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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政办发〔2024〕9 号

各镇人民政府，县政府各工作部门、各直属机构：

现将《太白县 2024 年地质灾害防治方案》印发你们，请结

合实际，认真抓好贯彻落实。

太白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4 年 4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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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切实做好全县 2024 年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最大限度避免

或减轻地质灾害造成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保障人民群众生命

财产安全，按照国务院《地质灾害防治条例》《陕西省地质灾害

防治条例》《陕西省防灾避险人员安全转移规定》等中省市有关

法律法规和工作要求，结合我县实际，现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

灾重要论述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立足新发展阶段，

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以提升地质灾害防治能力、

降低地质灾害风险为主线，聚焦“隐患在哪里”“地质体结构是

什么”“什么时候发生”等关键问题，依靠科技和管理创新，逐

步构建地质灾害“隐患点+风险区”双控模式，紧密围绕调查评

价、监测预警、综合治理、风险管控、能力建设等方面，加快构

建地质灾害风险管控体系，有效防范化解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切

实提升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服务县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能力

和水平。

二、“隐患点+风险区”双控工作与基本原则

各镇要参照地质灾害隐患点群测群防要求，落实风险区管理

责任人和日常巡查员，明确具体事务和责任，指导做好地质灾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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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区巡排查和避险转移工作。抓深抓细“发现隐患、监测隐患、

发出预警、果断撤离”的全链条闭环管理，在“隐患点+风险区”

双控试点工作的基础上，积极有效推进地质灾害风险区管控机

制，实现地质灾害从隐患点管理向“隐患点+风险区”双控转变。

1.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

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作为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

点，健全完善地质灾害防治体系，最大限度地减少地质灾害造成

的损失。

2.预防为主，防治结合。加强全局性谋划、系统性推进，补

短板、强弱项，着力加强地质灾害调查评价、监测预警、综合治

理、风险管控、能力建设等防治工作，提升防范化解重大地质灾

害风险的能力，服务社会经济发展大局。

3.分级负责，合力防灾。坚持分级管理原则，突出各镇防灾

主体责任。发挥县级职能部门的指导监督作用，支持、协助各镇

做好辖区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县教体局、民政局、交通运输局、

水利局、文旅局、应急管理局等部门按照行业领域分类进行监管，

各司其职、密切配合，合力做好地质灾害防治工作。

4.统筹规划，突出重点。根据不同地区地质灾害特点和经济

社会发展水平，统筹规划，将防治重点部署在对人民生命财产安

全构成直接或潜在威胁的区域。按照轻重缓急，分步实施、稳妥

推进的原则，优先部署调查评价和监测预警工作，有针对性地开

展综合治理。

5.依法防灾，科技减灾。加大《陕西省地质灾害防治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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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工程建设活动引发地质灾害防治办法》的宣传贯彻力

度，从源头上管控不合理人类工程活动诱发地质灾害的风险。在

地质灾害风险调查评价、监测预警工程实施过程中，探索采用新

方法、新技术，进一步提高地质灾害防治技术支撑工作水平，实

现科技减灾。

三、地质灾害现状及灾害趋势预测

1.地质灾害现状。我县地处秦岭腹地，位于南北气候交界地

带，境内地势起伏，地质构造复杂，海拔落差较大，各镇气候相

差较大，垂直分带明显。县域降雨多集中在 6—9 月，县境西北

部和秦岭南部降水较多。目前，全县各类在册地质灾害隐患点

43 处（其中：咀头镇 8 处、鹦鸽镇 10处、桃川镇 3 处、靖口镇 12处、

太白河镇 3 处、王家棱镇 4处、黄柏塬镇 3处，详见附件），地质灾害

防治任务艰巨。

2.灾害趋势预测。据县气象部门预测，2024 年我县降水总

量较常年同期偏多 2 成，汛期全县平均气温为 17～21℃，较常

年同期偏高 0.5～1℃。预计 2024 年汛期我县阶段性、区域性暴

雨洪涝灾害发生的可能性大，尤其 7—8 月可能出现较重汛情，

局地极端短时强降水引发的城市内涝的发生频率增加，山区出现

强中小河流洪水、滑坡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可能性大。

四、重点防范区域和时段

1.重点防范区域。经排查分析，纳入群测群防范围的 43 处

隐患点中，红岩河流域咀头镇、王家堎镇，石头河流域桃川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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鹦鸽镇，黄牛河流域靖口镇，地质环境相对复杂，植被长势较差，

人口密集且人为活动频繁，是地质灾害多发区域，要重点予以防

范。

2.重点防范时段。根据县气象局降水趋势预测、全县地质环

境特征和地质灾害分布规律，预计 2024 年 6—9 月份为全县地质

灾害易发高发期，也是地质灾害重点防范期。

五、职责分工

县自然资源局负责地质灾害防治的组织、协调、指导和监督

工作。

县应急管理局负责协调指导相关部门，做好地质灾害应急处

置和救援工作。

县气象局负责提供雨情和地质灾害、气象信息发布等服务工

作。

县住建局（地震局）负责城区及重要建筑设施地质灾害巡查、

监测与防治工作，及时发布地震监测等相关信息。

县交通运输局负责省道、县道、镇村公路沿线地质灾害巡查、

监测与防治工作，做好交通保畅，确保救灾设备、药品、食品等

运输顺畅。

县水利局负责水利工程及其输水管线地质灾害巡查、监测和

防治工作，及时准确提供水文信息。

县文旅局负责旅游景区地质灾害巡查、监测与防治工作。

县教体局负责做好学生地质灾害应急知识宣传教育及地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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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害发生时在校学生安全疏散工作。

县民政局、公安局、卫健局、市场监管局等部门负责及时设

置避难场所、灾民安置点和救济物资供应点，妥善安排灾民生活，

做好医疗救护、卫生防疫、药品供应、社会治安维护等工作。

县财政局负责为重大突发地质灾害应急和防治提供必需的

资金保障。

生态环境分局负责突发地质灾害引起的环境污染事件监测

与评价，及时向地质灾害防治工作领导小组提供环境监测信息及

处置意见。

县移动公司、电信公司、联通公司等通信部门负责保障应急

通信畅通。

六、工作要求

1.提高思想认识，夯实防灾责任。各镇、各部门要充分认识

地质灾害的特殊性和危害性，将地质灾害防治与日常工作同部

署、同落实，按照“主要领导负总责，分管领导具体抓”机制，

建立完善地质灾害应急指挥系统和组织机构。县镇村组要层层签

订地质灾害防治工作责任书，逐级分解任务，将地质灾害隐患点

的监测、防灾责任落实到人，确保不挂空挡、不留死角，形成一

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工作格局。

2.加强预案管理，提升防范能力。各镇要及时修订完善本级

地质灾害防治预案并上报县自然资源局，同时要加强人员培训，

确保应急状态下预案各项措施能第一时间启动。各有关部门要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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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按照省地质灾害综合防治体系建设实施方案和工作要求，开展

监测预警、应急救援等工作，确保灾情发生后第一时间上报情况、

第一时间疏散人员、第一时间抢险救灾。各责任单位要严格执行

汛期领导在岗带班、24 小时值班、“零报告”和无缝交接班制

度，主汛期每天下午 2 时前向县自然资源局值班室（值班电话：

0917—4951273；传真：0917—4951273）上报本辖区地质灾害隐

患排查情况。

3.加强群测群防，推进风险管控。各镇、各相关部门要健全

完善县、镇、村（社区）三级群测群防体系，将目前掌握的地质

灾害隐患点纳入群测群防网络，设立明显的警示标志，落实责任

人、监测人和“两卡一预案”（防灾明白卡、避险明白卡及防、

抢、撤预案）。各镇村要对未纳入地质灾害隐患但成灾风险大的

重点区域全面开展排查，及时发现风险隐患并采取相应防治措

施，做到任务明确、责任到人、措施到位。要充实村组干部和骨

干群众为主体的群测群防队伍，引导、鼓励社区、村组成立地质

灾害联防联控互助组织，不断加强能力建设，提升防治水平。

4.强化宣传培训，提高减灾意识。要充分利用全国“防灾减

灾日”“土地日”和我县“质量月”等宣传活动，深入开展地质

环境保护和灾害防治知识宣传教育，普及识灾、报灾、避灾、防

灾等基本常识，营造良好的地质灾害防治氛围。要加强对地质灾

害监测、临灾征兆识别和防抢撤等方面业务的培训，积极开展地

质灾害应急处置演练，每镇每年至少开展地质灾害防抢撤应急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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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 2 次，切实提高广大干部群众防灾意识和自救互助能力。

5.规范工程活动，有序搬迁避让。要切实规范工程建设行为，

落实好《陕西省工程建设活动引发地质灾害防治办法》有关要求，

避免人为引发地质灾害的行为。严格按照“谁建设，谁负责”“谁

引发，谁治理”的原则，督促各责任单位采取有效防治措施，对

工程建设活动引发地质灾害的，责令限期治理。要有序实施地质

灾害搬迁避让工程，把地质灾害防治与生态移民、新农村建设、

小城镇建设、土地整治等工作紧密结合，加快地质灾害危险区内

群众搬迁避让，优先搬迁危害程度高、治理难度大的地质灾害隐

患点周边群众，尽早规避地质灾害造成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6.规范经费投用，强化防治保障。要规范使用地质灾害防治

专项资金，全力保障地质灾害防治装备购置、应急除险处置、监

测人员补贴、成功预报奖励、预报预警信息发送、地质灾害宣传

和地质灾害评估等工作。县自然资源局、财政局要加强对各镇地

质灾害防治经费的监督检查，确保经费使用合法合规。

附件：太白县 2024 年在册地质灾害隐患点防治一览表



附件

序号 名称 位置 类型 规模 危害对象 稳定性 防治建议 监测人 村责任人
镇负

责人

镇主管

人员

1 后窑上滑坡
鹦鸽镇火烧

滩村二组
碎石土滑坡 小型

2户 4人

6间房
基本稳定

群测群防

搬迁避让
杨利利 姚 媛

杨宇群
刘 婷

屈 哲

2
上庄地质

灾害点

鹦鸽镇火烧

滩村二组
土质崩塌 小型

1户 2人

3间房
基本稳定

群测群防

搬迁避让
王根勋 姚 媛

3 马蹄湾滑坡
鹦鸽镇瓦窑

坡村五组
土质滑坡 中型

5 户 21 人

15 间房
基本稳定

群测群防

搬迁避让
廉金虎 陈文革

4 老虎沟滑坡
鹦鸽镇瓦窑

坡村五组
土质滑坡 中型

2户 4人

8间房
基本稳定

群测群防

搬迁避让
廉志怀 陈文革

5 窑上
鹦鸽镇马耳

山村二组
土质滑坡 小型

3 户 13 人

12 间房
基本稳定

群测群防

搬迁避让
包拉文 张雪峰

6 半山滑坡
鹦鸽镇龙窝

村三组
碎石土滑坡 小型

4户 7人

13 间房
基本稳定

群测群防

搬迁避让
杜润林 廉志银

7 梁家山
鹦鸽镇龙窝

村一组
土质滑坡 小型

2 户 12 人

8间房
基本稳定

群测群防

搬迁避让
张锁田 廉志银

-
9
-



8 阳山河滑坡
鹦鸽镇龙窝

村四组
碎石土滑坡 小型

3户 6人

15 间房
基本稳定

群测群防

搬迁避让
张福明 廉志银

9 大湾
鹦鸽镇柴胡

山村二组
土质滑坡 小型

1户 4人

4间房
基本稳定

群测群防

搬迁避让
刘安平 刘军锁

10 碾子湾
鹦鸽镇柴胡

山村六组
土质滑坡 小型

1户 3人

3间房
基本稳定

群测群防

搬迁避让
武虎保 刘军锁

11 塘口滑坡
咀头镇塘口

村六组
碎石土滑坡 小型

2 户 10 人

18 间房
基本稳定

群测群防

搬迁避让
张林虎 杨海全

张 辉
孔小勇

霍强光

12 北沟里滑坡
咀头镇北沟

村一组
土质滑坡 小型

1户 2人

3间房
基本稳定

群测群防

搬迁避让
党军明 张永宁

13 陈家院滑坡
咀头镇沪家

塬村陈家院
碎石土滑坡 小型

3户 6人

9间房
基本稳定

群测群防

搬迁避让
吕虎平 王晋斌

14 铜厂滑坡
咀头镇沪家

塬村一组
碎石土滑坡 小型

1户 2人

3间房
不稳定

群测群防

搬迁避让
王 军 王晋斌

15 小石沟滑坡
咀头镇强里

川村一组
土质滑坡 小型

1户 2人

7间房
不稳定

群测群防

搬迁避让
孙喜林 付存太

16 石窑上滑坡
咀头镇七里

川村一组
碎石土滑坡 小型

3户 9人

20 间房
基本稳定

群测群防

搬迁避让
冯东海 彭秋计

17
白云二组滑

坡

咀头镇白云

村二组
碎石土滑坡 小型

1户 5人

4间房
不稳定

群测群防

搬迁避让
李红林 齐永丽

-
10

-



18
白云七组滑

坡

咀头镇白云

村七组
碎石土滑坡 小型

1户 3人

3间房
不稳定

群测群防

搬迁避让
铁金成 苟小红

19 核桃坪滑坡
黄柏塬镇核

桃坪村一组
碎石土滑坡 小型

3户 7人

18 间房
基本稳定

群测群防

搬迁避让
张 强 王亚军

李新建
吴海强

李广文
20 老头庄滑坡

黄柏塬镇核

桃坪村一组
碎石土滑坡 小型

2户 7人

12 间房
基本稳定

群测群防

搬迁避让
马建平 王亚军

21 皂角湾滑坡
黄柏塬镇皂

角湾村三组
土质滑坡 小型

11户 37人

50 间房
基本稳定

群测群防

搬迁避让
李云安 李云安

22
台子上古

滑坡

王家堎镇中

明村台子上
滑坡 中型

17户 57人

80 间房
基本稳定

群测群防

搬迁避让
刘英杰 王海燕

马飞龙
连荣亮

张 强

23 店子上滑坡
王家堎镇中

明村店子上
滑坡 小型

3 户 13 人

18 间房
基本稳定

群测群防

搬迁避让
温红英 王海燕

24
艾蒿沟泥石

流

王家堎镇板

桥村艾蒿沟
泥石流 小型

3户 8人

15 间房
基本稳定

群测群防

搬迁避让
王新荣 王海燕

25
九坪沟泥石

流

王家堎镇中

明村九坪沟
泥石流 中型

3户 5人

16 间房
基本稳定

群测群防

搬迁避让
蒙陶俊 王海燕

26 巷道渠滑坡
靖口镇焦家

山村一组
土质滑坡 小型

1户 3人

3间房
不稳定

群测群防

搬迁避让
胡红星 周松彦

27 铁家垭豁

滑坡

靖口镇大地

岭村一组
土质滑坡 小型 房屋 4 间 基本稳定

群测群防

搬迁避让
铁让记 周松彦

-
1
1
-



邢 苏
李金泽

邢水平

28 塬头山滑坡
靖口镇凉水

泉村一组
土质滑坡 小型

3 户 10 人

25 间房
基本稳定

群测群防

搬迁避让
铁纪林 赵金荣

29
小敖子渠

滑坡

靖口镇大地

岭村小敖子

渠

土质滑坡 小型
镇政府 36

人 40 间房
基本稳定

群测群防

搬迁避让
张宏银 周松彦

30 祁家山滑坡
靖口镇庙台

村二组
滑坡 小型

5 户 16 人

20 间房
基本稳定

群测群防

搬迁避让
柏让锁 铁翠琴

31 前头庄滑坡
靖口镇大地

岭村三组
滑坡 小型

13户 43人

49 间房

不稳定

蠕动

群测群防

搬迁避让
张宏银 周松彦

32 潘家院滑坡
靖口镇大地

岭村三组
滑坡 小型

7 户 30 人

39 间房

不稳定

蠕动

群测群防

搬迁避让
李志军 周松彦

33 堡子沟滑坡
靖口镇大地

岭村三组
滑坡 小型

4 户 19 人

15 间房

不稳定

蠕动

群测群防

搬迁避让
胡军怀 周松彦

34 草房滑坡
靖口镇大地

岭村三组
滑坡 小型

2户 7人

8间房

不稳定

蠕动

群测群防

搬迁避让
张宏银 周松彦

35 油坊沟滑坡
靖口镇石沟

村四组
滑坡 小型

1户 4人

3间房

不稳定

蠕动

群测群防

搬迁避让
王宝英 陈平妹

36 龙王山滑坡
靖口镇石沟

村五组
滑坡 小型

3户 6人

6间房

不稳定

蠕动

群测群防

搬迁避让
王宝英 陈平妹

37 下河坝滑坡
靖口镇石沟

村三组
滑坡 小型

1户 3人

3间房

不稳定

蠕动

群测群防

搬迁避让
郭明辉 陈平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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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付家沟泥石

流

桃川镇枣园

村付家沟
泥石流 小型

2户 7人

6间房
基本稳定

群测群防

搬迁避让
李登科 李登科

张 博
陈 尧

任建平
39 阳坡滑坡

桃川镇魁星

楼村八组
土质滑坡 小型

涉及一户

已搬迁
基本稳定

群测群防

搬迁避让
曹永锋 周军林

40
路平沟泥石

流

桃川镇魁星

楼村七组
泥石流 中型 2户 8人 低易发

群测群防

搬迁避让
陈常新 周军林

41 东沟泥石流
太白河镇东

青村东沟
泥石流 大型

5 户 21 人

50 间房
中易发

群测群防

工程治理
赵玲侠 薛小琴

王 欢
赵 彤

赵 哲

42
水北沟泥石

流

太白河镇东

青村水北沟
泥石流 小型

4 户 13 人

20 间房
低易发

群测群防

工程治理
张 涛 薛小琴

43 庙沟泥石流
太白河镇兴

隆村庙沟
泥石流 大型

太金公司

202 人，矿

山厂房设

备等

中易发
群测群防

工程治理
王博涛 何仁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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