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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背景 

山洪灾害是我国洪涝灾害中致人伤亡的主要灾种。2006 年 10

月国务院批复了水利部牵头编制的《全国山洪灾害防治规划》（以

下简称《山洪规划》）,水利部、财政部于 2009 年在 103 个县开展

了非工程措施建设试点。2010 年 7 月 21 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

“加快实施山洪灾害防治规划，加强监测预警系统建设，建立基层

防御组织体系，提高山洪灾害防御能力”。2010 年 10 月，国务院

出台了《国务院关于切实加强中小河流治理和山洪地质灾害防治的

若干意见》（国发[2010]31号）。国家发改委根据意见要求牵头编

制了《全国中小河流治理和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山洪地质灾害防御

和综合治理总体规划》（以下简称《总体规划》），将山洪灾害防

治区范围由 1836个县增加到 2058个县。2011年 4月，国务院常务

会议审议通过《总体规划》。 

依据《山洪规划》，2010 年 11 月，水利部会同财政部等部局

启动了全国山洪灾害防治县级非工程措施项目建设。综合考虑中央

及地方财力，决定用 3 年时间，按照平均每县 600 万元的投资规模

（《山洪规划》每县非工程措施建设内容平均需投资约 1600万元），

先期实施《山洪规划》确定的 1836个县的非工程措施中最急需开展

的建设任务。2010-2012 年，中央财政已累计安排补助资金 79.38

亿元，用于补助《山洪规划》确定的 1836个县和《总体规划》新增

的 222个县的山洪灾害防治非工程措施项目建设。目前，2010、2011

年度安排的 1100 个县已基本完成建设任务并投入运行，2012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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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的 958个县正在抓紧实施建设任务，将于 2013年基本完成建设

并投入运行。 

近年来建设的山洪灾害监测预警系统和群测群防体系发挥了很

好的防灾减灾效益，但由于《总体规划》所确定的整体项目建设尚

未完成，还没有形成完整的防御体系，需要尽快安排实施规划中的

后续建设内容，与先期建设项目形成一个有机整体，全面提高山洪

灾害防御能力和洪水风险管理能力，实现山洪灾害综合防治和建立

洪水风险管理制度目标。 

二、建设目标与任务 

（一）建设目标 

通过本方案的实施，掌握我国山洪灾害的区域分布、影响程度、

风险区划等状况，确定危险区和预警指标，进一步完善监测预警系

统和群测群防体系，在重点区域逐步构建非工程措施与工程措施相

结合的山洪灾害防治体系; 编制重点地区洪水风险图，推动洪水风

险图的应用。显著增强防灾减灾能力和风险管理能力，最大限度地

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为构建和谐社会、促进社会经济环境协

调发展提供安全保障。 

（二）建设任务 

1、山洪灾害调查评价。在规划确定的 2058 个县 487 万 km
2
的

山洪灾害防治区，按照 10～50km
2
划分小流域，以小流域为单元，

开展山洪灾害基本情况、小流域基本特征、水文、社会经济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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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调查，综合分析沿河村落和城镇的防洪现状，以村为单元划定危

险区，科学确定预警指标和阈值，为及时准确预警和灾害防御提供

基础支撑。 

2、已建非工程措施补充完善。在已经初步实施的 2058 个县级

非工程措施项目建设的基础上，按照规划内容和相关标准，优化监

测站网，提高通讯保障能力；完善预警系统，在防治区所有乡镇、

行政村和自然村补充必要的预警报警设施设备；完善县级监测预警

平台并延伸到乡镇，建设各级山洪灾害监测预警信息管理和共享系

统；继续开展群测群防体系建设。 

3、重点地区洪水风险图编制。制定洪水风险图编制和管理的规

章规范，开发洪水风险图编制的通用软件；编制全国重点防洪保护

区、国家蓄滞洪区、洪泛区、重点和重要防洪城市、部分中小河流

等的洪水风险图；建设国家、流域和省级洪水风险图管理与应用系

统；建设国家洪水风险图管理中心。 

4、重点山洪沟防洪治理试点。在开展非工程措施建设的基础上，

从规划确定的 19800 条山洪沟中，先期选择危害严重、且难以实施

搬迁避让的山区河道进行防洪治理试点。对河道两岸有集中居民点、

重要基础设施等的重点河段，因地制宜采取护岸、堤防等防护措施，

提高防洪能力，有效保护人员安全，减少财产损失。 

三、非工程措施建设 

（一）山洪灾害调查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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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洪灾害调查评价是通过全面普查、详细调查、现场测量、分

析计算、综合评价，掌握我国山洪灾害的区域分布、影响程度、风

险区划以及不同区域的预警指标等状况，为规划确定的 2058个县的

山洪灾害监测预警和防御、工程治理提供基础数据和技术支撑，为

在我国各级政府实行灾害风险社会管理奠定基础。 

1、前期基础工作 

为保证山洪灾害调查评价项目基础数据的质量和一致性、解决

地方技术力量薄弱问题、最大限度实现资源共享、降低该项工作的

总成本，需统一组织开展前期基础工作。编写山洪灾害调查评价相

关技术要求和规范，采用现代先进技术和方法，统一收集处理卫星

遥感影像、数字高程模型、数字线划图、水文地质图、土地利用图、

土壤图等基础数据，完成小流域基本信息的提取处理。将基础数据

加工处理成果进行整合、分层，按照省、市、县行政区划进行分幅，

分发各地作为调查评价工作的底图。为提高现场调查工作效率、保

障调查成果质量、确保数据成果保密要求，统一配置现场数据采集

终端。 

2、山洪灾害调查 

防治区山洪灾害调查。通过资料收集整理分析和现场调查，核

对山洪灾害防治区小流域基本信息，收集处理水文资料，调查防治

区内山区河道基本情况，调查各自然村落、城镇和企事业单位的基

本情况和位置分布，调查受山洪威胁的区域、灾害类型和历史灾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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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及防治现状等，并将受山洪威胁的区域范围调查结果标绘在工

作底图上。 

重点防治区山洪灾害详查。在防治区山洪灾害调查的基础上，

对重点防治区内受威胁的居民区人口、房屋位置和数量进行现场详

查;对沿河村落进行河道控制断面测量，对沿河重要集镇和城镇山洪

威胁范围进行大比例尺地形测量，以取得更高精度的地形数据，满

足小流域暴雨洪水分析计算和危险区划定要求。为沿河村落、集镇

和城镇的防洪现状的评价分析、危险区的划分和预警指标的分析确

定等提供依据。 

3、山洪灾害分析评价 

山洪灾害分析评价是在前期基础工作、山洪灾害调查的基础上，

编制全国山洪灾害防治区三、四级区划，深入分析山洪灾害防治区

暴雨特性、小流域特征和社会经济情况，研究历史山洪灾害情况，

分析小流域洪水规律，采用各地设计暴雨洪水计算方法和水文模型、

水动力学模型等分析计算方法，综合分析评价防治区沿河村落、集

镇和城镇的防洪现状，划定山洪灾害危险区并绘制相应图件，确定

预警指标和阈值。提出下一步需工程治理的山区河道名录和主要治

理措施。 

4、山洪灾害调查评价数据审核汇集系统 

为保证山洪灾害调查评价成果的质量，做好数据的系统管理和

有效利用，需在中央（含流域机构）、省、地市及县级建立山洪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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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调查评价数据审核汇集系统，配置相应的硬件和软件环境。按照

工作程序和数据流程，审核、汇集、共享调查评价数据。 

5、山洪灾害调查评价成果集成 

在中央和省级综合集成山洪灾害调查评价成果，编制成果报告

和相应图件。 

6、调查评价业务培训 

按照山洪灾害调查评价技术要求，委托专业机构对中央、省、

地市和县各级项目管理人员、技术人员进行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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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洪灾害调查评价主要任务表 
序号 项目名称 单位 数量 

一 前期基础工作     

1  调查评价技术要求制订 套 17  

2  数字线划图（DLG）数据收集整理 幅 15000  

3  数字高程模型（DEM）收集整理 幅 15000  

4  数字正射影像（DOM）数据收集整理 km
2
 7000000  

5  小流域基础数据提取 km
2
 6300000  

6  小流域土壤植被等信息提取 km
2
 6300000  

7  其它基础数据整理 套 1  

8  工作底图制作 县、市、省 2392  

9  现场数据采集终端配置 套 10290  

二 防治区山洪灾害调查     

1  水文基本资料收集处理 县 2058  

2  小流域基础信息现场核对 小流域 233282  

3  社会经济调查 自然村 577565  

4  涉水工程补充调查 县 2058  

5  历史山洪灾害调查 县 2058  

6  山洪灾害威胁区域调查 自然村 577565  

三 重点防治区山洪灾害详查     

（一） 沿河村落现场详查     

1  沿河村落山洪灾害详查 自然村 249214  

2  沿河村落沟道控制断面测量 自然村 249214  

（二） 重要集镇现场详查     

1  重要集镇山洪灾害详查 乡镇 23756  

2  重要集镇 1:2000 地形图测绘 乡镇 7919  

3 重要集镇沟道控制断面测量 乡镇 15837 

（三） 重要城镇现场详查     

1  重要城镇山洪灾害详查 县 414  

2  重要城镇 1:2000 地形图测绘 县 414  

（四） 测量辅助仪器购置     

  激光扫描仪、GPS等测量仪器 套 310  

四 山洪灾害分析评价     

1  全国三级区划编制 套 1 

2  各省四级区划编制 省 30  

3  一般防治区山洪灾害分析评价 小流域 233282  

4  重点防治区山洪灾害分析评价     

（1） 沿河村落防洪现状分析 自然村、乡镇 265051  

（2） 危险区划定 自然村、乡镇 265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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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重要城镇危险区图绘制 个 414  

（4） 重要集镇危险区图绘制 个 7919  

（5） 预警指标分析计算 自然村、乡镇 265051  

5  山洪灾害调查评价报告编写审查 县 2058  

五 山洪灾害调查成果审核汇集     

1  国家级数据中心     

（1） 数据管理软件开发 套 1  

（2） 数据中心硬件设备 套 1  

（3） 数据审核汇集 项 1  

（4） 保密环境建设 项 1  

2  流域级数据审核汇集系统 套 7  

3  省级数据中心 套 30  

4  市级数据审核汇集系统 套 305  

5  县级数据采集上报系统 套 2058  

六 调查评价成果综合集成     

1  国家级图件制作 套 1  

2  省级图件制作 套 30  

3  国家级报告编写审查 套 1  

4  省级报告编写审查 套 30  

5 成果应用 套 1 

七 业务培训     

1  国家组织培训 人天 15000  

2  国家培训教材 套 6525  

3  省市组织培训 人天 164640  

4  省市培训教材 套 246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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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已建非工程措施补充完善 

已建非工程措施补充完善主要是在已经实施的 2058个县级非

工程措施项目建设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补充监测站点，完善监测

站网，提高通讯保障能力，实现监测信息实时共享；扩大预警系统

覆盖面，补充预警报警设施设备；进一步完善县级监测预警平台，

增加小流域暴雨洪水分析功能，提高预警信息质量，增强预警信息

发布能力；建设各级山洪灾害监测预警信息管理系统，实现中央、

省、市、县、乡监测预警系统互联互通；继续进行群测群防体系建

设，完善防御预案，持续进行宣传、培训和演练；开展应急保障系

统建设。 

1、监测系统补充完善 

根据我国目前山洪灾害防治区监测站网布局实际情况，对重点

防治区自动水文监测站网稀疏的地区适当补充新建；对部分骨干自

动水文监测站点升级改造，增加卫星通信信道，提高通讯保障能力；

根据防治山洪灾害需要，在重点部位适当配置视频监控设备等。 

2、预警系统补充完善 

为扩大预警覆盖范围，提高预警发布能力，进一步补充完善乡、

村级预警设施设备。对一般防治区所有乡镇补充配置无线预警广播、

简易雨量（报警）器、手摇警报器等设备，在沿河乡镇设置简易水

位站；对所有行政村和重点自然村补充配置简易雨量（报警）器、

铜锣、高频口哨等预警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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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重点防治区所有乡镇、行政村和部分重点自然村补充配置无

线预警广播、手摇警报器、简易雨量（报警）器，对所有自然村、

企事业单位补充配置简易雨量（报警）器、手摇警报器、铜锣、高

频口哨等预警设备。在沿河村落设置简易水位站。 

3、县级山洪灾害监测预警平台完善 

根据各地实际，建立与通信运营商、广播、电视、网络等公共

信息传播部门或单位的山洪预警信息发布联动机制，提升县级预警

信息发布系统的能力，升级预警信息发布系统软件，重点建立短信

网关专线，提高手机短信的群发能力，扩大预警信息发布的覆盖范

围，实现短信预警信息发布到村，提高时效性和可靠性。完善县级

平台软件，开发小流域洪水与预警指标分析软件，增加小流域暴雨

洪水分析功能，提高预警信息发布质量和时效。各地根据需要配备

移动巡查设备。 

建立县级到乡镇防汛部门计算机网络系统和视频会商系统，实

现与省、地市防汛计算机网络和视频会商系统的互联互通。延伸县

级网络到乡镇，使乡镇防汛部门可直接使用县级平台的监测预警系

统，提高山洪灾害防御能力。 

4、山洪灾害监测预警信息管理和共享系统建设 

为实现监测预警信息的有效管理，实现中央、省级、地市级和

县级监测预警平台之间的互联互通和信息共享,实现上下游相邻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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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预警信息共享，在中央、省和地市分别建立山洪灾害监测预警

信息管理和共享系统。 

5、群测群防体系完善 

进一步完善县、乡镇、行政村、自然村和企事业单位的山洪灾

害防御群测群防组织和责任制体系，加强旅游景区、交通道路沿线、

施工场所、农村集镇等区域流动人员的管理，明确山洪灾害防御责

任人。提高预案的可操作性，明确危险区、转移路线和安置地点，

并标绘在预案附图上，明确预警人员的责任分工，约定预警信号，

确定需要转移人员花名册及联系方式等。 

采用多种方式持续宣传山洪灾害防御常识，进行岗位培训，开

展以转移撤离为主的山洪灾害避险演练，使群众掌握山洪灾害防御

常识，了解山洪灾害危险区域，熟悉预警信号和转移路线，增强群

众主动防灾避险意识，提高自救互救能力。 

6、山洪灾害应急保障系统建设 

为了保障山洪灾害防御体系在紧急情况下的正常运行，建立应

急保障系统，配备必要的应急救援装备。非工程措施所建设的自动

监测站点和预警设备广泛分布在山区农户，交通条件差，且当地群

众不具备维修能力，为保障在紧急条件下监测预警设备的维修和运

行，在县级防汛部门配置应急检修车及必要的检修设备，在乡镇配

置紧急情况下应急救援工具，包括应急发电机及照明、救生等设施

设备，以提高基层应急救援能力。 



 13 

已建非工程措施补充完善主要任务表 
序号 项目名称 单位 数量 

一 监测系统补充完善   

1 新建自动水文监测站 个 3890 

2 自动水文监测站点卫星通信 个 10003 

3 视频监控系统 套 11354 

二 预警系统补充完善   

1 无线预警广播 套 114821 

2 简易雨量（报警）器 个 523783 

3 简易水位站 个 227201 

4 手摇警报器 套 745871 

5 锣和高频口哨 套 1299578 

三 县级山洪灾害监测预警平台完善   

1 县级计算机网络及会商系统完善 套 2058 

2 县级平台延伸到乡镇 套 23756 

3 县级预警信息发布能力升级 套 2058 

4 小流域洪水分析软件系统 套 2058 

5 移动巡查设备 套 10290 

四 山洪灾害监测预警信息管理和共享系统   

（一） 国家信息管理和共享系统   

1 中央级监测预警信息管理和共享软件 套 1 

2 对政府及社会进行信息发布及服务系统 套 1 

3 系统硬件 套 1 

（二） 流域机构信息管理和共享系统 套 7 

（三） 省级信息管理和共享系统 套 30 

（四） 地市级信息管理和共享系统 套 305 

五 群测群防体系完善   

1 完善县级预案 个 2058 

2 完善乡镇预案 个 23756 

3 完善村级预案 个 361419 

4 宣传、培训、演练 县、省 2088 

六 山洪灾害应急保障系统建设   

1 应急检修车及检修设备 套 2058 

2 乡镇应急救援工具 套 23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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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点地区洪水风险图编制 

构建洪水风险图编制与应用的技术体系、管理体系和规章规范

体系；编制 227处重点防洪保护区、78处国家蓄滞洪区、26处洪泛

区、45 座重点和重要防洪城市、198 条重要中小河流重点河段的洪

水风险图；制作避洪转移图；开展洪水风险区划试点；建设国家、

流域和省级洪水风险图管理与应用系统；建设洪水风险图管理中心；

开展技术培训和技术交流。 

《总体规划》关于“开展洪水风险意识宣传和培训，编制完善

包括水库和中小河流（段）防洪预案”内容，通过日常管理工作予

以落实，不在此项目范围之内。 

1、规范制度制定与通用软件开发 

修订完善《洪水风险图编制技术细则》《洪水风险图管理办法》

《洪水风险图编制费用计算办法》，制定《洪水风险图制图技术要求》

《洪水风险图成果提交要求》《洪水风险图绘图数据模型与编码规

范》《洪水风险图成果汇总与集成规范》《洪水风险图管理与应用系

统技术要求》《洪水风险图成果服务管理与服务接口规范》《洪水风

险区划技术导则》等，开展洪水风险图管理应用研究。 

开发防洪保护区、蓄滞洪区、洪泛区、城市、河道洪水分析、

洪水损失评估等通用软件，建设洪水风险图绘制系统和洪水风险图

管理与应用系统。 

2、洪水风险图编制 

（1）基础资料收集入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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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处理洪水风险图编制范围（约 50 万 km
2
）内基础地理信息

数据、水文资料以及历史洪水、工程、河道断面和社会经济资料，

并对 198 条中小河流的洪水风险图编制河段开展断面实测；建立上

述基础资料数据库。 

（2）洪水风险分析 

开展编制范围内防洪保护区、蓄滞洪区、洪泛区、城市、中小

河流洪水风险分析，组织专家对洪水风险分析结果进行合理性检查。

根据洪水分析结果，结合社会经济情况，开展洪水影响分析和评估。 

（3）洪水风险区划 

考虑洪水频率、洪水淹没特征、社会经济等因素，研究建立洪

水风险区划方法，制定洪水风险区划技术规范，结合典型防洪区洪

水风险分析和调查成果，开展洪水风险区划试点。 

（4）避洪转移分析 

以淹没范围、淹没水深、洪水流速和洪水到达时间等洪水风险

信息为基础，综合人口分布、撤离道路、安置条件等进行避洪转移

分析，确定转移人员数量，规划安置场所和转移路线。 

（5）图件制作 

在洪水分析、避洪转移分析和区划试点成果的基础上，运用统

一的绘制系统，绘制基本洪水风险图（洪水淹没范围、洪水淹没水

深、洪水到达时间、洪水流速、洪水淹没历时等），蓄滞洪区避洪转

移图，防洪保护区、洪泛区和中小河流洪水避洪转移参考图，以及

试点区域洪水风险区划图。 

（6）成果汇总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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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图件绘制成果及其相关数据进行检查，运用统一的洪水风险

图管理系统，分别在省级、流域和国家层面逐级进行洪水风险图成

果的汇总集成。 

3、洪水风险图管理与应用系统建设 

开展洪水风险图管理与应用系统设计，配置系统运行的硬件环

境和网络环境，建设空间数据库和专题数据库，开发具备风险图成

果检验、入库、管理、检索查询等基本功能的风险图管理系统，开

发洪水风险图应用服务管理、共享与发布系统，开发具有防洪决策

支持、风险分析、快速制图功能的应用系统，建设省级、流域和国

家层面的洪水风险图管理与应用系统。 

按洪水风险图成果密级，分别建设洪水风险图成果的公众发布

网站和专业应用网站。按程序报批后，通过公网向全社会发布洪水

风险图信息，通过保密网向政府有关部门提供洪水风险图成果，推

动洪水风险图在社会管理、洪水保险、土地利用、洪水影响评价、

应急管理、基础设施建设、城乡发展和全民洪水风险意识普及中的

实际应用。 

4、技术培训与技术指导 

举办 100人规模的培训班 20次，培训洪水风险图编制技术人员

和洪水风险图管理与应用人员；开展国内外洪水风险图编制与管理

应用技术交流；在国家、流域和省级层面组建技术专家组并建设技

术咨询和经验交流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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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地区洪水风险图编制主要工作量表 

序号 项目名称 单位 工作量 

一 基础资料收集与处理   

1 社会经济资料 乡镇、街道个数 7000 

2 

堤防资料 km 32000 

涵闸、桥梁 座 5800 

道路（涉及范围） km
2
 500000 

断面 个 7000（其中实测 1200） 

3 水文资料（站点） 处 3500 

4 现场勘查（范围） km
2
 500000 

5 
电子地图购置与

加工处理 

1:5万 幅 1500 

1:1万 幅 15000 

1:2千-1:5千 幅 5000 

二 规章规范修订制定 个 10 

三 技术体系完善   

1 标准化应用软件系统升级完善 套 6 

2 绘制系统与管理系统升级完善 套 2 

四 防洪保护区洪水风险分析（方案） 个 2700 

五 蓄滞洪区洪水风险分析（方案） 个 800 

六 城市洪水风险分析（方案） 个 600 

七 中小河流洪水风险分析（方案） 个 1600 

八 洪泛区洪水风险分析（方案） 个 130 

九 避洪转移（方案）  800 

十 损失评估（方案） 个 5800 

十一 图件绘制 幅 50000 

十二 洪水风险图管理与应用系统建设 处 48 

十三 洪水风险实时分析系统建设 处 48 

十四 培训班 期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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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重点山洪沟防洪治理试点 

（一）治理范围 

根据规划，全国以溪沟洪水灾害为主的山洪沟约 19800 条。考

虑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山洪沟数量占全国的比例，结合灾害影

响程度、频次、近年灾害发生情况以及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等因素，

2013-2015 年全国选择部分重点山洪沟（重点山区河道）开展防洪

治理试点。 

（二）治理标准 

针对山区河道的特点及防治要求，按照保护对象的规模、重要

性和防护要求，参照《防洪标准》（GB50201-94）、《城市防洪工

程设计规范》（GB/T50805-2012），考虑山洪灾害可能造成的人员

伤亡和经济损失等因素，合理确定治理标准。重点山区河道治理标

准一般按 10年一遇，对于遭受洪灾损失大、影响特别严重的山区河

道的关键防护部位可适当提高治理标准和工程等级。 

（三）治理措施 

根据山区河道的地形、地质条件，因地制宜，在人口密集的城

镇、居民点及重要基础设施等处，结合非工程措施，以治点为主，

采取护岸、堤防等治理措施，形成非工程措施与工程措施相结合的

山洪灾害防护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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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项目建设管理 

水利部是全国山洪灾害防治项目（2013-2015年）的主管部门，

对建设管理进行宏观指导，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办公室是项目的

主管单位，负责对项目建设进行监督管理。水利部山洪灾害防治工

作领导小组负责协调和处理项目建设中的重大问题。依托中国水利

水电科学研究院和水利部水利水电规划设计总院设立全国山洪灾害

防治项目建设管理组和洪水风险图编制项目建设管理组，协助国家

防办开展全国山洪灾害防治项目的建设管理工作，承担中央层级的

项目建设任务，统一组织实施具有保密、共享和一致性要求的项目

建设内容，组织实施山洪灾害调查评价专用大宗设备的采购，组织

开展山洪灾害防治项目关键技术研发。 

各省、市、县成立相应的项目管理机构，负责本行政区的项目

建设管理和组织实施，协调处理有关项目建设中的重要问题。 

项目实施的第一年度，主要开展山洪灾害调查评价基础工作和

需要统一组织开展的工作，包括需中央层级统一组织实施的技术要

求的制定、基础数据加工处理及调查评价工作底图制作、基础软件

开发、国家级数据中心建设和需统一采购的设备等，同时启动山洪

灾害调查评价试点工作；开展山洪灾害监测预警信息管理及共享系

统建设，确保前三年建设项目信息共享，充分发挥项目效益；优先

安排山洪灾害严重、前期工作扎实的省份开展已建非工程措施补充

完善工作；建立完善洪水风险图编制技术规范和洪水风险分析制图

通用软件，开展技术培训，选择部分防洪保护区、蓄滞洪区、洪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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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城市和中小河流开展洪水风险图编制工作；选择部分重点山区

河道进行防洪治理试点；选择典型小流域建立非工程措施与工程措

施综合治理示范区。 

项目实施的第二年和第三年度，按照年度投资规模，全面开展

山洪灾害调查评价、已建非工程措施补充完善、重点地区洪水风险

图编制和重点山洪沟防洪治理试点建设。 

六、资金筹措 

全国山洪灾害防治项目（2013-2015年）资金，由中央和地方

财政共同承担。中央财政加大投入的同时，省、市财政也要切实增

加投入，确保全面完成规划建设任务。项目建成后的运行维护费用，

由地方财政承担，确保项目设施正常运行，发挥效益。 

七、效益 

全国山洪灾害防治项目（2013-2015年）是我国洪涝灾害防治

工作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内容，项目实施后，全国山洪灾害防治区非

工程措施体系将进一步完善，重点地区洪水风险特征基本掌握，重

点地区洪水风险信息管理系统初步建立，重点区域非工程措施与工

程措施相结合的山洪灾害防治体系基本建成，防灾减灾能力将显著

增强。对于支持我国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

重要的作用和现实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