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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切实做好全市地质灾害防治工

作，提高我市地质灾害防治能力，最大限度防范和化解地质

灾害风险，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促进全市经济社会

和谐发展，依据《地质灾害防治条例》、《国务院关于加强

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决定》、《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印发湖北

省自然资源“十四五”规划编制工作方案的通知》和《湖北

省地质灾害防治“十四五”规划》、《随州市地质灾害防治

“十四五”规划》等精神，编制《广水市地质灾害防治“十

四五”规划（2021～2025年）》（以下简称《规划》）。

根据我市地质灾害实际情况，本规划所指的地质灾害包

括自然因素诱发或人为活动引发的危害或威胁人民生命和

财产安全的崩塌、滑坡、不稳定斜坡等与地质作用有关的灾

害。

《规划》是广水市政府“十四五”期间地质灾害防治工

作的指导性文件，也是全市开展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主要依

据。

《规划》适用范围为广水市行政区域，基准年为 2020

年，规划期为 2021—202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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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地质灾害防治现状与面临形势

一、地质灾害隐患点现状

广水市以低山丘陵为主 ，地质环境较脆弱，降雨丰沛，

人类工程活动强烈，因而，我市是随州市地质灾害易发、高

发区之一，地质灾害隐患点多、面广，根据已完成的《湖北

省广水市 2021 年度地质灾害隐患核排查成果报告》，截至

2021年 7月，全市已查明现有地质灾害隐患点共 76处，威

胁人口 1878 人，威胁财产 10501.2万元。其中滑坡 15处、

崩塌 12处、不稳定斜坡 49处。按险情等级分大型 5处，威

胁 941人，威胁资产 5205万元；中型 32处，威胁 825人，

威胁资产 4384.9万元；小型 39处，威胁 112人，威胁资产

911.3万元。

二、“十三五”地质灾害防治成效

“十三五”期间，全市各级政府、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及

相关部门各司其职认真学习《地质灾害防治条例》，贯彻执

行中央、省关于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方针政策，牢固树立“隐

患就是事故”“隐患不消除，视同事故处理”的理念，坚持

“以防为主，防治结合”方针，把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当作“生

命工程”来落实，认真履行“组织、协调、指导、监督”职

责，积极主动开展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最大限度减轻了地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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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害造成的生命财产损失，全市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取得了一

定成绩。

（一）完善地质灾害防治管理体系

根据《地质灾害防治条例》、《国务院关于加强地质灾

害防治工作的决定》、《湖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地质灾害

防治工作的意见》等一系列法律法规政策和《湖北省地质灾

害综合防治体系建设方案（2018-2022 年）》，全面落实地

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制度，制定了较完善的地质灾害调查、排

查、监测预警、应急值守、应急处置等各项制度；立足“群

专结合”，深化了“四位一体，网格化管理”模式，完善了

“四化四全”地质灾害综合防治体系。

（二）查明地质灾害分布特征，完成地质灾害风险性评

价

“十三五”期间，我市先后完成广水市地质灾害核查、

广水市地质灾害详查以及广水市 1:5万地质灾害风险调查评

价工作，持续开展年度地质灾害汛期“三查”工作，全面掌

握了全市地质灾害隐患点类型、发育特征、分布规律和危害

现状及动态变化，进一步提高了对我市地质灾害主控因素、

成灾模式、早期识别标志的认识；对地质灾害进行了风险评

价与区划，并提出了地质灾害风险管控对策建议，为防灾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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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管理、国土空间规划和用途管制等提供了基础依据。

（三）健全地质灾害群测群防监测网络

“十三五”期间，我市积极推进“四位一体”地质灾害

网格化管理工作，做到了每一个隐患点都有监测人员，都有

警示标志，实现地质灾害联防联动、群防群测。同时在全市

6个高危隐患点建设自动化监测设备，进行 24小时自动联网

监测，基本做到了地质灾害预警信息提前 3小时发布。

（四）建立了市级气象预警平台

构建了多部门联合的监测预警信息共享和地质灾害气

象预报预警工作平台，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精度和水平不

断提高，与气象部门共同开展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报已

形成常态化工作，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报工作基本形成

一套成熟的工作机制。“十三五”期间累计发布各类天气预

警预报信息 400余次，共有“四位一体”网格监测人员、网

格协管技术人员共计 600余人接收各类地灾防治信息 7.5万

条，2016年、2017年、2020 年分别启动地质灾害风险Ⅲ级

预警 3次。

（五）夯实地质灾害防治能力

严格落实湖北省“四位一体”网格化管理要求。按“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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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网、网定格、格定员、员定责”的工作要求，每一个网格

明确镇街道办政府、国土资源所、专业技术支撑单位以及村

委会“四位”的责任，打通责任落实“最后一公里”。建立

并完善了地质灾害防治专家库和应急专家组，实行专家驻县

制度；完善了应急调查和应急响应工作机制，加强了突发性

地质灾害应急处置能力。“十三五”期间全市累计发放地质

灾害防灾避险明白卡 300余份、防灾避险告知书 300余份。

“十三五”期间共开展汛期大规模检查约 10 次，小范围检

查约 135次，检查地灾隐患 300余点次。

（六）实施重要隐患点的工程治理

“十三五”期间，全市积极申报中央及省级财政资金，

用于工程治理措施。分别实施了广水市马坪镇军山村危岩崩

塌治理工程、广水市马坪镇胡家岩村不稳定斜坡治理工程、

广水市陈巷镇方略村 11组刘家湾不稳定斜坡、广水市马坪

镇丛林村不稳定斜坡等 4个治理工程项目，确保隐患点影响

区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

（七）全民防灾意识进一步增强，地质灾害防灾有特色

通过电视、广播、手机短信等媒介，充分利用地球日、

防灾减灾日、土地日等活动日，积极开展地质灾害防治主题

宣传教育活动，加强地质灾害防治知识的教育和避险技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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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及，进一步增强全社会预防地质灾害的意识；多层次开展

应急演练，提高了广大干部群众防灾避险意识和自救互救能

力。

三、地质灾害防治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地质灾害防治工作任务繁重，专业人员少，资金

缺口大

全市地质灾害隐患达 76 处，呈高发、频发态势，地质

灾害防治工作任务依然艰巨；全市从事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

专业技术人员仍显不足，专业程度不高，队伍技术力量还有

待提高；地质灾害防治经济基础相对薄弱，资金筹措渠道少，

地质灾害防治经费严重不足，严重制约了地质灾害防治工作

能力。

（二）监测预警能力有待进一步提高

专业监测使用时间较短，覆盖率较低，实际应用效果存

在误报等情况，还有待对专业监测设备进行研究调试，提升

监测预警准确性和及时性。

（三）社会公众防灾知识需要继续普及

社会公众防灾减灾知识需要继续普及。许多群众缺乏必

要的地质灾害防治知识，防灾减灾意识不高，能力不强，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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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麻痹侥幸心理和依赖政府统包统揽的思想。

四、“十四五”期间地质灾害防治形势

防灾减灾新理念对地质灾害防治提出更高要求。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提出“两个坚持、三

个转变”防灾减灾救灾新理念和“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

的重要要求，把保护人民生命安全摆在首位，要求防范化解

重大风险，提高防灾减灾能力和防御标准，为广水市地质灾

害防治工作指明了方向。“十四五”时期应全面建立高效科

学的地质灾害综合防治体系，稳步提升广水市地质灾害防治

能力和居民生活幸福指数，实现地质灾害因灾死亡率和受威

胁人数稳步下降，为广水市高质量发展、生态环境保护和民

生保障做出积极贡献。

极端天气现象增多，地质环境条件复杂，防灾减灾形式

依然严峻。我市地形地貌复杂，地质环境条件脆弱，具有易

发生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的地质条件；当前极端异常天气

频发，局地瞬时降雨强度大，引发地质灾害仍呈高发态势。

地质灾害防治工作面临的形势依然十分严峻，防治工作任重

而道远。

地质灾害防治工作依然存在薄弱环节。全市地质灾害隐

患点和高风险隐患区掌握不够精准，局部地区气候工况条件

下地质灾害风险底数掌握不够明确，地质灾害调查精度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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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提高。地质灾害智能化专业监测预警覆盖程度较低，

已有监测预警措施覆盖面、精准度、时效性亟待提高。部门

协同、社会参与程度和全民防灾减灾意识需进一步提高。

社会经济发展对地质灾害防治提出了更高要求。地质灾

害已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偶然发生一起地质灾害，都

可能引来各方面深度关注，地质灾害防治的工作压力也越来

越大，要求越来越高。

第二章 规划指导思想、基本原则与目标

一、规划指导思想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

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牢固树立高质量发展理念，增强风险意

识，坚持以“两个坚持、三个转变”为根本遵循，充分依靠

管理创新、科技创新和信息化建设，开展地质灾害早期识别

和源头风险控制、监测预警和防御工程，加强风险管控，着

力提高全市地质灾害防治能力水平，保障经济社会和环境全

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十四五”期间，将以完善地质灾害网格化管理体系、

提高地质灾害调查评价工作精度、提高监测预警能力、有序

开展治理工程、加强防治能力建设和信息化建设为工作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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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实提高广水市地质灾害防治能力，最大限度防范和化解地

质灾害风险，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二、基本原则

（一）以人为本，保障安全

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理念，将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放在首位，提高监测预警的准确性和时效性，增强全民防灾

减灾意识，提升公众自救互救技能，切实减少人员伤亡和财

产损失。

（二）属地为主，分级负责

坚持属地为主，分级负责，突出地方政府的防灾主体责

任，做到政府组织领导、部门分工协作，全社会共同参与；

落实地质灾害防治工作体制，明确政府、部门、单位和群众

的地质灾害防治责任，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实行动态管理。

（三）突出重点，统筹部署，分步实施

紧跟全省地质灾害防治一盘棋，针对广水市地质灾害特

点，结合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扶贫移民搬迁和城镇发展

建设，统筹兼顾，突出实效，科学部署地质灾害防治工作任

务，有的放矢，分类同步实施，在加强地质灾害防治的同时，

做好生态环境治理和保护工作。统筹规划部署地质灾害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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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提升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水平。

（四）风险双控，科技减灾

坚持创新驱动战略，切实加大科技投入和信息化技术应

用，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和风险区做好风险管控工作，有效化

解和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切实提高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成效。

（五）社会参与，全民防灾。

加强地质灾害防治的宣传教育和培训工作，提升全民防

灾意识，引导人民群众主动参与防灾工作，不断提高广大人

民群众自救互救能力。

三、规划目标

（一）总体目标

到 2022 年，以“保安全、促发展”为根本目标，基本

建成“四化四全”地质灾害综合防治体系，并有效运行，形

成基础扎实、预警及时、治理有效、信息畅通、支撑有力的

地质灾害综合防治格局。

到 2025 年，以“减存量、遏增量、防变量”为目的，

全面提升我市地质灾害早期识别和预警预报能力，推进地质

灾害“隐患点+风险区”双控模式，加速地质灾害防治从减

少灾害损失向减轻灾害风险转变，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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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安全，为广水市高质量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二）具体任务

1、完善全市地质灾害网格化管理体系。进一步完善地

质灾害“四位一体”网格化管理体系，加强“四位一体”网

格化的动态管理，对已知地质灾害隐患点防治情况和新增地

质灾害隐患点情况进行跟踪控制，全面提升基层地质灾害防

御能力。

2、提高地质灾害调查评价工程精度。加强广水市

1:50000 地质灾害风险调查评价成果应用，提升风险区划精

度。开展重点集镇 1:2000地质灾害调（勘）查；加强地质灾

害巡排查、监测与预报工作，统一开展全市地质灾害隐患核

查及年度汛前排查、汛中巡查、汛后复查工作；进一步开展

重大工程区环境地质调查，为全市的地质灾害防治提供基础

科学支撑。

3、提高监测预警工程预警能力。全力支持配合构建省、

市、县互联互通的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精细化预警体系，提高

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精度和能力；“群专结合”监测预警

全覆盖；推进专业监测安装覆盖，显著提升监测预警覆盖面、

精准度和时效性。

4、有序开展治理与搬迁避让工程。完成重大地质灾害

隐患点工程治理或避险搬迁，降低重大工程、人口密集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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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的地质灾害风险。

5、加强地灾防治能力建设。以“建中心、强支撑、抓

试点、重科技、广宣传”为工作重点，加强防治机构建设、

技术支撑能力建设、科研与标准制定以及科普宣传等工作。

6、加强信息化工程建设。构建“信息全、数据新、网

络通、方便用”的地质灾害防治信息化系统。开展基础数据

库建设、信息管理系统建设等工作。

第三章 地质灾害易发程度分区和防治分区

一、地质灾害易发程度分区

根据区内的各类型地质灾害形成发育的地质环境条件、

地质灾害的发育程度以及人类工程活动情况等因素，将全市

划分为 1个高易发区（A），4个中易发区（B），2个低易

发区（C），2个不易发区（D），分布面积分别为 31.28km2、

308.91km2、1854.03km2、452.78km2，分别占全市总面积的

1.18%、11.67%、70.04%和 17.11%。

（一）地质灾害高易发区（A）

十里街道办观音村—王家棚村滑坡、不稳定斜坡高易发

区（A）

该区位于十里街道办中部，面积 31.28km2，占工作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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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 1.18%；地貌类型属构造侵蚀低山区—构造剥蚀丘陵区，

高程一般 250m～530m，斜坡坡度一般 30～55°；地层岩性以

震旦系碳酸盐和元古界红安群变质岩为主。受大山口倒转复

式向斜和泉口东草店逆断层影响，节理裂隙发育，岩体较为

破碎，岩层倾向西北，岩层倾角 40°～80°。山间沟谷、河

谷第四系残坡积层、崩坡积层厚度较厚；区内工程建设活动

强烈，地质灾害易发。

该区发育灾害点 19 处，规模均为小型，平均灾害点密

度 60.74处/100km2。其中滑坡 2处、不稳定斜坡 17 处；现

状稳定性有 13处为不稳定，3处基本稳定，3处稳定。

（二）地质灾害中易发区（B）

地质灾害中易发区面积 308.91km2，占全市总面积的

11.67%；地质灾害点 29处，占灾害点总数的 38.16%，点密

度 9.39处/100km2。根据地质灾害发育类型和地域的不同，

又分为 4个亚区，各亚区特征分述如下：

①吴店镇—郝店镇不稳定斜坡、滑坡、崩塌中易发亚区

（B1）

位于工作区北部，涉及吴店镇东河村、楼子湾村、双乡

村、泉口村、王子店村，郝店镇中峰寺村，余店镇九岭山村、

陡坡村、青山村，面积约 51.90m2，占全市面积 1.96%。；地

貌类型属构造剥蚀丘陵区，高程一般 220m～370m，斜坡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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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一般 15°～35°；地层岩性以元古界红安群片麻岩为主；区

内北西向断裂构造较发育，岩体节理裂隙发育，较为破碎，

山间沟谷、河谷第四系残坡积层、冲洪积层厚度较大，人类

工程活动较弱，主要为建房修路产生大量的边坡，易形成地

质灾害。

本区发育灾害点 6处，规模均为小型，平均灾害点密度

11.56处/100km2，其中滑坡 1 处、崩塌 3 处、不稳定斜坡 2

处；现状稳定性有 5处不稳定，1处稳定。

②蔡河镇平靖关村—麻市村不稳定斜坡、滑坡中易发亚

区（B2）

位于工作区正北方向，涉及蔡河镇平靖关村、南界村、

白果村、麻市村，面积约 60.45km2，占全市面积 2.28%；地

貌类型属构造侵蚀低山区—构造剥蚀丘陵区，高程 250～

500m，斜坡坡度 30°～50°；区内地层岩性以元古界红安群、

太古界大别群片麻岩为主；北西及北东向断裂构造较发育，

山间沟谷、河谷第四系残坡积层、冲洪积层较厚；人类工程

活动中等，开山修路、建房切坡现象较普遍，公路两侧居民

集中，易形成地质灾害。

本区发育灾害点 4处；规模均为小型，平均灾害点密度

6.62处/100km2，其中滑坡 2处、不稳定斜坡 2处；现状稳定

性有 3处不稳定，1处基本稳定。

③武胜关镇芦花湾村—土门村不稳定斜坡、滑坡、崩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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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易发亚区（B3）

该区涉及武胜关镇芦花湾村、梅家湾村、陈家湾、腊水

河村、姚庙村、新岗村和广水街道办土门村、沙冲村、竹林

村，面积 153.36km2，占全市面积 5.8%；地貌类型属构造剥

蚀丘陵区—剥蚀堆积垄岗区，高程 70m～300m，斜坡坡度一

般 15°～35°；地层岩性以中元古界红安群和太古界大别群片

岩、片麻岩为主；区内构造不发育；人类工程活动中等，以

建房修路切坡和水利工程建设为主，在居民集中区及道路、

河流两侧，易受外力影响形成地质灾害。

本区发育地质灾害 9处，规模均为小型，平均灾害点密

度约为 5.87处/100km2，其中滑坡 1 处、崩塌 2 处、不稳定

斜坡 6 处；现状稳定性有 6 处不稳定，1 处基本稳定，2 处

稳定。

④马坪镇—长岭镇不稳定斜坡、滑坡、崩塌中易发亚区

（B4）

该区涉及马坪镇军山村、胡家岩村，长岭镇五一村、新

庵村、白果树村，面积 43.2km2，占全市面积 1.63%；地貌类

型属剥蚀堆积垄岗区，高程 80m～200m，斜坡坡度一般

15°～40°；地层岩性以元古界武当群片麻岩、花岗质片麻

岩为主；区内北西向断裂发育，分布有云台倒转向斜、长岭

倒转背斜、府河正断层；人类工程活动强烈，以建房修路切

坡为主，在居民集中区及道路两侧，易形成地质灾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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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区发育地质灾害 10 处，规模中型 3 处，小型 7 处，

平均灾害点密度 23.15处/100km2，其中滑坡 1处、崩塌 2处、

不稳定斜坡 7处；现状稳定性有 9处不稳定，1处基本稳定。

（三）地质灾害低易发区（C）

地质灾害低易发区面积 1854.03km2，占全市总面积的

70.04%；发育地质灾害 26处，占灾害总数的 34.21%，平均

灾害点密度 1.40 处/100km2。根据地质灾害发育类型和地域

的不同，又分为 2个亚区，各亚区特征分述如下：

①太平镇南部平原阶地区（C1）

位于工作区东南部太平镇境内南部沿河两岸区域，面积

25.85km2，占全市总面积的 0.98%；地貌类型属于河谷平原

区，高程 50m～70m，斜坡坡度一般 10°以下；地层岩性以第

四系冲洪积松散土体为主；区内构造不发育，人类工程强度

一般。

本区发育地质灾害 3处，均为小型不稳定斜坡，平均灾

害点密度 11.61处/100km2，现状稳定性均为不稳定。

②高、中、不易发区以外的其他地区（C2）

除太平镇和李店镇，其余镇街道办均有分布，面积

1828.18km2，占全市面积 69.07%；地貌类型从阶地平原—低

山丘陵均有分布，基本囊括区内所有发育地层，其中西部地

区地质构造发育，发育程度由西向东、由北向南逐渐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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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区发育地质灾害 23处，规模中型 3处，小型 20处，

平均灾害点密度约为 1.26处/100km2，其中滑坡 7处、崩塌 5

处、不稳定斜坡 11处；现状稳定性有 20处不稳定，3处基

本稳定。

（4）地质灾害不易发区（D）

地质灾害不易发区分为两个亚区，位于长岭镇—骆店镇

—陈巷镇分布的河流垅岗阶地区域（D1）和沿李店镇—太平

镇—杨寨镇分布的垅岗阶地区域（D2），两个区域均由北向

南展布，总面积 452.78km2，占全市总面积的 17.11%。地势

平坦开阁，地面高程一般在 40～100m；斜坡坡度一般在 10°

以内；地层岩性以第四系松散岩类为主；断裂构造不发育，

人类工程活动较强，主要为城镇、村组居民点。

该区发育地质灾害 2处，规模均为小型，其中滑坡 1处、

不稳定斜坡 1处；现状稳定性均为不稳定。

二、地质灾害防治分区

依据全市地质灾害易发区分布，考虑地质环境条件，结

合重要基础设施、重大工程和地质灾害重点保护对象等，将

全市地质灾害防治区划分出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 2个、次重

点防治区 2个、一般防治区 1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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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点防治区（A）

主要分布于马坪镇、长岭镇、十里街道办、广水街道办，

总面积 98.52km2，占全市总面积的 3.72%，多属地质灾害高、

中易发区，高、中危险区，共发育地质灾害点 30 处，其中

滑坡 4处、崩塌 2处、不稳定斜坡 24处；威胁 1204人生命

安全，威胁资产达 7986.3万元。根据所处的地理位置不同，

将其划分为 2个亚区。

1、马坪镇军山村—长岭镇白果树村重点防治亚区（A1）

位于广水市西南部，涉及到马坪镇军山村、胡家岩村，

长岭镇长岭新街、五一村、新庵村、白果树村，分区面积

46.11km2，占全市面积的 1.74%。发育灾害点 10处，其中滑

坡 1处、崩塌 2处、不稳定斜坡 7处，平均灾害点密度 21.7

处/100km2。威胁主要交通干线和居民生命财产安全。威胁

884人生命安全，威胁资产达 6125万元。区内人口密度较大，

人类工程活动强烈，灾害点发育，为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划定为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

2、十里街道办观音村—广水街道办流沙冲村重点防治

亚区（A2）

位于广水市中部，涉及十里办观音村、王家棚村、小阙

家湾、马都司村，广水街道办流沙冲村，分区面积 52.41km2，

占全市面积的 1.98%。发育灾害点 20处，其中滑坡 3处、不

稳定斜坡 17处，平均灾害点密度 38.2处/100km2。威胁 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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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命安全，威胁资产达 1861.30万元。区内人类工程活动

较强烈，以矿业开发为主，为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划定

为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

（二）次重点防治区（B）

分布于吴店镇、蔡河镇、十里街道办、广水街道办和武

胜关镇，总面积 117.11km2，占工作区总面积的 4.42%，多属

地质灾害中易发区，高、中危险区，共发育地质灾害点 13

处，其中滑坡 3处、崩塌 2处、不稳定斜坡 8处，平均灾害

点密度 11.10处/100km2。威胁 199人生命安全，威胁资产达

865.6 万元。根据所处的地理位置不同，将其划分为 2 个亚

区。

1、北部蔡河镇平靖关村—十里街道办九联村次重点防

治亚区（B1）
位于广水市北部，蔡河镇平靖关村、南界村、麻市村及

十里街道办九联村，面积约 61.94km2，占全市面积 2.34%。

本区发育灾害点 5处，其中滑坡 2处、不稳定斜坡 3处。威

胁 135人生命安全，威胁资产达 607.06万元。区内人类工程

活动较弱，人口密度相对较小，地质灾害主要对居民集中区

和公路造成威胁，为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划分为次重点

防治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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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武胜关镇梅家湾村—广水街道办竹林村次重点防治

亚区（B2）
位于广水市东部，涉及武胜关镇梅家湾村、陈家湾、腊

水河村、姚庙村、新岗村和广水街道办竹林村、土门村，面

积约 55.17km2，占全市面积 2.08%。本区发育灾害点 8处，

其中滑坡 1处、崩塌 2处、不稳定斜坡 5处，平均灾害点密

度 14.5处/100km2。威胁 64人生命安全，威胁资产达 258万

元。区内人类工程活动较强，人口密度较大，地质灾害主要

对居民集中区和公路造成威胁，为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划分为次重点防治区。

（三）一般防治区（C）

一般防治区分布于工作区所有镇街道办及城区区域，总

面积达 2431.37km2，占工作区总面积的 91.85%，多属地质灾

害低易发区、不易发区及低危险区。区内断裂构造不发育，

人类工程活动较为强烈，人口密度较高，主要为城镇、村组

居民点，人类工程活动多集中在坡脚宽缓地带，斜坡上部植

被发育良好。

目前发育灾害点 33 处，其中滑坡 8 处、崩塌 8 处、不

稳定斜坡 17处。平均灾害点密度 1.36处/100km2。威胁 475

人生命安全，威胁资产达 1649.3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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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地质灾害防治工作部署

一、调查评价工程

建立多层次调查评价体系，夯实风险防控基础。以“解

决发现风险隐患在哪里”为导向，开展地质灾害隐患核（排）

查、地质灾害风险调查评价、重点地域地质灾害精细化调查

3项工作，进一步查明地质灾害风险隐患，掌握地质灾害动

态变化，提出风险防治对策及建议。

（一）隐患点核排查

持续开展辖区范围内的地质灾害隐患核查和年度汛前

排查、汛中巡查、汛后复查的“三查”工作，并及时更新地

质灾害信息系统，为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调整提供有效依据。

（二）地质灾害风险调查评价

加强广水市 1：50000 地质灾害风险调查评价成果应用，

提升风险区划精度，划定地质灾害隐患点和隐患区的风险等

级，形成全市风险一张图，并提出风险管控对策与建议，推

进防控方式由“隐患点防控”逐步向“隐患点＋风险区”双

控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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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点地域地质灾害精细化调查

结合我市特色小镇、美丽乡村和乡村振兴建设等规划，

选取受地质灾害威胁严重的十里街道办开展 1∶2000 重点集

镇地质灾害调（勘）查。

二、健全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工程

（一）提升地质灾害防治网格化管理水平

加强地质灾害群测群防工作，推广简易可行的监测手段，

实现地质灾害防治全民参与，全面提升“四位一体”网格化

管理水平。

（二）加强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报

配合随州市完成构建省、市、县三级互联、互通、互动

的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体系。在已有气象预警预报的基础

上，进一步整合气象、水利等部门雨量监测资源，充分共享

雨、水、灾情信息，对局地瞬时强降雨进行实时雨量监测，

对数据及时进行综合分析，通过手机短信、新闻媒体进行实

时预报，进一步提高预警预报的时效性和针对性，切实保障

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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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健全地质灾害专业监测预警体系

对稳定性差的地质灾害隐患点实施专业监测，扩大专业

监测预警覆盖面，着力加大预警模型和判据的研究，全面提

升监测预警科学性、及时性、准确性。十四五期间，拟对 4

处地质灾害隐患点开展专业监测。

三、治理与搬迁避让工程

（一）稳步推进地质灾害工程治理

根据轻重缓急，坚持“易治则治、易搬则搬”的原则，

按照规划，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工程治理工作，优先治理

危害程度高和难度小、投资少、见效快的地质灾害隐患点。

十四五期间，拟对长岭新街不稳定斜坡等 10处地质灾害隐

患点进行工程治理。

（二）因地制宜鼓励群众搬迁避让

对难以实施工程治理的地质灾害隐患点及治理费用远

超过威胁财产的，结合美丽乡村建设、土地整治等，有计划、

有步骤地开展地质灾害危险区内群众搬迁避让，并加强对搬

迁安置点选址评估，确保新址不受地质灾害威胁，为搬迁群

众提供长远生产、生活条件。十四五期间，暂未安排搬迁避

让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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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实施工程治理或搬迁避让的地质灾害隐患点可根

据每年市地质灾害防治方案及近年来我市地质灾害发展趋

势与危害程度大小进行调整。

四、能力建设工程

（一）技术支撑能力建设

依托湖北省地质环境总站及随州地质环境监测保护站

等单位，完善技术支撑机构建设，有效发挥专家参与隐患点

管理、灾害研判与风险评估等决策咨询的作用。大力培育驻

基层支撑“四位一体”网格化管理的地质灾害专业队伍，保

障专业技术支撑地质灾害防治实现全覆盖。

（二）科普宣传和应急演练

利用“4.22”、“5.12”、“6.25”等时间节点，通过多

形式、多渠道开展科普宣传培训和防灾演练，普及地质灾害

预防、辨别、避险、自救等知识。加强基层防灾备灾能力建

设，充分发挥基层民众的第一防线作用。

五、信息化工程

构建“信息全、数据新、网络通、方便用”的地质灾害

防治信息化系统。完善基础数据库建设、信息管理系统建设

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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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础数据库建设

配合随州市健全完善市级防治基础数据库和市级地质

灾害防治全信息“一张图”。完成广水市（县级）防治基础

数据库建设和广水市（县级）地质灾害防治全信息“一张图”

建设。

（二）信息管理系统建设

配合随州市建设网格管理、隐患点信息、速报、监测预

警与响应及项目管理等 5套防治业务支撑智能化管理系统。

第五章 防治工作经费估算与资金筹措

地质灾害防治经费估算项目包括调查评价工程、监测预

警工程、治理与搬迁避让工程、能力建设工程、信息化工程

等方面。经估算，“十四五”期间，我市地质灾害防治工作

需投入经费 2162.27万元。经费来源以省级和中央财政专项

资金为主，同时包括县级财政资金等；依据广水市政府对辖

区内地质灾害防治负总责的原则，地质灾害防治投入主体为

广水市人民政府，地质灾害的治理费用，列入广水市人民政

府的财政预算，对于部分重要地质灾害点，治理费用较大的，

积极争取中央及省财政补助；小型地质灾害隐患点工程治理

以镇、街道办为单元打包申报省财政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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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广水市“十四五”地灾防治工作投资估算表

序号 工程 防治项目
估算费用

（万元）

1 调查评价工程

地质灾害隐患点巡排查 170.00

重点地域地质灾害风险精细

化调查
200.00

2 监测预警工程

群测群防 76.00

专业监测 48.00

气象风险预警 70.00

3
治理与搬迁避

让工程
工程治理 1348.27

4 能力建设工程

技术支撑能力建设 125

科普宣传和应急演练 75

5 信息化工程 基础数据库建设 50

合计 216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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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组织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落实防治工作责任

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

九届历次全会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切实做

好全市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坚持“属地管理，分级负责”和

“预防为主，避让与治理相结合”的原则，落实地质灾害防

治领导机构、人员和经费，组织有关部门采取措施，做好各

项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把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纳入政府绩效考

核，督促检查防灾责任落实情况。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要认真

履行地质灾害防治的组织、协调、指导和监督职能；住建、

水利、交通、气象、应急等部门要按照职责分工，各司其职，

切实抓好监测、巡查、预警、应急处置等各个环节的地质灾

害防治工作。

二、坚持依法行政，加强监督管理

坚持依法行政，规范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程序，完善管理

职能，促进管理到位，不断完善与之配套的实施细则与工作

标准，实现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制度化、科学化、规范化和

有序有效监督。加大对地质灾害防治制度执行情况的监督和

检查，加强执法力度，加强地质灾害的勘查、设计、监理、

施工方案的审查和审批，加强地质灾害勘查、设计、施工单

位的资质管理，施工期间对工程质量进行跟踪管理、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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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以及工程完工后的评审验收等。规范工程经济活动行

为，工程经济活动均需严格遵守相关技术规程、规范确定的

技术要求，坚持工程建设与地质灾害防治“三同时”和经济

发展、资源开发与生态环境保护相并重的科学发展观，最大

限度保护自然生态。

三、规范投入，多渠道筹措资金

各级人民政府应做好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财政保障工

作，将地质灾害防治经费纳入政府财政保障范围；切实加强

应急保障、防治工程等资金投入，加大对群测群防体系建设

的支持力度。积极推进建立多元化、多渠道的地质灾害防治

资金筹集机制，充分调动社会各界及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

鼓励社会捐款，保证地质灾害防治工作需要。把地质灾害防

治工作与美丽乡村建设、土地开发复垦和扶贫等工作相结合，

采取必要的鼓励性政策和措施，加快推进地质灾害治理工程。

四、完善支撑体系，强化技术保障力量

加强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机构和技术支撑机构建设，充实

专家团队，完善专业人员、装备等配置；加强信息和资源共

享，充分发挥各类专业人员的作用，协调好专家团队、技术

人员、群测群防员等，各司其职，各担其责，形成防灾减灾

抗灾工作合力。吸收先进的地质灾害防治理论和技术，提高

地质灾害专业管理人员技术水平和应对突发性地质灾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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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保障能力，推广无人机等新技术、新产品在地质灾害应

急处置和调查中的使用，全面提升技术支撑能力。积极引导，

充分发挥我市地质灾害勘查设计单位的作用，指导地质灾害

应急抢险，协助制定防治措施和对策，为政府和自然资源主

管部门提供技术支撑，提高我市地质灾害防治综合能力和地

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地质灾害治理勘查设计水平，为我市地

质灾害防治提供强有力的技术保障，保证地质灾害防治规划

目标的实现。

五、加强宣传教育，提升防灾减灾能力

通过多种形式，加强地质灾害防灾减灾宣传教育，广泛

发动社会各方面力量积极参与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切实发挥

人民团体在动员群众、宣传教育等方面的作用，鼓励公民、

法人和其他社会团体共同关心、支持地质灾害防治事业。各

级政府应高度重视辖区内地质灾害防治宣传教育工作，重点

在基层镇街道办、农村、学校、厂矿企业及地质灾害易发区、

地质环境脆弱区、地质灾害灾害隐患点附近开展宣传教育。

第七章 附则

本规划成果包括规划文本、附表、附图，具有同等法律

效力。

规划经审查批准后，由广水市人民政府发布并组织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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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水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负责本规划解释。

本规划自广水市人民政府批准之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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