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投资估算的政策依据

①《地质灾害防治条例》（国务院第 394 号令）、《国务院关于加强地

质灾害防治工作的决定》；

②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8 年 10 月 10 日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三次会议

上的指示精神，中财办关于落实“提升自然灾害防治能力”相关文件；

③《财政部、国土资源部关于支持重点省份开展地质灾害综合防治

体系建设的通知》（财建〔2014〕455 号）；

④《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意见》（湘

政发〔2018〕59 号）；

⑤《湖南省地质环境保护条例》（湖南省人大第 18 号）2019 年 1

月 1 日。

（2）技术经济规范性依据

①湖南省财政厅《关于印发〈湖南省省直机关差旅费管理办法〉的

通知》（湘财行〔2018〕67 号）；

②湖南省财政厅《关于印发〈湖南省省直机关会议费管理办法〉的

通知》（湘财行〔2018〕17 号）；

③湖南省物价局《关于印发〈湖南省建设工程造价咨询服务收费管

理办法〉的通知》（湘价服〔2017〕81 号）;

④国家发改委《关于印发〈建设工程监理与相关服务收费管理规定〉

的通知》（发改价格〔2007〕670 号）；

⑤湖南省财政厅 湖南省国土资源厅 关于印发《湖南省以上投资地

质环境工程类项目和地质灾害勘查项目计费暂行标准》的通知（湘财建

函〔2014〕30 号）；

⑥中国地质调查局《地质调查项目预算标准（试用）》（2020）；

⑦《湖南省建设工程清单消耗量标准》（湘建价〔2020〕56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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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湖南省建设工程计价办法》（湘建价〔2020〕56 号）；

⑨《定额与造价》（2019）。

2.采用的费用标准和计算方法

项目投资估算按调查评价工程、监测预警、综合治理和能力建设工

程等分类进行投资估算，具体估算方法说明如下：

（1）调查评价工程

根据实际情况，调查评价类由地质灾害隐患“三查”、应急调查、

1:1 万地质灾害调查和风险评价、专项调查组成。

①1：1 万地质灾害调查和风险评价预算标准，根据全省实施方案，

按县域调查面积进行估算，面积为 1000-2000km2，估算费用为 350 万

元；面积为 2000-3000km2，估算费用为 450 万元；3000-4000km2，

估算费用为 550 万元。

②地质灾害排查巡查复查、应急调查根据投入的人财物数量和费用

标准估算，其中人员费按现行各职级人员工资标准和工作时间计算日工

资标准，交通费按 200 千米/天和 3.15 元/千米车公里单价计算，差旅费

参照《湖南省省直机关差旅费管理办法》，由此估算地质灾害巡查排查复

查估算为 1000 元/处，地质灾害应急调查估算为 5000 元/处。

③第一次地质灾害风险普查工作，根据已开展风险普查的试点县估

算，地质灾害风险普查经费估算为 50 万元/县。

④农村切坡建房地质灾害隐患风险调查评价工作，根据以往调查经

验估算，经费估算按平均 200 万元/县。

⑤重点集镇地质灾害勘查：根据已完成重点集镇地质灾害勘查项目

经费测算，重点集镇地质灾害勘查经费估算为 80 万元/处。

⑥重要地质灾害隐患点勘查：根据已完成重要地质灾害隐患点勘查

项目经费测算，地质灾害隐患点勘查经费估算为 30 万元/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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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专项调查预算标准，按以往调查经验估算，根据调查面积或长度

来估算，风景名胜区估算 80 万元/处，重要水库估算 50 万元/处，交通

干线平均估算 0.5 万元/km。

（2）监测预警工程

监测预警（含群测群防）工程分为群测群防、地质灾害专业监测、

预警预报系统建设三项任务。

①估算标准一般采用经验及统计分析数据。

②群测群防员巡查监测工具包和监测装备估算 300 元/套，在册地质

灾害隐患点监测预警和值班值守补助，每点平均补助 1200 元/年。

③地质灾害隐患点综合性监测建设按照监测工作实际需求，部署的

监测仪器设备估算，每处监测点估算标准为 30 万元。地质灾害隐患点普

适型监测按市场价，每处监测点估算标准为 8 万元。

⑤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精细化预警预报系统建设，按开发系统 50 万元，

预警预报日常工作经费 10 万元/年。

（3）综合治理

①地质灾害治理工程，对于已完成可行性研究报告，按可研经费进

行估算，其余根据近年来已完成的地质灾害工程治理项目测算，每处地

质灾害隐患点治理工程投资按大型 500 万元、中型 300 万元、小型 150

万元测算。

②地质灾害搬迁避让以户为单位，每户按 3 人测算，参照国家易地

扶贫搬迁补助标准人均 5 万元，按平均每户 15 万元标准进行补贴。

③地质灾害排危除险，根据近年来已实施的地质灾害排危除险项目

测算，按平均每处 30 万元测算。

（4）防治能力建设

地质灾害防治能力建设主要由数据库建设、科学综合研究、综合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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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应用系统建设、宣传培训与应急演练等组成。

①永州市地质灾害数据库建设，建设农村房屋地质灾害隐患库和城

市开发边界内重点地质灾害隐患库，按 50 万元/县估算投资，地质灾害

防治数据采集、更新与维护估算标准 5 万元/年。

②永州市地质灾害防治科学综合研究，安排在 1：1 万地质灾害调查

和风险评价项目完成后实施，按 100 万元估算投资。

③地质灾害综合防治应用系统建设，开发系统 50 万元，系统数据采

集、更新与维护经费 5 万元/年。

④宣传培训与应急演练按场次估算标准估算。广泛开展各种形式的

宣传培训工作，按 10 万元/次估算投资，根据往年经验，应急演练按 5

万元/次估算投资。

⑤地质灾害防治技术支撑体系建设，根据往年经验，市级地质灾害

技术支撑队伍服务费用估算标准 60 万元/年，县市区级地质灾害技术支

撑队伍服务费用估算标准 40 万元/年。

3.投资估算结果

《规划》实施经费主要由地质灾害调查评价、监测预警、综合治理、

防治能力建设四个方面组成。根据上述预算依据和标准，地质灾害防治

规划实施经费估算 42885.53 万元，其中调查评价 10380.6 万元，占总

费用 24.21%；监测预警 4390.2 万元，占总费用 10.24%；综合治理

22894.73 万元，占总费用 53.39%；防治能力建设 5220 万元，占总费

用 12.17%。详见表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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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永州市“十四五”地质灾害防治规划》实施经费估算汇总表

费用名称

投资估算（万元） 单项费用占

总费用比例总计 2021 年 2022 年 2023 年 2024 年 2025 年

一、调查评价 10380.6 2456.6 6161 636 616 511

24.21%

1、地质灾害隐患“三查” 505.6 111.6 106 101 96 91

2、地质灾害应急调查 325 75 75 75 50 50

3、1：1 万地质灾害调查和风险评价 4450 900 3550 0 0 0

4、第一次地质灾害风险普查工作 550 250 300 0 0 0

5、农村切坡建房地质灾害隐患风险调查评价工

作

2200 600 1600 0 0 0

6、重点集镇地质灾害勘查 800 160 160 160 160 160

7、重要地质灾害隐患点勘查 450 90 90 90 90 90

8、重要风景名胜区地质灾害专项调查 320 80 80 80 80 0

9、重要水库地质灾害专项调查 100 50 5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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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重要交通干线地质灾害专项调查工作 680 140 150 130 140 120

二、监测预警 4390.2 1162.4 942.2 921.2 765.2 599.2

10.24%

1、群测群防员巡查监测装备 33.48 18.48 15 0 0 0

2、在册隐患点日常监测 606.72 133.92 127.2 121.2 115.2 109.2

3、隐患点综合性专业监测 450 150 150 150 0 0

4、隐患点普适型监测 3200 800 640 640 640 480

5、预警预报系统开发 50 50 0 0 0 0

6、预警预报日常工作 50 10 10 10 10 10

三、综合治理 22894.73 6859.73 3975 4425 3930 3705

53.39%
1、地质灾害治理工程 9379.73 3379.73 1500 1500 1650 1350

2、地质灾害避险移民搬迁工程 7515 2280 1275 1725 1080 1155

3、地质灾害排危除险工程 6000 1200 1200 1200 1200 1200

四、能力建设 5220 900 955 1005 1455 905
12.17%

1、县区级地质灾害隐患数据库建设 550 0 0 100 45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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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永州市地质灾害防治科学综合研究 100 0 0 0 100 0

3、地质灾害综合防治应用系统建设 50 0 50 0 0 0

4、系统数据采集、更新与维护 20 0 5 5 5 5

5、地质灾害宣传培训 1500 300 300 300 300 300

6、地质灾害应急演练 500 100 100 100 100 100

7、市级地质灾害技术支撑队伍 300 60 60 60 60 60

8、各县市区地质地质灾害技术支撑队伍 2200 440 440 440 440 440

合计 42885.53 11378.73 12033.2 6987.2 6766.2 5720.2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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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经费筹措原则

1.根据《地质灾害防治条例》，因自然因素造成的地质灾害防治

和基础调查经费，在划分事权和财权基础上，分别列入市、县财政预

算，经费支出以市、县财政为主，争取国家及省财政补助，原则上大

型地质灾害治理由国家和省级财政支持。

2.因工程建设等人类工程活动引发的地质灾害治理经费，按照

“谁诱发、谁治理”的原则由责任单位负责。

3.危及铁路、公路、水利、电力、通信、矿山和企业等安全的地

质灾害治理经费，由各行业自行负责。

4.地质灾害搬迁避让应与易地扶贫搬迁、城镇改造、小城镇建设、

退耕还林、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基本农田示范区等工程相结合，由

相关部门共同筹措资金。

5.地质灾害治理工程应与基础设施建设、矿山环境恢复治理、大

江大河综合开发与治理、易发区内工程项目建设等相结合，由相关部

门和单位共同筹措资金。

6.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基础调查与区划工作、科学技术研究由各

级人民政府承担。防治费用力争多渠道、多层次投入。各级政府要把

地质灾害防治费用列入财政预算，确保地质灾害防治经费来源。

（三）地质灾害防治规划实施的效益评估

永州市地质灾害种类多、分布广泛、发生频率高、灾情严重、防

治难度大。一些城镇、学校、重要工程设施和村庄遭受地质灾害的严

重威胁，制约了当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地质灾害防治规划的实

施，可有效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经济的

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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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灾害防治规划的实施不以盈利为目的，主要表现在防灾减灾

效益上。《规划》中地质灾害调查实施后，将查明永州市地质灾害空

间分布规律和危害状况，为地质灾害防治提供系统的基础资料，能增

强广大民众防灾减灾和保护地质环境意识，提高群众的抗灾能力，为

各级党委和政府科学防灾减灾提供决策依据。

地质灾害监测预警体系建设主要表现在专业化网络和群测群防

网络的建立，使全民参与地质灾害防治，为减少地质灾害损失发挥积

极作用；地质灾害气象预报预警，可使群众采取临灾应急防范措施，

把灾害损失降到最低程度，将具有明显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地质灾害综合治理工程实施后，将有效防止地质灾害发生，使群

众生命财产得到保障，可减轻地质灾害对农田、村庄、交通道路、水

利工程的破坏，恢复当地生态环境，保护地方生产、生活设施，为当

地群众提供一个良好的生态环境和发展环境，其环境效益将十分突

出。

六、地质灾害防治措施

（一）法制建设

1.坚持依法防灾

地质灾害防治工作要严格遵循《地质灾害防治条例》《湖南省地

质环境保护条例》和《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地质灾害防治

工作的意见》，明确责任分工和工作机制，依法完善责任追究体系，

对行动迟缓、敷衍应付、责任不落实、工作不到位或因失职渎职造成

重大灾害损失的，严肃问责，并依纪依法追究相关单位和人员的责任。

要明确公民在地质灾害防治中的权利和义务，群众在地质灾害防治中

有责任将发现的灾害先兆报告政府或有关部门。政府和有关部门对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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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灾害防治工作不力，群众有举报权。人为因素引发地质灾害产生严

重后果的，还可以向有关责任单位要求赔偿。

2.建立地质灾害易发区及危险区生产、建设活动管理制度

在地质灾害易发区内从事生产和工程建设活动，必须按规定进行

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对经评估认为可能引发地质灾害或者可能遭受

地质灾害的建设工程，应当配套建设地质灾害治理工程。地质灾害治

理工程执行设计、施工、验收“三同时”原则，最大限度避免人为活

动引发地质灾害。

3.制定地方性优惠政策，鼓励社会、企业或个人参与地质灾害治

理

按照“谁治理、谁受益”的原则，在土地出让、矿产开发、规划

选址、安置补偿、税费减免、社会保障等方面制定优惠政策，利用市

场化方式引进社会资金进行地质灾害治理。

4.制定地方保护法规

在《地质灾害防治条例》和《湖南省地质环境保护条例》的基础

上，结合永州市实际情况，制定地方性的地质灾害管理办法，如《永

州市地质灾害防治工作考核管理方法》《永州市农村农民建房地质灾

害危险性简易评估办法》《永州市地质灾害防治知识培训管理办法》

《永州市群测群防员管理办法》等，并予以贯彻落实。

（二）行政管理措施

1.切实加强对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领导

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落实责任、完善体系、整

合资源、统筹力量”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属地管理、分级负责，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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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政府组织领导、部门分工协作、全社会共同参与。市、县（市、区）、

乡（镇）政府要高度重视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建立健全地质灾害防治

组织领导和管控机制，把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列入政府重要议事日程，

把地质灾害防治纳入政府日常工作的重要内容，做到年初有部署、年

中有督查、日常有巡查、年底有考核。各地要逐级将地质灾害防治纳

入政府绩效考核范围，建立和完善防灾减灾体系的长效机制，实行地

质灾害辖区负责制，不断把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推向科学化、规范化、

制度化的管理轨道。

2.严格落实各部门的地质灾害防治责任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各有关部门应各司其责，按照各自法定职责做

好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全面落实防灾责任。自然资源部门负责地质灾

害防治工作的组织、协调、指导和监督，加强对农村临坡切坡建房风

险管控，在宅基地审批时落实地质灾害危险性简易评估制度，督促切

坡建房户做好监测和地质灾害防护工程；发改部门要加强对地质灾害

易发区内各类建设项目的审批管理；财政部门负责统筹安排和监管地

质灾害防治专项资金，会同自然资源等部门建立地质灾害防治投入、

管理的长效机制；气象部门负责提供气象信息，会同自然资源等部门

及时制作并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民政部门负责建设完善

应急避难场所，加强必要的物资储备，妥善安排受灾群众生活；市级

教育局负责直属幼儿园、中小学校内地质灾害排查、监测、勘查和治

理，并指导、督查县区教育部门开展相关工作；铁路和交通运输部门

负责铁路和公路；水利部门负责除山塘和小型灌渠以外的各类水利设

施；住房城乡建设部门负责房屋建筑和市政工程建设；旅游部门负责

旅游景区内地质灾害的排查、监测、勘查和治理。乡镇（街道）、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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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委会）按属地管理原则做好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并广泛动员居民

积极参与地质灾害防范，切实落实切坡建房风险管控责任。

3.建立地质灾害防治经费的投入机制

县市区人民政府要根据《地质灾害防治条例》《湖南省地质环境

保护条例》和《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

意见》，将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把防治

资金列入年度财政预算，每年要安排必需的经费用于地质灾害防治，

确保地质灾害基础调查、科研、监测、预报预警、工程治理和搬迁避

让工作的顺利开展。地质灾害防治经费的投入要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相协调，并随着国力的增强而相应增加。拓宽地质灾害防治资金渠

道，把地质灾害防治工作与乡村振兴、易地扶贫搬迁、新农村建设、

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等相结合，积极探索政府信用贷款和社会资本投入

等地质灾害防治资金投入新机制。

4.加强地质灾害防治知识宣传教育工作

各级政府及自然资源等部门要进一步加大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

宣传力度，要充分运用电视广播、宣传手册、新媒体等多种传播手段，

加强地质灾害防治知识科普宣传培训，推进地质灾害防治法规和防治

知识进机关、进乡村、进厂矿、进学校、进社区，增强各级各部门防

灾减灾责任意识和社会公众自我保护、主动参与意识，着力提高基层

干部群众的识灾避灾、自救互救能力，达到减少和避免灾害损失，保

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目的。

5.建立地质灾害奖励制度

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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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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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会影响，促进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深入开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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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励制度的

目的意义在于提高社会防灾能力。建立成功避让、群测群防、科技防

灾、综合研究、科普宣传等内容的奖励制度，对避免和减少人员伤亡

和财产损失的个人或单位应给予表彰和奖励。奖励办法由地方政府制

定，奖励资金从地质灾害防治专项经费中列支。

（三）技术保障措施

1.依靠科技支撑、推动科技创新

积极推动地质灾害防治科技创新工作，开展地质灾害形成机理、

成灾模式、早期识别、勘查治理工程等科学研究，推进地质灾害快速

治理、绿色生态治理、先进监测预警等新理论、新方法、新技术、新

工艺、新材料的研发与应用。要加大科研投入，加强科技交流与合作，

提升永州市防灾减灾科技水平和全面提高永州市地质灾害防治综合

能力。

2.提升技术服务，引进科技人才

根据地质灾害防治技术性、专业性强的特点，建立与地质灾害防

治需要相适应的技术指导机构和技术保障队伍，安排地勘单位负责永

州市范围内的技术指导服务。加强地质灾害防治技术业务培训，严格

地质灾害防治资质资格管理，同时要引进和聘请专业技术人才及专

家，为永州市地质灾害防治提供技术服务。

（四）资金保障措施

1.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各级人民政府应按《地质灾害防治条例》《湖南省地质环境保护

条例》和《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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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将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地方各级

人民政府都要安排适当经费，用于地质灾害防治和抢险救灾工作。

2.坚持“谁诱发，谁治理”的原则

因工程建设等人类工程活动引发的地质灾害治理费用，按照谁诱

发，谁治理的原则由责任单位出资进行治理。对工程建设等人类工程

活动引发的地质灾害未及时治理的，由县以上人民政府责令限期治

理，逾期不治理或者治理不符合要求的，由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组织治

理，所需费用由责任单位承担，并追究责任单位相应的法律责任；发

生在重要设施、交通沿线附近的地质灾害，由所属部门负责筹集资金

并且组织治理工程实施，自然资源部门应做好相应的配合工作；因自

然因素造成的地质灾害防治经费，列入国家和地方人民政府的财政预

算。

3.建立多元化、多渠道资金投入机制

建立政府、社会参与地质灾害防治的机制，利用市场化方式引进

社会资金，鼓励企业和个人参与地质灾害治理。各相关部门也需分层、

分级多方筹措资金，建成多种灵活有效的地质灾害防治资金投入的良

性机制，并积极争取国家和省级财政资金补助。

4.切实落实年度地质灾害防治经费

各级政府年度地质灾害防治资金应及时到位。在年度财政预算

中，各级财政应考虑安排必要的地质灾害防治基金，专项用于地质灾

害基础调查和防治工程。住建、水利、交通等相关部门，每年也要安

排适当资金用于管辖范围地质灾害调查、防治等工作。

（五）抢险救灾措施

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应按照突发性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做好各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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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1.加强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工作

各县市区、乡（镇）、村和基层群众组织等群测群防人员，应当

加强地质灾害险情巡排检查，发现险情及时处置和报告，为地质灾害

应急处置和抢险救灾争取时间。

2.落实各级突发性地质灾害应急预案

市、县（市、区）、乡（镇）要成立应急抢险小分队，做好应急

救助装备、资金和物质储备，明确预警信号，做到应急通信有保障，

并定期举行抢险救灾演习。

3.及时监控和控制险情及灾情的发生、发展

要及时采取有效防范措施，对灾害实施监测，视险情发展程度实

施临时防护工程，尽力延缓或排除险情继续发展，争取抢险救灾的主

动。

4.根据险情实施人员和财产撤离方案

当灾害发生时，应及时启动应急预案，组织抢险救灾队伍，将危

险区内的居民和财产迅速撤离到安全地带，同时将险情和灾情逐级上

报当地人民政府和主管部门。

5.以人为本，果断处置

在实施撤离方案时，要妥善做好老、弱、病、残、孕等人员的撤

离工作，必要时应果断采取紧急撤离和搬迁避让强制措施，最大限度

避免人员伤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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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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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市地质灾害防治工作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

永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办公室 2021 年 12 月 29 日印发


	前  言
	一、地质灾害现状与形势
	（一）地质灾害现状
	（二）地质灾害防治工作进展及存在的问题
	（三）地质灾害防治形势

	二、地质灾害防治规划基本原则和目标
	（一）规划指导思想
	（二）规划原则
	（三）规划目标

	三、地质灾害易发区和重点防治区
	（一）地质灾害易发区
	（二）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

	四、地质灾害防治任务
	（一）地质灾害调查评价
	（二）地质灾害监测预警
	（三）地质灾害综合治理
	（四）地质灾害防治能力建设

	五、地质灾害防治规划实施的经费估算和效益评估
	（一）地质灾害防治规划实施经费估算
	（二）经费筹措原则
	（三）地质灾害防治规划实施的效益评估

	六、地质灾害防治措施
	（一）法制建设
	（二）行政管理措施
	（三）技术保障措施
	（四）资金保障措施
	（五）抢险救灾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