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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鲤临办〔2021〕10 号

鲤城区人民政府临江街道办事处印发《临江
街道防汛防台风应急预案》《临江街道

抗旱救灾应急预案》的通知

各社区居委会、机关各部门、临江派出所、临江卫生院：

街道防汛抗旱指挥部牵头修订的《临江街道防汛防台风应急

预案》《临江街道抗旱救灾应急预案》已经街道党工委、办事处

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临江街道防汛抗台风及抗洪抢险救灾工作预案》（泉鲤临

办〔2017〕9 号）、《关于印发临江街道办事处防御暴雨工作预案

的通知》（泉鲤临办〔2013〕14 号），同时废止。

鲤城区人民政府临江街道办事处

2021 年 4 月 2 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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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江街道防汛防台风应急预案

为更加精准、精细、精实地做好暴雨、洪水、台风等灾害的

防御工作，密切衔接“防”与“救”的责任链条、工作链条，全

面提升快速反应和应急处置能力，保证防汛防台风和抢险救灾工

作有序、高效进行，最大程度地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保障

经济社会平稳发展，根据国家、省、市、区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

定，参照《泉州市鲤城区防汛防台风应急预案》，结合我街道实

际，特制定本预案。

一、工作原则

1．以人为本，减少损失。以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最大限度地减轻暴雨、洪水、台风带来的

人员伤亡、财产损失和社会影响。

2．统一领导，分级负责。在区委、区政府的统一领导下，

实行行政首长负责制，按照行政区域实行属地管理，各社区居委

会是本行政区域内防汛防台风工作的责任主体，体现防台风工作

统一领导、统一指挥、分级分行业负责的原则。

3．预防为主，多措并举。常态减灾与非常态减灾结合，常

备不懈，加强检查、宣传和培训，依靠群众，依靠科技，提高应

对能力。坚持“防、避、抢、救”各项措施相结合，构建预防为

主、防抢结合、多层次、综合性的协同应对防御和抢险救灾体系。

4．依法规范，加强管理。贯彻国家和省、市法律法规，落

实省、市防指、区委、区政府防台风工作总体部署，完善工作措

施，提高防台风工作的规范化、制度化、专业化和法治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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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快速反应，协同应对。各社区各相关部门应充分依靠和发

挥公众力量，健全自然灾害应急联动机制，形成统一指挥、反应灵

敏、功能齐全、协调有序、运转高效的应急管理与灾害防御机制。

二、工作机构

街道成立防汛抗旱指挥部（以下简称“街道防指”），负责领

导辖区防洪防台风工作，由街道办事处主任担任总指挥，常务副

指挥由分管防汛的党政领导，副指挥由街道一名党政领导兼任。

防汛抗旱指挥部下设办公室挂靠街道城管办（以下简称“防汛

办”），负责街道防指的日常管理工作，主任由分管防汛的党政领

导兼任，负责辖区防洪防台风工作，及时掌握汛情、工情、险情

和灾情，向街道党工委办事处报告，提出防洪防台风的目标、重

点和措施等建议、意见，为街道防指提供决策依据。及时传达区

防指的指令，完成交办任务，督查、考评各项防洪防台风工作的

落实。及时上报汛情、灾情。遇汛情灾情时实行领导带班和 24

小时值班，联络电话：22393481、22393949 传真：22393492

三、预防和响应工作

（一）总体要求

1．坚持依法防汛、科学防汛、合力防汛，坚持区防指的统

一领导、统一指挥、统一调度。

2．进入汛期，实行 24 小时值班制度，全程跟踪雨情、水情、

风情、工情和灾情，并根据不同情况启动相关响应工作。

3．相关社区、部门按照街道防指的统一部署和职责分工开

展工作并及时报告有关工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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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进一步明确各类集中安置场所的安全检查机制，落实好各

类安置场所的建设经营合法合规性检查，对各类安置场所房屋质

量安全进行全面核查，确保各类场所建筑安全、消防安全。

5. 按暴雨、洪水和台风的严重程度和范围，将响应工作由

低到高分为Ⅳ、Ⅲ、Ⅱ、Ⅰ四级。

（二）防暴雨、防洪响应

当气象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及以上信号、上级要求带班领导在

岗在位以及遇有其它紧急情况时，防汛办加强值班值守，带班领

导要上岗到位，督导各社区、街道各部门做好预警、防御工作。

1．Ⅳ级响应。出现下列情况之一者，为Ⅳ级响应：①市气

象局（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且暴雨可能对我区造成灾害。②

根据水文预报，晋江干流控制站发生 2-5 年一遇的洪水；或晋江

东溪、晋江西溪主控制站之一发生 5-20 年一遇的洪水；其他流

域面积 200 平方公里以上的溪河之一发生 20-30 年一遇的洪水。

③上级政府、防指要求。由街道防指授权防汛办决定启动。

（1）街道防指有 1 位副指挥坐镇指挥，召集有关社区、部

门分析暴雨洪水的发展趋势，部署防御暴雨洪水工作。

（2）防汛办加强值班力量，由办领导带班；密切监视雨情、

水情，分析洪水现状及发展趋势，监视重点防洪工程运行情况；

根据实际情况，向社区和相关部门通报汛情，发出防御暴雨洪水

的通知。

（3）街道、各社区适时启动防御暴雨洪水的相关预案，部

署落实防御暴雨洪水各项工作，传达贯彻防御暴雨洪水工作精神

和上级领导指示，反馈应急响应动态。



- 5 -

2．Ⅲ级响应。出现下列情况之一者，为Ⅲ级响应：①市气

象局（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且暴雨已经对我区造成较大灾害。

②根据水文预报，晋江干流控制站发生 5-20 年一遇的洪水；或

晋江东溪、晋江西溪主控制站之一发生 20-50 年一遇的洪水；其

他流域面积 200 平方公里以上的溪河之一发生 30-50年一遇的洪

水。③上级政府、防指要求。由街道防指决定启动，或授权防汛

办启动。

（1）街道防指有 1 位副指挥坐镇指挥，召集有关部门、社

区分析暴雨洪水的发展趋势，部署防御暴雨洪水工作。

（2）防汛办监视重要防洪工程运行状况，收集发洪地区的

险情、灾情，部署防洪工作的具体措施和要求，并向有关社区、

部门发布汛情信息。

（3）根据洪水发展趋势，街道防指组织相关社区、部门召

开防御暴雨洪水工作会议，提出防御重点和具体防御工作要求。

（4）街道防指部署低洼地、危房、地质灾害隐患点、小渔

船等危险地带人员的安全转移工作，发布抗洪抢险命令。

（5）各类抢险队伍按部署开展抗洪抢险救灾工作。各级、

各部门组织运送抢险物资器材。

（6）各社区、相关部门要加强值班，在街道防指的统一领

导指挥下，部署和开展防汛抗洪工作。

3.Ⅱ级响应。出现下列情况之一者，为Ⅱ级响应：①市气象

局（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且暴雨已经对我区造成较严重灾害。

②根据水文预报，晋江干流控制站发生 20-50 年一遇的洪水；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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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江东溪、晋江西溪主控制站之一发生 50-100 年一遇的洪水；

其他流域面积 200 平方公里以上的溪河之一发生 50-100 年一遇

以上的洪水。③晋江干流堤防出现险情，城区发生比较严重内涝。

④上级政府、防指要求。由区防指决定启动。

（1）街道防指副总指挥坐镇指挥，必要时总指挥亲自坐镇

指挥。审议发布进入紧急防汛期的决议，紧急部署抗洪救灾工作。

召集相关部门的领导坐镇街道防指协同指挥。

（2）街道防指召集各成员单位召开抗洪抗灾的紧急会议，

提出全面防御工作要求。

（3）街道防指督促相关地区做好重点防洪工程、在建工程

等重点区域的防洪安全工作。

（4）街道防指继续加密监视雨情、水情，分析洪水现状及

发展趋势，逐时掌握江河洪水实况，并及时向区政府、区防指等

有关部门报告。

（5）街道防指了解重要防洪工程、在建防洪工程的运行情

况，收集发洪地区灾情，各社区要立即组织对危房、户外广告、

空中悬挂物、供电线路、基建工地、仓库、校舍、桥梁等进行检

查，落实责任，做好危房人员安全转移的准备。企业办、安监办

要配合工厂企业做好安全防范及地处低洼地带的仓库、物资的搬

迁准备。

（6）有关社区应及时通知出海船只回港避风及人员上岸，

落实船只回归情况，并上报街道办事处及区防汛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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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当泉州大桥下洪水水位达 3.80 米时，防洪护堤巡护队

（名单附后）应上堤巡护，负责水位观察及险情预报。

（8）抢险队伍根据区防指、街道防指的命令投入抢险救灾。

（9）各社区、相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支援受灾地区的抢险

和救灾工作。

4.Ⅰ级响应。出现下列情况之一者，为Ⅰ级响应：①市气象

局（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且暴雨已经对我区造成严重灾害。

②根据水文预报，晋江干流控制站之一发生 50 年一遇以上的洪

水；晋江东溪、晋江西溪主控制站之一发生 100 年一遇以上的洪

水。③晋江干流重要堤段发生决口；城区发生严重内涝。④上级

政府、防指要求。由区防指或报请区政府同意后决定启动。

（1）街道防指总指挥坐镇指挥，有关副总指挥及部分单位

领导在街道防指协助总指挥工作，审议并发布紧急防汛期的命

令，协调相关部门的抗洪抢险救灾行动。保持高度警惕，克服麻

痹侥幸思想，进一步加强防暴雨工作的领导，坚守岗位，全面进

入临战状态，组织相关人员对所属辖区进行拉网式检查。各社区

应按要求及时做好辖区内危房、低洼地带的群众进行转移。及时

向群众通报暴雨最新动态和汛情、险情、灾情等情况。

（2）街道防指召集有关部门进一步会商汛情，分析洪水的发

展趋势。

（3）街道防指对重大防洪问题做出决策，提出重点防洪工

程、保障部位、地域的应急抗洪抢险技术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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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街道防指继续密切监视雨情、水情，分析洪水现状及

发展趋势，并及时向区政府、区防指等有关部门报告和通报。

（5）当水文、海洋等部门发布紧急警报或当泉州大桥下洪

水水位达 4.30 米时，街道堤段抢险队（名单附后）要上堤护卫。

（6）街道抢险队、突击队应 24 小时待命，并组织好相应应

急工具。（抢险队、突击队人员名单附后）

（7）加强对低洼地带、危房等受暴雨洪水威胁的区域、重点

部位的检查或监测，转移危险地带的群众，加强对已转移人员的

管护。

（8）如遇水情灾情严重时，办事处安排抢险队 15 人，配车

辆一部，全面负责人员的疏散及抢救工作。

（9）如出现建筑物倒塌的险情，办事处另安排突击队 10 人，

车辆一部，负责人员、物资疏散。

（10）在防汛抗洪期间，各社区居委会应及时做好辖区内居

民及各企业单位自防自救工作。如遇洪水超过保证水位即泉州大

桥下 4.80 米时，应发动动员辖区群众全力以赴投入抗洪抢险、

救灾行列，采取有效措施做好自防自救工作。一旦出现堤防漫顶

或发生溃堤决口的险情，应迅速组织洪水淹没区内的群众和企事

业单位人员按街道防汛抗旱指挥部预定路线、方案进行紧急安全

疏散转移，并配合做好救灾工作。

（11）在防汛抗洪突击期间，辖区内的治安由临江派出所负责。

（12）临江卫生院负责及时做好伤病人员的抢救医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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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防汛办反馈街道防指各项决定和命令的落实情况，了

解掌握重大险情、灾情和由洪水引发的其它重大突发事件，并将

工作情况报区政府和区防指。

（14）按照区委、区政府和区防指有关抗洪抢险的重大决策

和部署，认真履行职责，组织开展防汛抗洪工作。

5.响应级别调整或终止：当应急响应条件变化时，街道防指

应视情调整防洪应急响应级别；当应急响应条件消失时，街道防

指应视情宣布终止防洪应急响应。

6.灾害处置：当降雨过程结束，江河主要控制站洪水退落至

警戒水位以下后，各社区、相关部门应把抗洪工作重点转移到救

灾工作上来，抓好灾民安置和医疗、防疫工作，确保灾民有房住、

有衣穿、有饭吃、有干净水喝，尽快修复灾区水、电、路、通讯

等基础设施，组织恢复生产生活、重建家园等支援灾区工作。

（1）街道防指了解市气象台发布降雨过程结束及泉州水文

分局发布江河洪水退落至警戒水位以下的信息。

（2）街道防指部署、协调有关救灾工作，组织工作组到抗

灾第一线，慰问灾民，协助指导抗灾救灾，向区有关部门报告灾情。

（3）街道防汛办收集灾情，会同有关部门核实、汇总灾情，

并向区政府和区防办报告。

（4）防汛办继续了解严密监视并实时报告洪水动向，直到

江河洪水位低于警戒水位以下。

（5）各社区、相关部门要迅速部署落实抢险救灾的各项工

作，安排好灾民生活，采取有力措施，尽快恢复正常的生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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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秩序，修复水毁工程，保持社会稳定。同时，认真总结抗灾救

灾经验教训，将抗灾救灾工作情况迅速报告区防指。

（三）防台风响应

1．Ⅳ级响应：市气象局（台）发布台风蓝色预警，预计未

来 72 小时内热带气旋可能登陆或影响我区；或近海出现热带低

压，预计 24 小时内可能登陆或影响我区；上级政府、防指要求。

（1）防汛办领导带班，加强值班，密切监视台风发展趋势

和风情、雨情、水情、工情，转发台风情况通报，做好上传下达

工作。

（2）聚宝社区负责与小渔船保持联系，通知做好防台风准备。

2．Ⅲ级响应：市气象局（台）发布台风黄色预警，预计在

未来 48 小时内将有热带风暴及以上等级的热带气旋登陆或影响

我区；上级政府、防指要求。区防指启动防台风Ⅲ级响应

（1）街道防指副指挥坐镇指挥，主持召开相关部门领导和

社区参加的会商会，认真分析台风特点、发展趋势和影响，研究

防御的方案和措施，并报告区委、区政府和区防指。

（2）根据会商意见，街道防指或其办公室发出防御台风通知。

（3）防汛办密切注视省市气象台台风的监测和预报，密切

监视台风发展趋势和水情、雨情、工情，并及时向相关单位传达。

（4）街道、各社区及相关部门加强值班，密切注视台风和

风暴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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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预报台风登陆和严重影响的社区应在街道防指的统一

领导指挥下，启动相关应急预案，组织各方力量，投入防台风防

汛工作。

3．Ⅱ级响应：市气象局（台）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在未

来 24 小时内将有强热带风暴或台风登陆或严重影响我区；上级

政府、防指要求。区防指启动防台风Ⅱ级响应。

（1）街道防指副指挥坐镇指挥，部署辖区防台风工作。主

持召开会议，分析台风发展趋势和影响，研究防御的方案和措施。

根据会议意见，街道防指发出防御台风的通知，提出防御台风工

作要求。

（2）街道防汛办密切注视省市气象台台风的监测和预报，

并及时向各单位、部门传达。

（3）防汛办密切监视台风发展趋势和水情、雨情、工情，

做好上传下达工作，收集相关部门和相关地区防台风的准备情

况，视情况组织协调通信管理部门发送台风信息的手机短信。

（4）街道防指通过召开相关社区、部门领导参加的防台风

紧急会议，对防台风工作进行紧急动员部署，并将情况迅速上报

区委、区政府和区防指。

（5）街道防指研究部署聚宝小渔船回港避风、船只上人员

的安全转移工作。预报台风影响区域的街道应根据市气象部门预

报，在 7 级风圈到来之前 6 小时，组织撤离回港船只上的老人、

妇女、儿童和病弱者；在 10 级风圈到来之前 6 小时，根据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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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组织撤离所有小渔船上的人员，并妥善安置转移的群众，

保证其基本生活，同时向区防指滚动上报转移上岸人数和回港船

只数量。

（6）各类抢险队伍做好抢险救灾准备工作。接到街道防指

通知后，迅速投入抢险救灾和协助区政府做好群众转移工作。各

级各部门准备好抢险物资器材。

（7）各社区立即按照防台风各项预案，部署落实防台风各

项工作，传达街道防指的部署和上级领导指示。加强值班，领导

带班。各级防汛责任人立即上岗到位，全面落实各项防御措施。

组织人员深入基层、重点部位，检查防台风准备情况，督促基层

落实各项防御措施，并及时将防御部署落实情况上报区防指。

（8）预报台风登陆和严重影响地区社区应在街道防指的统

一领导指挥下，组织各方力量，投入防台风防汛工作。

4.Ⅰ级响应：市气象局（台）发布台风红色预警，预计在未

来 24 小时内将有强台风及以上等级的热带气旋可能登陆或严重

影响我区；上级政府、防指要求。区防指启动防台风Ⅰ级响应

（1）街道防指总指挥坐镇指挥，副指挥及有关部门主要领

导在街道防指协助总指挥工作。总指挥主持召开各社区、相关部

门领导参加的会商会，分析台风发展趋势和影响，研究防御的方

案和措施，部署辖区防台风工作。街道防指召集成员单位对防台

风工作进行再动员、再部署。

（2）街道防汛办密切关注省市气象台每小时作出的台风和

降雨区域、降雨量预测预报。



- 13 -

（3）街道防汛办密切监视台风发展趋势和水情、雨情、工

情，收集相关部门和相关社区防抗台风落实情况，组织协调通信

管理部门发送台风信息的手机短信。

（4）预报台风登陆影响地街道应继续组织小渔船的人员迅

速撤离上岸，并妥善安置转移的群众，保证其基本生活。

（5）预报台风登陆、影响地区或预报日降雨量超过 100 毫

米的地区街道应认真抓好低洼地、危房、工棚、简易搭盖、易滑

坡、在建工地、地下室等危险地带群众安全转移工作，并滚动上

报安全转移人数，妥善安置转移的群众，保证其基本生活。

（6）街道对崩塌、滑坡易发生地段和地质灾害隐患点设置

警示标志，落实防范措施，确保人员安全。

（7）根据台风发展趋势，各社区、相关部门根据职责作出

以下应急措施：

①风景名胜区、城区公园、旅游景点等适时关闭；

②各类学校适时停课，所有在建工程适时停工；

③停止临港工程作业施工；

④对部分地区适时实行交通管制。

⑤报请区委、区政府研究决定，适时取消室外大型活动；

（8）必要时，区防指宣布进入紧急防汛期后，动员全街道

人民投入到防台风抢险救灾工作中。

（9）必要时，可紧急征用、调用防抗台风急需的物资、设

备、交通运输工具。

（10）各类抢险队伍按照街道防指要求，迅速投入抢险救灾。

各级各部门的抢险物资器材准备就绪，做到随调随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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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有关部门传达贯彻全区防台风会议精神和上级领导指

示，及时将防御部署落实情况上报区防指。各级防汛责任人全部

上岗到位，全面落实各项防御措施，发现险情及时处理并报告。

（12）预报台风登陆和严重影响地区应在街道防指的统一领导指

挥下，组织各方力量，投入防台风防汛工作。

（13）根据应急响应需要，街道防指通知有关部门派员进驻

指挥部，协助街道防指工作。

（14）街道效能办组织有关人员对各社区、各部门防汛责任

人上岗到位情况、应急与值班工作、防台风工作部署等落实情况，

进行抽查、检查与通报，发现擅离值守行为，依照相关规定予以

严肃处理。

5. 响应级别调整或终止：当应急响应条件变化时，区防指

应视情调整防台风应急响应级别；当应急响应条件消失时，区防

指应视情宣布终止防台风响应；根据暴雨和洪水情况，启动相应

的防洪应急响应。街道防指根据区防指响应级别，启动、终止相

应的防洪应急响应。

6. 灾害处置：市气象台发布台风警报解除阶段。

（1）街道防指发出通知，部署抢险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

（2）街道防指组织有关部门赴抗灾第一线指导协调抗灾救

灾工作。

（3）各社区、相关部门迅速部署落实抢险救灾的各项工作，

安排好灾民生活，加强灾区疫情防治工作，组织力量开展恢复重建

工作，尽快恢复正常的生活、生产秩序，保持社会稳定。同时认真

总结抗灾救灾经验教训，将抗灾救灾工作情况迅速报告区防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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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防汛办及时统计和评估相关社区受灾情况，收集汇总

各社区各部门抗灾救灾工作情况，并上报区委、区政府和区防办。

组织召开总结分析会，认真总结辖区防台风抗灾救灾经验教训，

研究改进措施。

（5）依照有关紧急防汛期规定征用、调用的物资、设备、

交通运输工具等，在汛期结束后应及时归还；造成损坏或者无法

归还的，按规定给予适当补偿或者作其他处理。取土占地、砍伐

林木的，在汛期结束后依法向有关部门补办手续。

四、险情、灾情与抗灾报告

各社区、街道有关部门在防汛期间，应按以下规定向防汛办

报告有关险情、灾情与抗灾总结报告。

（一）渔船进港避风和人员撤离上岸情况的报告。在街道防

抗台风工作总体部署后，有关社区应每隔 3 小时，向街道报告一

次渔船回港避风情况、未回港渔船所在作业区域及目前状况、未

上岸人员具体情况等。台风在 48 小时内影响我区时，若出现渔

船未按时回港，有关社区应掌握实时情况，每隔 1 小时向街道报

告一次，并提出响应的应急措施。

（二）危险区域人员转移情况的报告。在街道对转移居住危

险区域人员作出安排部署后，各社区应每隔 3 小时向防汛办报告

一次低洼地带、危房、工棚等受威胁群众的转移情况，包括应转

移、已转移人数及类别，对未转移人员情况进行说明。

（三）重大险情报告。发生重大险情后，事发地社区必须在

接报 10 分钟内，快速向防汛办及街道主要领导报告紧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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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受灾情况报告。灾情发生后，受灾社区应立即收集统

计当地受灾情况，迅速报告街道防汛办。暴雨、大暴雨、台风警

报时为一日一报，特大暴雨、台风紧急警报或台风登陆时为一日

两报，出现重大灾情、险情时为每 3 小时一报。人员死亡或失踪、

城市受淹等情况应附详细文字说明。

（五）防抗工作与总结报告。各社区在防抗台风暴雨洪水期

间，应分别按动员部署、临战状态、抗洪抢险、灾后重建等阶段，

以书面形式向防汛办报告各阶段防御工作动态。在防抗台风暴雨

洪水结束后，各社区总结材料，应报街道党政办、防汛办，防抗

工作重要信息可实时报送。

五、附则

（一）奖励与责任追究

街道对在防洪抢险中有立功表现的个人和单位应给予表彰

和奖励。对在防洪抢险中犯有失职、渎职行为，或贻误抢险时机、

阻碍抢险抗灾的有关领导或工作人员，应根据情节轻重、造成损

失程度或严重社会影响的，给予党纪、政纪处分；构成犯罪的，

要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二）预案解释部门

本预案由街道防汛抗旱指挥部负责解释，并根据实际情况变

化，适时修订本预案。

附件: 1.临江街道防洪堤堤段抢险队名单

2.临江街道抢险队人员名单

3.临江街道突击队人员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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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临江街道防洪堤堤段抢险队名单
名 称 人 数 名 单

金 山
旱 闸 8

组长：林宏宇 副组长： 董继晖
成员：吴友松 叶阿玲 郑思思

伍秋萍 涂金叶 洪美红

金 山
水 闸 8

组长：林文昌 副组长： 林忠良
成员：张再泉 魏玉心 苏岩松

张翠如 苏丽玉 吴少红

土地后
旱 闸 8

组长：何建军 副组长： 吴慰清
成员：姚红莲 林向荣 林鸿鸣

郑晶莹 陈月影 蔡丽娜

新桥头
旱 闸

8
组长：林成专 副组长： 黄国良
成员：林 艺 黄璇璇 吴丽明

许红菱 杨朝阳 苏心仪

海关口
水 闸

8
组长：高奕翔 副组长： 谢振灿
成员：冯田田 庄 琛 黄志峰

李毓玲 欧美珍 许双凤

海关口
旱 闸

8
组长：陈小玲 副组长： 苏泉芳
成员：林丽丽 丁成宝 施玉珠

蔡菲菲 蔡丽娜 庄幼萍

富 美
旱 闸 8

组长：陈少淋 副组长： 黄铮伟
成员：吴 鑫 林斌斌 黄丽萍

苏静丽 许双凤 柯小红

富 美
水 闸 8

组长：唐开洪 副组长： 贺志琳
成员：王莉莉 蔡伟煌 陈雅琳

杜剑平 戴雪筠 黄晓芳

聚 宝
旱 闸 8

组长：张碧阳 副组长： 陈志雄
成员：郑传安 陈诗如 陈 莹

卢玉霞 陈玲玲 黄巧明

备 注

总指挥：连洁 联系电话：13505999000
常务副指挥：洪杰士 联系电话：18105955112
副指挥：蔡炜生 联系电话：15959587788
联络员: 蔡青锋 联系电话：13400888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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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临江街道抢险队人员名单
（15 人）

姓名 联系电话 备注

林忠良 13959865656 队长

郑传安 15059512052 队员

蔡伟煌 15375868686 队员

林斌斌 18659802324 队员

吴友松 15759889765 队员

丁成宝 13328892248 队员

黄峥伟 13559523089 队员

庄 琛 13860727668 队员

贺志琳 13599101576 队员

谢玉伟 18727291828 队员

林少阳 15060809155 队员

吴劲松 15392188789 队员

黄冠鑫 19959995325 队员

林晋鸣 13799472378 队员

陈 凯 13105067687 队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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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临江街道突击队人员名单
（15 人）

姓名 联系电话 备注

杨昔庚 13506005084 队长

王谋福 13859797553 队员

黄 璟 13960478255 队员

朱永光 13799898590 队员

李 飞 13505927548 队员

杨福祥 18876288022 队员

王 晓 13808526545 队员

张晔晖 15959873521 队员

郭远鹏 18016732780 队员

王金来 15260872150 队员

郑旭伟 18960298995 队员

黄铮荣 15060800098 队员

蔡文强 15759579332 队员

陈小丹 18960223510 队员

洪志军 15505956250 队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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鲤城区临江街道抗旱救灾应急预案

为有效开展抵御干旱灾害工作，规范抗旱救灾工作程序，减

轻干旱灾害损失，维护城区居民生活、生产用水秩序，保障我辖

区经济社会持续稳定发展，现依据《水法》、《防洪法》、《防

汛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定，结合街道实际，制定本预案。

一、工作原则

坚持“预防为主、综合治理、注重科学、讲求效益、局部利

益服从全局利益”原则，加强组织，强化调度，优先保障城区居

民生活用水，统筹兼顾农业、工业、生态环境用水，力争抗旱工

作发挥最佳效果。

二、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预防和应急处置鲤城区临江街道行政区域内干

旱灾害。

三、组织机构及工作职责

（一）组织机构

设立临江街道防汛抗旱指挥部（简称“街道防指”），负责

辖区抗旱救灾的指挥和调度工作。街道防指下设办公室（简称

“防汛办”），挂靠在街道城管办，负责具体工作。

各社区相应成立防汛抗旱领导小组,形成条块结合、分级负

责、部门管理的指挥体系。

（二）工作职责

防旱抗旱工作实行各级政府行政首长负责制，统一指挥，分

级分部门负责。街道防旱抗旱工作由办事处主任负总责，分管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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旱抗旱的党政领导具体抓，社区、各部门主要负责人为本社区、

本部门第一抗旱责任人。

街道防指职责：统一指挥和调度辖区防旱抗旱救灾工作，负

责制定抗旱减灾措施，调控和调度辖区抗旱供水、供电，组织工

作组深入旱区指导监督抗旱工作，开展灾后处置，并做好有关协调

工作。

防汛办职责：负责辖区防旱抗旱日常工作，制订防旱抗旱实

施方案，贯彻落实抗旱工作部署，落实抗旱工作责任制，及时了

解掌握旱情信息、抗旱动态，协助重要水源工程的供水调度，协

调开展人工增雨工作，为区委、区政府提供防旱抗旱决策依据。

四、旱情信息内容

包括灾害发生时间、地点、范围、程度、受灾人口和城区供

水情况；灾害对城区供水、农业生产、林业、渔业、生态环境等

方面造成的影响。

五、旱情等级划分

干旱等级划分为四级，即轻度干旱（轻旱）、中度干旱（中

旱）、严重干旱（重旱）、特大干旱（特旱）。

按照现有的观测和统计数据，本指标体系采用 12 个单项干

旱指标（见附表）。

六、预防、预警、预报机制

（一）预防预警准备

（1）思想准备。加强宣传，增强全民预防旱灾和自我保护

的意识，做好防大旱抗大旱的思想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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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组织准备。建立健全抗旱组织指挥机构，落实抗旱责任

人、抗旱队伍和灾害易发重点区域的监测网络及预警措施。

（3）预案准备。修订完善抗旱各类预案，规范抗旱救灾工作

程序，提高抗旱工作的时效性。

（4）工程准备。搞好各类蓄水、引水、提水工程设施的维护

管理，发展节水灌溉技术，建设山地水利工程，因地制宜，采取

各种工程措施，有效地解决农田灌溉及生产生活用水。

（5）物资准备。按照分级负责的原则，各社区、街道有关部

门应储备必要的抗旱物资、器材和抽水设备。

（6）队伍准备。各社区应建立专业性抗旱服务组织和群众性

抗旱队伍。

（7）检查准备。明确责任，分级检查，“查组织、查工程、

查预案、查物资、查队伍”，及时发现薄弱环节，限期整改。

（二）气象信息收集及传达

防汛办负责气象天气信息收集和传达(降雨、蒸发、气温等

情况)，及时向街道防指及各社区、街道有关部门提供短期气候

预测、中短期天气预报，旱情发展趋势预报，提供防旱有关气象

资料，为预警提供依据。

（三）江河水位收集及传达

防汛办负责收集晋江流量的监测报告，及时向各社区、街道

有关部门传达晋江水文站点水位、流量、蒸发量等信息，为预警

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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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抗旱应急响应

根据旱情影响程度分四个阶段应急响应。

（一）轻旱（综合干旱指标分析为轻度干旱）

收集及传达气象干旱监测、预测等气象信息，每周向各社区、

街道有关部门提供受旱地区降雨、蒸发、气温和主要江河流域来

水等情况，并分析未来的天气形势及对抗旱的不利影响。及时了

解、统计受旱旱情；部署并督促各级各部门做好抗旱水源调度管

理和防旱抗旱等各项工作，保障抗旱水源。向街道防指领导报告

旱情，向区防汛办填报旱情报表。

（二）中旱（综合干旱指标分析为中度干旱）

收集及传达干旱监测、预测等气象信息；隔日 9 点前向各社

区、街道有关部门提供受旱地区的降雨、蒸发、气温、晋江主要

径流点等情况。组织召开由各社区、街道有关部门参加的旱情会

商会，分析旱情、预测旱情发展态势，提出防旱抗旱具体措施。

及时了解掌握各社区的旱情发展变化和抗旱动态。向街道防指领

导报告旱情，同时向区防汛办报告，并发布旱情通知。协助区防

汛办部署指导各级、各有关部门加强抗旱水源的管理和调度，对

供水等抗旱重点水利工程实施统一调度和管理。协调灌溉、供水、

发电等部门，做好计划用水、节约用水和科学调水工作，保障抗

旱用水。部署指导受旱地区开辟水源，调配抗旱水源，各机电井

投入抗旱。协调抗旱服务队投入抽水抗旱，提供抗旱技术指导，

推行节水灌溉方式和节水技术。抓住有利天气，协调开展人工增

雨工作。加强森林防火工作；收集、统计林业受旱情况，并向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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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指报告，提出抗旱的措施建议。每月 1 日向区防汛办填报旱情

报表。向区防指报告辖区供水和缺水情况，分析旱情对居民生活、

企业生产的不利影响，及时向区防指报告缺电情况，提出抗旱的

措施建议。加强对排污企业及排污口的监督管理，防止引发水体

污染事故，保证抗旱用水水质。提供抗旱物资、抗旱器材和机具

等设备。组织抽水设备及零配件的供应。加强防旱抗旱宣传报导

和媒体管理工作，根据街道防指提供的旱情材料，及时向社会公

众发布受旱和抗旱情况。

（三）重旱（综合干旱指标分析为重度干旱）

组织召开防指成员单位抗旱会商会或抗旱紧急会议，部署辖

区抗旱工作，协助做好抗旱水源的统一调度和管理，发出抗旱工

作紧急通知。分析旱情，预测旱情发展态势，掌握各级各部门抗

旱动态，根据旱情发展，通报旱情旱灾及抗旱情况，宣布全辖区

进入紧急抗旱期。组成工作组深入旱区指导抗旱工作，督促旱区

组织力量开展打井、淘深井、挖泉、筑坝、建蓄水池等应急性抗

旱措施。重点支持受旱严重地区的抗旱救灾工作，组织对饮水水

源发生严重困难地区实行临时人工送水。向区政府申请特大抗旱

经费，安排必需的抗旱资金。及时传达干旱监测、预测等气象信

息；每日 9 点前向区防指报告各社区的降雨、蒸发、气温、晋江

河主要径流点等情况。配合区交通市政局、环保局对供水水源地

的水质监测；分析未来的天气形势；抓住有利天气，协调开展人

工增雨作业。部署指导各社区加强水资源统一调配，调整农业灌

溉用水，确保城区供水，维护灌区供水秩序。及时协调供需水矛



- 25 -

盾，防止重大水事纠纷事件。协调区直有关部门和单位支援各社

区抗旱工作，督促各社区落实抗旱各项对策措施，及时向区政府

汇报旱情和抗旱情况。筹集抗旱资金，并下达街道安排的抗旱经

费。 加强水质监测和企业排污监管，根据水质监测情况，提请

区政府对重点用电大户及有关企业作出限产、限排，减少污染水

源排放的决定，严防供水水源和灌溉水源水质下降。派出所协助

处理水事纠纷事件，维护旱区社会治安秩序。加强防旱抗旱的宣

传报导和媒体管理工作，根据区防指提供的旱情材料，及时向社

会公众发布受旱和抗旱情况，动员社会力量支持抗旱建设。按照

各自职责，各就各位, 做好本部门和单位的防旱抗旱工作，组织

有关应急力量进入全面临战状态,主要领导关口前移，靠前指挥，

深入旱区，组织落实防抗各项措施。

（四）特旱（综合干旱指标分析为特大干旱）

在落实重旱时各项抗旱救灾工作的基础上，街道防指及各成

员单位要把防抗特旱工作作为头等重要工作抓紧抓好，及时研究

部署防抗特旱救灾工作，采取积极有效措施，确保旱区人饮安全，

确保灾区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维护社会稳定。并定期向街道防

指、街道党工委、办事处汇报旱情及防抗特旱工作情况，及时向

区政府及区有关部门报告灾情，组织有关部门深入灾区，慰问灾

民，指导抗旱救灾工作。

八、定期会商制度

（一）发生轻度干旱、中度干旱时，每 10～30 天会商一次。

（二）发生重度干旱、特大干旱时，每 5～20 天会商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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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发生重旱、特旱时，或启动本预案后，街道防指总指

挥坐镇街道防汛抗旱指挥部指挥协调。

九、应急保障工作

（一）工程与调度应急保障

坚持“先用江河水、地下水，通过实施人工增雨利用空中水，

后用水库工程蓄水”的原则，坚持“先保生活用水，后保生产用

水”的原则，优先保障城乡人民群众生活用水，确保重点地区以

及重点大型企业的生活生产供水。

（1）应急性打井、挖泉、建蓄水池等，确保人饮用水；

（2）抓住天气有利时机，协调开展人工增雨作业；

（3）紧急情况下，实行限量限时供水，对饮水水源发生严

重困难地区临时实行人工送水；

（4）请求上级政府及有关部门给予人力、物力、财力支持,

必要时请求部队支援。

（二）应急队伍保障

街道防指及各社区、街道有关部门应加强抗旱服务网络建

设，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开展多种形式的社会化服务组织建设，

以防范干旱灾害的发生和蔓延。

（1）以街道为主，社区为辅，组织和动员社会力量投入抗

旱救灾工作。

（2）成立抗旱服务组织，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在干

旱时期直接为受旱地区农民提供生活用水、流动灌溉、维修保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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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旱机具、租赁和销售抗旱物资，抗旱信息和技术咨询等方面的

服务。

（三）预测预警保障

（1）街道防指及各社区、街道有关部门应针对干旱灾害的

成因、特点，因地制宜采取预警防范措施，建立应急供水机制，

制订应急供水备用水源方案。

（2）街道防指及各社区、街道有关部门应建立健全旱情监

测网络，随时掌握实时旱情灾情，并预测干旱发展趋势，根据不

同干旱等级，提出相应对策，为抗旱指挥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四)物资保障

（1）物资储备。街道防指及各社区、街道有关部门，特别是

干旱频发的社区居委会，应储备一定数量的抗旱物资，具体品种

和数量可结合实际需要和具体情况确定，由街道防指负责调用。

（2）物资调拨。①抗旱物资调拨原则：先调用社区抗旱储

备物资，在不能满足抗旱需要的情况下，再调用街道抗旱储备物

资。②街道抗旱物资调拨程序：街道抗旱物资的调用，由社区居

委会向街道防汛办提出申请，经批准后，由街道防汛办向代储单

位下达调令。③当储备物资消耗过多，不能满足抗旱需要时，应

及时联系有资质的厂家紧急调运、生产所需物资，必要时可通过

媒体向社会公开征集。

（五）交通运输保障

街道防指应协调区交通市政局优先保证抗旱救灾物资的紧

急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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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治安保障

临江派出所应协助街道防指及各社区，处理水事纠纷事件，

依法严厉打击阻挠抗旱救灾行动和破坏工程设施安全的行为，保

证抗旱救灾工作的顺利进行。

（七）资金保障

街道财政所应保障抗旱应急状态下，及时筹集经费和调拨各级

及部门使用。

（八）供电保障

街道安监办应协调电力部门保障抗旱救灾和救援现场的应

急供电或临时供电，必要时调度应急供电设备，为抗旱现场指挥

提供电力保障。

十、信息报送制度

按照国家防总和国家统计局联合颁布的《水旱灾害统计报表

制度》的规定向区政府及时上报受旱情况。各防指有关成员单位

负责统计汇总本系统的旱情，同时报街道防汛办。

（一）旱情报告制度。

（1）旱情收集工作。出现灾害性旱情时，各社区要及时收

集旱情。旱情收集工作以表格形式为主，并辅以文字材料说明。

文字材料应简明扼要，包括动员部署、领导组织抗旱救灾工作、

落实防抗责任制等情况。

（2）旱情统计上报。街道防指要做好各相关部门的协调工

作，特别是要协调好各社区、街道有关部门的统计上报工作，加

强旱情信息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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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与同级党政机构的衔接。街道防汛办在向区防汛办报

送旱情时，要同时把信息汇总至街道党政办。

（二）信息报送

（1）报表报送。平时信息报送一般以表格报送，根据国家

防汛抗旱总指挥部 2004 年 6 月 17 日《关于修订印发水旱灾害统

计报表制度的通知》（国汛〔2004 〕12 号）和国家防汛抗旱总

指挥部办公室 2009 年 3 月 13 日《关于印发<水旱灾害统计报表

制度>的通知》（办减〔2009 〕9 号）的规定要求进行填报。

（2）书面材料。旱情严重时，除正常填报旱情统计报表外，

应另报书面材料。

（3）报送要求。一些重大抗旱举措或行动要及时上报；受

旱地区出现较大范围降水过程，要及时上报降水情况；整个降水

过程结束后，要尽快上报累计降水情况及对旱情的影响；无旱情

时，月报、旬报可暂时停报。

（三）报送方式

报送可采用传真、网络等方式。

街道防汛办 24 小时值班电话：22393481

传真：22393492

邮箱：qzlcljcgb＠163.com

十一、奖励与处罚

对在抗旱工作中作出突出贡献的先进集体和个人，街道政府

及有关部门应予以表彰；对在抗旱工作中玩忽职守造成工作损失

或不良影响的，视情节严重程度，根据有关的党纪政规，追究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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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单位领导和当事人的工作责任；构成犯罪的，应及时移交司法

机关处理。

十二、其他

（一）本预案由街道防汛办负责编制，定期对预案进行评估，

发现问题和不足地方，应及时进行修改、补充和完善，并报街道

办事处批准。

（二）各社区抗旱应急预案由街道防指负责指导组织编制，

并报同级政府批准实施，并报区防指备案。

（三）街道防指成员单位应根据本预案，制定本部门和单位

的抗旱应急预案,并报街道防指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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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干旱等级划分标准表

序号 干旱指标 轻度干旱 中度干旱 严重干旱 特大干旱

1
作物生长需水关键连续

无效降雨日数（天）
10～20 21～30 31～45 >45

2

降水距

平百分

率%

1 个月

2 个月

3 个月

-60～-75

-30～-40

-60～-30

-75～-80

-40～-45

-30～-35

-80～-85

-45～-50

-35～-40

<-85

<-50

<-40

3
干燥程

度

温度湿润系数 k1 1.0～

0.60

0.60～

0.40

0.40～

0.20
≤0.20

蒸发湿润系数 k2 1.0～

0.60

0.60～

0.40

0.40～

0.20
≤0.20

4 降水频率（%） 50～75 75～90 90～95 ≥95

5 河道来水量距平百分率（%） -10～-40 -40～-50 -50～-60 <-60

6
水库蓄水量距平面分率（%）

-10～-30 -30～-40 -40～-50 <-50

7
水田缺水率（%）

5～10 10～20 20～30 >30

8
旱地失灌率（%）

5～20 20～30 30～40 >40

9 作物受旱面积百分率（%） 5～20 20～30 30～40 >40

10
作物成灾面积百分率（%）

3～15 15～25 25～35 >35

11

人畜饮水困难

百分率（%）

人 0.5～5 5～7.5 7.5～10 >10

畜
1～5 5～10 10～20 >20

12
城市干旱缺水率（%）

5～10 10～20 20～30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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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区防汛办、街道党政领导

临江街道党政办公室 2021年4月2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