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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渑池县 2025 年度地质灾害防治方案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指

示批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精神，有效防治地质灾害，

避免和减轻因灾损失，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促进我县经

济社会平稳健康可持续发展，根据《地质灾害防治条例》（国务

院令第 394号）《河南省地质环境保护条例》《河南省 2025年

度地质灾害防治方案》《三门峡市 2025年度地质灾害防治方案》

《渑池县地质灾害防治“十四五”规划》,结合 2024年度我县地质

灾害防治工作实际，制订本方案。

本方案所称地质灾害，是指因自然因素或人为活动引发的危

害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山体崩塌、滑坡、泥石流、地面沉降、地

面塌陷、地裂缝等与地质作用有关的灾害。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会议、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和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系列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市委八

届八次全会暨市委经济工作会议部署，紧紧围绕县委、县政府部

署要求，增强风险意识、忧患意识，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

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推进全县地质灾害防治工作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C%B0%E8%B4%A8%E7%81%BE%E5%AE%B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C%B0%E8%B4%A8%E7%81%BE%E5%AE%B3%E9%98%B2%E6%B2%BB%E6%9D%A1%E4%BE%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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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质量发展，谋早谋细、抓紧抓实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在构建新

安全格局上奋勇争先，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

局稳定。

(二)工作目标。落实落细常规举措，夯实群测群防基础，抓

好地质灾害隐患点排查和治理，完善“人防+技防”地质灾害监测

预警体系，开展宣传培训演练活动。强化部门协同配合，在县安

防委领导下，各部门履行地质灾害防治责任，同向发力、形成合

力，提高行业领域地质灾害防治效能。以改革创新破难题，深入

推进“隐患点+风险区”双控工作，逐步优化完善管理体系，着力

解决已知隐患点以外地质灾害多发的难题。

二、防治形势

（一）2024 年我县地质灾害基本情况。截止 2024年底，我

县地质灾害隐患点 110处，主要灾害类型为滑坡、崩塌、地面塌

陷。2024 年，我县未发生地质灾害伤亡事件，地质灾害气象预

警预报与群测群防体系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2025 年我县地质灾害基本情况。2025年，我县在册

地质灾害隐患点 104 处（核销 6 处），主要灾害类型为滑坡 38

处、崩塌 26处、泥石流 4处、地面塌陷 36处。其中崩塌、滑坡

主要分布于城关镇、南村乡、段村乡、洪阳镇、仁村乡、英豪镇、

陈村乡、仰韶镇；地面塌陷主要分布于天池镇、果园乡、坡头乡、

张村镇；泥石流主要分布于段村乡。这些隐患点主要分布在人员

集聚区，威胁着周边居民、交通要道等重要设施和场所的安全，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C%B0%E8%B4%A8%E7%81%BE%E5%AE%B3%E6%B0%94%E8%B1%A1%E9%A2%84%E8%AD%A6/15678339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C%B0%E8%B4%A8%E7%81%BE%E5%AE%B3%E6%B0%94%E8%B1%A1%E9%A2%84%E8%AD%A6/15678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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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胁 1546户、5040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威胁财产 17467.1万元。

（三）2025 年我县地质灾害发展趋势预测。据气象预测，

2025 年我县气候年景总体偏差，极端天气气候事件总体呈现多

发强发态势。春季(3-5月)预计我县降水偏少 0-2成。夏季(6-8月)

预计降水偏多 0-2成。7-8月可能有北上台风影响我县。

根据气象分析结果，经综合分析，2025 年，我县地质灾害

防治工作仍面临严峻挑战。一方面，受自然因素影响，地质灾害

隐患依然存在，且部分隐患点稳定性较差，发生时段不只是在汛

期，随时可能发生灾害；特别是强降水期间，山区尤其是地质环

境条件复杂的区域，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发生的可能性较大。

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类工程活动的加剧，新的地质

灾害隐患可能不断产生；在工程建设活动频繁的地区，因切坡、

填方等工程活动引发地质灾害的风险也不容忽视。同时，地质灾

害防治工作还存在资金投入不足、技术支撑力量薄弱、群众防灾

意识有待提高等问题。

三、重点防范期和防范区域

（一）重点防范时期

汛期 6—9月为重点防范期，我县地质灾害绝大多数发生在

汛期，尤其集中于主汛期 7—8月。区域性和局地强降雨期间，

滑坡、崩塌和地面塌陷等灾害将明显增加，且具有较强的同发性

和群发性，上述时段更需予以高度关注。同时近几年，非汛期地

质灾害数量有所上升，特别是岁末年初呈多发趋势，要树牢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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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灾理念，重点防范日降水量 50毫米以上或过程降水量大于 100

毫米以及持续降雪、雨雪冻融时段引发的崩塌、滑坡等地质灾害。

（二）重点防范区域

(1)南村——南闫公路以滑坡、崩塌为主重点防治亚区：位

于渑池县北部，涉及南村乡、段村乡、仰韶镇。主要是由于黄河

岸侵、修路引起的滑坡和崩塌灾害。

(2)段村乡西部以滑坡、崩塌、泥石流为主重点防治亚区：

位于渑池县北部，涉及段村乡贺家洼、董家洼、前岭村、东庄沟

村、上涧村、四龙庙村部分村组。切坡建房居多，坡体较陡，容

易引起土体崩塌，应及时避让，进行防护。

(3)张村——陈村一带以滑坡、地面塌陷、地裂缝为主重点

防治亚区：位于渑池县西北部，涉及英豪镇的王沟村、张村镇的

曹窑村、三化沟村，陈村乡的西北部、坡头乡的南部。该区为煤

矿、铝土矿重要开采区域，人类工程活动强烈。

(4)英豪镇西南以滑坡、崩塌为主重点防治亚区：位于渑池

县的西南部，涉及陇海铁路、连霍高速、310国道、英豪镇上渠

村、东马村、西庵头村等，该区重要工程较多，修建时切坡较多，

而此段主要为粉质黏土，在雨水长期渗透下，土体疏松，极易发

生滑坡、崩塌地质灾害。

(5)果园乡——天池镇西北以地面塌陷为主重点防治亚区：

位于渑池县南部地区，包括果园乡、天池镇，是渑池县煤矿重要

开采区域，人类工程活动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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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洪阳镇南部以滑坡、崩塌为主重点防治亚区：位于渑池

县的东部，涉及陇海铁路、连霍高速、310国道，洪阳镇胡坑村、

雷沟村、柳庄村、堡厚村等。

（三）重点防范目标

根据我县地质灾害分布规律和气象分析，考虑到极端天气和

人为工程活动影响，重点防范区域为：地质灾害易发区内的集镇、

学校、养老院、幼儿园、切坡建房区、化工园区、在建工地工棚、

旅游景区景点以及交通、水利等重大基础设施是重点防范目标。

对各类工程形成的高陡切坡应给予重点关注。同时，在高山峡谷

地带从事生产建设的工矿企业、水利电力、铁路公路交通工程等

施工点和营地也是重点防范目标。

四、重点任务

（一）实施地质灾害风险隐患综合治理工程

推进地质灾害隐患点综合治理，按照《河南省自然资源厅河

南省财政厅关于做好地质灾害防治资金项目储备库人库工作的

通知》（豫自然资发〔2024〕35号）要求，结合渑池县中小型

隐患点治理的实际情况，2025 年度，积极争取省财政资金，批

准后组织实施地质灾害隐患点工程治理项目。

（二）开展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规划编制工作

科学编制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规划，坚持把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精神落实到规划的总

体思路、规划布局、目标任务中，立足新精神、新要求，着眼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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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极端气候事件频发、地震活跃、人类工程活动强烈的背景，进

一步明确工作方向，深化地质灾害风险调查与区划，完善“人防

＋技防”监测预警网络，分类分步推进综合治理，强化 AI、大数

据等技术应用，加强基层防灾能力，为我县“十五五”经济社会高

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三）实施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工程

推进风险隐患专业监测网络建设，加强现有 8处地质灾害隐

患点自动化监测设备调试、运维和监测阈值设置研究，优化预警

响应流程，不断提高专业监测精准度。对暂无条件实施工程治理

或避险搬迁的地质灾害隐患点、风险点，优先实施专业监测。结

合省实施的风险区控制性专业监测，探索建立“隐患（风险）点+

风险区”专业监测网络。

（四）实施汛期地质灾害防灾避险攻坚工程

开展地质灾害防灾科普培训，充分利用省编制的地质灾害防

灾科普材料，深入县、镇、村开展地质灾害防治培训行动，在隐

患点、风险点等位置强化防灾避险提示。开展丰富多样的宣传活

动，加大内容、载体形式创新，注重激发媒体融合活力，加强防

灾减灾经验做法和成就宣传报道，结合“5.12 全国防灾减灾

日”“10.13国际减灾日”等契机，开展地质灾害防治知识的宣传。

常态化组织开展地质灾害防灾演练。打好地质灾害防御攻坚战，

加强重点时段、重点区域防御，坚决做到提前谋划、会商研判、

提级防御、力量前置、联合督导、值班值守、宣传引导、人员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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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安全评估、排危除险“十到位”。加强防御动员部署，三级以

上预警区域根据实际可提升一级防御措施，技术支撑队伍、抢险

救援队伍提前部署于重点防御区域，相关部门联合成立指导组深

入一线督导防御工作，预警响应期间地质灾害危险区域群众做到

应转尽转，对风险高、险情紧迫、治理措施相对简单的地质灾害

灾情险情按照应急工程处置程序及时排危除险。

（五）实施地质灾害能力建设工程

健全完善地质灾害技术支撑体系，落实地质灾害防治技术支

撑补助经费，规范技术支撑服务内容，提升技术支撑服务能力。

加强地质环境监测机构能力建设，提升地质灾害监测预警技术能

力。强化技术交流与培训，整体提升全县地质灾害防治能力。

（六）实施地质灾害防治管理制度保障工程

落实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制度，有效遏制新增风险隐患，各

部门严格落实发改、水利、电力、交通、城镇建设、铁路建设、

矿山开采等重大建设项目、重大基础设施和尾矿库的地质灾害危

险性评估制度并实施配套防治工程，建立配套的日常监管机制和

随机抽查机制。县级编制国土空间规划时要充分考虑地质灾害易

发程度和防治要求，引导新建工程和规划建设区尽量避开地质灾

害高易发区、隐患点、风险点。严格宅基地审批，宅基地选址要

符合国土空间规划。构建风险隐患双控管理体系，按照省自然资

源厅出台的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双控管理指导意见，积极争取纳入

省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双控管理试点，推动地质灾害管控方式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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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患点”向“隐患（风险）点+风险区”转变，明显提升风险防控

能力。

五、防治和保障措施

（一）强化组织领导，落实防灾责任。乡（镇）人民政府是

地质灾害防治的责任主体，各相关部门共同参与，务必高度重视。

要建立完善主要领导负总责、分管领导具体负责的防灾机制，健

全各级地质灾害应急指挥部，切实加强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组织

领导。将上级关于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部署和要求落到基层领导

层面、基层一线。把防灾责任和监测责任落实到点、责任到人，

做到“点点有人抓、处处有人管”。

（二）坚持隐患排查，落实防灾措施。严格落实“三查制度”，

做到“全年常抓不懈，汛期紧抓不放”。按照双控要求，聚焦已知

隐患点和隐患点以外的风险区，紧盯降雨、冻融、夜间等关键时

段，深入开展排查。自然资源、应急、交通、水利、文旅、教育、

住建、铁路、电力等部门和单位按照职责分工，组织好各自领域

地质灾害隐患排查工作。注重发挥遥感、无人机等技术装备作用。

对于排查出的隐患，要纳入台账管理，分类防治，确保有效管控。

（三）建立监测网络，强化监测预警。继续完善县、乡、村、

组、隐患点五级监测体系，建立群测群防、群专结合的监测预警

网络，继续巩固基层在防灾工作链中的突出地位，强化以农村村

社、城镇社区、基层单位和施工工地为单元、群众自觉主动参与

防灾的群测群防模式。自然资源部门要强化与气象、水利、新闻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C%B0%E8%B4%A8%E7%81%BE%E5%AE%B3%E5%BA%94%E6%80%A5/4615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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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等部门（单位）的协作，充分发挥面向公众的地质灾害气象

预警预报实时发布平台的作用，大力完善群众性和专业性相结合

的监测预防机制，努力推动防灾工作由临灾处置向提前预防转

变。

（四）开展排查调查，夯实群测群防。各乡镇要坚持以专业

地质勘查单位为技术支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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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汛前按照“拉网式、全覆盖”

的要求全面开展地质灾害隐患排查和地质灾害风险评价工作，对

排查出的隐患点要逐一落实防范措施。要及时向社会公布隐患点

及风险区基本信息、防范措施和各级各类防灾责任人名单。进一

步加强地质灾害隐患动态管理，坚持“动态核实、动态管理、及

时更新”，继续巩固基层在防灾工作链中的突出地位，强化以农

村村组、城镇社区、基层单位、景区和在建工地为单元，群众自

觉主动参与防灾的群测群防模式。

（五）深化战略合作，强化驻守督导。要进一步加强与省内

专业地勘单位的战略合作，组织专业技术人员驻守本地开展汛期

地质灾害防治督导。通过专业地勘单位，帮助和指导做好汛期地

质灾害应急排查、督促落实防灾措施、协助做好突发地质灾害应

急处置，提供技术服务等，将防治关口下沉至基层一线。

（六）加强培训演练，提高防灾能力。各相关部门要继续深

入开展区内地质灾害识灾、防灾、避险自救等知识的宣传培训，

重点强化面向基层干部群众的地质灾害防治知识宣传培训。要将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C%B0%E8%B4%A8%E7%81%BE%E5%AE%B3%E6%B0%94%E8%B1%A1%E9%A2%84%E8%AD%A6/15678339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C%B0%E8%B4%A8%E7%81%BE%E5%AE%B3%E6%B0%94%E8%B1%A1%E9%A2%84%E8%AD%A6/15678339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C%B0%E8%B4%A8%E7%81%BE%E5%AE%B3%E5%BA%94%E6%80%A5/461552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C%B0%E8%B4%A8%E7%81%BE%E5%AE%B3%E5%BA%94%E6%80%A5/4615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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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培训与应急演练有机结合，加强山区地质灾害易发区内隐患

点周边的普通群众、工程施工人员的应急演练，突出主动避让、

提前避让、预防避让的演练，务求实效，使广大群众通过亲身参

与避险疏散、自救互救，增强防灾意识和应变求生逃生能力，提

高各方协调联动和应急处置能力。

（七）坚持以防为主，强化主动避让。要将“主动避让、提

前避让、预防避让”的“三避让”原则作为汛期人员转移避险的刚

性要求落实到位。对已查明的地质灾害隐患点，除落实专门监测

巡查外，还要划定危险区和避灾安全区并向社会公布，使群众心

中有数。坚持把受地质灾害威胁的城镇、学校、医院、农村聚居

点、安置点、山区农家乐、农贸集市、旅游景点以及交通、水利

设施和在建工程施工区、工矿区、营区等作为防范重点，把避让

机制措施落实到操作层面和最终责任人，必要时采取强制转移措

施。抓紧制定每个隐患点的防灾避险方案，逐一明确各区域、各

点位的防灾责任人、疏散路线、临时安置场所及人员组织。遇到

强降雨等极端天气时，务必保持高度警惕，对有成灾迹象的，要

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果断组织撤离转移，变被动防灾为主

动避灾，变临灾避险为提前预防避让。

（八）健全应急机构，提升应急能力。要健全地质灾害应急

机构和应急技术支撑机构，修订完善地质灾害应急预案；要加强

应急指挥平台建设，健全地质灾害应急管理信息系统，充实应急

小分队和专家队伍，强化应急指挥体系建设；及时上报突发险情、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C%B0%E8%B4%A8%E7%81%BE%E5%AE%B3%E5%BA%94%E6%80%A5%E9%A2%84%E6%A1%88/5274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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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情；要按照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开展险情灾情应急调查、应

急会商和应急排险，并对发展趋势进行预测，科学有效处置。

（九）落实部门职责，强化联动防灾。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

下，各相关部门要进一步完善和落实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分工

明确、责任落实的防灾联动机制。自然资源，应急、交通、水利、

住建、文旅、教育、电力、铁路等部门要按照《地质灾害防治条

例》切实做好本行业部门的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同时，各相关部

门应通力合作，密切配合，建立信息共享机制，重要信息、突发

事件要及时通报、快速反应，实现防灾信息与部门工作间的充分

衔接，确保防灾效益最大化。

（十）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强化信息报送制度。值班人员要

在岗在位，增强对地质灾害信息的敏感性，提高信息收集、处理、

报送能力，做到“首报快、续报准、终报全”，特别要突出首报时

效性，险情灾情要第一时间报至同级人民政府、防灾减灾救灾指

挥机构，确保重要指令、关键信息及时上传下达，为科学决策提

供有力支撑。

附件：1.2025年渑池县地质灾害隐患点一览表

2.地质灾害防治成员单位名单

3.地质灾害防治成员职责分工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C%B0%E8%B4%A8%E7%81%BE%E5%AE%B3%E9%98%B2%E6%B2%BB%E6%9D%A1%E4%BE%8B/796566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C%B0%E8%B4%A8%E7%81%BE%E5%AE%B3%E9%98%B2%E6%B2%BB%E6%9D%A1%E4%BE%8B/7965664


附件1

2025年渑池县地质灾害隐患点一览表（合计104处）

序号 乡镇
隐患
点数

野外编号 灾害类型 行政村 地点
潜在方量

（m3
）

威胁户数
（户）

威胁人数
（人）

威胁财产
（万元）

规模等级 险情等级 风险等级
群测群防员

姓名
群测群防员电话

1

陈村乡

（10处）

1 MCX-HP-37 滑坡 白浪村 陈村乡白浪村西坡组 5880700 46 194 460 大型 中型 中 李书文 13193970999

2 2 MCX-BT-27 崩塌 范洼村 陈村乡范洼村北沟组 2860 1 3 5 小型 小型 低 黄丽华 15516224700

3 3 MCX-BT-28 崩塌 范洼村 陈村乡范洼村西长岭组 5040 1 2 5 小型 小型 低 上官俊锋 13525863737

4 4 MCX-HP-41 滑坡 槐扒村 陈村乡槐扒村圪塔山组 4100000 2 5 10 大型 小型 低 毛园园 13525200981

5 5 MCX-BT-29 崩塌 石板沟村 陈村乡石板沟村大岭后组 1925 2 3 5 小型 小型 低 赵治国 13525215858

6 6 MCX-HP-43 滑坡 石板沟村 陈村乡石板沟村小南庄组 35480 4 19 40 小型 小型 中 张文涛 13525212777

7 7 MCX-HP-36 滑坡 五爱村 陈村乡五爱村罗坡组 12535 15 74 150 小型 小型 中 曹六金 15939800678

8 8 MCX-HP-42 滑坡 五爱村 陈村乡五爱村桌窑组 1400 4 6 10 小型 小型 中 卢建军 13939852851

9 9 MCX-HP-44 滑坡 五爱村 陈村乡五爱村水泉洼矿区 690560 0 0 500 中型 中型 低 郭成周 15839881032

10 10 MCX-HP-45 滑坡 白浪村 陈村乡白浪村芦花岭矿区 57232 0 0 500 小型 中型 低 张学恩 13639861068

11

城关镇

（4处）

1 MCX-HP-18 滑坡 东关村 城关镇东关村渑池生态园 60000 0 0 32.1 小型 小型 低 胡保民 18239808669

12 2 MCX-HP-19 滑坡 西关村 城关镇西关村羊河桥义祥小区 78000 0 0 500 小型 中型 低 段丽玲 15639890017

13 3 MCX-BT-48 崩塌 西河南村 城关镇西河南村上沟组 9000 8 29 40 小型 小型 低 焦学勤 15503988926

14 4 MCX-HP-17 滑坡 峪沟村 城关镇峪沟村蜘蛛山组 8640 6 17 60 小型 小型 中 锁东方 13603812297

15

段村乡

（12处）

1 MCX-NSL-3 泥石流 东庄沟村 段村乡东庄欧沟村石峰峪组 20000 0 0 500 小型 中型 低 杨小峰 13839825815

16 2 MCX-HP-26 滑坡 林场村 段村乡林场村董家洼组 105000 5 13 100 中型 小型 低 郭玉松 15039887037

17 3 MCX-NSL-01 泥石流 上涧村 段村乡上涧村北组 20000 8 17 80 小型 小型 低 王清良 13525212011

18 4 MCX-NSL-02 泥石流 上涧村 段村乡上涧村南组 10000 10 16 100 小型 小型 低 王小才 13629826277

19 5 MCX-HP-30 滑坡 四龙庙村 段村乡四龙庙村羊角岭组 120000 3 7 70 中型 小型 中 王爱军 13939847889

20 6 MCX-HP-32 滑坡 四龙庙村 段村乡四龙庙村王沟组 2280 1 5 20 小型 小型 中 王松林 15839851502



序号 乡镇
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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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群测群防员电话

21

段村乡

（12处） 7 MCX-NSL-4 泥石流 四龙庙村 段村乡四龙庙村 20000 15 44 150 小型 小型 低 陈宝松 15239822286

22 8 MCX-HP-28 滑坡 赵沟村 段村乡赵沟村北山组 75000 5 13 50 小型 小型 低 赵乐鹏 13569613035

23 9 MCX-HP-22 滑坡 中朝村 段村乡中朝村岭南组滑坡 750000 5 15 50 中型 小型 低 张小吾 13839825679

24 10 MCX-HP-23 滑坡 中朝村 段村乡中朝村驼窑组滑坡 626400 3 7 30 中型 小型 低 温金友 13939842352

25 11 MCX-HP-24 滑坡 中朝村 段村乡中朝村村西坡组 480000 4 8 30 中型 小型 低 潘贵民 15238958765

26 12 MCX-HP-25 滑坡 中朝村 段村乡中朝村范家凹组 1680000 5 10 20 大型 小型 低 李建军 13569622419

27

果园乡

（10处）

1 MCX-DMTX-06 地面塌陷 八里寨村 果园乡八里寨村王庄组 15000 0 0 20 小型 小型 低 高凡 18939059886

28 2 MCX-DMTX-07 地面塌陷 八里寨村 果园乡八里寨村一沟组 15210 3 7 30 小型 小型 中 上官永勤 13703812932

29 3 MCX-DMTX-15 地面塌陷 东村 果园乡东村四组 525000 0 0 5 小型 小型 中 左中民 13939855528

30 4 MCX-DMTX-09 地面塌陷 段村 果园乡段村五组 2247180 0 0 10 中型 小型 中 董学伟 15978322816

31 5 MCX-DMTX-17 地面塌陷 果园村 果园乡果园组 3105000 32 55 320 中型 小型 中 卢来周 13803983857

32 6 MCX-BT-20 崩塌 李家村 果园乡李家村三组 8520 2 3 15 小型 小型 中 李留锋 15039818099

33 7 MCX-DMTX-18 地面塌陷 孟村 果园乡孟村三组 1680000 0 0 140 中型 小型 中 程灵春 13707642438

34 8 MCX-BT-22 崩塌 上瑶屋村 果园乡上瑶屋村一组 20000 8 24 40 中型 小型 高 周继宗 18506245818

35 9 MCX-BT-21 崩塌 下瑶屋村 果园乡下瑶屋村四组 9750 7 26 35 小型 小型 中 裴年群 13639868251

36 10 MCX-DMTX-11 地面塌陷 杨村 果园乡杨村四、五组 573750 2 4 410 小型 小型 中 董玉红 13693998516

37

洪阳镇

（14处）

1 MCX-BT-03 崩塌 堡厚村 洪阳镇堡厚村白庄组 11700 14 57 70 中型 小型 高 王褔周 13103986270

38 2 MCX-BT-01 崩塌 北沟村 洪阳镇北沟村西北沟组 1216 0 0 10 小型 小型 中 费新敏 15539827778

39 3 MCX-HP-08 滑坡 胡坑村 洪阳镇胡坑村东应峪组 270 8 32 80 小型 小型 高 李群当 13525242733

40 4 MCX-DMTX-01 地面塌陷 雷沟村 洪阳镇雷沟村东雷沟组 2000 27 96 270 小型 小型 中 韩桂侠 13781048169

41 5 MCX-DMTX-42 地面塌陷 雷沟村 洪阳镇雷沟村西雷沟组 45000 3 9 30 小型 小型 中 刘全民 18803828777

42 6 MCX-HP-01 滑坡 雷沟村 洪阳镇雷沟四组 350 8 23 80 小型 小型 中 刘红亮 15803986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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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洪阳镇

（14处）

7 MCX-HP-02 滑坡 柳庄村 洪阳镇柳庄村马沟组 8424 4 19 40 小型 小型 高 杨安业 13273098690

44 8 MCX-HP-03 滑坡 柳庄村 洪阳镇柳庄村罗沟组 6825 7 10 70 小型 小型 高 陈晓艳 13781018436

45 9 MCX-HP-04 滑坡 柳庄村 洪阳镇柳庄村张沟组 6750 6 19 60 小型 小型 高 赵拉文 13849845656

46 10 MCX-HP-05 滑坡 柳庄村 洪阳镇柳庄村岳家坡组 19845 3 6 30 小型 小型 高 岳建国 15625895700

47 11 MCX-HP-06 滑坡 柳庄村 洪阳镇柳庄村段庄组 12600 5 10 50 小型 小型 中 李新峰 13523639803

48 12 MCX-HP-07 滑坡 柳庄村 洪阳镇柳庄村杨庄组 14000 1 2 10 小型 小型 高 陈行子 15238961490

49 13 MCX-BT-02 崩塌 吴庄村 洪阳镇吴庄村段家沟组 6600 4 15 20 小型 小型 中 段铁锁 13525212566

50 14 MCX-BT-04 崩塌 义昌村 洪阳镇义昌村崤沟组 13200 27 92 135 中型 小型 高 赤全生 13639896029

51

南村乡

（3处）

1 MCX-BT-09 崩塌 关底村 南村乡关底村庄十组 350 1 2 5 小型 小型 中 李关锁 15039890711

52 2 MCX-BT-11 崩塌 关底村 南村乡关底村庄三组 3150 1 2 5 小型 小型 中 宋鹏飞 13781011177

53 3 MCX-HP-20 滑坡 西山底村 南村乡西山底村庄上组 36000 45 141 450 小型 中型 低 张拴丁 15729037778

54

坡头乡

（3处）

1 MCX-DMTX-43 地面塌陷
不召寨胡圪

增村
坡头乡不召寨胡圪增村 72000 134 548 1340 小型 大型 中 胡云峰 15713989567

55 2 MCX-DMTX-03 地面塌陷 韩家坑村 坡头乡韩家坑村簸箕掌组 216000 72 281 720 大型 中型 中 茹伟涛 13939886031

56 3 MCX-DMTX-44 地面塌陷 韩家坑村 坡头乡韩家坑村杨树洼组 20000 19 72 190 小型 小型 中 韩军民 13938126719

57

仁村乡

（11处）

1 MCX-HP-14 滑坡 北坻坞村 仁村乡北坻坞村武坡组 273 4 9 40 小型 小型 中 庞保军 13525896452

58 2 MCX-HP-09 滑坡 北底坞村 仁村乡北底坞前河组 5940 17 38 170 小型 小型 中 杨菊英 15138156181

59 3 MCX-HP-11 滑坡 大水沟村 仁村乡大水沟村前沟组 12800 1 5 10 小型 小型 低 邵红旗 13639870022

60 4 MCX-HP-10 滑坡 段村 仁村乡段村西南沟组 13000 2 3 20 小型 小型 低 王海钢 13633980777

61 5 MCX-BT-06 崩塌 南底坞村 仁村乡南底坞村后柿峪组 432 1 4 5 小型 小型 中 陈从法 13939882320

62 6 MCX-DMTX-02 地面塌陷 南底坞村 仁村乡南底坞村长岭组 295662 64 230 640 小型 中型 中 李拴锁 13939862537

63 7 MCX-HP-12 滑坡 雪白村 仁村乡雪白村闫家麦组 2352 3 9 30 小型 小型 低 郭仁志 15936870979

64 8 MCX-HP-15 滑坡 雪白村 仁村乡雪白村碾南组 41250 3 6 30 小型 小型 低 冯永安 1583980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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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仁村乡

（11处）

9 MCX-HP-16 滑坡 雪白村 仁村乡雪白村下沟组 28600 4 16 40 小型 小型 低 杜根学 13781049680

66 10 MCX-HP-13 滑坡 杨河村 仁村乡杨河村后地组 13750 13 31 130 小型 小型 中 田鸽子 13781007333

67 11 MCX-BT-07 崩塌 张村 仁村乡张村寨南组 27600 4 8 20 中型 小型 低 杜阳辉 18790703179

68

天池镇

（22处）

1 MCX-DMTX-21 地面塌陷 陈沟村 天池镇陈沟村上洼组 315000 10 32 100 中型 小型 中 陈三礼 15238981102

69 2 MCX-DMTX-22 地面塌陷 陈沟村 天池镇陈沟村槐树洼组 1005000 9 43 90 中型 小型 中 陈江超 18839850168

70 3 MCX-DMTX-27 地面塌陷 东坡头村 天池镇东坡头村组 2250000 196 631 1960 中型 大型 中 张建功 13939892149

71 4 MCX-HP-46 滑坡 杜村 天池镇杜村沟村下高沟组 30 22 51 220 小型 小型 高 高忠法 13333985957

72 5 MCX-HP-48 滑坡 杜村 天池镇杜村沟村东洼组 400 2 9 20 小型 小型 低 马建新 15839833169

73 6 MCX-DMTX-23 地面塌陷 杜村沟村 天池镇杜村沟村十四组 300000 22 63 220 中型 小型 中 张留军 13839855119

74 7 MCX-DMTX-24 地面塌陷 杜村沟村 天池镇杜村沟村十二组 360000 30 101 300 中型 中型 中 刘南丰 13087074682

75 8 MCX-DMTX-31 地面塌陷 龙潭沟村 天池镇龙潭沟村五组 360000 27 95 270 中型 小型 中 郭雪红 15539816713

76 9 MCX-DMTX-32 地面塌陷 龙潭沟村 天池镇龙潭沟村二组 360000 6 24 60 中型 小型 中 彭玉杰 13939106894

77 10 MCX-DMTX-33 地面塌陷 龙潭沟村 天池镇龙潭沟村四组 180000 17 50 170 中型 小型 中 郭全学 13839826403

78 11 MCX-BT-30 崩塌 鹿寺村 天池镇鹿寺村四组 120 1 6 5 小型 小型 低 张朋阳 13193996469

79 12 MCX-DMTX-37 地面塌陷 马沟村 天池镇马沟村一组 720000 20 80 200 中型 小型 中 刘海新 15139846012

80 13 MCX-DMTX-28 地面塌陷 山韭沟村 天池镇山韭沟村五组 315000 24 68 240 中型 小型 中 王红涛 13525855945

81 14 MCX-DMTX-29 地面塌陷 山韭沟村 天池镇山韭沟村三组 210000 41 169 410 中型 中型 中 王心治 13693984638

82 15 MCX-DMTX-30 地面塌陷 山韭沟村 天池镇山韭沟村四组 240000 13 59 130 中型 小型 中 茹建中 13939895569

83 16 MCX-DMTX-34 地面塌陷 山韭沟村 天池镇山韭沟村上庄沟组 360000 27 84 270 中型 小型 中 邹维生 13653985219

84 17 MCX-DMTX-26 地面塌陷 杨大池村 天池镇杨大池村土桥沟组 1620000 11 34 110 中型 小型 中 李花伟 13903985506

85 18 MCX-DMTX-36 地面塌陷 杨大池村 天池镇杨大池村三、十三组 200000 19 37 190 中型 小型 中 杨选军 15238441792

86 19 MCX-HP-47 滑坡 杨大池村 天池镇杨大池胡圪塔 810 8 30 80 小型 小型 低 曹花军 15890259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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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天池镇

（22处）

20 MCX-DMTX-25 地面塌陷 张大池村 天池镇张大池村一组 1530000 50 182 500 中型 中型 中 张红波 13783985433

88 21 MCX-DMTX-35 地面塌陷 张大池村 天池镇张大池村钱大池组 20000 62 176 620 中型 中型 中 靳保伟 13639865884

89 22 MCX-BT-31 崩塌 张吕村 天池镇张吕村四组 420 1 1 5 小型 小型 低 郭丽丽 15939856718

90

仰韶镇

（3处）

1 MCX-BT-13 崩塌 后涧村 仰韶镇后涧村杨家马组 1200 2 3 10 小型 小型 中 杨启昌 15890267325

91 2 MCX-BT-15 崩塌 后涧村 仰韶镇后涧村大寨沟组 21840 1 1 5 中型 小型 低 茹明群 15839812905

92 3 MCX-DMTX-04 地面塌陷 马岭村 仰韶镇马岭村延里组 20 1 3 10 小型 小型 低 杨怀保 13939802655

93

英豪镇

（11处）

1 MCX-BT-45 崩塌 后营村 英豪镇后营村二组 5600 1 1 5 小型 小型 低 张建文 15639883317

94 2 MCX-BT-36 崩塌 牛王岭村 英豪镇牛王岭村牛王岭组 216 1 3 5 小型 小型 低 王国营 15517886982

95 3 MCX-BT-35 崩塌 上渠村 英豪镇上渠村史营组 100 1 4 5 小型 小型 低 姚焕兴 13525852724

96 4 MCX-BT-42 崩塌 寺庄村 英豪镇寺庄村五组 3000 7 23 35 小型 小型 中 屈玉红 15639809665

97 5 MCX-BT-43 崩塌 寺庄村 英豪镇寺庄村八组 840 4 8 20 小型 小型 低 屈中伟 16639883647

98 6 MCX-DMTX-40 地面塌陷 寺庄村 英豪镇寺庄村九组 750000 36 95 360 小型 小型 中 陆保红 15639809601

99 7 MCX-BT-44 崩塌 王沟村 英豪镇王沟村老虎沟组 4800 3 5 15 小型 小型 低 王建霞 18639873675

100 8 MCX-DMTX-38 地面塌陷 王沟村 英豪镇王沟村四组 450000 21 61 210 小型 小型 中 赵秀梅 18736459925

101 9 MCX-DMTX-39 地面塌陷 王沟村 英豪镇王沟村二、三组 480000 65 197 650 小型 中型 中 徐建锋 16639883661

102 10 MCX-BT-37 崩塌 吴瑶头村 英豪镇吴瑶头村张皮瑶组 336 3 11 15 小型 小型 中 吴爱民 15516291177

103 11 MCX-DMTX-41 地面塌陷 周家山村 英豪镇周家山村周家疙瘩组 72000 40 125 310 小型 中型 中 赵长峰 13781009900

104 张村（1
处）

1 MCX-DMTX-05 地面塌陷 曹窑村 张村镇曹窑村料沟组 360000 30 54 300 小型 小型 中 曹亚楠 18236747172



附件 2

地质灾害防治成员单位名单
（33 个）

十二个乡镇政府：城关镇、仰韶镇、英豪镇、张村镇、陈村

乡、坡头乡、段村乡、南村乡、仁村乡、洪阳镇、天池镇、果园

乡。

发展改革委、教育局、科技局、工业和信息化局、公安局、

财政局、自然资源局、林业局、河务局、生态环境局、住房城乡

建设局、交通局、水利局、农业局、文化和旅游局、卫生健康委、

应急局、融媒体中心、气象局、电业局、槐扒提水管理所。



附件 3

职 责 分 工

各乡镇政府要认真履行地质灾害防治主体责任，统一指挥调

度辖区内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同时，积极组织开展地质灾害防治

宣传和应急避险演练，确保汛前完成。

自然资源部门负责地质灾害防治的组织、协调、指导和监督，

为全县地质灾害应急处置提供技术支撑。

应急部门负责统一协调指挥各类应急管理队伍，建立应急协

调联动机制，组织对突发地质灾害的应急救援；同时要做好要做

好养老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的地质灾害防范和应急处置。

气象部门要及时提供气象预报预警信息，与自然资源、应急

等部门加强信息共享、合作联动及时向公众发布灾害性天气预警，

特别是强降雨、暴雪等可能诱发地质灾害的气象信息。

教育部门要做好危及校舍安全的地质灾害隐患的排查防治，

积极开展对师生防灾减灾应急知识宣传教育。

财政部门要做好地质灾害防治和应急处置工作的经费保障。

住建部门要做好群众自建房，城市规划区房屋建筑和各类市

政基础设施建设引发的地质灾害隐患的排查防治工作。

交通部门要做好交通要道（高速公路、国道、省道）、干线

（县、乡道路）及附属设施安全的地质灾害隐患的排查防治工作。



水利部门要做好水利工程设施（引水输水等水利工程等）、

水库及其管理范围内的地质灾害巡查监测，对威胁水利工程设施

的地质灾害隐患进行排查整治。

电力部门要做好对电力设施（如电线杆、输电塔、变电站等）

地质灾害隐患排查。对处于地质灾害风险区域内的电力设施采取

防护措施。

农业农村部门要做好组织和指导农村宅基地建房地质灾害

隐患巡查排查；同时，要严把宅基地审批关口，科学指导农村地

区避开地质灾害隐患区建房，有效避免地质灾害风险。

文旅部门要做好职能范围内旅游景区的地质灾害隐患的排

查防治工作。

铁路部门要做好辖区内铁路沿线和附属设施区等周边地质

灾害隐患的巡查排查和监测，对使铁路建设引发的地质灾害开展

治理。

其他各成员单位要依据各自职责做好各自领域内的地质灾

害防治工作。

各部门之间协同合作、同时发力，联防联控，聚合行业的人

才、资源、平台优势，形成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合力，确保安全度

汛，为我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