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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18 年度山洪灾害防治项目建设任务和工作要求 

 

一、总体建设任务和工作要求 

1.按照《全国山洪灾害防治项目实施方案（2017-2020年）》

（水财务„2017‟362号）《财政部关于提前下达 2018年水利发

展资金预算指标的通知》（财农„2017‟148号），根据各地山洪

灾害防御现状、项目建设需求以及年度财政预算指标，在前期

山洪灾害防治项目建设基础上，结合山洪灾害调查评价成果，

合理安排项目建设时序，突出重点，急用先建，统筹确定 2018

年度项目建设任务，按时完成各项建设工作。 

2.2018 年度山洪灾害防治项目建设总体建设任务见附件 2。

各地要加强沟通协调，积极争取中央补助资金和地方资金足额

到位，保障项目顺利实施。 

3.根据 2018 年度山洪灾害防治项目总体建设任务和落实的

年度建设资金规模，统筹合理编制省级年度项目实施方案。 

4.中央补助资金优先安排用于非工程措施项目建设，在保障

下达的非工程措施建设任务能够顺利完成前提下，适当补助重

点山洪沟（山区河道）防洪治理项目。 

5.按照有关规划和实施方案确定的建设范围和技术要求，利

用山洪灾害调查评价成果,继续完善山洪灾害监测预警系统，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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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地区可延伸到乡镇；升级完善省级监测预警信息管理系统，

开展省级数据同步共享试点探索，加强山洪灾害预警信息社会

化服务；开展山洪灾害补充调查评价，检验复核预警指标，拓

展调查评价成果应用；对监测预警设施设备进行更新改造，优

化站点布局，重点加强学校等人口密集地区的预警能力建设；

在 2076个县持续开展山洪灾害防御预案修订、宣传、培训和演

练等群测群防体系建设，不断巩固完善山洪灾害防御责任制体

系和防御机制；面向基层适量配置以保障转移避险群众生命安

全、提高转移避险应对能力为主的简易、常用应急救援工具和

设备；开展山洪灾害防治重点县示范建设；继续实施重点山洪

沟（山区河道）防洪治理。 

6.按照《全国山洪灾害防治项目建设管理办法》《中央财政

水利发展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总结以往项目建设

经验，优化项目组织实施方式，严格项目建设管理和资金管理，

保障项目顺利有效完成，确保资金使用安全。 

7.配合财政部门加强水利发展资金预算绩效管理，按时报送

项目绩效目标，做好山洪灾害防治项目绩效评价工作。 

二、非工程措施建设任务和工作要求 

1.依据山洪灾害调查评价成果，更新、调整、补充自动监测

站点，提高部分重点监测站点的通信、供电保障能力。根据需

求，在重点区域和重要部位适当部署图像（视频）监测站。 

各地更新、补充的自动监测站点和预警设施设备数量可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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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山洪灾害防御工作实际做适当调整。 

水文等部门要配合做好省级年度山洪灾害防治项目实施方

案的编制，负责指导做好监测站点的调整补充，统一编码、规

范报汛方案，按照山洪灾害监测预警和基层防汛预报预警的需

求实现县、市、省级水文数据共享。 

2.继续完善监测预警平台，充分利用调查评价成果，完善预

警指标，提高预警信息质量，扩大预警信息覆盖面。提高省级

系统的监视、督查、综合应用和管理能力，强化信息共享；巩

固县级平台监测、预警发布和信息反馈等综合能力。重点地区

监测预警平台延伸到乡镇，提高基层山洪灾害防御能力。 

3.开展新增山洪灾害隐患点和未覆盖地区的调查评价，并审

核汇集至调查评价成果数据库。以省为单位，对部分县近期实

测山洪灾害资料和历史洪水资料进行整理分析，对预警指标进

行检验和复核，提高预警指标精准度。各省可结合实际，集成、

挖掘、分析山洪灾害调查评价成果，拓展应用范围。需开展调

查评价的新增隐患点数量可根据近年山洪灾害防御实际做适当

调整。 

4.按照技术要求规定的标准，考虑山洪灾害调查评价成果，

适当补充预警设施设备，更新改造升级重点区域的预警设施设

备，提升预警能力。充分发挥防指职能，加强对学校、景区等

人口密集的重点地区山洪灾害防御工作指导，落实有关部门和

单位防御责任，在落实运行管护模式、责任的前提下，可适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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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备监测预警设施设备。 

5.按照《山洪灾害群测群防体系建设指导意见》，在山洪灾

害防治区持续、规范地组织开展山洪灾害群测群防体系建设，

进一步落实责任制，修订完善各级防御预案，持续开展宣传、

培训、演练，逐步达到“十个一”的建设标准，显著增强山丘

区群众的主动防灾避险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加强对群测群防

工作的管理和总结。 

6.利用云计算、大数据等新技术，继续开展省级数据同步共

享系统试点探索，提高系统的监测预报预警能力和数据运行维

护效率，扩大预警信息覆盖面。省级数据同步共享系统试点探

索要单独编制实施方案。 

7.省级指导制定县及县以下应急救援工具和设备标准配置，

明确技术参数和配置数量，在部分重点县及县以下基层配置简

易、常用的应急救援工具和设备，提高基层应急救援和防汛应

对能力。 

8.根据本省实际情况，在部分山洪灾害防治任务重、运行维

护经费有保障、技术力量较强且工作基础好、积极性高的防治

县，开展山洪灾害防御标准化建设，总结形成适合本地区、可

复制推广的建设内容与建设标准，发挥示范推广的作用。示范

建设要单独编制实施方案。 

示范建设内容可包括：合理布局典型小流域监测站点，实践

小流域暴雨洪水规律，检验复核预警指标；补充预警设施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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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范应用新技术、新手段和新设备，按照“十个一”标准开展

群测群防体系建设；不断规范、完善和探索基层防御机制、建

设机制、运行维护机制和山洪灾害社会管理机制，形成山洪灾

害防治工作新气象。 

三、重点山洪沟（山区河道）防洪治理建设任务和工作要求 

在前期建设经验基础上，依据沿河村落现状防洪能力、人口

分布情况及经济发展要求以及近年灾害发生情况等因素，继续

开展重点山洪沟（山区河道）防洪治理，在山洪沟所在小流域

建立相对完善的非工程措施和工程措施相结合的综合防御体系。 

1.在保障资金完成非工程措施项目年度任务的基础上，优先

选择前期工作已基本完成、具备实施条件、溪河洪水灾害严重

的重点山洪沟（山区河道）开展防洪治理。 

2.以“保村护镇、守点固岸、防冲消能”为目标，防洪治理

措施应布置在有集中居民点和重要基础设施的河段，主要采取

护岸固坡、疏浚扩挖等措施，防洪治理标准一般按 10 年一遇左

右确定，重点河段应适当提高防冲能力。注重维持河势稳定，

不得缩窄河道行洪断面，不得在河道范围内修建拦挡设施，严

禁围河造地和搭车修建桥梁。 

3.在重点山洪沟（山区河道）所在小流域，应按照技术要求

配备山洪灾害监测预警设施设备，并将相关建设内容纳入重点

山洪沟（山区河道）防洪治理项目初步设计报告，所需投资在

非工程措施项目中统筹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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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省级年度山洪灾害防治项目实施方案审核 

山洪灾害防治年度实施方案技术审查、审批由地方负责。 

重点山洪沟（山区河道）防洪治理项目初步设计报告由省级

负责审批。 

山洪灾害省级数据同步共享系统试点建设实施方案由省级

负责审批。 

示范建设由省级防办负责组织协调和技术指导，明确示范建

设相关具体要求，县级负责实施。示范建设实施方案由省级防

办审批。 

国家防办、有关流域机构和全国山洪灾害防治项目组加强对

方案编制、审查工作的指导和技术支撑，统一协调山洪灾害防

治相关数据和设备接口标准的制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