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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1 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和河南省委省

政府、郑州市委市政府、新密市委市政府的决策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

命至上，坚持以防为主、防抗救相结合，坚持常态减灾和非常态救灾相统

一，落实责任、完善体系、整合资源、统筹力量，切实提高防灾减灾救灾

工作法治化、规范化、现代化水平，全面提升来集镇抵御洪涝灾害的综合

防范能力，做好防汛紧急避险安置工作。

1.2 编制目的

为健全我镇防汛紧急避险应急工作机制，有效应对洪涝灾害，提高防

灾减灾救灾能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维护我镇社会稳定，

编制本预案。

1.3 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我镇防汛紧急避险安置工作，是指导全镇各部门、各单

位和各村做好防汛紧急避险安置工作的依据。

1.4 工作原则

（1）坚持统一领导、分级分部门负责原则。把保障群众生命安全放

在第一位，按照先人员后财产、先老弱病残后一般人员、先低洼处后较高

处人员等要求，以有组织的集体避险转移为主，与个人自主选择安全避险

方式相结合。转移责任人有权对不服从转移命令的人员采取强制转移措施。

（2）坚持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原则。防汛紧急避险安置是我镇党委、

政府和各村党支部、村委会的主体责任，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

坚持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建立健全统一权威高效的防汛紧急避险安置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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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机制。各村、单位、企业、学校等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切实担负防汛

紧急避险安置工作第一责任，在镇党委、政府领导下，科学、快速、有序、

安全组织实施防汛紧急避险安置。

（3）坚持就近、安全原则。镇防汛办公室应事先拟定好转移路线，

经常检查转移路线是否出现异常，如有异常及时修复或确定新的转移线路，

转移路线宜避开跨河、跨溪或易滑坡等地带；选取安全可靠、场地空间充

足的紧急避险场所，每年汛期前做好避险场所监护管理，确保随时符合启

用条件。根据拟定的转移安置路线、避险安置场所，制作简明清晰的避险

安置示意图表。转移安置路线要有明显的指示标牌，并有专人指引，避险

安置场所要有明显的标志，有专人负责管理。

（4）坚持集中与分散安置相结合原则。集中安置包括固定避险场所、

临建场所等，分散安置包括投亲靠友、借助公用房屋等方式。固定避险场

所坚持以人为本、安全可靠、平灾结合、就近避难原则，避开可能发生滑

坡、崩塌、泥石流、积水点等危险的地方，避开易燃、易爆、有毒危险物

品存放点，严重污染源以及其他易发生次生灾害的区域。因灾避险群众选

择投亲靠友的，按照规定发放生活补助（补助发放方式和标准以有关法规

规定为准）。

1.5 编制依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3） 《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

（5） 《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

（6）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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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地质灾害防治条例》

（8） 《国家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系统运行管理办法》

（9） 《河南省突发事件应对条例》

（10） 《河南省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办法》

（11） 《河南省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运行管理办法（试行）》

（12）《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防灾减灾救灾体制机制改革的意 见》

（13） 《河南省防汛紧急避险安置预案》

（14） 《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应急避难场所工作的实

施意见》郑政文【2022】40号

（15） 《新密市防汛紧急避险安置预案》

（16） 《新密市突发事件总体预案》

（17） 《来集镇突发事件总体预案》

（18） 《来集镇防汛应急预案》

（19） 其他指导、参考文件

1.6 预案体系

来集镇防汛紧急避险安置预案体系由镇、村两级构成。本预案是镇级

应对洪涝灾害进行紧急避险安置的应急预案。各村应当参照本预案，制定

本村防汛紧急避险安置预案。

1.7 与上级预案的衔接

本预案与《新密市防汛紧急避险安置预案》、《来集镇防汛应急预案》

相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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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来集镇概况

2.1 基本情况

来集镇，隶属河南省新密市，位于新密市中部，东与刘寨镇接壤，东

南连大隗镇，南与超化镇为邻，西南与城关镇毗邻，西接新密市区，北邻

岳村镇，距新密市人民政府驻地 13公里， 行政区域面积 63平方公里。

来集镇下辖 21个行政村，人口 6.2万人。

2.2 自然条件

（1）气象条件

我镇属温带季风气候，气候温暖，雨水缺少，寒暑变化和雨量的增减

受季风影响很大，风力偏小，全年多东北风和西北风。2021年 1-9月份降

雨量为 1433.2 毫米，日最大降雨量达 409.3毫米。

（2）地形地貌

来集镇属浅山丘岭地区，地形北高南低、中间高两边低，呈阶梯状，

最高点位于北部云蒙山海拔 407 米，最低点位于南部浦水河地带，海拔

165米。

（3）水文

来集镇位于新密市中部，属淮河流域，主要有双洎河、朝阳水、杨河、

腾蛟河等河流。区域内有 1座小 I型水库云蒙山水库。大小坑塘、积水采

石坑 12座。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2%B3%E5%8D%97%E7%9C%81/5947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8%98%E5%AF%A8%E9%95%87/1067459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4%A7%E9%9A%97%E9%95%87/133511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B6%85%E5%8C%96%E9%95%87/2131615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2%B3%E6%9D%91%E9%95%87/83706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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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紧急避险影响范围及对象

3.1 风险辨识

洪涝灾害，包括洪水灾害和雨涝灾害两类。其中，由于强降雨、冰雪

融化、堤坝溃决、风暴潮等原因引起河流、水库、塘坝、积水采石坑水量

增加、水位上涨而泛滥以及山洪暴发所造成的灾害称为洪水灾害；因大雨、

暴雨或长期降雨量过于集中而产生大量的积水和径流，排水不及时，致使

土地、房屋等渍水、受淹而造成的灾害称为雨涝灾害。由于洪水灾害和雨

涝灾害往往同时或连续发生在同一地区，有时难以准确界定，往往统称为

洪涝灾害。根据发生季节和危害特点，我镇洪涝灾害主要发生在夏季，表

现为山洪灾害、地质灾害、河流洪水灾害、镇村内涝灾害、水库、塘坝、

积水采石坑灾害等。

3.2 影响范围

（1）山洪灾害、地质灾害威胁区域：河谷、沟口、河滩、易损堤段

范围以及陡坡下、低洼处、不稳定山体下的村庄、居民点所在区域。

（2）河流洪水威胁区域：主要行洪河道易发生决口、漫堤（滩）等

险工险段临近的村庄、居民点所在区域；河道已发生决口、漫灌等险情，

洪水可能波及的村庄、居民点所在区域；据统计，我镇主要河道有 4条，

临近村庄、居民点 20个，详见附件 1。

（3）镇村内汛期受灾害威胁区域：镇村内河易发生漫灌区段临近的

居民区、地势较低的居民区、道路、涵洞等区域。我镇汛期受灾害威胁区

域详见附件 2。

（4）水库、塘坝、积水采石坑威胁区域：在洪水漫顶或溃坝险情，

水库下游影响范围内，可能波及的村庄、居民点所在区域。我镇辖区内水

库、塘坝、积水采石坑一览表详见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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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避险对象

根据灾害特点及规律，将可能受灾害威胁区域内的居民、群众作为避

险对象，各村和责任单位负责统计管辖范围内需避险转移人员数量，登记

造册，建立档案，每年汛前进行更新并报镇防汛办公室备案。

进入汛期后，各村要动态掌握辖区内登记建档的避险转移基础人群，

同时，实时查访旅游、务工、探亲等紧急避险流动人群。组织实施紧急避

险时，按照先急后缓、先人员后财产的原则，优先转移危险区域群众，优

先转移老弱病残孤幼人员，特别是孤寡老人、留守儿童、残疾人等脆弱群

体，采取“一对一”转移避险措施，健全逐人落实、逐户对接的安全转移机

制，确保应转尽转、不漏一户、不落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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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避险安置场所及转移路线

4.1 集中避险安置场所的选择

集中避险安置按照“就近、安全、便捷”的原则，优先选择地形平坦、

地势较高、有利排水、交通便利，且具备一定生活设施条件的固定场所。

当固定安置场所因灾无法使用，或发生避险转移通行受阻等突发状况时，

就近选择地势较高、平坦、安全的空旷区域，临时搭建帐篷等设施用于群

众集中避险安置。

我镇集中避险安置场所设在广场、学校、宾馆等满足集中生活条件的

场所，避开采矿区、临水临山、地势低洼、易受雷击等区域。镇防汛办公

室应将安置点位置、安置人员容量、场所管理单位等信息登记入册，并通

过红色喇叭、网络等向社会公布。我镇集中避险安置场所共有两个，详见

附件 4，集中避险安置场所区域位置图和平面图详见附件 5。

4.2 集中避险安置场所的管理

紧急避险安置组负责安置点日常管理和服务保障。制定入住登记、生

活服务、治安管理、安全管控、医疗防疫、人员回迁、善后清理等工作制

度。

定期对集中避险安置场所进行巡查，确保供水、供电及配套生活设施

完好，确保消防等应急设施性能良好。

集中避险安置场所启用时，紧急避险安置组应选派工作人员在安置点

轮班值守，全力安排好安置群众生活，保障生活物资供应，保持生活秩序

井然。

镇党委、政府加强靠前指导，组织协调有关部门、单位，在人员、物

资、技术、服务等各方面提供支持和保障，广泛发动志愿者和群众积极参

与安置点服务保障。集中避险安置点应设置明显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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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集中避险安置场所的启用

我镇发生洪涝灾害需要启用安置场所时，由镇防汛办公室根据安置场

所资源的实际情况，统一划分调配，组织相关责任人及工作管理人员到岗，

认真做好安置人员的准备。转移撤离人员到达安置场所后，工作人员要落

实 24小时值守制度，及时进行入住登记，上报安置人员相关信息，并做

好安置场所内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防止超负荷安置和意外事故发生。我

镇无法妥善安置时，可向市防汛紧急避险安置办公室报告，请求支援，将

人员安全转移至上级指定安置场所，并派人做好安置人员的管理和服务工

作。

4.4 分散避险安置

统一组织的分散避险安置，由灾害发生地行政村，前期与附近处在安

全区域内的行政村，建立村与村、户与户结对，分户接收转移群众临时借

住安置，需要与相邻乡镇行政村结对的，由镇政府协调解决。避险转移群

众也可以自行选择投亲靠友等分散安置方式，采用此种分散安置方式的人

员，应及时上报镇防汛办公室，并保证自身安全转移和通讯联络畅通。

各村要对辖区内分散避险安置群众进行登记造册，指派专人负责与分

散安置群众保持联络，引导群众做好自我安全防护，在未解除灾害危险之

前不得擅自返回原居住地。

4.5 避险转移路线

避险转移路线遵循安全、就近、通畅原则，各村和基层组织、单位在

选取避险转移路线时，要结合实际进行勘察，选取灾害易发区域转移至安

全区域的多条线路，通过设置指示牌、路线图，加大宣传，引导群众清楚

掌握避险转移路线。

镇、村和基层组织、单位结合避险转移实际，提前配备预置避险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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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工具和物资，或与有关单位、企业签订协议转移避险运输协议。镇政

府可邀请交通、公安等部门参与避险路线设计，协同做好转移交通工具保

障和交通畅通管控，保障紧急避险路线畅通、便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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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紧急避险安置指令及公告

5.1 传达指令

镇防汛办公室根据洪涝灾害预报报警和本级防汛应急预案，组织有关

部门会商研判，确需转移安置人员时，向市防汛紧急避险安置办公室请求

下达紧急避险安置指令。

镇防汛办公室接到市紧急避险安置指令后，必须第一时间将指令传达

给避险转移村主要负责人和包村干部，按照指令要求，结合紧急避险安置

预案，明确组织，责任到人，细化避险区域、避险对象、避险路线、安置

场所等具体操作事项，跟踪督导受灾村及时组织群众进行避险转移。同时，

要将指令及时通知传达到辖区内相关组织和企事业单位，通告其做好本单

位紧急避险准备。

灾害发生地村接到上级避险转移指令后，立即明确责任人员，确定避

险转移人员，采取电话、宣传车、红色喇叭、铜锣、逐户通知等方式，确

保将避险转移指令和要求告知到每家每户。

灾害发生地村未接到上级指令时，根据灾害监测情况，预判辖区可能

受到灾害威胁时，及时果断向受威胁群众发布避险转移预警或指令，迅速

有序动员组织群众进行避险转移。

5.2 发布公告

为扩大灾害预报预警社会覆盖面，提示广大群众做好灾害紧急避险准

备，镇防汛办公室通过红色喇叭、电话、手机短信、微信工作群、公共区

域大型显示屏等多种媒介，发布紧急避险公告，告知广大群众灾害预报、

危险区域、避险转移对象、避险安置地点、避险常识和注意事项等，公告

模板见附件 6，引导群众增强防灾自救意识、主动进行避险转移。

紧急避险公告涉及的村积极采取电话、宣传车、红色喇叭、铜锣、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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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通知等多种方式，扩大公告传播范围，根据公告内容和要求，动员组织

群众积极配合避险转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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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紧急避险安置组织预警实施

6.1 组织机构及职责

6.1.1组织机构构成

镇、村和基层组织、单位落实紧急避险安置第一责任，坚持生命至上、

避险为要，明确灾害风险区域、避险对象、避险路线、避险安置场所，根

据灾害预报预警和上级指令，快速果断组织群众紧急避险安置；组织协调

辖区内应急队伍、装备、物资投入紧急避险和抢险救援，镇应急力量无法

满足需要时及时向新密市政府请求支援；加强值班值守和信息报送，按规

定收集上报灾情和避险安置工作动态等各类信息。

镇防汛指挥部在党委、政府领导下，统筹协调全镇防汛和防汛紧急避

险安置工作。镇防汛指挥部设两名总指挥，一名常务副总指挥，八名副总

指挥，下设防汛办公室和 10个工作组。镇防汛指挥部、镇防汛办公室职

责见附件 7，工作组构成及职责见附件 8，有关联系方式见附件 9。

镇防汛办公室设在镇安全应急管理办公室，镇安全应急管理办公室主

任负责日常管理工作。

防汛紧急避险安置组织体系如下图：

来集镇防汛指挥部

镇防汛办公室

综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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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
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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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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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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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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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集镇防汛紧急避险安置应急救援指挥体系组成如下：

指 挥 长： 樊建平 （党委书记）

王 幸 (党委副书记、镇长 )

常务副指挥长：刘振华 (党委委员、副镇长)

副 指 挥 长： 张 虎 （党委副书记）

李风霞 （党委副书记、政法委员）

姚全红 （党委委员、人大主席）

郑慧鹏 （纪委书记）

乔志华 （党委委员）

张 茜 （党委委员、武装部长）

谷小洁 （副镇长）

王现刚 （副镇长）

工作组：

综合协调组组长：刘振华 （党委委员、副镇长 ）

抢险救援组组长：张 茜 （党委委员、武装部长）

交通运输组组长：姚全红 （党委委员、人大主席）

医疗救护组组长：谷小洁 （副镇长）

治安保卫组组长：李风霞 （党委副书记、政法委员）

后勤保障组组长：刘振华 （党委委员、副镇长 ）

紧急避险安置组组长：王现刚（副镇长）

通讯保障组组长：张 虎 （党委副书记）

新闻宣传组组长：乔志华 （党委委员）

调查评估组组长：郑慧鹏 （纪委书记）

当人员发生变动时，及时补充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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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员由党政办、党建办、纪检监察办、财政所、乡村振兴办、综合

执法办、经济发展办、安全应急管理办、村镇管理办、社会事务办、便民

服务中心、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办、退役军人服务站、农业发展服务中心、

派出所、卫生院、供电所、司法所、应急中队、供销社、中心校、联通公

司、移动公司、电信公司、各村等组成。

当洪涝灾害发生时，镇防指根据市防指指令同时启动防汛应急预案

和防汛紧急避险安置预案，各工作组在镇防指领导下各司其职，互相配合，

协调做好防汛抢险和防汛紧急避险安置工作。

6.1.2组织机构职责

总指挥、常务副总指挥、副总指挥及各应急工作小组职责如下：

总指挥：负责我镇防汛指挥部全面工作，统一指挥全镇的防汛应急救

援和紧急避险安置工作。服从新密市防汛指挥部指挥，执行上级命令。

常务副总指挥：协助总指挥做好镇防汛指挥部全面工作，根据指挥长

授权，临时主持和组织协调防汛和防汛紧急避险安置工作。

副总指挥：协助总指挥、常务副总指挥做好镇防汛指挥部全面工作，

负责分管部门和工作组做好防汛紧急避险安置工作。

综合协调组：负责汇总紧急避险情况，向上级领导及有关单位、机构

汇报，下达市紧急避险指挥部指令；提供险情、灾情预测。

抢险救援组：负责受灾地区灾民救援、生活安置和救济，组织制定险

情处置技术方案和指导救援行动。

交通运输组：负责运送紧急避险救援物资、设备和抢险救灾人员，为

紧急避险和撤离人员提供车辆，为紧急避险专用车辆行驶提供必要方便条

件。

医疗救护组：负责受灾地区灾民医疗和卫生防疫工作，协调医院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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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救助。

治安保卫组：负责紧急避险救援秩序和灾民社会治安工作。

后勤保障组：负责防汛紧急避险安置资金和物资筹集、调运等后勤保

障工作。

紧急避险安置组：负责受灾群众防汛紧急避险安置和善后处理工作。

通讯保障组：负责紧急避险救援期间有线电话、无线电话和通信网络

畅通工作，并做好供电保障。

新闻宣传组：负责紧急避险救援期间新闻宣传报道工作。

调查评估组：负责统计受灾情况，伤亡人数、受损建筑或设施、受影

响区域和人数、参与救援的力量及配置、救援工作进展动态等数据信息；

负责调查评估灾情造成的损失和影响、救援工作成效。

6.2 监测预警

6.2.1 风险监测

（1）镇政府及有关单位要建立健全洪涝灾害风险监测制度，整合信

息资源、完善信息资源获取和共享机制。

（2）建立健全我镇洪涝灾害基础信息数据库，完善监测网络，划分

监测区域，确定监测点，明确监测项目，提供必要的设备、设施，配备专

职或兼职人员，对可能发生洪涝灾害的风险进行动态监测。

（3）建立基层专职或者兼职信息报告员制度，以便及时监测和收集

汛情信息。

（4）获悉汛情信息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应当立即向镇政府

和有关单位上报。

（5）镇防汛指挥部办公室负责洪涝灾害风险监测信息集成，并对集

成的信息进行研判，确保信息符合实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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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 风险预警

镇政府要建立健全洪涝灾害预警制度，统筹预警信息传达，确保预警

信息传达及时准确。

1、预警级别

镇防汛指挥部办公室接收到上报的汛情信息后，应当及时汇总分析，

必要时组织相关单位和专业技术人员进行会商，对发生洪涝灾害的可能性

及其可能造成的影响进行评估，确定预警级别。按照洪涝灾害发生的紧急

程度、发展态势和可能造成的危害程度可将预警分为四级，由高到低依次

为Ⅰ级、Ⅱ级、Ⅲ级和Ⅳ级，分别用红色、橙色、黄色、蓝色表示，

Ⅰ级为最高级别。

2、预警条件

（1）当市防指启动防汛Ⅳ级应急响应时，镇防指立即同步实施Ⅳ级

应急响应；当符合下列条件时，经会商按防汛Ⅳ级应急响应组织先期处置，

并向新密市防指报告。

①双洎河等主要防洪河道接近警戒水位；

②双洎河等主要防洪河道堤防出现局部滑坡和较大范围渗漏等一般

险情；

③朝阳水、腾蛟河、杨河等小型河道堤防出现较大险情；

④云蒙山水库出现较大险情；

⑤镇内多处发生积水内涝时；

⑥其他需要实施Ⅳ级预警的情况。

（2）当市防指启动防汛Ⅲ级应急响应时，镇防指立即同步实施Ⅲ级

应急响应；当符合下列条件时，经会商按防汛Ⅲ级应急响应组织先期处置，

并向新密市防指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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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市气象局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

②双洎河等主要防洪河道超过警戒水位；

③双洎河等主要防洪河道堤防出现管涌和较大范围发生滑坡等重大

险情；

④云蒙山水库发生重大险情；

⑤发生洪涝灾情，局部区域生产生活受到较大影响时

⑥其他需要实施Ⅲ级预警的情况。

（3）当市防指启动防汛Ⅱ级应急响应时，镇防指立即同步实施Ⅱ级

应急响应；当符合下列条件时，经会商按防汛Ⅱ级应急响应组织先期处置，

并向新密市防指报告。

①市气象局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

②双洎河等主要防洪河道重要河段接近保证水位；

③双洎河等主要防洪河道一般河段及主要支流堤防发生决口；

④云蒙山水库发生垮坝；

⑤发生严重洪涝灾情，低洼地区大范围受淹时；

⑥其他需要实施Ⅱ级预警的情况。

（4）当市防指启动防汛Ⅰ级应急响应时，镇防指立即同步实施Ⅰ级

应急响应；当符合下列条件时，经会商按防汛Ⅰ级应急响应组织先期处置，

并向新密市防指报告。

①市气象局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

②双洎河等主要河道重要河段出现超标准洪水；

③双洎河等主要防洪河道重要河段堤防发生决口；

④水利部门报告辖区内已出现超标准洪水；

⑤全镇发生非常严重的内涝灾情，大面积受淹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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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其他需要实施Ⅰ级预警的情况。

6.2.3 应对措施

镇防汛办公室要根据市防指发布的预警信息，采取下列一项或多项措

施：

（1）加强与公众沟通，向社会公告采取的有关特定措施、避免或减

轻危害的建议和劝告等。

（2）组织应急救援队伍和负有特定职责的人员进入待命状态，动员

后备人员做好参加紧急避险转移安置工作的准备，视情况预置有关队伍、

装备及物资。

（3）调集紧急避险转移安置所需要的物资、设备工具，准备应急设

施和避难场所，并确保其处于良好状态、随时可以投入正常使用。

（4）采取必要措施，确保交通、通信、供水、排水、供电、供气、

供热等公共设施的安全和正常运行。

（5）预警涉及的村、单位根据预警信息，立即组织人员监测研判辖

区内雨情、水情、河谷上游来水、山体滑坡等灾害风险，并组织安全劝导

员通过警报器、宣传车、红色喇叭、手机短信等方式，及时向辖区群众发

出灾害警报和紧急避险转移通知。

6.2.4 预警解除

预警响应根据市防指的启动和解除指令，由镇防指指挥长同步市防指

的启动和解除指令实施启动和解除。

6.3 信息报告

6.3.1 信息接报

（1）镇直相关部门、有关单位及各村，应按有关规定及时上报防汛

信息。信息报送应贯穿于洪涝灾害的预防与应急准备、监测与预警、应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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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置与救援、紧急避险转移下安置、灾后恢复与重建等应对活动的全过程。

当监测人员或值守人员发现可能发生洪涝灾害的情况或现场已发生

河流漫堤、溃坝时，应当立即向值班领导报告，同时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

组织人员抢救、自救和转移。

值班领导接到报告后，要立刻查明情况，做好记录，按报告程序立即

向镇防汛指挥部报告，指挥部接到报告后，迅速分析判断，需要启动防汛

紧急避险安置预案时，由总指挥立即向市防指报告启动本预案，并及时通

知有关部门、单位人员到现场。

各有关负责人、工作组组长等人员必须坚持 24小时保持通讯畅通，

镇防汛办公室 24小时值班电话为：0371- 63151001，负责信息接收和向

上一级报告。

（2）信息上报

洪涝灾害发生后，镇防汛办公室立即向新密市防汛紧急避险安置办公

室报告。

信息报告内容：洪涝灾害发生的时间、地点、简要经过、受灾人数、

初步原因、已采取的措施（含转移人数、安置人数）等。

信息报告可用电话（手机）、微信、电子邮件等方式进行。信息报告

格式见附件 11。

6.4 实施流程

（1）紧急避险安置准备。发布灾害警报后，镇、村和基层组织、单

位的相关责任人和工作保障人员快速到位，全员转入应急状态，启动相应

的避险转移方案，避险组织人员、救援人员、保障人员、应急装备物资快

速向避险转移现场集结。避险安置点开启，相关人员快速到位，先期做好

接收安置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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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紧急避险行动。灾害警报发布后，避险群众即可自行紧急避险

转移。避险群众自行转移确有困难，或者因灾造成电力、通讯、交通中断

等情况，镇、村和基层组织、单位开展集中避险转移，组织调用必要的交

通工具，将群众快速转运到安全区域或集中安置点。避险组织单位要落实

孤寡老人、留守儿童、残疾人等脆弱群体的“一对一”转移避险措施，健

全逐人落实、逐户对接的安全转移机制，对经劝导仍拒绝转移的群众依法

实施强制避险转移。

（3）转移安置。人员已经全部避险撤出的危险区域，避险组织单位

及时采取设置警戒线、轮班值守等安全管控措施，实行 24小时动态巡查。

避险群众就近转移到避险安置点，无法就近安置或需要跨地区安置的，上

报新密市政府，请求协调相对较近的避险场所接收安置避险群众，按照新

密市政府的安排，协助做好避险转移安置工作。

（4）及时报告信息。避险转移组织单位要实时掌握转移群众动态情

况，负责做好信息收集、整理和报告工作，灾情、险情、避险转移人数、

集中安置人数等信息要按规定及时逐级上报，重大灾情或人员伤亡情况可

以直接向新密市相关部门报告，严防发生迟报、漏报、瞒报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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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保障措施

7.1 避险运输保障

加强紧急避险交通运输协调保障，科学配置、使用我镇紧急避险运输

力量，形成顺畅、有序、联动、高效的应急运输保障体系，确保紧急避险

人员和物资能够及时、安全避险。镇防汛办公室组织设计紧急避险路线，

开辟便捷避险道路，拟制紧急避险交通运输保障方案，提高紧急避险的运

输能力。避险转移路线中断时，由镇防汛办公室协调相关部门、单位快速

组织力量进行抢修。

7.2 转移安置治安保障

（1）危险区域管理。镇、村加强对群众转出的村庄、场所等危险区

域封闭式管理，村主要负责人牵头负责，采取贴封条、设置警戒线、设置

警示标识等方式，疏散、劝离涉险群众，确保危险区域内无人逗留。安排

专人设卡值守，开展不间断安全巡护巡查，严防发生次生灾害。

（2）安置场所管理。镇、村建立转移安置点分包责任制，党政主要

负责人负总责，分管负责人划片包干，派出所、安全应急管理办公室、民

政所、卫生院等有关部门直接参与。严格落实国家有关灾害转移安置政策，

规范安置资金拨付、发放和使用，建立完善安置点管理制度，安置点管理

单位负责场所运行保障和安全管理，严格落实“五有”要求。

（3）社会秩序管理。镇、村加强避险安置区域安全管护和治安秩序

管理，派出所依法采取有效管制措施，监控和防范群众不听劝阻、不服从

统一管理、擅自冒险返回危险区域等行为，防范应对群众性安全事件，维

护避险安置区域社会秩序。相关单位和个人必须主动配合做好治安维护工

作，自觉遵守有关制度规定，不主动冒险、涉险。



- 22 -

7.3 应急力量保障

加强镇、村干部紧急避险应急处置能力培训，建立紧急避险应急指挥

员队伍，加强灾害信息员队伍建设。镇防汛办公室结合实际，建立紧急避

险安置应急队伍，建立广泛的紧急避险社会动员机制，加强配备橡皮筏、

救生衣、救灾帐篷等避险转移所需装备物资，增强避险转移和群众救援实

效。来集镇应急抢险队伍统计表见附件 12。

7.4 安置生活保障

镇政府将防汛紧急避险工作所需经费纳入镇财政预算，按照财权事权

和支出责任划分，负担防汛紧急避险安置所需资金。储备或协议代储棉衣、

棉被、简易床、日用品等转移安置生活保障物资，保证安置群众生活物资

充足。镇供水、供电、通信等单位制定紧急避险保障方案，通过加强基础

设施建设，保证紧急避险人员能生活、能防护，要做到有卫生水源，有较

好的供电、通信等设施。镇政府加强转移安置人员生活保障，落实有饭吃、

有干净水喝、有衣穿、有住处、有病能得到及时医治要求。镇政府、安全

应急管理办公室、民政所等部门及时调拨救灾救助物资。救灾物资储备情

况统计表见附件 13。

7.5 医疗卫生保障

镇社会事务办公室和卫生院做好医疗设施装备、药品储备工作，实现

应急卫生保障力量有机整合。协调医疗卫生队伍，做好避险安置群众医疗

救助、心理疏导抚慰、疾病预防控制、卫生监督等工作。对淹溺、受伤人

员进行现场救治，救护措施见附件 14。抓好卫生防疫，制定工作方案、

明确各方职责、保障物资供应，对受灾村进行全方位无死角消杀，强化防

疫预防和宣传，教育发动群众加强自我防护、保持个人和公共空间卫生，

避免病源滋生传播，确保大灾之后无大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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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紧急避险安置工作结束

8.1 解除应急状态

洪涝灾害结束后，镇防汛办公室要组织综合会商研判，确认灾害影响

消除后，上报市防指，根据市防指指令宣布防汛紧急避险安置工作结束，

灾害发生地逐步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8.2 回迁安全评估

洪涝灾害结束后，镇政府组织相关部门对回迁区域内的道路、房屋及

地质灾害等进行全面检查评估，对发现问题的建筑物和其它设施，统筹协

调设计施工单位会商，在综合分析、科学研判基础上，制定和实施除险加

固方案，对因洪水浸泡不能居住的房屋，镇政府落实新密市过渡期安置政

策，保证受灾群众有安全住所。镇社会事务办公室和卫生院组织相关部门

对回迁区域进行全面消毒处理，保证回迁群众居住生活环境卫生安全。

8.3 下达回迁指令

经评估或验收可以安全返回的，镇政府根据市政府下达避险回迁指令，

解除避险撤出区域的安全管控，组织集中安置群众有序回迁，分散安置群

众自行返回原住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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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紧急避险安置工作责任

建立镇级领导包村、村干部包组、党员干部包户的紧急避险安置责任

制，进一步压实镇、村、企事业单位主体责任，结合基层管理体系，实行

网格化管理，完善群测群防体系，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

在灾害防御中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把各项灾害防御措施落实

落细。有关部门要结合防汛紧急避险职责，加强防汛紧急避险应对工作。

镇防汛办公室组织编制完善防汛紧急避险安置预案，结合预案开展桌

面推演、实操实训等演练，检验指挥统筹、救援协调、快速响应等应急处

置能力。各村和有关基层组织、企事业单位制定本级、本单位防汛紧急避

险安置预案或现场处置方案，明确转移避险责任、转移对象、转移路线、

避险转移安置点等具体事项，定期开展预案演练或模拟演习，发动群众和

相关单位广泛参与，切实提高群众防灾避险和自救互救能力。

镇政府建立健全紧急避险督导检查机制，成立防汛紧急避险安置工作

督导组，严查有关部门、单位责任落实情况，总结推广好的经验做法，查

纠整改发现的问题不足，不断改进，持续提高。对因人员紧急避险责任不

落实、工作不到位、组织不力造成人员伤亡或重大损失的，严肃追责问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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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预案管理

10.1 宣传培训

（1）镇防汛办公室采取多种形式对预案内容进行宣传。

（2）镇防汛办公室制定预案培训大纲或培训计划，组织有关单位和

人员开展应急预案培训。提高人员避险、自救能力和防灾减灾意识，并在

汛期之前组织防汛避险转移综合演练。

10.2 预案修订

（1）镇防汛办公室根据防汛形势的变化、预案演练和处置中发现的

问题，定期或适时修订预案，至少每 3 年进行一次修订。

（2）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及时修订预案：

①有关法律、法规、规章、标准、上位预案中的有关规定发生变化的；

②指挥机构及其职责已调整的；

③面临的风险发生重大变化的；

④重要应急资源发生重大变化的；

⑤预案中的其他重要信息过时或失效的；

⑥在实际应对和应急演练中发现问题需要作出重大调整的；

⑦预案编制单位认为应当修订的其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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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来集镇主要河道及临近村庄、居民点

来集镇主要河道及临近村庄、居民点

序号 河道名称 村庄、居民点

1 双洎河 李堂村、宋楼村、黄寨村、苏寨村

2 朝阳水 王家窝村、赵沟村、西于沟村、宋楼村

3 杨 河
桧树亭村、王堂村、裴沟村、来集村、马武寨村、

杨家门、翟坡村、马沟村

4 腾蛟河
岳岗村、巩楼村、陈沟村、郭岗村、韩家门、

黄寨村、苏寨村



- 28 -

附件 2 来集镇汛期受灾害威胁区域统计表

来集镇汛期受灾害威胁区域统计表

序号 行政村名 危险区地点
危险区内
家庭户数

危险区内
人口（人）

备注

1 李堂村 郭家门、徐家门 3 7

2 马武寨村 6、8、9组 8 39

3 裴沟村 10组 1 2

4 宋楼村
石沟组、秦寨组、杨树湾
组、宋楼组、楚家门组

107 497

5 苏砦村 1、2、4、5、6、7、8组 72 225

6 王堂村 13组 3 8

7 杨家门村 8、15组 9 23

8 陈沟村 寨上组、白杨祖 6 7

9 岳岗村 东沟组 5 20

10 东于沟村 东于沟村 14 70

11 翟坡村 上沟组 4 9

12 巩楼村 5组 6 24

13 韩家门村 1、2组 7 14

14 黄寨村 2、6组 2 4

15 来集村 后沟组 3 15

16 马沟村 翟坡组 2 13

17 西于沟村 关帝庙组 10 42

18 赵沟村 12组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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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来集镇水库、塘坝、积水采石坑一览表

来集镇水库一览表

序号 名称 水库类型 位置

1 云蒙山水库 小 I型水库 来集镇王家窝村

来集镇塘坝、积水采石坑一览表

序号 名称 位置

1 裴沟大坝 来集镇裴沟村

2 王堂磨垌王水库 来集镇王堂村

3 王楼坑塘 来集镇王堂村

4 来家沟坑塘 来集镇来集村

5 烈江坡坑塘 来集镇苏寨村

6 裴沟坑塘 来集镇裴沟村

7 马武寨坑塘 来集镇马武寨村

8 马沟集水坑 来集镇马沟村

9 马武寨 6组坑塘 来集镇马武寨村

10 韩家门 8组坑塘 来集镇韩家门村

11 岗顶积水坑 来集镇来集村

12 韩家门 6组塘坝 来集镇韩家门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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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来集镇集中避险安置场所

来集镇集中避险安置场所

序

号
场所名称及类别

有效

面积

（㎡）

容纳

人数
具体位置 相关应急设施

1 来集镇第一初级中学 40150 14000 陈沟王观路
供电、供水、厕所、床、生活用

品、医疗、消防设施

2 来集镇第二初级中学 20000 6500 赵宋路
供电、供水、厕所、床、生活用

品、医疗、消防设施



- 31 -

附件 5 来集镇集中避险安置场所区域位置图和平面图

避难场所一：

避难场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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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紧急避险安置公告（参考模板）

来集镇防汛办公室

紧急避险安置公告

（参考模板）

据 XX气象台 X月 X日 X时 X分发布 XX预警，预计未来 X小时内

我镇降雨量达 XX毫米以上，为全面做好暴雨洪涝灾害防范应对工作，现

公告如下。

1.疏散转移人员。迅速组织灾害威胁区域群众安全避险转移。及时撤

离在河谷、低洼处办公、住宿的人员。疏散劝导商场等人员密集场所滞留

人员。及时暂停或取消室外大型群体性活动，关闭或封锁涉山涉水游玩点，

终止有组织的户外体育类活动。排查治理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在建工程项

目等安全隐患。

2.被确定为易受灾害威胁区域包括：

①……

②……

③……

3.易受灾害威胁区域内居民群众请于 XX月 XX日 XX时前，在镇政

府组织下，有序快速避险转移。

4.避险转移要确保安全，避险人员要听从指挥，做好个人安全防护。

5.易受灾害威胁区域内人员转移完毕后，要实行封闭管控，转出人员

严禁私自冒险返回。

6.避险转移群众可选择政府集中安置，或投亲靠友，未集中安置的请

主动向辖区社区居委会报备。

特此公告，请遵照执行。

来集镇防汛办公室

XXX年 X月 X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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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来集镇紧急避险安置机构职责

来集镇防汛指挥部职责

（1）负责组织、指导、协调全镇紧急避险安置工作，拟订有关政策

和制度。

（2）组织编制、修订《新密市来集镇防汛紧急避险安置预案》，及

时掌握全镇紧急避险应急处置情况，组织、指导突发事件的紧急避险，开

展有关协调工作。

（3）启动《新密市来集镇防汛紧急避险安置预案》，并组织处置。

（4）收集风险监测信息，发布、解除预警信息。

来集镇防汛办公室职责

（1）拟订我镇防汛紧急避险安置工作的方针、政策、发展战略和工

作方案并贯彻实施；

（2）组织协调我镇防汛紧急避险应急救援，协调有关单位协同做好

紧急避险安置，预置、调度辖区内应急救援队伍、装备、物资投入紧急避

险安置和抢险救援，根据需要向上级请求支援；

（3）下达紧急避险相关通知、公告、指令，加强指挥调度和值班值

守，按规定收集、报送工作动态和灾情信息。

（4）指导各村和基层组织、单位做好防汛紧急避险安置工作；

（5）做好宣传，总结推广防汛紧急避险安置经验，开展政策研究、

建立配套法规。

（6）负责组织防汛紧急避险安置会商，收集汇总险情、灾情信息，

提出防汛紧急避险安置工作建议，为镇防汛指挥部决策提供服务；

（7）完成镇防汛指挥部及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



- 34 -

附件 8 来集镇防汛紧急避险安置工作组职责

来集镇防汛紧急避险安置工作组职责

镇防汛指挥部统筹协调我镇防汛紧急避险安置工作，在总指挥领导下，

由一名常务副总指挥和六名副总指挥具体负责，下设 10个工作组，分别

为：综合协调组、救援救灾组、交通运输组、医疗救护组、治安保卫组、

后勤保障组、紧急避险安置组、通讯保障组、新闻宣传组、调查评估组。

总指挥：负责我镇防汛指挥部全面工作，统一指挥全镇的防汛应急救

援和紧急避险安置工作。服从新密市防汛指挥部指挥，执行上级命令。

常务副总指挥：协助总指挥做好镇防汛指挥部全面工作，根据指挥长

授权，临时主持和组织协调防汛和防汛紧急避险安置工作。

副总指挥：协助总指挥、常务副总指挥做好镇防汛指挥部全面工作，

负责分管部门和工作组做好防汛紧急避险安置工作。

综合协调组：负责汇总紧急避险情况，向上级领导及有关单位、机构

汇报，下达市紧急避险指挥部指令；提供险情、灾情预测。

抢险救援组：负责受灾地区灾民救援、生活安置和救济，组织制定险

情处置技术方案和指导救援行动。

交通运输组：负责运送紧急避险救援物资、设备和抢险救灾人员，为

紧急避险和撤离人员提供车辆，为紧急避险专用车辆行驶提供必要方便条

件。

医疗救护组：负责受灾地区灾民医疗和卫生防疫工作，协调医院参加

医疗救助。

治安保卫组：负责紧急避险救援秩序和灾民社会治安工作。

后勤保障组：负责防汛紧急避险安置资金和物资筹集、调运等后勤保

障工作。

紧急避险安置组：负责受灾群众防汛紧急避险安置和善后处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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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保障组：负责紧急避险救援期间有线电话、无线电话和通信网络

畅通工作，并做好供电保障。

新闻宣传组：负责紧急避险救援期间新闻宣传报道工作。

调查评估组：负责统计受灾情况，伤亡人数、受损建筑或设施、受影

响区域和人数、参与救援的力量及配置、救援工作进展动态等数据信息；

负责调查评估灾情造成的损失和影响、救援工作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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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9 来集镇防汛紧急避险安置有关联系方式

来集镇防汛紧急避险安置有关联系方式

工作小组 应急职务 单位 联系人 职务 联系电话

指挥部

总指挥
来集镇 樊建平 镇党委书记 13700876631

来集镇 王幸 党委副书记、镇长 15890015333

常务副总指

挥
来集镇 刘振华 党委委员、副镇长 15038082717

副总指挥

来集镇 张虎 党委副书记 13653828127

来集镇 李凤霞
党委副书记、

政法委员
15890161888

来集镇 姚全红 党委委员、人大主席 15838092996

来集镇 郑慧鹏 镇纪委书记 15038382299

来集镇 乔志华 镇党委委员 15038216922

来集镇 张 茜 党委委员、武装部长 15188366889

来集镇 王现刚 副镇长 13783671333

来集镇 谷小洁 副镇长 13526897410

防汛办公室 来集镇应急办 杨建军 应急办主任 13673672802

综合协调

组

组长 来集镇 刘振华 党委委员、副镇长 15038082717

成员

来集镇党政办 韩 格 主任 13592689069

来集镇党建办 马海军 主任 18738162083

乡村振兴办 黄绍乾 主任 13938269462

退役军人服务站 王战友 主任 13939075852

财政所 闫明俊 所长 13608673086

经济发展办 翟慧霞 主任 13838215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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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小组 应急职务 单位 联系人 职务 联系电话

村镇管理办 苏进科 主任 13683830029

社会事务办 刘金磊 主任 18838263567

便民服务中心 张红霞 主任 15038019688

司法所 王怀战 所长 13903836509

抢险救援

组

组长 来集镇 张 茜 党委委员、武装部长 15188366889

副组长 来集镇应急办 杨建军 应急办主任 13673672802

副组长 镇派出所所长 李晓青 所长 13393733606

成员

社会治安综合

治理中心
司进霞 主任 18703868267

退役军人服务站 王战友 主任 13939075852

农业发展

服务中心
周巧利 主任 15038320231

交通运输

组

组长 来集镇 姚全红 党委委员、人大主席 15838092996

副组长 村镇管理办 苏进科 主任 13683830029

成员 交警一中队 李桐洲 队长 13623830896

医疗救护

组

组长 来集镇 谷小洁 副镇长 13526897410

副组长 卫生院 岳会超 书记、院长 15137101696

成员

卫生院 周嘉民 副院长 13938595960

卫生院 郑春明 副院长 15038385668

卫生院 赵会敏 副书记 13203802661

后勤保障

组

组长 来集镇 刘振华 党委委员、副镇长 15038082717

副组长 财政所 闫明俊 所长 13608673086

成员

来集镇党政办 韩 格 主任 13592689069

便民服务中心 张红霞 主任 15038019688

治安保卫

组

组长 来集镇 李凤霞
党委副书记、

政法委员
15890161888

副组长 派出所 李晓青 所长 13393733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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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小组 应急职务 单位 联系人 职务 联系电话

成员

派出所 李康 副所长 17803710805

派出所 吴骏骏 副所长 17803710628

派出所 张金仓 副所长 17803711551

紧急避险

安置组

组长 来集镇 王现刚 副镇长 13783671333

副组长 村镇管理办 苏进科 主任 13683830029

成员

便民服务中心 张红霞 主任 15038019688

社会事务办 刘金磊 主任 18838263567

农业发展

服务中心
周巧利 主任 15038320231

社会治安综合治

理中心
司进霞 主任 18703868267

通讯保障

组

组长 来集镇 张虎 党委副书记 13653828127

来集镇党建办 马海军 主任 18738162083

移动公司 刘军锋 经理 13938200325

联通公司 郑志勇 经理 15639056688

新闻宣传

组

组长
办事处党建工作

办公室
乔志华 镇党委委员 15038216922

副组长 来集镇党建办 马海军 主任 18738162083

成员

来集镇党政办
樊建峰 副主任 13592408637

来集镇党政办
苏鹏韬 科员 13938433770

来集镇党建办
张继锋 科员 18703873251

调查评估

组

组长 来集镇 郑慧鹏 镇纪委书记 15038382299

副组长

纪检监察办 吕建勋
镇纪委副书记、

监察办副主任
18738165567

安全应急办 杨建军 安全应急办主任 13673672802

农业发展

服务中心
周巧利 主任 15038320231

成员 党政办 韩 格 主任 13592689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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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小组 应急职务 单位 联系人 职务 联系电话

党建办 马海军 主任 18738162083

乡村振兴办 黄绍乾 主任 13938269462

退役军人服务站 王战友 主任 13939075852

财政所 闫明俊 所长 13608673086

经济发展办 翟慧霞 主任 13838215827

村镇管理办 苏进科 主任 13683830029

社会事务办 刘金磊 主任 18838263567

便民服务中心 张红霞 主任 15038019688

司法所 王怀战 所长 13903836509

来集镇防汛办公室 24小时应急值守电话：0371- 63151001

备注：上述人员若因人事变动，由调整后的人员对接承担相应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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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0预警信息传达格式

防汛预警信息

XX 预警 第 X 期

制作：来集镇防汛指挥部

签发：XX 20XX 年 X 月 X 日 X 时

X 月 X 日 X 时传达 XX（类型）XX 级预警

传达内容：

传达范围：

传达对象：

传达时间：

（如有预警可能影响区域图，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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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1 信息报告格式

来集镇防汛办公室

防汛信息报告

20××第××期 ××年××月××日××时

新密市来集镇防汛办公室现将我镇发生洪涝灾害及转移安置情况

报告如下：

一、灾害情况

1、时间、地点

××镇××村××地××月××日××时××分发生洪涝灾害。

2、灾情状况

目前雨势（较弱、中等、较强、剧烈），XX河流（水库）水位已达 米

或堤坝漫溢（决口）XX米，受灾面积达XX平方米，受灾人口XX人。

3、灾害所在地天气

天气雨（暴雨、大雨、中雨、小雨），风力××级，风向××，温度××℃-××℃，

降雨量××。
二、处置情况

截止××日××日共投入××人，目前正在采取各项措施进行应急救援，

已转移XX人，安置XX人。

现需要上级支援……。

有新情况再续报。

编辑：×× 签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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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2来集镇应急抢险队伍统计表

来集镇应急抢险队伍统计表

序

号
队伍名称 队伍性质 人数 负责人 联系方式 地址

1 来集镇应急队 综合 30 杨建军 13673672802 来集镇政府

2 郑煤集团矿山救援中心 矿山救援队 30 杨和平 15937136768 来集镇岳岗村

3 来集镇梦祥银应急队伍 综合 16 苏东坡 18339977111 苏砦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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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3 来集镇防汛物资储备情况统计表

一、防汛物资装备清单

序号 设备、设施 单位 数量 用途 备注

1 铲车 台 2 应急 /

2 钩机 台 2 应急 /

3 运输车 台 4 应急 /

4 对讲机 部 6 应急 /

5 铁锹 把 50 应急 /

6 警戒带 卷 20 应急 /

7 救生衣 件 200 应急 /

8 救生圈 个 20 应急 /

9 抽水泵 台 3 应急 /

10 喊话器 个 6 应急 /

11 编织袋 个 1000 应急 /

12 强光手电 个 10 应急 /

13 铁丝 吨 1 应急 /

14 发电机 台 4 应急 /

16 梯子 个 2 应急 /

17 救生绳 跟 8 应急 /

18 撬杠 个 10 应急 /

19 橡皮筏 艘 2 应急 /

应急救援物资 联系人：杨建军 联系电话： 13673672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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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救灾救助物资储备统计表

序号 名称 单位 数量 备注

1 棉被 条 100 /

2 防护口罩 个 1000 /

3 雨衣 件 30 /

4 雨靴 双 30 /

5 帐篷 顶 10 /

6 纯净水 件 50 /

7 医药箱 个 2 /

8 棉衣 件 30 /

救灾物资管理联系人：杨建军 联系电话： 13673672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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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4现场救护措施

如果洪涝灾害导致了人员淹溺和伤亡，事故发生时应及时救治。轻

伤采用医护人员现场救治包扎的方法，重伤人员由救护车送往医院救治。

一、淹溺事故现场处置方案

1、事故特征

（1）定义：淹溺是指人淹没于水中，由于水吸入肺内（湿淹溺 90％）

或喉挛（干淹溺 10％）所至室息。

（2）事故危害程度分析：发生淹溺后，可引起室息缺氧，如合并心

挑停止的，可造成溺水死亡(溺死)，如心脏未停止的，可造成近乎溺死。

2、应急处置

（1）应急处置程序

现场抢险救援人员等目击者应立即报告现场指挥部，总指挥指示医

病救护组人员对淹溺和受伤人员进行现场救治，并根据危险程度联系医

院急救中心，并按程序上报。

（2）现场应急处置措施

1 现场人员会水者及救护人员发现溺水者，立即进行施救工作。

2 现场人员不会水时，立即用绳索、竹竿、木板或救生围等使溺水

者握住后拖上岸。

3 溺水者被抢救上岸后，立即清除口、鼻的泥沙、呕吐物等，松解

衣领、纽扣、腰带等，并注意保暖，必要时将舌头用毛巾、纱布包裹拉

出，保持呼吸道畅通。

4 立即对溺水者进行控水（倒水），使胃内积水倒出。控水（倒水）

方法：溺水者俯卧，救护者双手抱住溺水者腹部上提，或将溺水者放于

救护者跪撑腿上，同时另一手拍溺水者后背迅速将水控出。

5 有呼吸（有脉博）使溺水者处于侧卧位，保持呼吸道畅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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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无呼吸（有脉博）使溺水者处于仰卧位，扶住头部和下颚，头部

向后微仰保证呼吸道畅通，进行人工呼吸，吹气时，用腮部堵住溺水者

鼻孔，每 3秒钟吹气一次。

7 无呼吸（无脉搏）使溺水者处于仰卧，食指位于胸骨下切迹，掌

根紧靠食指旁，两掌重叠，按压深度 4-5厘米，每 15秒吹气 2次，按压

15次。

8 在送往医院的途中对溺水者进行人工呼吸，心脏按压也不能停止，

判断好转或死亡才能停止。

9 被救上岸的溺水者，在实施抢救时，立即拨打急救中心 120电话，

进行现场抢救。

3、注宣事项

注意压力要均匀，抬手放松要快，下压和放松时间相等或下压稍长

于放松时间。压力不过大，以防止压断肋骨。压迫部位要准确。检查心

脏按摩是否有效，可触摸股动脉或颈动脉在按摩时有无搏动出现。

二、对伤亡人员的救护要求

1、抢救工作要分秒必争，及时、果断、正确，不得耽误、拖延；

2、救护人员必须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进行救护；

3、迅速将伤员抬离现场，搬运方法要正确。

4、搬运伤员时需遵守下列规定：

（1）根据伤员的伤情，选择合适的搬运方法和工具，注意保护受伤

部位；

（2）呼吸已停止或呼吸微弱以及胸部、背部骨折的伤员，禁止背运，

应使用担架或双人抬送；

（3）搬运时动作要轻，不可强拉，运送要迅速及时，争取时间；

5、对严重出血的伤员，应采取临时止血包扎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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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抢救触电人员必须在脱离电源后进行；

7、发生烧伤时，不得擅自脱去伤者的衣服，也不要任意把水疱弄破；

患者口渴时，可适量饮淡盐水。

三、现场应急处置措施

1、立即脱离伤害：事故发生后受伤者周围人员应立即采取正确方法

帮助伤员脱离伤害，将伤员撤离到安全区域以免再次被伤害。

2、立即救护： 事故发生后应立即采取措施防止事故扩大，同时通

知相关部门及相关责任单位，联系医疗救护人员赶赴事故现场进行抢救

工作。

3、立即对伤员进行抢救和紧急处置：应根据伤员的伤情轻重缓急和

现场具体条件先行展开抢救。抢救的重点放在对休克、骨折和出血进行

处理。首先观察伤者的受伤情况、部位、伤害 性质，如遇呼吸、心跳停

止者，应立即通畅气道进行人工呼吸，胸外心脏挤压。伤员发生休克，

应先处理休克，要让其安静、解开领口、放在通风保暖地方、保持平卧、

少动，并将下肢抬高约 20度左右。

（1）遇有创伤性出血的伤员，应迅速包扎止血，使伤员保持在头低

脚高的卧位，并注意保暖或防暑的地方。正确采取现场止血处理措施。

一般伤口小的止血法：先用生理盐水（0.9%Nacl溶液）冲洗伤口，

涂上红药水，然后盖上消毒纱布，用绷带；较紧地包扎。

加压包扎止血法：用纱布、棉花等作成软垫，放在伤口上再加包扎

来增强压力而达到止血目的。

止血带止血法：选择弹性好的橡皮管、橡皮带或三角巾、毛巾、带

状布条等，上肢出血结扎在上臂上 1/2处（靠近心脏位置），下肢出血

结扎在大腿上 1/3处（靠近心脏位置）。结扎时，在止血带与皮肤之间

垫上消毒纱布棉垫。每隔 25-40分钟放松一次，每次放松 0.5-1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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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出现颅脑损伤，必须保持呼吸道通畅。昏迷者应平卧，面部转

向一侧，以防舌根下坠或分泌物、呕吐物吸入，发生喉部阻塞。遇有凹

陷骨折、严重的颅底骨折及严重的脑损伤症状时，创伤处用消毒的纱面

或清洁布等覆盖伤口，用绷带或布条包扎后，及时送往就近有条件的医

院治疗。

（3）发现脊椎受伤者，创伤处用消毒的纱布或清洁布等覆盖伤口，

用绷带或布条包扎。搬运时，如颈椎骨折，要用“颈托”围住颈部；将伤

者平臣放在帆布担架或硬板上，以免受伤的脊椎移位、断裂造成截瘫，

甚致死亡。抢救脊椎受伤者，搬运过程，严禁只抬伤者的两肩与单肩背

运。

（4）发现伤者手足骨折，不要盲目搬动伤者，应在骨折部位用夹板

把受伤位置临时固定，使断端不再移位或刺伤肌肉，神经或血管。固定

方法：以固定骨折处上下关节为原则，可就地取材，用木板、竹头等，

在无材料的情况下，上肢可固定在身侧，下肢与健侧下肢缚在一起。

4、保护好事故现场：事故现场是进行事故调查分析的原始依据，也

是医疗救护人员进行现场救治的重要依据之一，事故责任者或周围人员

在抢救伤员的同时要注意保护好事故现场。

四、心肺复苏应急救援措施

1、评估现场：确认现场及周边环境安全，避免二次伤害发生；

2、判断意识：拍打患者肩部并大声呼叫，观察患者有无应答；

3、判断呼吸。看伤者胸廓是否有起伏，鼻翼是否有煽动 5秒。

4、判断有无颈动脉搏动。用右手食指、中指从气管正中旁开两指，

于胸锁乳突前缘凹陷处确认有无脉搏。

5、进行心肺复苏立即将病人平躺于地面或硬板床上，解开衣领腰带，

暴露胸部，清除口鼻异物，压额抬颌，开通气道。如发现伤员口内有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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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可将其身体及头部同时侧转，并迅速用一个手指或用两手指交叉从

口角处插入，取出异物。操作中要注意防止将异物推到咽喉深部。通畅

气道可采用仰头抬颏法。用一只手放在触电者前额，另一只手的手指将

其下颌骨向上抬起，两手协同将头部推向后仰，舌根随之抬起，气道即

可通畅，严禁用枕头或其他物品垫在伤员头下。头部抬高前倾，会加重

气道的阻塞，且使胸外按压时心脏流向脑部的血流减少，甚至消失。

6、口对口（鼻）人工呼吸：在保持伤员气道通畅的同时，救护人员

用放在伤员额头上的手指，捏住伤员的鼻翼，在救护人员深吸气后，与

伤员口对口紧合，在不漏气的情况下，先连续大口吹气两次，每次 1秒

—5秒。如两次吹气后试测颈动脉仍无搏动，可判断心跳已经停止，要

立即同时进行胸外按压。

7、除开始时大口吹气两次外，正常口对口（鼻）呼吸的吹气量不需

过大，以免引起胃膨胀。吹气和放松时要注意伤员胸部应有起伏的呼吸

动作。吹气时如有较大阻力，可能是头部后仰不够，应及时纠正。触电

伤员如牙关紧闭，可口对鼻进行人工呼吸。口对鼻人工呼吸吹气时，要

将伤员觜唇紧闭，防止漏气。

8、胸外按压：正确的按压位置是保证胸外按压效果的重要前提。确

定正确按压位置的步骤如下：右手的食指和中指沿触电伤员的右侧肋弓

下缘向上，找到肋骨和胸骨接合处的中点；两手指并齐，中指放在切迹

中点（剑突底部），食指平放在胸骨下部；另一只手的掌根紧抬食指上

缘置于胸骨上，即为正确的按压位置。正确的按压姿势是达到胸外按压

效果的基本保证。正确的按压姿势如下：使触电伤员仰面躺在平硬的地

方，救护人员站立或跪在伤员一侧肩旁，两肩位于伤员胸骨正上方，两

臂伸直，肘关节固定不屈，两手掌根相叠，手指翘起，不接触伤员胸壁；

以髋关节为支点，利用上身的重力，垂直将正常成人胸骨压陷 3cm—5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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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和瘦弱者酌减）；按压至要求程度后，立即全部放松，但放松时

救护人员的掌根不得离开胸壁。

9、按压必须有效，其标志是按压过程中可以触及到颈动脉搏动。

10、操作频率如下：胸外按压要以均匀速度进行，每分钟 80次左右，

每次按压和放松的时间相等。胸外按压与口对口（鼻）人工呼吸同时进

行，其节奏为：单人抢救时，每按压 30次后吹气 2次（30：2），反复

进行；双人抢救时，每按压 5次后由另一人吹气 1次（5：1），反复进

行。

11、当伤者恢复自主呼吸及脉搏时，可停止心肺复苏并送医院救治。



- 51 -

附件 15 来集镇紧急避险转移路线图

1、陈沟村转移路线图

2、翟坡村转移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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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巩楼村转移路线图

4、韩家门村转移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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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黄寨村转移路线图

6、来集村转移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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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东于沟转移路线图

8、宋楼村转移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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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岳岗村转移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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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李堂村转移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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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马沟村转移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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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马武寨村转移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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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裴沟村转移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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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苏砦村转移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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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王堂村转移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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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西于沟村转移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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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杨家门村转移路线图

18、赵沟村转移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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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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