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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家府〔2023〕43 号

重庆市九龙坡区陶家镇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磨刀溪流域陶家段应急预案》的

通 知

坚强村、治安村、锣鼓洞村，机关各部门，相关单位：

现将《磨刀溪流域陶家段应急预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

照执行。

重庆市九龙坡区陶家镇人民政府

2023年3月10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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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家镇 2023年磨刀溪流域陶家段应急预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和区防汛办有关指示精神，

结合我镇实际情况，为防御和减轻洪涝灾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

财产安全，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顺利进行。为把防洪工作落

到实处，现将磨刀溪防汛应急预案制定如下：

一、成立防汛应急领导小组

组 长：赵新山 镇 长

副组长：邓屹松 人大主席

张 钰 党委副书记

奉 虎 宣传、统战委员

古 强 组织委员

王友万 人武部长、副镇长

杨 鹤 纪委书记

杨 静 政法委员、副镇长

何 川 副镇长

罗博仁 派出所所长

成员：秦勇、陈傅强、刘士平、袁丁、颜学斌、刘静、曹礼

平、任先进、袁冶、汤承渝、周华、谢国花、王正敏、曹敏、向

强、陆宏宾、杨以曦、鄢渊、张洪、童伟、邹盛有、各村（居）

书记。镇防汛应急领导小组办公室实行“双办公室”制，第一办

公室设在镇农业服务中心，秦勇同志兼任第一办公室主任，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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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镇农业、水利行业日常安全监管工作；第二办公室设在镇应急

管理办公室，应陈傅强同志兼任第二办公室主任，负责牵头处置

防汛抗旱工作领域重大突发事件，综合协调全镇力量参与防汛抗

旱应急救援工作。办公室成员由农业服务中心和应急管理办公室

全体人员组成。

二、防汛应急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及部门工作职责

镇农业服务中心：负责磨刀溪流域防洪调度方案的指导实施

以及协调防汛抢险救灾工作；负责水情预报，负责及时向区农委

联系并取得暴雨天气的监测和预报相关资料及根据形势变化的长

期、中期、短期气象预报和有关公报，并及时向全镇通报。

镇应急办：负责当地抢险应急和营救群众的任务，组织撤离

洪水淹没区的群众；汛情紧急时负责执行重大防洪措施的使命，

对特定的重点防洪区域实施交通管制。

邮局（电信公司）：提供汛情电报、邮件和防汛电话的通信

保障，保证通信畅通。

镇建管办：负责地质灾害点、危旧农房监控。负责提供磨刀

溪流域主要道路的通行情况。

镇经发办：负责磨刀溪流域企业疏散撤离。

镇党政办：汛期优先运送防汛抢险物料，为紧急抢险及时提

供所需车辆。

镇社事办：做好灾民的转移和安置工作，做好外援物资的接

收及分发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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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社保所：负责调配救济物品，保障灾民的基本生活。

镇卫生院：负责组织、调配急救队伍，抢救负伤抢险人员和

灾民，建立疫情报告制度，并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和控制传染病暴

发性流行，及时检查、监测饮用水源、食品等。

镇派出所、镇平安办：负责防汛治安管理和安全保卫工作；

制止破坏防洪、水文、通信设施以及盗窃防汛物资的行为，维护

水利工程和通信设施安全。

其他有关部门均应根据防汛抢险的需要积极提供有利条件，

完成各自承担的防汛抢险任务。

相关村（居）在镇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工作，尤其是磨刀溪流

域涉及的村，需全面指挥本行政村域内磨刀溪流域的防汛抢险救

灾工作。负责辖区内的水情预报、监测工作。落实好防汛值班制

度。汛期（5 月 1 日至 9 月 30 日）镇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各

村（居）实行防汛 24 小时值班制度和领导带班制度。值班人员负

责做好值班记录，及时了解和掌握水情、灾情等汛情。及时了解

雨情、水情实况和水文气象预报。

三、应急支援和装备保障

1.人员保障

组建应急抢险队伍：陶家镇防汛应急抢险人员 40 人（名单附

后），由应急领导小组组长统一指挥。

2.交通运输保障

镇防汛抗旱指挥部有权根据防洪抢险救灾的需要，在其管辖



— 5 —

的范围内调用各部门交通运输工具和人力，相关部门要按照镇防

汛抗旱指挥部的要求负责提供运输车 4 辆、指挥车 1 辆的保障计

划，真正做到定人、定车、定位，保证一旦有事，能够及时、安

全地将人员输送到指定的地域。依法对特定的重点防洪区域实施

管制，优先保证抢险救灾人员、物资的运输和灾民的疏散。

3.医疗卫生保障

做好灾区的医疗救护和卫生防疫工作，认真制定洪灾发生情

况下的调用方案，一旦灾情发生，迅速组织医疗防疫队伍进入灾

区，组建灾区临时医院或医疗所，抢救、转运、医治伤病员；及

时检查、监测灾区饮用水源、食品安全等；迅速向灾区提供所需

药品和医疗器械，保证救援工作的顺利开展。

4.治安保障

各部门协助灾区加强治安管理和安全保卫工作，预防和打击

各种违法犯罪活动，维护社会治安、维护道路交通秩序；加强对

要害部门、金融单位、储备仓库、救济物品集散点重要目标的警

戒，保证抢险救灾工作的顺利进行。

5.物资保障

按照区防汛抗旱指挥部的要求，防汛抗旱物资储备的主要品

种是铁铲、编织袋、土工无纺布、锄头、箩筐、喊话器、雨衣、

手电筒、步话机、救生衣、救生圈、抽水机组等。

6.社会动员保障

通过有线广播等方式，向干部群众广泛宣传雨情、水情及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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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出现的险情与防抢措施，在洪灾对人的居住和生活造成威胁时，

由政府发出转移安置通知和进行动员，安排运输力量，按指定路

线进行转移。

7.紧急避难场所保障

根据洪灾的实际情况，规划选择洪灾发生时的紧急避难场所，

确定转移路线，并对灾民进行安置。安置地点一般采取就近安置。

安置方式可采取投靠亲友，借住公房、搭建帐篷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