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沁县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

解读



总则

编制目的

为建立健全应对防灾减灾体系

和运行机制，规范应急救助行为，

提高应急救助能力，最大程度地减

少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损失，确保

受灾人员基本生活，维护灾区社会

稳定，建设“三晋花园·水美名城”

营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提供保障，

制定本预案。

总则

编制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防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气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草原法》《自然灾害救助条例》《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

急预案》《山西省突发事件应对条例》《山西省突发公共

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山西省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

《长治市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长治市自然灾害

救助应急预案》《沁县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等。



应急预案体系
本县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体系由县自然灾害
救助应急预案、乡（镇）政府自然灾害救助应
急预案、部门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构成。

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沁县范围内发生的水旱灾害，冰雹、
沙尘暴、雪、低温冷冻等气象灾害，地震灾害，山
体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森林火灾和重
大生物灾害等自然灾害时的县级应急救助工作。

总则

工作原则
坚持以人为本、减少损失，统一领导、综

合协调，分级负责、属地管理，政府主导、社
会动员原则。



主要危害：一是对人民群众

的生命和财产构成危害，造成人

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二是对当地正常的

生产、生活和学习造成极大影响；三是

对建筑物造成破坏；四是对当地交通、

通讯等造成很大影响；五是可能造成某

些疾病的爆发，也会造成人民心理恐慌；

六是引起当地社会治安问题；七是对当

地的自然环境造成影响甚至破坏。

全县总面积1320平方公里，下辖
11个乡（镇）级行政区划，东苑、西苑、
西湖、育才、北关、南关6个社区居民
委员会，218个行政村。2022年底全县
户籍总人口16.97万人。其中城镇户籍
4.45万人，农村人口12.52万人。已建
成县城区避险场所3个，面积共约9万平
方米，可容纳7.26万人左右，各乡（镇）
均设有开放式避险所，储备有应急救助
物资和救灾器材等，避难场所安装有相
关标识。



A

B C

D E

县应急救援总指挥部

沁县减灾委员会，为全县自然灾
害减灾救灾应急综合指挥协调机构。

专家组
县减灾委设立专家组，由有专业知识、实际救援

工作经验的专业人员组成，对全县救助工作重大决
策和重要规划提供政策咨询和意见，为全县自然灾
害的灾情评估、应急救助和灾后救助提出咨询意见
和建议。 应急联动机制

建立政府部门应急联动制度。制定自然灾害
的应急处置责任卡，明确牵头部门和支持协作
部门的职责、权限和处置程序。

办事机构

县应急协调救援中心设在县应急管
理局，为县减灾委的日常办事机构。

基层应急机构

各乡（镇）政府设立自然灾害应急指挥
部等相关机构，配备专职工作人员，负责
辖区内自然灾害的应急处置工作。

全县自然灾害救助指挥体系由由县应急救援总指挥部及其办公室和县减灾委员会

及其办公室组成。



县气象局、县水利局、县自然
资源局、县林业局、县农业农村局
等部门及时向县减灾委办公室和有
关成员单位通报自然灾害预警预报
信息，县自然资源局根据需要及时
提供灾害区域地理信息数据。县减
灾委办公室根据自然灾害预警预报
信息，结合可能受影响乡（镇）地
区的自然条件、人口和社会经济状
况，对可能出现的灾情进行预评估，
并视情采取以下一项或多项救助准
备措施：

（一）向可能受影响的乡（镇）政府、有关部门通报
预警信息，提出灾害救助准备工作要求。

（二）加强应急值守，密切跟踪灾害风险变化和发展
趋势，对灾害可能造成的损失进行动态评估，及时调整相
关措施。

（三）通知县粮食和物资储备中心做好救灾物资准备，
紧急情况下提前调拨；启动与交通运输、铁路等部门和单
位的应急联动机制，做好救灾物资调运准备。

（四）派出工作组，实地了解灾害风险，检查指导各
项救灾准备工作。

（五）向县委、县政府报告预警及灾害救助准备工作
情况，并向县减灾委有关成员单位通报。

（六）及时向社会发布预警信息。



信息报送 信息发布

信息报告责任主体

信息报告时限和程序

信息报告内容

自然灾害发生地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及时将关情况向当地乡（镇）政府、有关部门报告。

受灾乡（镇）政府、有关部门是受理报告和向县政府、县应急管理局报告自然灾害信息的

责任主体。

对突发性自然灾害，受灾乡（镇）政府、县有关部门单位要按照“早发现、早报告、

早处置”的原则，第一时间将本区域、本行业灾情和救灾工作情况上报县应急指挥中心，

并在做好应急反应和应急处置工作；县应急救援中心接到灾情信息应在2小时内审核、汇总，

将区域灾情和救灾工作情况向县政府和上级应急管理部门报告。

自然灾害发生的时间、地点、信息来源、灾害类别、影响范围、基本过程、财产损

失、人员伤亡情况，灾害发展趋势、对灾害的初判级别、已采取的措施、有无次生或衍生

危害、周边有无危险源、警报发布情况、是否需要疏散群众、需要支援事项和亟需帮助解

决的问题，以及现场负责人和报告人的姓名、单位、联系电话等

信息发布坚持实事求是、及时准确、公开透明

的原则。要主动通过报刊、广播、电视、新闻网站

以及政府网站、政务微博、政务微信、政务客户端

等发布信息。县委宣传部、县融媒体中心、县通信

公司等部门应配合做好预警、灾情等应急信息发布

工作。

灾情稳定前，县救援中心应当及时向社会滚动

发布自然灾害造成的人员伤亡、财产损失以及自然

灾害救助工作动态、成效、下一步安排等情况；灾

情稳定后，应当及时评估、核定并按有关规定发布

自然灾害损失情况。

关于灾情核定和发布工作，法律法规另有规定

的，从其规定。。



01

即组织应急救援力量

营救、疏散受灾人员，安

置受灾人员，控制危险源，

标明危险区域，封锁危险

场所，并采取其他防止危

害扩大的必要措施，同时

向所在地政府报告。

先期处置

02

分级响应
根据自然灾害的危害

程度等因素，县自然灾害

救助应急响应分为一级、

二级、三级。各级指挥机

构及部门按照响应条件进

行应急响应。

03

响应调整
对灾害发生在救助能

力特别薄弱的贫困地区等
特殊情况，或灾害对受灾
乡（镇）经济社会造成重
大影响时，启动县级自然
灾害救助应急响应的标准
可酌情调整。

04

响应终止
灾情稳定、救灾应急

工作结束后，县救援中心

提出建议，由启动响应的

单位决定终止响应。



受灾乡（镇）政府统筹使用县级和本级安排

的自然灾害生活补助资金，用于受灾群众过渡期

生活救助。县应急管理局指导灾区人民政府做好

过渡期救助的人员核定、资金发放等工作。

过渡性救助

自然灾害发生后的当年冬季、次
年春季，受灾乡（镇）政府为生活困
难的受灾人员提供基本生活救助。

冬春救助

因灾倒损住房恢复重建由乡（镇）
政府负责组织实施，要尊重群众意愿，
以受灾户自建为主。建房资金等通过政
府救助、社会互助、邻里帮工帮料、以
工代赈、自行筹措、政策优惠等多种途
径解决。

倒损住房恢复重建

自然灾害发生后，县银保监管
组应当督促有关保险公司做好自然
灾害保险理赔工作。

保险



全县自然灾害救助指挥体系由由县应急救援总指挥部及其办公室和县减灾委

员会及其办公室组成。

县减灾委设立专家组，由有专业知识、实
际救援工作经验的专业人员组成，对全县救助
工作重大决策和重要规划提供政策咨询和意见，
为全县自然灾害的灾情评估、应急救助和灾后
救助提出咨询意见和建议。

县应急协调救援中心设在县应
急管理局，为县减灾委的日常办事机
构。

各乡（镇）政府设立自然灾害应急指
挥部等基层应急机构，配备专职工作人员，
负责辖区内自然灾害的应急处置工作。

沁县减灾委员会，为全县自然灾

害减灾救灾应急综合指挥协调机构。



01 人力资源保障

02 通信和信息保障

03 交通运输保障

04 医疗卫生保障

05 治安保障

06 资金保障

07 物资保障

08 装备和设施保障09 人员防护保障

10 社会动员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