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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黄河小北干流芮城河段
防洪预案

为确保黄河小北干流芮城河段防洪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和国家防总、黄河防总的

有关规定，结合黄河小北干流芮城河段实际，制订本预案。

一、黄河小北干流芮城河段概况及防洪形势分析

（一）黄河小北干流芮城河段概况

1．河道概况。

黄河小北干流芮城河段地处黄河小北干流山西河段南端，上

自永济芮城交界，下至黄河铁桥处，长 14.5 公里。黄河穿行于

小北干流汾渭地堑谷凹地区，经此地 90度拐弯东进三门峡库区。

该河段水流散乱，心滩、叉流发育，河床摆动频繁，为典型宽浅

游荡性河段。沿河是匼河滩地，滩地东北为晋南黄土台塬，塬高

出河床 50米左右，是芮城的重要农业基地。

根据河道地形及河势变化，上侧面自汇淤 6号断面至汇淤 1

号断面，长 13.3公里，平均河宽 10公里左右，纵比降为 6/10000，

滩槽高差一般为 1.0米左右，宽深比为 1/40，稳定系数 0.38，为

堆积性河道。河床宽浅，水流散乱，河道沙洲密布，天然情况下，

河势主流摆动范围为 12—14公里，具有游荡性河道典型特点。

右岸有渭河、北洛河在此汇入，又称汇流区。下侧面自汇淤 1号

断面至黄河铁桥，长 1.2公里，平均宽 0.9公里，纵比降为 3/10000，



为二级阶塬构成天然卡口，河床窄，壅水严重，对控制和限制河

势的平面摆动起一定的约束作用。

2．工程概况。

为保护节点，控制河势，防止塌岸，并为电灌站和滩涂开发

利用创造条件，经有关部门批准，于 1974年—1989年间先后修

建了凤凰咀护岸工程和匼河护滩工程。

凤凰咀护岸工程 1974年动工兴建，至 1978年达到现在规模，

上自凤凰咀，下至黄河铁桥 6号墩，并设有垛坝 5个。工程长度

1198 米，裹护长度 1468 米，工程为土石结构，坝顶高程

332.19—331.05 米（黄海高程），防御龙门站 20000 立方米每秒

洪水。

凤凰咀控导上延工程 2014年 6月开工建设，2015年 5月完

工，连坝全长 1500m（不含两道各 200m回淤口），共设 19个雁

翅坝，设计坝顶高程 329.65m～329.45m，平均坝高 1.40m，工程

为土石结构，连坝土体顶宽 10m，垛及连坝迎水面采用全裹护。

工程设防标准为当地流量 4000立方米每秒洪水。

匼河护滩工程 1989年动工兴建，至 1993年达到现在规模，

上自匼河滩，下至田村滩，间隔 1.25—1.5公里布设一座短丁坝，

共 4座，总长 1450米。

（二）防洪形势分析及存在的主要问题

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汛期我国气候状况总体偏差，降水总

体呈现“南北多、中间少”的分布，旱涝并重，极端天气气候事



件多。黄河流域主汛期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多 0～2成，山陕区间

偏多 2～5成，黄河可能发生较大洪水。黄河自 1982年以来没有

发生大的洪水，黄河中游龙门站自 1996年以来没有发生上万流

量洪水，按照久旱之后必有大涝的自然规律，黄河发生大洪水的

几率在不断增加。近几年小北干流来水有增多趋势。2011年，

黄河发生严重秋汛，潼关站发生 1998年以来最大洪水 5720立方

米每秒。2012 年，黄河遭遇了三十年未遇的流域性洪水，小北

干流河段相继出现了三次编号洪峰，龙门站发生 1996年以来最

大洪水 7620 立方米每秒。2017 年，黄河龙门站发生 6010 立方

米每秒洪峰。今年小北干流发生大洪水的可能性很大，防汛形势

不容乐观。当前防汛工作仍存在不少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

1．防洪工程存在的薄弱环节。

新建凤凰咀控导上延工程未经洪水考验，且仅防御黄河龙门

站 4000立方米每秒洪水。遇龙门 5000立方米以上洪水，河势改

变，工程着流后极易发生险情。凤凰咀工程 4号坝长时间受主流

顶冲淘刷易发生根坦石坍塌险情。

2．防洪非工程措施尚不完善。

在防汛机构、防汛队伍、信息化建设等方面还不完善，无法

满足抗大洪、抢大险、救大灾的工作需要。黄河防汛机动抢险队

尚未组建，没有专业抢险设备，群防队伍组建困难，抢险队伍力

量薄弱；由于多年没发生大洪水，沿黄干部群众水患意识淡薄，

侥幸心理严重，给抗洪抢险工作带来严重隐患；信息化建设方面，



尚未建立防汛应急会商体系、防汛调度体系等科学防控体系，防

汛信息化水平较低。

3．滩区人员安全撤离难度大、任务重。

随着沿黄社会经济快速发展，滩区种植、养殖、休闲旅游等

人员逐年增多，生产生活设施投入不断增大，由于滩区人员构成

复杂，流动人员数量不确定，联络困难，滩区涉河人员安全撤迁

及防汛组织管理难度大、任务重。

二、防洪任务和防洪重点

（一）防洪任务

立足于防御建国以来的最大洪水，确保滩区群众生命安全，

确保工程在防御能力内不垮坝；遇超标准洪水，采取一切措施，

最大程度地减少灾害损失。

（二）防洪重点

根据黄河小北干流芮城河段防洪工程状况以及防洪保护范

围内的损失等因素，对以下河段和工程应重点防守。

重点河段：黄河小北干流芮城河段下段（汇淤 1号断面至黄

河铁桥）。

重点防守工程：凤凰咀工程、匼河工程。

三、黄河防汛组织与分工

（一）防汛组织

1．防汛组织

防汛抗洪工作实行地方人民政府行政首长负责制，由行政首



长统一指挥，分级分部门负责。芮城县防汛指挥部总指挥由县委

常委、常务副县长担任，常务副总指挥由县政府副县长担任，副

总指挥由县应急管理局局长、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县水利局局

长、县财政局局长、县发改局局长、县三管局局长、县河务局局

长、县气象局局长、县人武部军事科参谋担任。芮城县各有关部

门主要领导为指挥部成员，负责该部门应该承担的防汛抢险任

务。指挥部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县应急管理局。

2．防汛抗旱指挥部组织机构。

总 指 挥：李跃刚 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

常务副总指挥：杜国强 县人民政府副县长

副 总 指 挥：梁 斌 县应急管理局局长

王 磊 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副主任

王旭鹏 县水利局局长

姚三义 县财政局局长

景建荣 县发改局局长

令狐启华 县三管局局长

董伟峰 县河务局副局长

燕 彬 县气象局局长

梁宏斌 县人武部军事科参谋

成 员：张亚波 县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

李亚强 县自然资源局局长

杜步奇 县住建局局长



李耀武 县公安局副局长

焦龙生 县教科局局长

李 轩 县交通局局长

王 辉 县文化旅游局局长

杨铁宁 县农业农村局局长

赵惠泽 县工信局局长

程建军 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

陈天慈 县民政局局长

姚应社 县卫健局局长

姚振华 县广电台台长

张鹏军 县农机中心主任

苏正平 县商业中心、物资中心主任

柳万合 县供销联社主任

郝晓伟 县公路段段长

陈哲平 中国联通芮城分公司经理

赵晋鹏 中国移动芮城分公司经理

赵耀利 中国电信芮城分公司经理

王 勇 县供电支公司经理

卫 凯 县石油公司经理

崔 哲 风陵渡镇党委副书记、镇长

指挥部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县应急管理局。

办公室主任：梁斌（兼）



办公室副主任：杨沼辉 县应急管理局副局长

（二）河务局防汛指挥机构及职责

按黄河防洪总体要求，芮城河务局成立防汛工作领导小组，

负责黄河小北干流芮城河段防洪规划的实施，所辖河道防洪工程

的运行管理；负责小北干流芮城河段黄河防汛办公室的日常工

作；负责该河段防洪预案和防洪工程抢护方案的拟定；负责本河

段国家储备防汛物资的日常管理、补充与调配；及时掌握河段防

汛动态，随时向人民政府及县防汛指挥部和有关部门通报水情、

工情和灾情，分析防洪形势、预测各类洪水可能出现的问题，提

出方案，当好行政首长参谋；负责警戒流量以下河道工程的查险、

报险工作。

（三）防汛指挥部、前线指挥部防洪调度会商程序

黄河发生大洪水期间，芮城县防指及其派出的前指应及时进

行防汛会商。洪水未到达本河段前，主要会商汛情、防洪部署、

迁安救护等事宜；洪水期间，主要会商汛情发展、工程查险抢险、

灾区群众迁移安置等事宜；洪水后期主要会商水毁工程修复、灾

后重建及善后事宜。

县防指会商按以下程序进行：河务局汇报黄河水情、所辖工

程的工情、险情，县防办汇报地管工程的工情、险情及防洪部署，

并提出需各成员单位完成的工作，提出防洪决策的建议措施等；

风陵渡镇政府汇报灾情，提出救灾和群众迁移安置建议；芮城县

防指其他成员单位根据汛情及抢险救灾需要，结合自己承担的防

汛任务，汇报本部门应做好的工作、方法途径及需要其他部门配



合的有关事宜；防汛专家对汛情及各部门、单位的措施建议进行

评估，提出供领导决策的建议意见；最后由总指挥进行决策。一

旦形成决策，各成员单位必须坚决执行，并及时反馈实施信息。

四、防汛队伍

（一）防汛队伍组织

黄河抗洪抢险队伍主要由黄河群防骨干队伍、群防队伍、当

地驻军三支力量组成。

1．黄河群防骨干队伍。

黄河群防骨干队伍是防汛抢险的技术骨干，由河务部门负责

组织与技术训练。要求做到能够抢护一般险情，有指导抢护较大

险情和重大险情的能力。

2．群防队伍。

群防队伍是黄河防汛的主力军，由沿黄镇政府、厂矿企业组

织、领导、培训，水利、河务部门负责技术指导。担负着工程防

守、巡坝查险、报险、抢险、运料及迁移安置等任务。

3．中国人民解放军和武装警察部队。

中国人民解放军和武装警察部队是抗洪抢险的突击力量，担

负着急、难、险、重的任务，主要承担重大险情抢护、行洪障碍

爆破、群众紧急运用等任务。



（二）防汛队伍的使用原则和调度程序

五、各级洪水防御措施

（一）防御能力的确定

根据 2019年各级频率洪水沿程水位预估，结合工程运行情

况，确定防洪工程的最大防御能力。详见附表 4。

（二）各级洪水防御措施

根据黄河防汛抗旱总指挥部《防洪指挥调度规程（试行）》

规定及禹潼河道最小平滩流量，山西黄河禹潼段洪水分为九

级∶①龙门站 2200立方米每秒以下；②龙门站 2200~3500立方

米每秒；③龙门站 3500~5000立方米每秒；④龙门站 5000~7600

立方米每秒；⑤龙门站 7600~10000 立方米每秒；⑥龙门站

10000~12700立方米每秒；⑦龙门站 12700~16400立方米每秒；

⑧龙门站 16400~20000立方米每秒；⑨龙门站 20000立方米每秒

以上。

队伍类型 人数 负责落实单位 调度程序

群防骨干

队伍
30人 芮城河务局

在本辖区内参加黄河抢险，由河务局调动；跨

县（市）调动，由山西黄河河务局防办负责。

群防队伍 200人
风陵渡

镇政府

匼河 50人 由县防汛指挥部根据防汛抢险需要调度；按民

兵管理模式，根据责任坝段划分进行防守；重

点河段、重要工程、险点险段及重大险情抢护

时，组成预备队跨地区支援，跨县（市）调度，

由芮城县防指负责

田村 50人

西阳 50人

赵村 50人

部 队
根据需要

而定
当地驻军

由县防汛抗旱指挥部提出请求，按照相关程序

调度。



表 1-1

黄河龙门站 2200 立方米每秒以下洪水防守预案

汛
情
预
估

水情预估

站点

或县市

各河段河

道长度

（km）

洪峰削减率

（%）

水头从龙门至各县历时

（小时）

龙门站

河津 18 0～4% 0

万荣 29 4～10% 2～3

临猗 27 10～17% 5～6

永济 44 17～25% 9～10

芮城 14.5 25～30% 17～22

工情、漫滩

预估

1．该量级洪水下，预估匼河工程 3-4 号坝、凤凰咀工程 4-5

号坝靠流。

2．该量级洪水下，防洪工程全部处于防御标准以内，工程相

对安全。若此级流量持续时间较长，河势将有可能发生变化，以

上所述工程均可能发生根坦石坍塌一般险情。

3．该量级洪水下，滩区基本安全。

防守重点 该量级洪水下，工程防守重点为凤凰咀工程。

防洪调度

1．各级防办密切关注雨水情、工情变化，根据洪水演进和工

程出险情况进行防洪部署。

2．加强河势、水位观测和靠河工程查险，加强控导工程防守。

县防指要密切关注畸形河段河势变化，紧急情况要采取有效应对

措施。

3．群防骨干抢险队做好抢险准备。

4．县防指对河道工程抢险负总责，及时组织抢护险情。

5．河务部门做好国家储备防汛物资和防汛抢险技术人员调

配。



表 1-2
黄河龙门站 2200～3500 立方米每秒洪水防守预案

汛
情
预
估

水情预估

站点

或县市

各河段河

道长度

（km）

洪峰削减率

（%）

水头从龙门至各县历

时

（小时）

龙门站

河津 18 0～4% 0
万荣 29 4～10% 2～3
临猗 27 10～17% 5～6
永济 44 17～25% 9～10
芮城 14.5 25～30% 17～22

工情、漫滩

预估

1．该量级洪水下，匼河工程、凤凰咀工程靠流。

2．该量级洪水下，防洪工程全部处于防御标准以内。若此级

流量持续时间较长，以上所述工程均可能发生根坦石坍塌一般或较

大险情。

3．此量级洪水下，漫滩面积预估 0.02万亩（工程连线以内），

无撤离人员。

防守重点
1．该量级洪水下，工程防守重点为匼河工程、凤凰咀工程。

2．及时撤离滩区生产、生活人员。

防洪调度

1．河务部门要掌握实时水情，及时通报水情。

2．各级防指组织防汛会商，安排部署防汛工作，按照滩区迁

安方案组织滩区人员安全撤离，加强涉河人员安全监管。

3．加强涉河项目监管。县防指落实南同蒲铁路风陵渡至华山

段电气化改造工程防洪度汛措施。

4．群防骨干队伍按照指定地点集结待命，做好抢险准备。

5．水利、河务部门加强河势、水位、漫滩观测和靠河工程查

险，加强“揭河底”的观测与强烈冲刷引发的重大险情抢护的准备。

6．县防指及时派出督察组，赴一线督察、督导。

7．县防指各成员单位按照职责分工开展工作。





表 1-3
黄河龙门站 3500～5000 立方米每秒洪水防守预案

汛
情
预
估

水情预估

站点

或县市

各河段河

道长度

（km）

洪峰削减率

（%）

水头从龙门至各县历

时

（小时）

龙门站

河津 18 0～4% 0

万荣 29 4～10% 2～3

临猗 27 10～17% 5～6

永济 44 17～25% 9～10

芮城 14.5 25～30% 17～22

工情、漫滩

预估

1．该量级洪水下，预估匼河工程、凤凰咀工程靠流。

2．该量级洪水下，防洪工程全部处于防御标准以内。若此级

流量持续时间较长，以上所述工程均可能发生根坦石坍塌一般或较

大险情。

3．此量级洪水下，预估漫滩面积 0.08万亩（工程连线以内），

需撤离人口约 4人。

防守重点

1．该量级洪水下，工程防守重点为匼河工程、凤凰咀工程。

2．及时撤离滩区生产、生活人员。

3．当流量达到 4000立方米每秒以上时,凤凰咀控导上延工程超

过防御标准,及时撤离工程防守人员。

防洪调度

1．河务部门要掌握实时水情，及时通报水情。

2．各级防指组织防汛会商，安排部署防汛工作，按照滩区迁

安方案组织滩区人员安全撤离，加强涉河人员安全监管，防止撤离

人员返滩。

3．加强涉河项目监管。县防指落实南同蒲铁路风陵渡至华山

段电气化改造工程防洪度汛措施。

4．群防骨干队伍按照指定地点集结待命，做好抢险准备。

5．水利、河务部门加强河势、水位、漫滩观测和靠河工程查

险，特别加强“揭河底”的观测与强烈冲刷引发的重大险情抢护。

6．县防指及时派出督察组，赴一线督察、督导。

7．县防指各成员单位按照职责分工开展工作。



表 1-4
黄河龙门站 5000～7600 立方米每秒洪水防守预案

汛
情
预
估

水情预估

站点

或县市

各河段河

道长度

（km）

洪峰削减率

（%）

水头从龙门至各县历时

（小时）

龙门站

河津 18 0～4% 0

万荣 29 4～10% 2～3

临猗 27 10～17% 4～5

永济 44 17～25% 8～10

芮城 14.5 25～30% 15～17

工情、漫滩

预估

1．该量级洪水下，预估匼河工程、凤凰咀工程靠流。

2．此量级洪水下，预估漫滩面积 0. 8万亩（工程连线以内 0.2万
亩，连线以外 0.6万亩），需撤离人口约 93人。

防守重点

1．该量级洪水下，防洪工程应全线加强防守，防守重点为匼河
工程、凤凰咀工程。

2．及时撤离滩区生产、生活人员。
3．凤凰咀控导上延工程超过防御标准,及时撤离工程防守人员。

防洪调度

1．县防指领导坐镇防汛指挥中心指挥，县防指成员单位 24小时
值班，人民解放军和武警部队进入防守区段。河务部门及时通报实时
水情。

2．各级防指组织防汛会商，安排部署防汛工作，按照滩区迁安
方案组织滩区人员安全撤离，加强涉河人员安全监管，防止撤离人员
返滩。

3．加强涉河项目监管。县防指落实南同蒲铁路风陵渡至华山段

电气化改造工程防洪度汛措施。
4．各级抢险队伍按照指定地点集结待命，抢险物资及设备到位，

做好抢险准备。
5．水利、河务部门加强河势、水位、漫滩观测和靠河工程查险，

特别加强“揭河底”的观测与强烈冲刷引发的重大险情抢护。
6．一旦发生较大、重大险情，立即核查并逐级上报。

7．县防指领导对重大险情深入现场指挥抢险。同时派出督察组赴

一线检查督促。

8．县防指组织有关部门做好抗洪抢险、滩区运用及卫生防疫工

作，并逐级将人员撤离情况及洪水漫滩情况随时上报。



表 1-5
龙门站 7600～10000 立方米每秒洪水防守预案

汛
情
预
估

水情

预估

站点

或县市

各河段河

道长度

（km）

洪峰削减率

（%）

水头从龙门至各县历时

（小时）

龙门

河津 18 0~4% 0
万荣 29 4~10% 2~3
临猗 27 10~17% 4~5
永济 44 17~25% 8~10
芮城 14.5 25~30% 15~17

工情、漫

滩预估

1．该量级洪水下，预估匼河工程、凤凰咀工程靠流。
2．该量级洪水下，凤凰咀上延工程将遇超标准洪水。
3．此量级洪水下，预估漫滩面积 1. 1万亩（工程连线以内 0.3万亩，

连线以外 0.8万亩），需撤离人口约 93人。

防守重点

1．该量级洪水下，防洪工程应全线加强防守，防守重点为匼河工
程、凤凰咀工程及遇超标准洪水的坝段。

2．及时撤离滩区生产、生活人员。
3．凤凰咀控导上延工程超过防御标准,及时撤离工程防守人员。

防洪调度

1．县防指领导坐镇防汛指挥中心指挥，县防指成员单位 24小时值
班，人民解放军和武警部队进入防守区段。河务部门及时通报实时水情。

2．各级防指组织防汛会商，安排部署防汛工作，按照滩区迁安方
案组织滩区人员安全撤离，加强涉河人员安全监管，防止撤离人员返滩。

3．加强涉河项目监管。县防指落实南同蒲铁路风陵渡至华山段电

气化改造工程防洪度汛措施。
4．各级抢险队伍按照指定地点集结待命，抢险物资及设备到位，

做好抢险准备。
5．水利、河务部门加强河势、水位、漫滩观测和靠河工程查险，

特别加强“揭河底”的观测与强烈冲刷引发的重大险情抢护。
6．前线指挥部对水情、工情进行分析研判，在确保人员安全的前

提下全力防守；防洪工程不具备防守条件时，经县防指下令后撤防。
7．一旦发生较大、重大险情，立即核查并逐级上报。
8．县防指领导对重大险情深入现场指挥抢险。同时派出督察组赴一

线检查督促。
9．县防指组织有关部门做好抗洪抢险、滩区运用及卫生防疫工作，

并逐级将人员撤离情况及洪水漫滩情况随时上报。



表 1-6
龙门站 10000～12700 立方米每秒洪水防守预案

汛
情
预
估

水情预估

站点

或县市

各河段河

道长度

（km）

洪峰削减率

（%）

水头从龙门至各县历时

（小时）

龙门

河津 18 0~4% 0
万荣 29 4~10% 1.5~2
临猗 27 10~17% 3~5
永济 44 17~25% 7~9
芮城 14.5 25~30% 11~15

工情、漫滩

预估

1．该量级洪水下，防洪工程全线靠流。
2．该量级洪水下，除凤凰咀工程外，其余工程均遇超标准洪水。
3．此量级洪水下，预估漫滩面积 1.2万亩（工程连线以内 0.3万

亩，连线以外 0.9万亩），需撤离人口约 101人。

防守重点

1．该量级洪水下，防洪工程应全线加强防守，防守重点为匼河、
凤凰咀工程及遇超标准洪水的坝段。

2．及时撤离滩区生产、生活人员。

3．凤凰咀控导上延工程超过防御标准,及时撤离工程防守人员。

防洪调度

1．县防指宣布进入紧急防汛期，各级指挥长坐镇防汛指挥中心
指挥，防指成员单位根据职责开展工作，人民解放军和武警部队进入
防守区段。

2．各级指挥长组织防汛会商，安排部署防汛工作，重点安排滩
区迁安工作，按照滩区迁安方案组织滩区人员安全撤离，并对撤迁工
作进行督查。

3．加强涉河项目监管。县防指落实南同蒲铁路风陵渡至华山段
电气化改造工程防洪度汛措施。

4．各级抢险队伍按照指定地点集结待命，抢险物资及设备到位，
做好抢险准备。

5．各级防指加强河势、水位、漫滩观测和巡坝查险，并做好重
大险情抢护等工作。

6．前线指挥部对水情、工情进行分析研判，在确保人员安全的
前提下全力防守；防洪工程不具备防守条件时，经县防指下令后撤防。

7．各级防指要逐级将人员撤离情况及洪水漫滩情况随时上报，
一旦发生较大、重大险情，立即核查上报。

8．县防指领导对重大险情深入现场指挥抢险。同时派出督察组
赴一线检查督促。

9．县防指组织有关部门做好抗洪抢险、滩区运用及卫生防疫工
作，并逐级将人员撤离情况及洪水漫滩情况随时上报。



表 1-7
龙门站 12700～16400 立方米每秒洪水防守预案

汛
情
预
估

水情预估

站点

或县市

各河段河

道长度

（km）

洪峰削减率

（%）

水头从龙门至各县历时

（小时）

龙门

河津 18 0~4% 0
万荣 29 4~10% 1.5~2
临猗 27 10~17% 3~5
永济 44 17~25% 7~9
芮城 14.5 25~30% 11~15

工情、漫

滩预估

1．该量级洪水下，防洪工程全线靠流。
2．该量级洪水下，除凤凰咀工程外，其余工程均遇超标准洪水。
3．此量级洪水下，预估漫滩面积 1.3万亩（工程连线以内 0.3 万

亩，连线以外 1.0万亩），需撤离人口约 101人。

防守重点

1．该量级洪水下，防洪工程应全线加强防守，防守重点为匼河、
凤凰咀工程及遇超标准洪水的坝段。

2．及时撤离滩区生产、生活人员。
3．凤凰咀控导上延工程超过防御标准,及时撤离工程防守人员。

防洪调度

1．县防指宣布进入紧急防汛期，各级指挥长坐镇防汛指挥中心指
挥，防指成员单位根据职责开展工作，人民解放军和武警部队进入防
守区段。

2．各级指挥长组织防汛会商，安排部署防汛工作，重点安排滩区
迁安工作，按照滩区迁安方案组织滩区人员安全撤离，并对撤迁工作
进行督查。

3．加强涉河项目监管。县防指落实南同蒲铁路风陵渡至华山段电
气化改造工程防洪度汛措施。

4．各级抢险队伍按照指定地点集结待命，抢险物资及设备到位，
做好抢险准备。

5．各级防指加强河势、水位、漫滩观测和巡坝查险，并做好重大
险情抢护等工作。

6．前线指挥部对水情、工情进行分析研判，在确保人员安全的前
提下全力防守；防洪工程不具备防守条件时，经县防指下令后撤防。

7．各级防指要逐级将人员撤离情况及洪水漫滩情况随时上报，一
旦发生较大、重大险情，立即核查上报。

8．县防指领导对重大险情深入现场指挥抢险。同时派出督察组赴
一线检查督促。

9．县防指组织有关部门做好抗洪抢险、滩区运用及卫生防疫工作，
并逐级将人员撤离情况及洪水漫滩情况随时上报。

10．洪水过后，消除洪水撤迁警报，确定返迁时机，组织开展返
迁工作。



表 1-8
龙门站 16400～20000 立方米每秒洪水防守预案

汛
情
预
估

水情预估

站点
或县市

各河段
河道长度
（km）

洪峰削减率
（%）

水头从龙门至各县历时
（小时）

龙门

河津 18 0~4% 0
万荣 29 4~10% 1.5~2
临猗 27 10~17% 3~5
永济 44 17~25% 7~9
芮城 14.5 25~30% 11~15

工情、漫滩

预估

1．该量级洪水下，防洪工程全线靠流。
2．该量级洪水下，除凤凰咀工程外，其余工程均遇超标准洪

水。
3．此量级洪水下，预估漫滩面积 1.54 万亩（工程连线以内

0.3万亩，连线以外 1.24万亩），需撤离人口约 101人。

防守重点

1．该量级洪水下，防洪工程应全线加强防守，防守重点为凤
凰咀工程及遇超标准洪水的坝段。

2．及时撤离滩区生产、生活人员。
3．凤凰咀控导上延工程超过防御标准,及时撤离工程防守人

员。

防洪调度

1．县防指宣布进入紧急防汛期，各级指挥长坐镇防汛指挥中
心指挥，防指成员单位根据职责开展工作，人民解放军和武警部
队进入防守区段。

2．各级指挥长组织防汛会商，安排部署防汛工作，重点安排
滩区迁安工作，集中人民解放军、武警部队等优势兵力，开展滩
区群众转移及重要生产设施转移工作。

3．加强涉河项目监管。县防指落实南同蒲铁路风陵渡至华山
段电气化改造工程防洪度汛措施。

4．各级抢险队伍按照指定地点集结待命，抢险物资及设备到
位，做好抢险准备。

5．各级防指加强河势、水位、漫滩观测和巡坝查险，并做好
重大险情抢护等工作。

6．前线指挥部对水情、工情进行分析研判，在确保人员安全
的前提下全力防守；防洪工程不具备防守条件时，经县防指下令
后撤防。

7．各级防指要逐级将人员撤离情况及洪水漫滩情况随时上
报，一旦发生较大、重大险情，立即核查上报。

8．县防指领导对重大险情深入现场指挥抢险。同时派出督察
组赴一线检查督促。

9．县防指组织社会各界力量做好抗洪抢险、滩区运用及卫生
防疫工作，并逐级将人员撤离情况及洪水漫滩情况随时上报。

10．洪水过后，消除洪水撤迁警报，确定返迁时机，组织开
展返迁工作。



表 1-9
龙门站 20000 以上立方米每秒超标准洪水防守预案

汛
情
预
估

水情预估

站点

或县市

各河段

河道长度

（km）

洪峰削减率

（%）

水头从龙门至各县历时

（小时）

龙门

河津 18 0~4% 0

万荣 29 4~10% 1.5~2

临猗 27 10~17% 3~4

永济 44 17~25% 6~7

芮城 14.5 25~30% 11~13

工情、漫滩

预估

1．该量级洪水下，所有工程均超防御标准。

2．此量级洪水下，预估漫滩面积 1.84万亩（连线以内 0.3万
亩，以外 1.54万亩），需撤离人口约 101人。

防守重点 滩区所有人员及重要设施撤离。

防洪调度

1．县防指宣布进入防汛严重期，全县党政军民全力以赴抗洪

抢险。
2．请求黄河防总、山西省防指、市防指派工作组协助抗洪斗

争。
3．集中人民解放军、武警部队等优势兵力，开展滩区群众转

移及重要生产设施转移工作。
4．重要坝段的防守、抢护、运用等情况由县防办汇总，每四

小时报芮城县防指一次。
5．卫生、防疫等部门要切实做好灾区卫生防疫工作。



六、有关保障

防汛保障是夺取抗洪斗争胜利的重要因素和基础，社会各

界、各行各业一切服务于抗洪一线，一切为了夺取抗洪胜利，紧

紧围绕抗洪抢险这个中心，坚持立足实际，积极组织；充分准备，

力争主动；统筹兼顾，突出重点；周密计划，密切协同；机动灵

活，快速高效的原则，最大限度地做好抗洪斗争的各种保障工作。

针对防御洪水中涉及的有关工作，制定了详细的预案，主要

包括滩区迁安救护方案、黄河防汛物资保障方案、黄河防汛后勤

保障方案等。防指各成员单位也要根据各自职责制定详细的保障

方案。



附表 1

芮城县防汛抗旱指挥部组织机构和成员统计表
防指职务 姓 名 单 位 行政职务 电 话 手 机

总 指 挥 李跃刚 县人民政府 常务副县长 18235965888
常务副总指挥 杜国强 县人民政府 副县长 3029316 18103593938

副 总 指 挥

梁 斌 县应急管理局 局 长 18635952399
王 磊 县政府办 副主任 13303485515
王旭鹏 县水利局 局 长 3022499 13935931333
姚三义 县财政局 局 长 13835995293
景建荣 县发改局 局 长 3027576 18636313993

令狐启华 县三管局 局 长 3022155 13643654993
董伟峰 县河务局 副局长 3582801 13934109519
燕 彬 县气象局 局 长 18636378887
梁宏斌 县人武部军事科 参 谋 3022531

成员

张亚波 县委宣传部 常务副部长

李亚强 县自然资源局 局 长 3023270 13835975998
杜步奇 县住建局 局 长 3021569 15735334999
李耀武 县公安局 副局长 3022571
焦龙生 县教科局 13994967099
李 轩 县交通局 局 长 3022554 13994856738
王 辉 县文化旅游局 局 长 3087238 13834487888
杨铁宁 县农业农村局 局 长 8863501 13835928890
赵惠泽 县工信局 局 长 18635923966
程建军 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局 长 13935972139
陈天慈 县民政局 局 长 3035918 15735966688
姚应社 县卫健局 局 长 3022549 15135050938
姚振华 县广电台 台 长 13834373398
张鹏军 县农机中心 主 任 3026910
苏正平 县商业中心、物资中心 主 任 3033506 13033411589
柳万河 县供销联社 主 任 3022108 13803475698
郝晓伟 县公路段 段 长 3025999 13503590331
陈哲平 中国联通芮城分公司 经 理 3022222 18635900525
赵晋鹏 中国移动芮城分公司 经 理 15803599009
赵耀利 中国电信芮城分公司 经 理 6378008 15303590911
王 勇 县供电支公司 经 理 3085250 18935079915
卫 凯 县石油公司 经 理 3071288 13513599605

崔 哲 风陵渡镇政府
党委副书记

镇 长
3350571 15135993638



附表 2

黄河小北干流芮城河段防汛责任人统计表

防汛

区域

行政负责人

乡镇

行政负责人
村

庄

行政负责人 技术负责人（河务局）

姓

名
职务

电

话
手机

姓

名

职

务

电

话

手

机
姓名 职务 电话 姓名 职 务 电话

黄河

小北

干流

芮城

河段

李

跃

刚

县

防

汛

抗

旱

指

挥

部

总

指

挥

县

委

常

委

、

常

务

副

县

长

1
8
2
3
5
9
6
5
8
8
8

风

陵

渡

镇

崔

哲

镇

长

3
3
5
0
5
7
1

1
5
1
3
5
9
9
3
6
3
8

赵

村
宋成军

支部

书记
13593553028 董伟峰 副局长 13934109519

田

村
王建峰

支部

书记
13934895793 董伟峰 副局长 13934109519

西

阳
裴叔学

支部

书记
13593553879 董伟峰 副局长 13934109519

匼

河
韩红武

支部

书记
13834476038 董伟峰 副局长 13934109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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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芮城河务局防汛指挥系统

防 办 传 真 姓 名 职 务

电 话 号 码

办公室 手机号码

3582818 3582822

董伟峰 副局长 3582801 13934109519

李 莉 副局长 3582802 13835924543

杜永兴 防办主任 3582812 13834464333

吴仰朝 办公室主任 3582808 13835942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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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4

黄河小北干流芮城河段河道工程现状表

县名
工程

名称

始建

年月

工程长度(米) 工程量(万方) 完成

投资

(万元)

工程效益

备 注
小计 委管 地管 土方 石方

护岸护滩

(米)
耕地

(亩)
村庄

(个/人)
电灌站

(处/万亩)

芮

城

4148 2698 1450 74.33 19.73 2147.39 6700 13600 4/13145 1/3.50

匼河 1450 1450 41 7.9 570 4000 11800 2/7813 长度不包括四

道路堤 5700m

Ⅰ号 1989.10 550 550 长度不包括路

堤 1100m

Ⅱ号 1990.10 300 300 长度不包括路

堤 1600m

Ⅲ号 1991.5 300 300 长度不包括路

堤 1400m

Ⅳ号 1992.5 300 300 长度不包括路

堤 1600m

凤凰咀 1974.4 2698 2698 33.33 11.83 1577.39 2700 1800 2/5332 1/3.50

附表 5

2019 年各级频率洪水沿程水位预估表（黄海高程）

工程名称
工程长度

(米）

工程

部位

坝顶高程

（米）

距龙门站

距离（k米）

洪峰削

减率

（%）

各级洪峰沿程流量

（立方米每秒) 观测点坝

顶高程

（米）

2019年沿程洪水位预估(米)
备注

P5％
20000

P20％
12700

P5％ P20％ 4000
20000 12700

凤凰咀 2698
坝首 332.19 132.47 29.37 14125 8970 330.58 329.48 327.86

坝尾 329.45 133.57 29.62 14077 8939 331.05 330.25 329.15 327.53 1+890



附表 6
黄河小北干流芮城河段工程防御能力一览表（黄海高程）

县

名

工程名称

工程长度 (米) 根石深度(米) 现坝顶高程

(米)

现达防御标准 最大防御能力

名 称 桩 号
行洪安全水位

(米) Q(立方米每秒) Q(立方米每秒)

芮

城

县

凤凰咀工程

0+000-1+198 1198 8-10 332.19-331.05 331.19-330.05 20000 20000

0+000-1+890 1500 3 329.65-329.45 328.65-329.45 当地 4000 13000

附表 7
薄弱坝段险情预估及防护情况统计表

工程名称 薄弱坝段 险段长度 险情预估 抢险措施 抢险料物 料物储放地点 供应保障人 联系电话

凤凰咀
0+600
-1+198 598 根石坍塌

坦石下滑
抛石、固根、护坡

备石 1.3万
立方米

铅丝 7.67吨
凤凰咀管护房 杜永兴 13834464333

附表 8
超标准洪水工程险情预估与防护情况统计表

工程名称 工程长度 险情预估 抢险料物 料物储放地点 供应保障人 联系电话

凤凰咀 2698 风浪爬高雍

水漫顶溃决
风陵渡镇政府落实的梢料、袋类等社会储备物资 风陵渡镇 崔哲 15135993638



附件 1

黄河小北干流芮城河段滩区迁安救护预案

为了保障黄河滩区人民生命安全，减轻洪水灾害损失，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结合我县黄河滩区实际，特制

订本预案。

一、基本情况

黄河小北干流芮城河段共有滩地 4片，分别为匼河滩、西

阳滩、田村滩和赵村滩，统称为匼河滩。该滩区面积约 1.84

万亩。滩区内常住人口共 101人。其中：企业 4家，分别是风

陵渡经济开发区土地分局农业生态园、众犇牧业有限公司、国

栋牧业有限公司、晋龙胜供水有限公司，共计 21人；从事经

营业务的 2 家，为凤岭农家和凤凰农家，6 人；普通农户 58

人；外来人员 16人。滩区主要设施有：旅游扶贫路 13公里，

输电线路 14公里，机井 72余眼，另有晋龙胜供水有限公司机

井 12眼，输水管道 10公里和控制站一个。旅游扶贫道路的开

通，使滩区生产生活人员的撤离十分便利。河岸高崖上分布有

大量的村庄，人员安置也较为容易。不利条件是：滩区人员多

为 60岁以上老人，行动迟缓，撤离不便。

二、洪水风险概况

黄河小北干流芮城河段属典型的淤积游荡性河道，河道冲

淤变化大，河势摆动频繁，洪水水位表现随着来水来沙的不同



也有很大差别，因此黄河小北干流河段滩区的漫滩和淹没情况

难以准确预估。根据芮城河段河道排洪能力、河道地形地物现

状、以及历史最大洪水实际漫滩情况，分析各流量级洪水风险

情况如下：

（一）2200立方米每秒流量级以下

本级洪水发生时，本河段除个别串沟过水可能引起滩区进

水外，洪水基本不会出槽。

（二）2200~3500立方米每秒流量级

本级洪水发生时，预估漫滩面积 0.02 万亩（工程连线以

内），无撤离人员。

（三）3500~5000立方米每秒流量级

本级洪水发生时，预估漫滩面积 0.08 万亩（工程连线以

内），需撤离人口约 4人。

（四）5000~7600立方米每秒流量级

本级洪水发生时，预估漫滩面积 0. 8万亩（工程连线以内

0.2万亩，连线以外 0.6万亩），需撤离人口约 93人。

（五）7600~10000立方米每秒流量级

本级洪水发生时，预估漫滩面积 1. 1万亩（工程连线以内

0.3万亩，连线以外 0.8万亩），需撤离人口约 93人。

（六）10000~12700立方米每秒流量级

本级洪水发生时，预估漫滩面积 1.2万亩（工程连线以内

0.3万亩，连线以外 0.9万亩），需撤离人口约 101人。



（七）12700~16400立方米每秒流量级

本级洪水发生时，预估漫滩面积 1.3万亩（工程连线以内

0.3万亩，连线以外 1.0万亩），需撤离人口约 101人。

（八）16400~20000立方米每秒流量级

本级洪水发生时，预估漫滩面积 1.54 万亩（工程连线以

内 0.3万亩，连线以外 1.24万亩），需撤离人口约 101人。

（九）20000立方米每秒以上流量级

本级洪水发生时，预估漫滩面积 1.84万亩（连线以内 0.3

万亩，以外 1.54万亩），需撤离人口约 101人。

三、滩区运用指挥机构

滩区运用工作涉及面广，情况复杂，关系社会经济稳定的

大局，责任重大。为了落实责任，加强领导，汛前我县专门成

立滩区运用指挥部，指挥长由县防汛抗旱总指挥担任，成员单

位包括应急管理局、民政局、水利局、河务局、交通局、公安

局、广电台、卫健局、气象局、中国联通芮城分公司、中国移

动芮城分公司、中国电信芮城分公司等单位。

滩区运用指挥部在同级防指的领导下，负责滩区群众的迁

移安置工作。

（一）滩区运用指挥部的职责

1．负责滩区迁安的预警发布和信息传递。

2．领导和协调本辖区的迁移安置工作，制订迁移安置方

案，研究部署洪水期间的救护措施，督促、检查、落实迁安救



护工作。

3．做好滩区群众的迁移安置和救灾工作，在洪水期间和

洪水过后，安排好群众生活，搞好灾区生产自救，保持社会稳

定。

4．向同级政府和防汛指挥部及上级有关部门报告滩区灾

情及迁安救护工作中出现的重大问题。

5. 及时解决迁安救护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和临时应急事项。

6．组织力量转移灾民，救护伤病员，处理善后事宜，保

证灾民有饭吃、有衣穿、有干净水喝、有病能医、孩子能上学。

（二） 成员单位职责

1．应急管理局：负责汛情应急处置及滩区险情抢护工作。

2．民政局：协助滩区受灾群众迁移安置和生活安排，负

责灾后救济工作。

3．水利局、河务局：负责水情、汛情信息的收集和传递，

向防汛指挥部、滩区迁安指挥部和各有关部门提供水情、汛情

及洪水预报等信息。

4．交通局：负责运用交通工具的落实，根据滩区情况，

调集、补充车辆和船只。

5．公安局：负责运用的安全保卫工作，维持交通治安秩

序，保障运用车辆和防汛抢险车辆通行。

6．广电台：负责组织指导广播电台、电视台对防汛抢险、

救灾工作的宣传报道，发布预警信息。



7．卫健局：负责灾区卫生防疫和医疗救护，防止传染病

传播，特别对可能发生的严重传染病疫情严加防范，保障灾民

身心健康。

8．气象局：负责天气气候监测和预测、预报。从气象角

度对影响汛情的天气形势作出监测、分析和预测。

9．联通公司、移动公司、电信公司：负责滩区防汛迁安

信息的传递，保障信息畅通。

（三）县防指的运用组织及职责

1．县防指成立运用领导小组，组长由负责滩区群众迁安

的领导担任，成员由县政府办公室、应急管理、民政、广电台、

公安、交通、卫健、财政、供电、联通、移动、电信、河务等

部门的负责同志组成。县民政部门具体负责运用措施的制定、

落实。

实行县领导包乡（镇）、乡（镇）领导包村、村干部包组

的运用责任制，逐级明确岗位、责任、任务，真正把每一户、

每一人都落到实处，确保有计划、有秩序地完成运用任务，尽

最大努力，做到受灾不死人、财产少受损失。

2．县迁安领导小组下设机构及职责。县运用领导小组下

设前方搬迁组和后方安置组，其成员从县防指成员单位中抽调

组成。前方搬迁组的职责：在洪水到来前，深入到滩区加强宣

传，积极动员，按照滩区实际情况，组织好车辆、船只，保证

滩区群众顺利迁出；负责滩区群众外迁转移中清村、清滩等工



作；负责滩区留守人员的生活和安全工作及群众搬迁后的滩区

清查工作。后方安置组的职责：按照“村对村、户对户”的迁

安卡片和原定计划予以妥善安置，负责好迁出群众的住房、生

活、医疗、心理等各项保障工作。

（四） 抢险救生队伍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汛条例》规定，“防汛工作实行

各级人民政府行政首长负责制，实行统一指挥，分级分部门负

责。各有关部门实行防汛岗位责任制”。因此，沿黄乡镇、村

的行政首长为运用工作的责任人，全面负责；各有关单位根据

分工，在当地防指的统一部署下，团结一致，调动全社会力量，

最大限度地避免和减少人员伤亡，减轻财产损失。

汛前，沿黄乡镇以群防队伍为主，组成一定数量的抢险救

生队，各对口安置村积极组织力量，帮助迁移群众搬迁。县政

府机关及企事业单位视情安排一定力量，支援滩区群众安全转

移，每一个滩区自然村和安置村都要落实一名县、镇干部做为

迁移安置联系人。县、镇滩区运用指挥机构结合本地实际情况，

采取得力措施，制定迁移计划，成立专门的滩区水上救护队，

落实救生工器具。

当预报发生漫滩洪水时，滩区迁安指挥部领导全部上岗到

位，严格领导带班和值班制度。紧急情况下，各级防汛指挥部

可申请人民解放军和武警部队支援。

（五）宣传



抗洪抢险、救灾信息发布实行新闻发言人制度，各级滩区

迁安指挥部明确一名指挥或副指挥做为新闻发言人。黄河水

情、警报发布、迁安撤退（返迁）命令等信息由各级滩区运用

指挥部统一发布和管理。未经新闻发言人审核的信息，任何单

位和个人不得对外发布。

汛前，各级防指充分利用电视、广播、报纸和发放宣传材

料等多种形式向滩区群众宣传迁移安置的必要性、紧迫性和重

要性，使每位滩区群众都充分了解滩区淹没情况、撤离路线、

迁移安置方案、生活保障措施等内容。搬迁群众的住所、生活

等要逐人逐户落实，搬迁的财产落实存放地点，人员安置和财

产存放等都要登记造册。

四、 人员迁移安置

（一）通信报警

洪水的预测预报是群众搬迁的重要依据。河务局及时向行

政首长报告汛情，做出洪水预报，传递洪水信息，由滩区迁安

救护指挥部统一发布警报信号，保证滩区群众安全转移。

1．警报发布。

充分利用广播、电视、电话、派人送信等手段和方式发布

水情信息、迁移命令等，并掌握反馈信息，使滩区内每个单位、

家庭和个人都能在最短时间内了解洪水信息和迁移安置工作

的各项要求。

2．报警方式。



报警方式以电话、广播、电视和无线通信为主，同时采用

专用宣传车进村巡回报警。如出现预警信号中断，警报信息无

法传达时，风陵渡镇政府要派出专门人员，进村入户，将警报

内容通知到每个村民，绝不允许出现信息死角。

3．报警信号分级。

当龙门站流量小于 2200 立方米每秒时，属于河道正常行

洪，不发布报警信号。当龙门站流量大于 2200立方米每秒时，

根据洪水流量大小和滩区漫滩进水情况报警，报警信号分为：

漫滩预警信号：接到滩区可能发生漫滩洪水的预报，根据

上级指示，应当发布预警信号。县滩区运用指挥部应在接到预

报后 2个小时内通知到群众，发布内容应当包括洪水流量，出

现时间，可能漫滩的滩区名称等。

迁移安置待命信号：当预报本县滩区可能发生漫滩洪水，

滩区群众需要紧急迁移安置时，由县滩区迁安几乎指挥部发布

迁移安置待命信号，让可能进水村庄的滩区群众做好迁移准

备。迁移安置待命信号应在发布后1个小时内通知到迁移群众。

迁移安置行动信号：当滩区运用指挥部根据洪水情报分

析，滩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受到洪水威胁，研究决定实施迁移

安置时，由县滩区运用指挥部立即发布迁移指令。行动信号应

在发布后 2个小时内通知到每一个需要迁移的群众。

迁移安置返迁信号：在洪水退去、预报没有后续洪水，并

且在返迁道路能够满足返迁安全的前提下发布返迁指令，发布



时机由县滩区运用指挥部确定。

4．联络方式。

一是指挥中心与各级防指领导、防指各成员单位、驻军之

间采用公用通信网的座机电话、手机联络。二是将汛前掌握的

淹没滩区范围内的各户手机号提交给联通、移动、电信等通信

公司，由通信公司发送手机短信通知。三是各村村长作为每个

滩区外迁村庄的迁移安置联系人，主要负责滩区迁安等有关事

项的信息联系，协助领导做好运用工作。

接到洪水预报以后，各级防汛指挥机构之间可采用电话、

手机和计算机网络等方式随时联系，传递水情、指令、迁移安

置等信息，保证滩区运用工作有序的进行，确保滩区群众生命

安全，财产少受损失。县、乡、村三级干部采取分片包干、包

户、包人头的办法，逐户、逐人通知居民，形成各级责任联动

机制，确保防汛信息及时传递，不留死角。

当出现通信信号中断等极端情况时，由各级防汛指挥机构

负责落实无线电台、对讲机等无线通信设备，首先保证各级指

挥机构之间的通信联络。无线电台、对讲机等无线通信设备，

由电信部门落实，并报指挥部备案。指挥机构和运用现场指挥

之间的联系尽量采用对讲机等无线设备，由于条件限制无法实

现的，由各级指挥机构安排专门的车辆和人员，采取派人送信

的方式进行联络，传达防汛指令。向各村发布的迁安指令由各

乡镇通过派人送信的方式传达，再由各村村干部传达到滩区群



众。

（二）迁移安置

1．迁移安置原则。

迁移安置工作在各级防汛指挥部统一领导下，采取分级分

部门负责的办法进行，坚持以人为本、兼顾财产的原则，由外

迁和安置县防指、乡镇政府组织实施。

2．迁移安置任务。

我县滩区迁移安置的原则及办法：确保滩区人民生命安全

的前提下，尽量减少财产损失。一旦发生大洪水，迅速将群众

转移到安全地带。滩区迁安指挥部要按照“乡对乡、村对村、

户对户”的三对口原则，落实搬迁人员的具体安置地点，并通

知搬迁人员和接收人员。外迁人员尽量安排在滩区外村民家

中，落实住房确有困难的，采取搭建临时住房、帐篷的办法解

决，搭建临时住房、帐篷所需物资由各县民政部门负责。

滩区内临时居住的流动人员大部分为附近村民，少量为外

地的滩地承包户，居住地在滩外的，返回本村家中居住；居住

地在滩内的，外迁时返回本村并随本村其他村民一起撤离。对

于少数外来承包户、经商、务工及企业人员，由滩区所在地镇

政府统筹安排，统一外迁。

3．迁移安置负责人及其职责。

迁移镇镇长为镇转移负责人，履行职责的步骤：接到洪水

预报或群众迁移指令后，利用电话、包村干部直接送达等方式，



保证在1小时内把洪水预报或群众迁移指令传达到滩区村村长

和包村干部，部署实施迁移的具体村和固守村，全力展开实施

运用工作。

迁移村村长为村转移负责人，履行职责的步骤：包村干部

接指令后要在 1小时内到位，村长采取喇叭广播、逐户通知等

方式，保证在 1小时内把洪水预报传达到每户，动员需迁移群

众按照既定程序迁移，指挥群众在洪水到来之前对口安置到规

定地点。

安置镇镇长为镇安置负责人，履行职责的步骤：接到洪水

预报或群众迁移指令后，利用电话、包村干部直接送达等方式，

保证在1小时内把洪水预报或群众迁移指令传达到安置村村长

和包村干部，全力做好迁移村民的安置工作。

安置村村长为村安置负责人，履行职责的步骤：包村干部

接指令后要在 1小时内到达安置村，村长采取喇叭广播、逐户

通知等方式，通知村民做好迁移群众的安置工作。



4．各级洪水迁安措施

流量级别 龙门站 2200~3500立方米每秒量级洪水

灾情

预估
漫滩面积 0.02万亩（工程连线以内），无撤离人员。

迁安

措施

1．河务部门要掌握实时水情，及时通报水情。

2．各级防指组织黄河防汛会商，安排部署防汛工作，按照滩区迁

安方案组织滩区人员安全撤离，加强涉河人员安全监管。

3．各成员单位立即按照职责分工开展相关工作。

流量级别 龙门站 3500~5000立方米每秒量级洪水

灾情

预估
漫滩面积 0.08万亩（工程连线以内），需撤离人口约 4人。

迁安

救护

措施

1．河务部门要掌握实时水情，及时通报水情。

2．各级防指接到洪水预报后，立即组织召开成员单位会议，安排

部署相关工作，重点安排滩区迁安工作。

3．各成员单位立即按照职责分工开展相关工作。

4．各级防指要派出迁安督导组现场督导。

5．各级防指要逐级将人员撤离情况及洪水漫滩情况随时上报。



流量级别 龙门站 5000~7600立方米每秒量级洪水

灾情

预估

漫滩面积 0. 8万亩（工程连线以内 0.2万亩，连线以外 0.6万亩），

需撤离人口约 93人。

迁安

救护

措施

1．防指主要领导坐镇防汛指挥中心。

2．各级防指接到洪水预报后，立即组织召开成员单位会议，安排

部署相关工作，重点安排滩区迁安工作。

3．各成员单位立即按照职责分工开展相关工作，防指成员单位开

始 24小时值班。

4．县党政军领导赴抗洪救灾一线指挥抗洪抢险和滩区迁安工作。

5．县防指组织有关部门做好抗洪抢险、滩区运用及卫生防疫工作，

并逐级将人员撤离情况及洪水漫滩情况随时上报。

6．县防指要派出迁安督导组现场督导。

流量级别 龙门站 7600~10000立方米每秒量级洪水

灾情

预估

漫滩面积 1. 1万亩（工程连线以内 0.3万亩，连线以外 0.8万亩），

需撤离人口约 93人。

迁安

救护

措施

1．防指主要领导坐镇防汛指挥中心。

2．各级防指组织防汛会商，安排部署防汛工作，按照滩区迁安方

案组织滩区人员安全撤离，加强涉河人员安全监管，防止撤离人员返滩。

3．各成员单位立即按照职责分工开展相关工作，防指成员单位 24

小时值班。

4．县党政军领导赴抗洪救灾一线指挥抗洪抢险和滩区迁安工作。

5．县防指组织有关部门做好滩区运用及卫生防疫工作，并逐级将

人员撤离情况及洪水漫滩情况随时上报。

6．县防指要派出迁安督导组现场督导。



流量级别 龙门站 10000~12700立方米每秒量级洪水

灾情

预估

漫滩面积 1.2万亩（工程连线以内 0.3万亩，连线以外 0.9万亩），

需撤离人口约 101人。

迁安

救护

措施

1．防指根据水情预报宣布进入紧急防汛期，主要领导坐镇防汛指

挥中心。

2．各级指挥长组织防汛会商，安排部署防汛工作，重点安排滩区

迁安工作，按照滩区迁安方案组织滩区人员安全撤离，并对撤迁工作进

行督查。

3．各成员单位立即按照职责分工开展相关工作，防指成员单位 24

小时值班。

4．县党政军领导赴抗洪救灾一线指挥抗洪抢险和滩区迁安工作。

5．县防指组织有关部门做好滩区运用及卫生防疫工作，并逐级将

人员撤离情况及洪水漫滩情况随时上报。

6．县防指要派出迁安督导组现场督导。

流量级别 龙门站 12700~16400立方米每秒量级洪水

灾情

预估

漫滩面积 1.3万亩（工程连线以内 0.3万亩，连线以外 1.0万亩），

需撤离人口约 101人。

迁安

救护

措施

1．防指宣布进入紧急防汛期，各级指挥长坐镇黄河防汛指挥中心

指挥，防指成员单位根据职责开展工作，人民解放军和武警部队进入防

守区段。

2．各级指挥长组织防汛会商，安排部署防汛工作，重点安排滩区

迁安工作，按照滩区迁安方案组织滩区人员安全撤离，并对撤迁工作进

行督查。

3．各成员单位立即按照职责分工开展相关工作，防指成员单位 24
小时值班。

4．县党政军领导赴抗洪救灾一线指挥抗洪抢险和滩区迁安工作。

5．县防指组织有关部门做好滩区运用及卫生防疫工作，并逐级将

人员撤离情况及洪水漫滩情况随时上报。

6．县防指要派出迁安督导组现场督导。

7．洪水过后，消除洪水撤迁警报，确定返迁时机，组织开展返迁

工作。



流量级别 龙门站 16400~20000立方米每秒量级洪水

灾情

预估

漫滩面积 1.54万亩（工程连线以内 0.3万亩，连线以外 1.24万亩），

需撤离人口约 101人。

迁安

救护

措施

1．防指宣布进入紧急防汛期，指挥长坐镇防汛指挥中心指挥，防

指成员单位根据职责开展工作，人民解放军和武警部队进入防守区段。

2．各级指挥长组织防汛会商，安排部署防汛工作，重点安排滩区

迁安工作，集中人民解放军、武警部队等优势兵力，开展滩区群众转移

及重要生产设施转移工作。

3．各成员单位立即按照职责分工开展相关工作，防指成员单位 24
小时值班。

4．县党政军领导赴抗洪救灾一线指挥抗洪抢险和滩区迁安工作。

5．县防指组织社会各界力量做好抗洪抢险、滩区运用及卫生防疫

工作，并逐级将人员撤离情况及洪水漫滩情况随时上报。

6．县防指要派出迁安督导组现场督导。

7．洪水过后，消除洪水撤迁警报，确定返迁时机，组织开展返迁

工作。

流量级别 龙门站 20000立方米每秒以上量级洪水

灾情

预估

漫滩面积 1.84万亩（连线以内 0.3万亩，以外 1.54万亩），需撤

离人口约 101人。

迁安

措施

1．防指宣布进入防汛严重期，全县党政军民全力以赴抗洪抢险。

2．请求上级防指派工作组协助抗洪斗争。

3．集中人民解放军、武警部队等优势兵力，开展滩区群众转移及

重要生产设施转移工作。

4．重要坝段的防守、抢护、滩区迁安救护等情况由县防办汇总，

每四小时报芮城县防指一次。

5．卫生、防疫等部门要切实做好灾区卫生防疫工作。



（三）生活保障

群众迁移安置工作完成后，民政等部门要安排好受灾群众

的基本生活保障，让群众有饭吃、有水喝、有衣穿；迁移的群

众尽量安置到滩外村民家中，房屋不足的可适当筹备帆布蓬、

苇席等物资，搭建临时安置房；防疫、治病药品由卫生防疫部

门筹备；教育和民政部门负责安排灾区孩子的上学问题，提供

必要的临时教学设施，保证孩子的正常学习。

（四）治安保障

公安部门负责迁移安置的治安保障工作。公安部门进滩入

村设置治安点，布置足够的警力，努力维护社会治安，防止意

外事件发生；各村或灾民聚居点成立以基干民兵为主要队员的

巡防队，24小时巡逻值班，防止意外事件发生。

（五）医疗救助

一旦滩区漫滩，卫计部门要在安置区设置医疗点，为迁移

安置人员及时提供医疗救助。定期对人员聚集区进行消毒，一

旦发生传染性疾病，卫计部门立即组织医疗队赶赴安置地区，

按要求严格划定防疫区域，严格管理。卫计部门和疾病预防控

制机构，要从严划定疫点，提出管理措施。各疾病预防控制机

构要细化疫点封锁和管理的标准，完善消毒方法，加强疾病预

防知识的宣传和普及，对重点人群实施针对性的宣传教育。各

公安部门负责强制隔离措施的实施。

（六）迁安要求



1．迁安救护工作总体目标就是“确保安全”，标志就是“零

伤亡”；保障方案（预案）编制措施要“十分具体”，标志就是

“落实到每一个人头上”；责任制落实要“非常明确”，标志就

是“横向到边、纵向到底”，涉及到外迁转移的工作内容、工

作范围和工作职责要非常明确，实现全面覆盖。

2．县防指实行迁安救护责任制，加强领导，汛前按照领

导包乡、乡（镇）领导包村、村干部包组的原则，将迁安救护

工作落实到岗、到人。

3．有关单位要根据分工要求，到现场进行勘察，并制订

本部门保障方案。有迁安救护任务的乡（镇），按照迁安计划

落实救护队，并将组织的人员、船只、车辆、救生工具等登记

造册，准备情况于汛前上报县防指。

4．风陵渡镇政府分别成立迁安救护小组，负责所辖区域

的工作。要求各滩区村庄建立一支 30人的救护队，由包村干

部负责。并落实好运输车辆和船只，一旦洪水到来，立即行动，

按计划、有步骤、有秩序的组织人员撤离。

5．风陵渡镇政府要制订本辖区的迁安救护实施方案，充

分考虑迁安救护中的各种情况，如地震、降雨、夜间等不利因

素，并制定相应的配套措施，划定好撤退路线，确保滩区群众

安全。

6．风陵渡镇政府要设置迁安救护卡，包括迁出人姓名、

安置地点及安置户主姓名、撤退道路等必要内容。



7．风陵渡镇政府及各成员单位都要在汛前开展迁安救护

演练。

8．洪水退去后，县防指及时组织人员设备排除积水，修

复道路，组织人员返迁，并开展恢复生产工作。

五、应急救生

1．由县防指组织成立巡逻组，每组两只冲锋舟，同时对

滩区水围村庄进行巡查，负责灾民外迁运输工作。

2．巡查时，最少要有 2艘冲锋舟或橡皮船同时巡查，尽

量避免 1艘冲锋舟或橡皮船单独巡查。

3．巡查时，对重点地段要进行地毯式搜救。

4．对搜救出来的群众，要进行登记造册，交相应村庄的

负责人进行核实，全力确保群众全部安全转移。

六、人员返迁与善后

（一）人员返迁时机

河段主槽水位回落至平滩流量以下、滩区内主要撤退道路

露出水面、预报没有后续洪水的情况下，防汛指挥部根据水情、

工情，可以解除洪水搬迁警报，确定人员返迁，下达返迁命令。

返迁命令通过电视、广播、宣传车等发布，动员灾民回家。

（二）返迁准备和组织落实

1．指挥部做好返迁动员，尽量动员灾民利用自身力量返

迁，无返迁能力的，应统一安排人员和运输工具帮助返迁。

2．洪水过后，指挥部成员单位按照职责分工全力做好受



灾群众的返迁工作。交通和公路部门及时组织人员和机械紧急

抢修洪水期间损坏的撤退道路、桥梁，为滩区群众返迁创造良

好条件；公安部门做好迁安道路的疏导和治安保卫工作，必要

时做好交通管制，确保返迁车辆通行。交通部门落实好交通运

输工具，保证返迁车辆足额到位。其他部门密切配合，指挥部

各成员单位根据各自职责开展工作，最大限度地满足滩区群众

的返迁需要。

3．因房屋倒塌、损毁等原因暂时无法返迁的群众，民政

等有关部门要继续妥善做好临时安置工作，待具备返迁条件后

再安排帮助返迁。

附表：1．滩区生产生活人员撤离方案表

2．滩区生产生活人员统计表



滩区生产生活人员撤离方案表

（黄河龙门站 3500~5000 立方米每秒量级洪水）

行政

区划

土地所属

行政区划

土地权

属单位

或村庄

撤离人

员数量

行政负责人 具体责任人

撤离道路
撤离进

驻村庄

道路

状况
备 注

姓名 职务 联系电话 姓名 职务 联系电话

芮城

县

风陵渡镇 芮城河务局 4 崔哲 镇长 15135993638 宋成军 支书 13593553028 旅游扶贫路 赵村 柏油路

合计 4



滩区生产生活人员撤离方案表
（黄河龙门站 5000~7600 立方米每秒量级洪水）

行政

区划

土地所属

行政区划

土地权

属单位

或村庄

撤离人

员数量

行政负责人 具体责任人
撤离道路

撤离进

驻村庄

道路

状况
备 注

姓名 职务 联系电话 姓名 职务 联系电话

芮城县

风陵渡镇

芮城河务局 4

崔哲 镇长 15135993638

宋成军 支书 13593553028 旅游扶贫路 赵村 柏油路赵村 2

土地局农业

生态园
5

田村 17 王建峰 村支书 13934895788 旅游扶贫路 田村 柏油路

西阳 58 裴叔学 村支书 13593553879 旅游扶贫路 西阳 柏油路

晋龙盛供水

有限公司
7 薛永平

办公室

主任
13803475762 旅游扶贫路

风陵渡中学

对面医院家

属院

柏油路

合计 93



滩区生产生活人员撤离方案表
（黄河龙门站 7600~10000 立方米每秒量级洪水）

行政

区划

土地所属

行政区划

土地权

属单位

或村庄

撤离人

员数量

行政负责人 具体责任人
撤离道路

撤离进

驻村庄

道路

状况
备 注

姓名 职务 联系电话 姓名 职务 联系电话

芮城县

风陵渡镇

芮城河务局 4

崔哲 镇长 15135993638

宋成军 支书 13593553028 旅游扶贫路 赵村 柏油路赵村 2

土地局农业

生态园
5

田村 17 王建峰 村支书 13934895788 旅游扶贫路 田村 柏油路

西阳 58 裴叔学 村支书 13593553879 旅游扶贫路 西阳 柏油路

晋龙盛供水

有限公司
7 薛永平

办公室

主任
13803475762 旅游扶贫路

风陵渡中学

对面医院家

属院

柏油路

合计 93



滩区生产生活人员撤离方案表
（黄河龙门站 10000~12700 立方米每秒量级洪水）

行政

区划

土地所属

行政区划

土地权

属单位

或村庄

撤离人

员数量

行政负责人 具体责任人
撤离道路

撤离进

驻村庄

道路

状况

备

注姓名 职务 联系电话 姓名 职务 联系电话

芮城县

风陵渡镇

芮城河务局 4

崔哲 镇长 15135993638

宋成军 支书 13593553028 旅游扶贫路 赵村 柏油路赵村 2

土地局农业

生态园
5

田村 17 王建峰 村支书 13934895788 旅游扶贫路 田村 柏油路

西阳 58 裴叔学 村支书 13593553879 旅游扶贫路 西阳 柏油路

匼河 8 韩红武 村支书 13834476038 旅游扶贫路 匼河 柏油路

晋龙盛供水

有限公司
7 薛永平

办公室

主任
13803475762 旅游扶贫路

风陵渡中学

对面医院家

属院

柏油路

合计 101



滩区生产生活人员撤离方案表
（黄河龙门站 12700~16400 立方米每秒量级洪水）

行政

区划

土地所属

行政区划

土地权

属单位

或村庄

撤离人

员数量

行政负责人 具体责任人
撤离道路

撤离进

驻村庄

道路

状况
备 注

姓名 职务 联系电话 姓名 职务 联系电话

芮城县

风陵渡镇

芮城河务局 4

崔哲 镇长 15135993638

宋成军 支书 13593553028 旅游扶贫路 赵村 柏油路赵村 2

土地局农业

生态园
5

田村 17 王建峰 村支书 13934895788 旅游扶贫路 田村 柏油路

西阳 58 裴叔学 村支书 13593553879 旅游扶贫路 西阳 柏油路

匼河 8 韩红武 村支书 13834476038 旅游扶贫路 匼河 柏油路

晋龙盛供水

有限公司
7 薛永平

办公室

主任
13803475762 旅游扶贫路

风陵渡中学

对面医院家

属院

柏油路

合计 101



滩区生产生活人员撤离方案表
（黄河龙门站 16400~20000 立方米每秒量级洪水）

行政

区划

土地所属

行政区划

土地权

属单位

或村庄

撤离人

员数量

行政负责人 具体责任人
撤离道路

撤离进

驻村庄

道路

状况
备 注

姓名 职务 联系电话 姓名 职务 联系电话

芮城县
风陵渡镇

芮城河务

局
4

崔哲 镇长 15135993638

宋成军 支书 13593553028 旅游扶贫路 赵村 柏油路赵村 2

土地局农

业生态园
5

田村 17 王建峰 村支书 13934895788 旅游扶贫路 田村 柏油路

西阳 58 裴叔学 村支书 13593553879 旅游扶贫路 西阳 柏油路

匼河 8 韩红武 村支书 13834476038 旅游扶贫路 匼河 柏油路

晋龙盛供

水有限公

司

7 薛永平
办公室

主任
13803475762 旅游扶贫路

风陵渡中

学对面医

院家属院

柏油路

合计 101



滩区生产生活人员统计表

序

号

土地

所属

行政

区划

土地

权属

单位

或村

庄

撤离

人员

数量

(人)

行政负责人 具体负责人 滩区撤离人员具体情况

撤离

道路

撤离

进驻

村庄

道路

状况

撤离

车辆姓

名

职

务

联

系

电

话

姓

名

职

务

联

系

电

话

单位

名称
姓名

性

别

年

龄
联系方式 居住地点

经营

方式

1

风
陵
渡
镇

芮城

河务

局

4

崔
哲

风
陵
渡
镇
镇
长

1
5
1
3
5
9
9
3
6
3
8

宋

成

军

赵

村

党

支

部

书

记

1

3

5

9

3

5

5

3

0

2

8

凤岭

农家

尚成麦 男 64

15935948029
凤凰咀工

程 4#垛坝

前餐饮船

餐饮

船经

营

凤凰

咀防

汛道

路

赵村
柏油

路

自备

农用

车

宁秀根 女 64

尚英武 男 37

李卜霞 女 37

2 赵
村

2
凤凰

农家

杨冬安 男 33
15035433933

凤凰咀工

程 1#坝
农家

乐尚丽英 女 32

3

土
地
局
农
业
生
态
园

5

土地

局农

业生

态园

杨新治 男 68

13994856568
土地局农

业生态园

园林

苗木

管护

刘得兴 男 65

杨北宽 男 62

杨长治 男 75

杨旦娃 男 66

小计 11



滩区生产生活人员统计表

序

号

土地

所属

行政

区划

土地

权属

单位

或村

庄

撤离

人员

数量

(人)

行政负责人 具体负责人 滩区撤离人员具体情况

撤离

道路

撤离

进驻

村庄

道路

状况

撤离

车辆姓

名

职

务

联

系

电

话

姓

名

职

务

联

系

电

话

单位

名称
姓名

性

别

年

龄
联系方式 居住地点

经营

方式

4

风
陵
渡
镇

田
村

2

崔
哲

风
陵
渡
镇
镇
长

1
5
1
3
5
9
9
3
6
3
8

王

建

峰

田

村

党

支

部

书

记

1
3
9
3
4
8
9
5
7
8
8

普通 荣全学 男 69 李长义

15035973279

田村滩

种地

养猪

旅游

扶贫

路

田村

柏油

路

自备

农用

车

农户 张喜珍 女 69

5 1
普通

农户
王万林 男 70 15635953984 种地 田村

6 2
普通

农户

王富长 男 79 王万林

15635953984
种地 田村

刘招枝 女 74

7 4
普通

农户

王满意 男 60
13753929439 养猪

匼河
村丈
人家王军明 男 37

8 2
普通

农户

李长义 男 76
15035973279 种地 焦芦

张万青 女 73

9 2
普通

农户

王步恩 男 51 王满意

13753929439
种地 田村

孙慧青 女 51

10 2
普通

农户

王红岩 男 36
18235903317 养猪 阳贤

赵小英 女 35

11 2
普通

农户

王丙强 男 52
13834729122 种地 田村

宁艳霞 女 51
小计 17



滩区生产生活人员统计表

序

号

土地

所属

行政

区划

土地

权属

单位

或村

庄

撤离

人员

数量

(人)

行政负责人 具体负责人 滩区撤离人员具体情况

撤离

道路

撤离

进驻

村庄

道路

状况

撤离

车辆姓

名

职

务

联

系

电

话

姓

名

职

务

联

系

电

话

单位

名称
姓名

性

别

年

龄
联系方式

居住

地点

经营方

式

12

风
陵
渡
镇

西
阳

2

崔
哲

风
陵
渡
镇
镇
长

15135993638

裴
叔
学

西
阳
村
党
支
部
书
记

13593553879

普通

农户

裴苏民 男 58
13834729162

西
阳
滩

养羊

旅
游
扶
贫
路

西阳

柏
油
路

自
备
农
用
车

裴瑞林 男 37

13 1 普通

农户
王建林 男 48 13453935939 养羊

14 1 普通

农户
张国峰 男 47 13111197725 种地

15 2 普通

农户

张自勤 男 54
15135906950 种地

张拉万 女 51

16 1 普通

农户
裴自发 男 64 15135906950 种菜

17 2 普通

农户

张长计 男 69
15235953230 葡萄园

裴冬雪 女 69

18 4

国东

牧业

有限

公司

李勇海 男 61 13934090883

养牛 王坪
宁社会 男 57 15334467309

任金师

19 1
普通

农户
张随苗 男 54 养羊 西阳



滩区生产生活人员统计表

序

号

土地

所属

行政

区划

土地

权属

单位

或村

庄

撤离

人员

数量

(人)

行政负责人 具体负责人 滩区撤离人员具体情况

撤离

道路

撤离

进驻

村庄

道路

状况

撤离

车辆姓

名

职

务

联

系

电

话

姓

名

职

务

联

系

电

话

单位

名称
姓名

性

别

年

龄
联系方式

居住地

点

经营

方式

20

风
陵
渡
镇

西
阳

2

崔
哲

风
陵
渡
镇
镇
长

1
5
13

5
99

3
63

8

裴
叔
学

西
阳
村
党
支
部
书
记

1
3
59

3
55

3
87

9

普通

农户
张治红 男 43 15535993756

西
阳
滩

养羊

旅
游
扶
贫
路

西阳

柏
油
路

自
备
农
用
车

21 2
普通

农户

张飞雷 男 37 18235955523

李 英 女 39

22 4
普通

农户

裴富民 男 72

养羊
裴富正 男 71

张学民 男 52

张自力 男 59

23 2
普通

农户
姚 平 男 55 15935591336 养猪

西阳24 2
普通

农户
张建哲 男 13453906427

葡萄

园

25 2
普通

农户
张纪民 男 75 15835976480 养羊



滩区生产生活人员统计表

序

号

土地

所属

行政

区划

土地

权属

单位

或村

庄

撤离

人员

数量

(人)

行政负责人 具体负责人 滩区撤离人员具体情况
撤

离

道

路

撤离进驻

村庄

道路

状况

撤离

车辆
姓

名

职

务

联

系

电

话

姓

名

职

务

联

系

电

话

单位

名称
姓名

性

别

年

龄
联系方式

居住

地点

经营

方式

26 5

众犇

牧业

有限

公司

杨自忠 男 50 13994856380

黄牛

养殖

风陵渡开

发区凤凰

花园公司

所在地

苏当朝 男 61 15334467309
苏永会 男 61
李麦麦 男 59
姚田军 男 65

27 2
普通

农户
张发定 男 40 15535935058

西瓜

种植

西阳

28 1
普通

农户
张金安 男 56 15386890598

西瓜

种植

29 10
陕西

外来

人员

张增宽 男 13467203788
西瓜

种植

30 6
江苏

外来

人员

张东周 男 17634032345
水稻

种植

31 2
普通

农户
闫建峰 男 55 13753929542 养羊

小计 58



滩区生产生活人员统计表

序

号

土

地

所

属

行

政

区

划

土

地

权

属

单

位

或

村

庄

撤离

人员

数量

(人)

行政负责人 具体负责人 滩区撤离人员具体情况

撤

离

道

路

撤

离

进

驻

村

庄

道

路

状

况

撤

离

车

辆

姓名 职务
联系电

话
姓名 职务

联

系

电

话

单位

名称
姓名

性

别

年

龄
联系方式

居住

地点

经

营

方

式

32

风
陵
渡
镇

匼

河

2

崔
哲

风
陵
渡
镇
镇
长

1
5
1
3
5
9
9
3
6
3
8

韩

红

武

匼河

村党

支部

书记

1

3

8

3

4

4

7

6

0

3

8

普通

农户

刘建高 男 53 15035911096

匼河

滩

养

羊

旅

游

扶

贫

路

西

阳

柏

油

路

自

备

农

用

车

刘艳丽 女 51 15835965101

33 2
普通

农户

刘德新 男 63
13734275807

种

地

西

阳杨多女 女 63

34 2
普通

农户

刘新民 男 76 15296771351 种

地

北

园程苏青 女 75

35 2
普通

农户

范万民 男 73 15110457281 种

地

西

城常翠莲 女 70

小计 8



滩区生产生活人员统计表

序

号

土地

所属

行政

区划

土地

权属

单位

或村

庄

撤离

人员

数量

(人)

行政负责人 具体负责人 滩区撤离人员具体情况

撤离

道路

撤离

进驻

村庄

道路

状况

撤离

车辆姓

名

职

务

联

系

电

话

姓

名

职

务

联

系

电

话

单位

名称
姓名

性

别

年

龄
联系方式 居住地点

经营

方式

36
风
陵
渡
镇

晋龙

胜供

水有

限公

司

7 崔
哲

风
陵
渡
镇
镇
长

1
5
1
3
5
9
9
3
6
3
8

薛

永

平

办

公

室

主

任

1
3
8
0
3
4
7
5
7
6
2

晋龙

胜供

水有

限公

司

吴建升 男 54 13994969685

滩区

向大

唐电

厂提

供水

源

旅游

扶贫

路

风陵

渡中

学对

面医

院家

属院

薛永

平处

柏油

路

自备

农用车

李治玉 男 54

张治昂 男 54

韩喜春 男 49

杜五四 男 47

孙忠义 男 45

王帅 男 29

小 计 7

合 计 101



附件 2

黄河小北干流芮城河段防洪工程查险、
抢险预案

一、查险

（一）查险责任

风陵渡镇人民政府防汛指挥部负责落实行政责任人、群众查

险队伍。河务局和黄河防汛抢险工程管委会负责落实查险技术责

任人和查险队伍。

（二）查险内容

查险人员主要巡查河势及工程靠流情况，滩、岸情况，水位

变化情况，防洪工程土坝体及根、坦石情况等。查险人员要认真

填写观测记录，并签名负责。

（三）查险要求

根据洪水预报，河务局和黄河防汛抢险工程管委会岗位责任

人应在洪水来临前 8小时驻防分管工程，风陵渡镇人民政府防汛

责任人应根据分工情况，在洪水来临前 6小时驻防工程，查险人

员应在洪水来临 4小时到达所承担的查险工程。各责任人应按规

定完成查险的各项准备工作，并对工程进行普查，发现问题，及

时处理。

1．黄河龙门站发生 2200立方米每秒以下流量，工程相对安



全。此时，加强靠流工程观测力度，每天巡查观测次数不少于 3

次，对不靠流工程，也要每周巡查观测次数不少于一次。

2．黄河龙门站发生 2200 立方米每秒以上、5000 立方米每

秒以下洪水时，所有工程每天要巡查观测次数不少于 4次，对于

工程基础浅或大溜顶冲时间较长的坝垛，要适当增加巡查、观测

次数，并认真做好记录。发现险情，及时上报，并采取措施果断

处置。

3．黄河龙门站洪水达到或超过 5000立方米每秒时，所有查

险人员分组轮班不间断巡查，注意“五时”，做到“三清”、“三

快”。

二、报险

工程报险应遵循“及时、准确、全面、负责”的原则，落实

专人负责。

（一）险情划分

工程险情依据严重程度、规模大小、抢护难易等分为一般险

情、较大险情、重大险情三级。

（二）报险内容

险情报告以书面形式为主，应有“一表、一图、一说明”，

其主要内容应包括：

1．出险时间、地点、位置、部位及各种代表尺寸。

2．险情发展经过、出险原因、险情类别，预估发展趋势及

危害程度。



3．河势现状、发展趋势预估。

4．拟采取的抢护措施，预估主要工程量、投资等。

5．出险工程平面图（包括河势）、抢护断面图等。

险情报告除执行正常的统计上报外，一般险情由县河务局报

至山西黄河河务局防汛办公室。较大险情或重大险情由县河务局

上报山西黄河河务局防汛办公室，同时抄报同级政府防汛指挥

部。

（三）报险时限

在巡查过程中，当巡坝查险人员发现险情或异常情况时，水

利、河务部门应立即对险情类别、程度进行初步鉴别后，再逐级

上报。如发生较大险情或重大险情时，要在 10分钟内电话报至

所在县防汛办公室。

县河务局防汛办公室在接到较大险情、重大险情报告后，要

派出专人立即对出险部位进行检查、核实，研究抢护措施，及时

组织抢护的同时，在 30分钟内电话报至山西黄河河务局防汛办

公室，1小时内将险情书面报告报至山西黄河河务局防汛办公室。

山西黄河河务局防汛办公室在接到险情书面报告后，应尽快报上

黄河防总办公室。

各级防汛办公室在接到较大险情、重大险情报告并核准后，

应在 10分钟之内向同级防汛指挥部指挥长报告。

三、抢险

河道工程的防汛抢险实行地方行政首长负责制，应贯彻“安



全第一，常备不懈，以防为主，全力抢险”的方针，做到抢早、

抢小。

河务局发现险情后，在及时报告的同时，应立即组织抢护。

对较大险情或重大险情，在紧急情况下可边报告、边抢护。

县防汛指挥部在县河务局抢险力量不足、难以控制险情时，

要及时动员组织群众队伍和社会团体、群众备料等人力、物力，

采取一切措施，全力进行抢护，千方百计确保工程不垮坝、不决

口，减小损失程度。

（一）抢险方案编制

工程出险后，应及时拟定抢险方案。较大险情或重大险情的

抢险方案由山西黄河河务局会同芮城河务局共同组织编制。一般

险情的抢护方案由芮城河务局组织编制。

1．抢险方案主要内容。

在制定抢险方案时，要因地制宜，较大险情或重大险情的抢

险方案内容主要包括：险情性质及发展预估，抢护具体技术措施，

需要人员数量及到达时间，需要各种料物数量、规格及到达时间，

需要各部门完成的工作及时间要求等。

2．抢险技术措施遵循的主要原则。

对抢险技术措施遵循的原则主要分两类：

第一类：对老工程或根石基础较深的工程，抢护措施主要以

抛块石为主，当流速较大冲刷强烈时，可加抛铅丝笼石护根。

第二类：对新修工程或刚靠流的工程，以加固根基、保护坝



胎为主，坝坦部分尚未露出土胎时，尽量按原状恢复，已露出土

胎的，暂以抛柳石枕减缓冲刷，再抛石护根抢护，待河势及险情

稳定后，再按原设计断面恢复。

（二）抢险组织

一般险情抢险方案由县河务局局长或县水利局局长签署后

组织实施。较大险情或重大险情工程抢险方案由县防汛指挥或成

立的抢险指挥部指挥签署并组织实施。较大险情或重大险情的抢

险方案应报黄河防总办公室和芮城县防汛指挥部办公室备核。

四、核查

（一）芮城河务局防办在接到险情报告后，应立即进行核实

并及时组织抢护。

（二）抢险过程中，河务局防办要认真、负责、及时、准确

地统计用工、用料，严禁虚报、谎报，防止漏报。

（三）抢险结束后，一般险情和较大险情抢险实际用料数量

由山西黄河河务局进行核实。重大险情抢险用料数量由黄河防总

办公室或黄河防总办公室委托有关单位进行核实。根据核查结

果，相应办理储备料物核减手续。

五、资料整理

（一）抢险过程中，芮城河务局要及时搜集、整理各项抢险

技术资料。抢险结束后，要及时写出抢险总结。一般险情或较大

险情的抢险总结，由芮城河务局报至山西黄河河务局，重大险情

的抢险总结由山西黄河河务局报至黄河防总办公室。



（二）抢险总结上报时间要求：一般险情，抢险结束后五日

内上报；较大险情抢险结束后十日内上报；重大险情抢险结束后

十五日内上报。

（三）为了及时、全面、准确地掌握各处工程运行情况，各

级防办要建立工程查险登记、统计制度，建立工程查险、抢险数

据库。

附表： 1．工程查险责任人统计表

2．黄河防洪工程主要险情分类分级表



附表 1

工程查险责任人统计表

序号
工 程

名 称

行 政 负 责 人 河务局负责人 技 术 负 责 人

姓 名 职 务 姓 名 职 务 姓 名 联系电话

1 凤凰咀工程 崔 哲 风陵渡镇镇长 董伟峰 副局长 杜永兴 13834464333

2 匼河工程 崔 哲 风陵渡镇镇长 董伟峰 副局长 杜永兴 13834464333



附表 2

黄河防洪工程主要险情分类分级表

工程类别 险情类别

险情级与特征

重大险情 较大险情 一般险情

险工

护岸

工程

根石坍塌 根石台墩蛰入水 2米以上 其它情况

坦石坍塌 坦石顶墩蛰入水 坦石顶坍塌至水面以上坝高 1/2 坦石局部坍塌

坝基坍塌 坦石与坝基同时滑塌入水 非裹护部坍塌至坝顶 其它情况

坝裆后溃 坍塌坝高 1/2以上 坍塌坝高 1/2～1/4 坍塌坝高 1/4以下

坝垛漫顶 各种情况

控导

护滩

工程

根石坍塌 各种情况

坦石坍塌 坦石入水 2米以上 坦石未入水

坝基坍塌 根坦石与坝基土同时消失 坦石与坝基同时滑塌入水2米以上 其它情况

坝裆后溃 连坝全部冲塌 连坝被冲塌 1/2以上

漫 溢 裹护段坝顶冲失 坝顶原形全部破坏 坝顶原形尚存



附件 3

黄河小北干流芮城河段防汛物资保障预案

黄河防汛物资是黄河防汛抢险的重要物质基础。为保障辖

区防汛物资供应，确保黄河防洪安全，根据《防洪法》《黄河防

汛物资管理办法》，特制订本预案。

一、黄河防汛物资储备情况

黄河防汛物资储备遵循国家储备、社会团体储备、群众备

料相结合及“统一领导、分级负责、归口管理”的原则，各级

各部门必须落实好防汛物资,做好储备与管理工作，确保物资供

应。

（一）国家储备物资

国家储备黄河防汛物资是指中央财政安排资金购置，由河

务局储备的防汛物资，包括防汛抢险储备的专用物资和基建工

程竣工后转入的物料。储备的物资品种主要包括石料、铅丝（含

网片）、麻绳、编织袋、帐篷、抢险活动房、土工布、救生衣、

冲锋舟、发电机组、抢险照明车、木桩及常用工器具等。主要

存储在县河务局及工区的防汛物料库。

（二）社会团体储备物资

社会团体储备的防汛物资是指社会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团

体生产或销售储备可用于防汛抢险的物资。这些物资是为弥补

国家储备防汛物资不足，保证抗洪抢险需要而储备的。该类物



资由县防汛指挥部向有关单位、部门下达储备任务并督查落实

到位。主要包括各种抢险设备、交通运输工具、通信工具、救

生器材、发电照明设备、铅丝、麻料、袋类、蓬布、木材、钢

材、水泥、砂石料、燃料及生活保障用品等。

（三）群众备料

群众备料是根据当地资源和抢险需要，群众自有的可用于

防汛抢险的物资。主要包括抢险工器具、各种运输车辆、树木

及柳秸料等。该类物资由县防汛指挥部责成乡（镇）政府及村

民委员会根据抗洪抢险需要进行安排并督查落实到位。由县防

汛指挥部下达调配指令。

二、防汛物资调度程序

（一）防汛物资调度原则

黄河防汛物资的调用按照“满足急需、先主后次、先近后

远、先内后外”的原则。县防指按照管理权限负责所辖范围内

防汛物资供应和调度工作。

（二）防汛物资调度程序

1．国家防汛物资调用程序：县河务局负责本局防汛物资调

配与管理，在本局储备物资不能满足抢险需要时，应及时向山

西黄河河务局提出物资调用申请，申请的内容包括用途、品名、

规格型号、数量、运往地点及时间要求等，经山西黄河河务局

审批后，向其它县（市）河务局发调拨令，并由被调拨单位负

责及时运送到指定地点。若情况紧急，可先电话申请，然后及



时补办手续。

2．县储备物资不能满足本地防汛抢险需求时，应及时向芮

城县防汛指挥部提出物资调用申请，由芮城县防汛指挥部在管

辖范围统一调配。芮城县防汛储备物资在满足不了当地抗洪抢

险需要时，由市防汛指挥部向山西省防汛抗旱总指挥部申请调

拨，省防汛抗旱总指挥部统一调配。

3．防汛物资的运输主要由储备单位负责提供运输车辆，保

障防汛物资的及时到位。调拨防汛物资的价款及所发生的运杂

费，均由申请单位承付，调拨单位负责结算。从其它地区调入

的黄河防洪抢险物资，县主管部门要认真做好物资的验收交接

手续，并向市防汛指挥部及时反馈执行情况。

（三）防汛石料使用权限

1．防汛抢险使用备防石，必须严格执行报批手续，不得超

越审批权限自行用石，紧急抢险时可边使用、边申报。

2．地方管理的河道工程抢险动用备防石按照地方有关规

定、办法严格执行。

3．黄委管理的工程抢险动用备防石参照《黄河水利工程维

修养护经费管理办法（试行）》中第三十四条规定执行：抢险动

用备防石在 1000方以内，由县（市）黄河河务局批准，报山西

黄河河务局备案；抢险动用备防石在 1000-2000 方的（含 1000

方），由县（市）黄河河务局报山西黄河河务局批准，抄报黄河

防总办公室备核；抢险用石超过 2000方（含 2000方）以上的，



由山西黄河河务局报黄河防总办公室批准。

4．抢险结束后，对实际用石量进行核查，并按程序备案，

各种原始凭证要存档备查，据此核减备防石数量。

三、防汛物资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落实调度和保管责任。防汛物资保

障工作实行地方行政首长负责制,工作人员岗位责任制，相互配

合、协调一致的运行机制。做好防汛物资保障工作是抗洪抢险

救灾的关键，应以政府保障为主线，一级保一级，形成完整的

保障体系。

（二）防汛物资供应、调度实行专人负责，明确责任制，

加强管理，严明纪律，严格制度，认真执行物资调用报批程序。

（三）汛前，由各级人民政府对社会团体和群众储备的防

汛物资进行督查落实，按品种、数量、地点、责任人、联系电

话等进行登记造册，以备汛期随时调度使用。

（四）认真做好各类防汛物资准备工作。按照防汛任务，

立足于防大汛、抗大洪、抢大险、救大灾，结合实际，制定物

资保障措施。各有关单位对所管理的国家防汛物资、抢险设备

等，要认真进行全面检查、维修、养护及加工制成可直接能为

抢险使用的物资（如麻料加工成绳，铅丝编成网片等），确保储

备物资完好配套。要结合物资调度工作内容，成立工作小组（如

物资采购组、交通运输保障组、物资供应组、设备保障组、信

息资料组等），做好物资供应保障工作。



防汛物资供应部门定时检查防汛物资的储备情况，发现问

题，及时处理，保证防汛物资的数量和质量，使机械运输设备

保持完好。出现险情时，组织力量将防汛物资按时运至出险地

点，并及时统计、上报、补充抢险中所消耗的防汛物资。

（五）按照上级下达的防汛物资补充计划，认真组织落实，

保证储备到位。重点要落实好防汛石料料源与运输力量，确保

防汛石料货源充足，运输及时，满足紧急调用。

（六）大型抢险机械设备不足部分，要与社会上有机械设

备的单位预先签订协议，保证抢险救灾的需要。

（七）全面预筹物资调运对策，保障抢险物资供应。要以

保障供应、反应快速为目标，从提高保障时效出发，对运输车

辆、道路通行状况、物资装卸及运输安全等进行充分预筹，制

定有效措施，切实做好物资调度保障工作。在调运防汛料物的

关键时期，公安、交通部门要为防汛物资运输畅通保驾护航。

运输防汛物资，必须做到“料源、运力、路线、人员、联系方

式”五落实。在黄河防汛关键时期，各物资保障单位，除负责

做好本级防汛物资保障工作外，还要做好所储备物资向外地区

调度的准备，一旦上级防办有调令下达，迅速组织，及时调运

到位。

（八）加强物资信息沟通，为防汛指挥决策提供依据。在

黄河防汛关键时期，定期向上级防办报告防汛物资储备消耗情

况，沟通可供物资资源信息，使上级防办及时掌握总体情况，



进行科学部署，实施有效调度，使有限的防汛物资器材用在最

关键、最需要的地方。

（九）在紧急防汛期，各级防汛指挥机构根据防汛抢险需

要和有关调度程序，可在管辖范围内调用物资、设备以及交通

运输工具，并在汛期结束后，及时归还。如造成损坏或无法归

还的，按照有关规定给予补偿。

附表：1．国家储备防汛石料统计表

2．国家储备主要防汛物资及常用工器具统计表

3．社会储备防汛物资供应分布表

4．大型抢险机械设备社会资源调查表

附图：社会储备防汛物资分布示意图



附表 1

国家储备防汛石料统计表

名 称 单 位 数 量
储 备

定额量
储存地点

距工程

距 离

（千米）

集 结

时 间

（小时）

负责人 联系电话 备 注

石料 方 5528.5 3600 凤凰咀工程 0 0 王自安 13403489070

7500 4500 凤凰咀

上延工程
0 0 王自安 13403489070



附表 2

国家储备主要防汛物资及常用工器具统计表

名 称
单

位

数

量

储 备

定额量
储存地点

距工程

距 离

（千米）

集 结

时 间

（小时）

负责人 联系电话 备 注

主要防汛物资

铅丝（含铅丝笼） 吨 7.67 1.8 凤凰咀工程 5#坝物料库 3 0.5 王自安 13403489070

铅丝笼 个 99 凤凰咀工程 5#坝物料库 3 0.5 王自安 13403489070

编织袋 条 13300 凤凰咀工程 5#坝物料库 3 0.5 王自安 13403489070

麻 袋 条 500 凤凰咀工程 5#坝物料库 3 0.5 王自安 13403489070
麻 绳 吨 4.28 1.44 凤凰咀工程 5#坝物料库 3 0.5 王自安 13403489070

救生衣 件 50 24 凤凰咀工程 5#坝物料库 3 0 王自安 13403489070

木 桩 根 396 72 凤凰咀工程 5#坝物料库 3 0.5 王自安 13403489070
查水灯具 个 40 凤凰咀工程 5#坝物料库 3 0.5 王自安 13403489070
冲锋舟 艘 1 1 凤凰咀工程 5#坝物料库 3 1 王自安 13403489070

发电机组
千

瓦

77
6

凤凰咀工程 5#坝物料库 2 0.5 王自安 13403489070 2台
20 芮城河务局机关 1 1.5 王自安 13403489070 1台

常用工器具 王自安 13403489070

撬 杠 根 10 凤凰咀工程 5#坝物料库 3 1 王自安 13403489070



附表 2 续表

国家储备主要防汛物资及常用工器具统计表

名 称
单

位

数

量

储 备

定额量
储存地点

距工程

距 离

（千米）

集 结

时 间

（小时）

负责人 联系电话 备 注

大 锤 把 5 凤凰咀工程 5#坝物料库 3 1 王自安 13403489070

手 锤 把 10 凤凰咀工程 5#坝物料库 3 1 王自安 13403489070

月牙斧 把 10 凤凰咀工程 5#坝物料库 3 1 王自安 13403489070

手 钳 把 5 凤凰咀工程 5#坝物料库 3 1 王自安 13403489070

铁 锨 把 25 凤凰咀工程 5#坝物料库 3 1 王自安 13403489070

摸水杆 根 10 凤凰咀工程 5#坝物料库 3 1 王自安 13403489070

口 哨 个 5 凤凰咀工程 5#坝物料库 3 1 王自安 13403489070

机动三轮车 辆 1 凤凰咀工程 5#坝物料库 3 1 王自安 13403489070

手 娥 把 1 凤凰咀工程 5#坝物料库 3 1 王自安 13403489070

镐 把 5 凤凰咀工程 5#坝物料库 3 1 王自安 13403489070



附表 3

社会储备防汛物资供应分布表

名 称
单

位

数

量
储存地点

距工程

距 离

（千米）

集 结

时 间

（小时）

负责人 联系电话 备 注

石 料

土 料 方 500 赵村村南土场 1.5 2 崔 哲 15135993638

编织袋 条 2400 风陵渡镇土产公司 3 2 崔 哲 15135993638

麻 袋 条 840 风陵渡镇土产公司 3 2 崔 哲 15135993638

柳 料 吨 6 赵村村南 1.5 2 崔 哲 15135993638

装载机 台 2 风陵渡镇堡子村 3.2 2 崔 哲 15135993638

自卸汽车 辆 10 风陵渡镇赵村、堡子村 2—3.2 2 崔 哲 15135993638



附表 4 大型抢险机械设备社会资源调查表
序号

商户/单位
名称

位 置
设 备
名称

数 量
（台套）

型号/指标
设备
购置
年限

目前设备
租用率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备 注

一 挖掘机 1
风陵渡
东柏台村

风陵渡
东柏台村

挖掘机 1 现代 225/1.5方 2010 50% 董明忍 13835897290 距凤凰咀
工程 8千米

二 装载机 4

西太阳沙场
风陵渡
涧口滩

装载机 4 龙工 50/3方 2010 80% 杨爱平 13835956781 距凤凰咀
工程 8千米

三 推土机 1
阳城镇
秦娃轮窑

阳城镇
常村

推土机 1 东方红/802
（80马力 99千瓦）

2002 40% 姚勤娃 13834373468 距凤凰咀
工程 8千米

四 自卸汽车 4
风陵渡

西太阳车队
风陵渡

西太阳村
自卸车 1 时代金刚 668/15吨 2009 70% 姚养兴 13935970512

距凤凰咀
工程 10千米

风陵渡
西太阳车队

风陵渡
西太阳村

自卸车 1 时代金刚 668/15吨 2009 70% 封文学 13103597493

风陵渡
西太阳车队

风陵渡
西太阳村

自卸车 1 时代金刚 668/15吨 2009 70% 刘小雨 15034565280

风陵渡
西太阳车队

风陵渡
西太阳村

自卸车 1 时代金刚 668/15吨 2009 70% 李金刚 13753962496

五 吊 车 2
风陵渡
东柏台村

风陵渡
东柏台村

吊 车 2 长江 25/25吨 2007 75% 董明忍 13835897290 距凤凰咀
工程 8千米

六 大型平板车 1
风陵渡
东柏台村

风陵渡
东柏台村

大型平
板车

1 解放/1140（30吨） 2010 50% 董明忍 13835897290 距凤凰咀
工程 8千米

合计 13

备注：大型抢险机械设备主要包括：挖掘机、装载机、自卸车、推土机、吊车、大型平板车、发电机等。
主要统计河务局所在县范围内大型抢险机械设备。



附图



附件 4

黄河小北干流芮城河段防汛后勤
保障预案

为了做好黄河防汛后勤保障工作，确保抗洪抢险工作顺

利进行，结合黄河小北干流芮城河段黄河防汛工作实际，制

订本预案。

一、基本任务

黄河防汛后勤保障的基本任务是：协调社会各界人力、

物力、财力和各种技术保障力量，迅速、及时地为各类防汛

队伍和参加抗洪抢险活动的人员以及抗洪抢险斗争提供有

效的物资、生活、交通、卫生、接待等保障工作，保持防汛

队伍的战斗力，保证抗洪抢险顺利进行。

二、基本原则

黄河防汛后勤保障的基本原则是：周密考虑，充分准备；

突出重点，全面保障；明确职责，按级保障；就近靠前，远

近结合；协同各种组织，动员全社会力量全力保障。

（一）周密考虑，充分准备。后勤保障机构、人员根据

所辖河段的特点和防洪任务，与指挥机构和保障对象保持密

切联系，了解抗洪抢险工作进程和需要，制定切实可行的保

障预案。做好常备后勤保障物资的储备工作，落实临时所需

物品的采购地点、运输方式、运输路线、到达时限以及供应、



分发措施，一旦洪水来临，要人有人，要物有物。并提前做

好概算，使后勤保障与抗洪抢险实际需要相一致，保证紧急

情况下的防汛后勤保障工作紧张有序，忙而不乱。

（二）突出重点，全面保障。后勤保障的重点应放在抗

洪抢险一线，如多处发生险情，重点保障抢大险的现场需要，

特别是关系大局的关键部位的抗洪抢险，必须全力保障。同

时，根据汛情的发展、变化，及时调整保障重点。把电力、

交通、通信、抢险机械、重要物资的保障作为生命线来对待。

在重点保障的同时，统筹安排，兼顾一般，有计划、有步骤

地组织实施全面保障。

（三）明确职责，按级保障。防汛抢险后勤保障要在行

政首长统一领导下，分级负责、密切配合。以政府保障为主

线，一级保障一级。参加抗洪抢险的群众防汛队伍的后勤保

障由县乡两级防指负责；防汛指挥机构的后勤保障由同级防

汛抗旱指挥部后勤保障部门负责；解放军和武警部队的后勤

保障由当地政府和解放军、武警部队后勤部门共同负责，部

队自行保障与地方保障相结合；黄河群防骨干队伍的后勤保

障由各级黄河河务部门负责。省、市、县、乡、村分级保障，

各级有关部门分工负责，各有侧重。上一级后勤保障机构要

全面掌握情况，搞好协调。各级各部门及时了解保障需要，

拾遗补缺，使整个后勤保障工作及时到位。

（四）就近靠前，远近结合。后勤保障以就近靠前保障

为主，抢险队伍的食宿安排在靠近抢险现场，做到靠前、就



近保障。对于流量大、战线长的大洪水，确实无法就近保障

时，采取远近结合、以近为主的保障方法。

（五）协同各种组织，动员全社会力量全力保障。抗洪

抢险是较大规模的人与自然的斗争，当洪水灾害危及人民生

命财产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时，抗洪抢险便成为压倒一切的

中心任务，其后勤保障也相应成为全社会的协同保障。此时

由防汛抢险后勤保障机构根据实际情况组织和动员社会力

量，为抗洪抢险提供全面、充足的保障。

三、保障内容

（一）物资保障。根据各级洪水可能发生的险情，各级

后勤保障机构对防汛抢险后勤保障所需物资的品种、数量、

采购地点、运输方式等制定预案，对后勤保障物资的储备量

和临时补充量以及经费概算做到心中有数，一旦抗洪抢险斗

争展开，确保后勤保障物资迅速跟上。同时，要严格后勤保

障物资储备、购买、发放的管理手续，避免物资流失，减少

不必要的浪费。具体操作方案参照《防汛抢险物资保障方案》

执行。

（二）技术保障。随着防汛抢险机械化程度的不断提高，

技术保障成为确保抗洪抢险顺利进行的重要保证。县级防指

后勤保障机构平时组织具有一定技术水平的机械维护人员，

对抢险车辆、机械、电器等进行维护、维修，保证各类机械

设备的完好率。抗洪抢险时，若专业技术人员不足，由县级

后勤保障机构组织协调社会技术保障力量，对抢险机械实施



迅速、有效的维修保障。

（三）生活保障。根据汛情和防汛抢险机构运行情况，

后勤保障机构对同级防汛指挥人员和各类防汛队伍的生活

所需适时做出计划安排，保障各级防汛指挥人员、各类防汛

队伍的饮食、住宿、日用生活必需品的供应，协调有关单位、

部门，划分区域，组织货源，就近保障，确保防汛人员以充

沛的精力参加抗洪抢险。同时做好与抗洪抢险有关人员（如

指挥、视察的领导、专家，兄弟单位、社会各界的支援、慰

问人员，新闻报道人员等）的生活保障。

在抢险地点，重点为抢险队员创造良好的生活条件。抗

洪抢险延续时间较长，劳动强度极大，加之受天气炎热、暴

雨泥泞等恶劣的气候和环境影响，抢险队员体力消耗十分严

重，若不能及时补充足够的营养和得不到充分的休息，将会

损害抢险队员的身体健康，影响抗洪抢险的效率。一是科学

合理地调整膳食结构，食品和饮用水执行严格的卫生标准，

严防食物中毒。同时适量供应一些保健、降温饮品；二是抢

险队伍营地尽量安排在就近抢险现场，尽力为抢险队员创造

相对舒适的休息场所，使抢险队员能够得到较好的休息。

（四）交通保障。各级后勤保障机构对同级防汛指挥机

构所需的车辆及其燃料供应及时做出安排，保障各级防汛指

挥机构的车辆正常运行，县级防指对本辖区的抢险交通做出

预案，在抢险时组织力量适时进行交通管制，维持抢险现场

交通秩序，采取有力措施保证防汛交通道路畅通，确保各类



防汛人员、物资、器材紧急到位，提高抗洪抢险时效。同时，

做好滩区群众撤退时的交通安排，保证群众安全外迁，减少

财产损失。

（五）电力保障。组织电力部门保障各级防汛指挥机构

的电力供应，汛前制订电力保障预案，对供电线路和供电设

施进行检查、维修；并制订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方案，在特殊

情况下发生断电时，能够立即组织修复。各级防汛指挥机构

自备发电机组，汛前检查维修，并进行试车，保证其处于良

好状态，一旦发生断电能够在 15分钟内恢复供电。

（六）卫生和安全保障。根据不同流量级的洪水，各级

卫生保障机构预筹完备的医疗和防疫措施。采取定点医疗和

巡视医疗相结合的方法，组织对防汛抢险伤病人员的医疗、

救护和险情发生地及其区域内的卫生防疫工作，同时落实外

迁群众在撤离途中的医疗救护措施。各类防汛队伍配备卫生

人员和必备药品，解决常见病和轻伤的防治。根据洪水灾害

容易造成受灾地区疫病流行的特点，加强卫生防疫知识的宣

传和疫情防治工作。严格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

防治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

有效控制疫情流行。

在抢险现场，重点做好卫生防疫和安全工作。黄河抗洪

抢险多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下进行，雨淋日晒、污泥浊水，加

之长时间的疲劳作战，可能导致疫病发生，要备足药物，及

时为队员诊治。加强安全知识宣传，使抢险队员了解、掌握



危急情况下的自救和他救措施，避免出现一些溺水、交通等

安全事故，尽最大努力减少或避免人员伤亡。同时，加强治

安工作，维护抢险秩序，保证抢险工作的顺利进行。

（七）接待工作。成立接待工作组，负责上级领导、抗

洪专家和外来支援、慰问人员的接待，安排好食宿。做好各

方救灾、慰问的物资、资金的接收、分发等管理工作。

四、组织体系

黄河抗洪抢险后勤保障工作在县政府行政首长的统一

领导下，建立完善的组织指挥系统。

（一）沿黄防汛指挥部后勤保障

县防汛抗旱指挥部根据所承担的防汛任务，成立后勤保

障领导小组，由分管副县长担任组长，成员由供销、电力、

财政、公安、交通、物资、卫生、宣传等部门有关领导组成。

全面负责辖区黄河防洪抢险的后勤保障工作。

县级后勤保障领导组负责同级人民政府及其防汛指挥

机关的各项后勤保障工作；负责本县群防队伍抗洪抢险期间

后勤保障的协调工作；负责上级机关检查指导人员的接待服

务及有关保障工作；负责外单位和外地区支援，捐赠物资的

接受、保管、分发和来客接待工作。要以政府保障为主线，

一级保障一级，即县、乡、村分级保障，一级对一级负责，

通力合作，共同做好抗洪抢险的后勤保障工作。

（二）河务部门后勤保障

在河务部门独立抢险时，生活保障的基本原则：方便抗



洪抢险，保证食宿安全卫生，以河务部门自我保障为主，当

地防指协调帮助。

1．人员组成。

河务局成立汛期后勤保障领导小组，由河务局分管防汛

的副局长任组长，抽调局机关及一线人员组成。主要承担抢

险期间本局抢险人员与黄河系统内部上级领导的后勤保障。

2．主要职责。

具体负责黄河系统内部上级领导、抗洪专家和新闻记

者、外来支援人员的接待服务，保障指挥机关人员饮食、防

雨、日常生活必需品的供给工作。做好兄弟地区和单位物资、

资金支援的接待、分发和管理。洪水或抢险时，做好物资供

应、电力保障、现场抢险人员生活保障，根据需要规划搭建

抢险指挥部和临时休息点，并设立茶水供应站解决饮水及生

活问题。

3．人员岗位职责。

（1）国家防汛物资保障

做好物资运输、设立现场物资供应站（现场有物资供应

站标志，物资接收人员佩戴收料员袖标，物资供应人员佩戴

物资供应袖标），便于调运到现场的国家储备料物、工器具、

油料、梢料的保管，领发料手续的办理，便于抢险结束后清

理回收各种物资并办理退库手续。

（2）抢险现场生活保障

①当发生较大及以上险情时，需成立抢险现场指挥部，



后勤组人员要及时在抢险现场选择合适位置搭建工棚，上挂

横幅，书写“抢险现场指挥部联络站”（红底黄字），在棚旁

立一红旗，上书写“抢险现场指挥部联络站”（红底黄字）。

建立起具有指挥决策调度职能的组织机构，便于各队伍、各

责任人有指定地点领取任务。

②袖标制作。对参加抢险的地方、河务部门的领导、各

类队伍的负责人、河务部门技术指导人员应佩带的袖标进行

明确区分，制定了使用办法，明确规定“袖标是权利和责任

的象征”，用不同颜色不同名称的袖标来识别参加抢险人员

的身份，便于相识和指挥调度。黄底红字：总指挥、安全负

责人；红底黄字：技术总负责、总调度、现场指挥、技术责

任人、机械指挥、收料员、物资供应、停车场现场指挥。

③场地规划。抢险现场指挥部联络站、物资供应站、停

车场、料场、抢险队伍集结地、茶水服务站、生活后勤供应

站、医疗服务站、厕所。

④生活后勤。一般就近选择河务段伙房为生活基础供应

点。现场设置生活后勤供应站、茶水服务站及医疗服务站。

生活后勤供应站包括办公用品、袖标、各站点标志、一次性

餐具、雨具、烟、饮用水等物品。

⑤通信保障。参加现场抢险的指挥员、各责任人配备对

讲机，现场设有常见手机机型充电器。同时在满足 4G视频

通信的 4G信号时，利用 4G视频通信设备将现场抢险视频传

输至山西局防汛会商室，必要时使用 5G信号进行通信。



⑥在县局机关防办人员不能满足工作需求的情况下，将

防办前移至河务段办公，布置传真机、打印机、笔记本电脑

工作环境，满足水情查询、险情上报、方案制订等业务工作

开展需求。

（3）河务部门现场电力保障

夜间抢险时，根据抢险作业面、各指挥站需求架设发电

设备及灯具，重点满足抢险作业面需求。

（4）抢险工作组接待保障

上级单位及地方领导现场指导抢险时，由指挥长陪同并

介绍情况。根据工作要求，做好指导组的生活保障。

（5）险情归属城市后勤接待

险情发生后，县河务部门要提前安排住宿（带有多媒体

会议室），并由责任人负责联络上级来人的数量、职务、性

别，根据来人情况安排好食宿。



附件 5

黄河小北干流芮城河段防汛通信
保障预案

为提高黄河防汛通信保障能力，明确保障责任，落实保

障措施，确保黄河水情、雨情、工情、险情等各类汛情准确

及时传递，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防汛条例》等规定，结合本河段黄河防洪任务制订本预案。

一、基本情况

本河段黄河防汛通信由地方通信网及部队通信网组成，

共同承担黄河防汛通信保障任务。

地方通信网又称社会公网，是黄河防汛通信保障工作的

重要组成，其管护工作由我县各级通信管理部门负责。地方

通信网是以光通信为主的基干传输通道，主要设备有程控交

换、光通信、微波通信、移动通信、应急通信车等。主要服

务于各级党政机关、防指成员单位、防汛责任单位、工矿企

业等与所在地防办的防汛通信联络。

部队通信网又称国防专网，是本河段黄河防汛通信保障

工作的重要补充，属驻运部队防汛专用通信网。部队通信网

以无线通信为主，主要服务于防汛责任部队与防守责任区所

在地方党政机关、防汛指挥机构的防汛通信联络。

二、保障任务、工作原则与保障措施

（一）保障任务



从防大汛、抗大洪、抢大险出发，结合防汛抗洪工作需

要，落实通信保障措施；充分利用地方通信网，确保通信畅

通，各类汛情准确及时传递。

（二）工作原则

1．预防为主。采用先进的预测、预防、预警和应急处

置技术，提高通信故障防范水平；加强通信设施保护宣传工

作和行政执法力度，提高公众保护防汛通信设施意识；制订

黄河防汛通信保障预案，开展通信保障和通信恢复工作研

究，落实通信保障措施；开展通信故障救援和紧急处置演习，

提高通信故障排除和应急救援处置能力。

2．统一指挥。在防汛指挥部统一指挥和协调下，通过

通信保障和电网调度机构，组织开展通信调度、故障排除、

网路恢复、应急救援等各项工作。

3．分工负责。按照“归口管理、各负其责”原则，建

立通信保障和故障应急处置体系，共同做好黄河防汛通信保

障工作。

4．保证重点。在通信事故处理和控制中，优先保证主

干网路畅通；在网路恢复中，优先保证防指机构通信网路畅

通，优先考虑较大以上抢险现场通信畅通。

（三）保障措施

1．落实通信保障队伍，强化岗位责任。通信保障队伍

由网路管理、运行维护、应急救援等人员组成，各通信保障

单位要以满足黄河防汛通信保障工作需要为前提，落实通信



保障队伍；要针对通信保障工作内容，落实岗位责任；要加

强对通信保障人员进行岗位技术培训，不断提高其业务技术

和应对突发事件处置能力。

2．备足通信器材，保证应急供应。各通信保障单位要

紧紧围绕保证通信安全、通信畅通等工作，备足通信器材，

落实可供资源，保证应急供应；对储备的通信器材，要加强

管理，做好日常维护和保养工作，确保完好、配套，能够满

足通信故障应急排除、通信网络安全运行工作需要。

3．通力合作共保畅通。各级电信管理部门要结合通信

网状况，备足中继电路，在黄河防汛紧急情况下，按照防汛

需求，及时提供中继传输电路、移动电话通信基站及基站信

道扩容；电力部门要保证通信电力供应,为黄河防汛通信畅通

优先提供电源；微波站、无线固定台（站）、光电缆及相关

附属设施是保障通信畅通的重要资源，公安部门要对破坏通

信设施、盗窃通信设备案件，严厉打击，确保黄河防汛通信

设施安全。

三、防御方案

各通信保障单位和部门要按照职责分工，汛前组织做好

通信设施检查、维修、保养等工作，确保各类通信设施在黄

河主汛期到来之前处于完好状态。要结合通信机线检修情

况，对易发生故障的薄弱环节，要有针对性地制订通信应急

抢修方案，落实通信畅通应对措施，一旦故障发生，能以最

快速度完成抢修，能以最快时间保障通信畅通。



（一）防御传输干支线通信故障

通信传输干支线上某终（中）继站一旦发生故障，按管

辖划分责任区，由发生故障所在区通信保障责任部门迅速组

织抢修。

1．微波传输干支线或一点多址微波某终（中）继站设

备发生故障，影响传输干线通信时，要以不影响传输干线通

信畅通为原则，视情采取高频转接方式代通，保障传输干线

畅通。

2．抢修工作中如因技术力量不足、所需器材不够，上

级主管部门应紧急支援，尽快组织到位。

（二）抢险现场应急通信

1．抢险现场微波传输电路发生故障时，紧急调用通信

移动信息采集车、备用车载台、便携式卫星通信设备等，临

时架设无线接入台，保障抢险现场与上级防指机构通信畅

通。

2．防汛抢险应急，当出现抢险应急通信时，各级电信

保障部门要按照黄河防办指令，迅速组织到位，共同完成抢

险现场与上级防指机构的防汛信息传递任务。

四、保障方案

（一）保障工作以地方通信为主，各通信保障责任单位

要加强领导，认真落实防汛责任，安排好通信值班，密切监

视通信设备运行状况，及时排除各种通信机线设备故障，保

证防汛指挥调度以及水情、工情、险（灾）情等防汛信息快



速、准确传递。必要时请求部队通信保障。

（二）通信保障的重点区位是各级防办、各重点防洪工

程、较大以上险情抢险现场。一旦发生通信故障，保障部门

要准确掌握故障地点及该地点通信设备状况、传输方式、中

继电路配置情况及用户电话数量，根据通信设备配置开通情

况，结合故障现象进行分析判断。发生传输干线微波终（中）

继站、一点多址终（中）继站通信故障，造成大范围通信中

断，要迅速组织抢修，如无力及时排除故障，要迅速向上级

电信部门请求支援。



附件 6

黄河小北干流芮城河段防汛交通
保障预案

为确保黄河防汛交通道路畅通，使黄河小北干流芮城河

段防汛抢险工作顺利进行，依据《防洪法》等有关法规，制

定本预案。

一、黄河防洪工程防汛道路现状

黄河小北干流芮城河段现已建成河道工程 3处，通往各

个工程的防汛道路有国道、省道、县道、乡村道路、上坝路，

大部分为柏油路、泥结石、碎石硬化路面。

二、道路及车辆管理

汛期芮城县沿黄各级交通道路管理部门要采取有力措

施，加强对防汛道路的维修，对各类运输车辆严格进行管理，

优先确保抗洪抢险救灾等防汛车辆通行。

洪水期间，防汛抢险车辆途经的国道、省道、县道由交

通部门负责道路维护和抢险，由交警部门对车辆实行统一管

理，保证道路畅通，行车安全。

通往各防洪工程的乡村道路由县防汛指挥机构组织县

乡级交通管理部门负责道路维修和养护，保证道路畅通。由

交通部门协助县防汛指挥机构进行车辆管理，控制非防汛车

辆通行。

工程上坝道路由县河务局负责道路维修和养护，保证道



路畅通。由县交通部门协助县河务局进行管理，严禁社会车

辆通行。

各级交警、公安部门要对破坏防汛道路交通设施案件，

采取有力措施进行侦破，严厉打击破坏防汛道路的各种违法

行为，确保防汛道路安全畅通。

三、各级洪水保障措施

（一）黄河龙门站发生 5000 立方米每秒以下洪水时，

各工程防汛道路优先保证防汛车辆通行，严格控制社会上闲

杂车辆通行。

（二）黄河龙门站发生 5000～10000立方米每秒洪水，

各工程防汛道路优先保证防汛车辆通行，控制社会车辆通

行。部分防汛上坝道路可能被淹或毁坏，河务局应及时采取

措施进行抢修，保证道路畅通。

（三）黄河龙门站发生 10000～20000 立方米每秒洪水

时，防汛道路实行交通管制，由交通部门进行车辆管理，禁

止一切社会车辆通行。通往各工程乡村道路可能部分被淹或

损毁，县防汛指挥机构组织县乡级交通管理部门按照预案进

行抢修、维护，保证防汛车辆的通行。部分上坝路可能临水

或毁坏，河务部门要及时组织抢护，出现较大险情时，要及

时向上级单位及县防指报告，按照工程防洪预案积极组织抢

险，保证防汛车辆通行。工程上坝路发生险情不能通行时，

配备、调运冲锋舟、橡皮船等水上交通运输工具，负责安全

调运防汛人员及物资。



（四）黄河龙门站发生 20000立方米每秒以上洪水时，

通往各工程国道、省道和县道，实行交通管制，由交通部门

进行车辆管理，控制或禁止社会车辆通行，保证防汛人员、

料物及时到位。防汛道路临水，按照管理职责，对水毁路段

及时组织人员进行维修、抢护。部分抢险车辆及人员后撤待

命，根据险情，用冲锋舟、橡皮船等水上交通运输工具调运

防汛抢险人员撤离，确保人员安全。



附件 7

黄河小北干流芮城河段防汛夜间照明
保障预案

为明确防御洪水期间夜间照明保障责任，落实夜间照明

保障措施，确保夜间抗洪抢险工作有序进行，根据《黄河防

汛物资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结合黄河小北干流芮城河段

防汛工作实际，特制定本方案。

一、现状

按照黄河防汛抢险工作相关职责，防汛夜间照明设施储

备、管理与维护具体由河务部门、有关社会团体及沿黄群众

承担。

（一）河务部门储备的夜间防汛照明器材包括发电机、

发电机组、抢险照明车、查水灯具等，属国家常备防汛照明

器材，是黄河抗洪抢险应急和先期投入使用的重要物资来

源。县河务局重点承担中常洪水以下工程抢险和警戒流量以

下河道工程查险夜间照明保障任务。

（二）社会团体储备防汛照明器材主要包括网电设施、

发电机组及各种照明工具，是黄河防汛储备照明器材的重要

组成。社会团体防汛照明保障任务重点是做好沿黄防汛指挥

机构、防洪工程网电供应，届时要确保电力、照明供电。

（三）群众储备防汛照明器材主要包括小型发电机、手



电筒，其保障任务是重点做好黄河抗洪夜间巡堤查险照明。

具体由有巡堤查险任务的沿黄村镇负责，要按照防守责任段

分工安排储备，确保到位。

黄河小北干流芮城河段河道治理工程线长，点多，主要

分布在偏远的黄河滩区，远离村镇和电力干线，电力设施少，

供电照明系统还不完善。

二、责任分工与保障措施

（一）防汛照明工作贯彻“安全第一，常备不懈，以防

为主，全力抢险”的方针。夜间照明设备、设施调用遵循“满

足急需、先主后次、就近调运、先进先出”的原则。

（二）黄河防汛照明工作实行分级分部门负责制，由县

防指统一负责组织协调和调度，河务局、供电部门、有关社

会团体及沿河村镇具体承担并落实。

（三）河务局根据承担的防汛任务，按照相关规定定额

储备照明设备及器材。黄河防汛抢险需用时，由河务局防办

负责按照调用程序统一调配所管理的照明设备。

（四）社会团体防汛照明保障单位，要认真落实县防指

下达防汛照明保障任务，保证储备到位；同时要落实好防汛

照明器材供应、调拨负责人和工作人员，制定可行的保障措

施。由县防指负责调拨社会团体储备的防汛照明器材，储备

单位负责组织供应。

（五）群众自备防汛照明器材，由县防指向沿黄有关村

镇下达储备任务，沿黄相关村镇具体落实。由县防指负责调



拨群众自备防汛照明器材。该类照明器材主要为黄河发生警

戒流量以上洪水夜间巡堤查险提供必要的保障。

（六）黄河主汛期，照明物资储备单位要及时向上级防

指报告防汛照明器材储备情况。并制定有效措施，切实保障

夜间照明工作需要。

（七）汛前，照明物资储备管理单位加强防汛值班，确

保联络畅通，并对照明设备进行及时检查、维修。黄河主汛

期，管理人员及设备操作人员必须一律到岗待命，随时做好

夜间抢险照明准备工作。

三、不同量级洪水照明保障方案

（一）当龙门站出现 5000 立方米每秒洪水时，县河务

局分别准备好防汛照明设备，一旦抢险需要，按指令迅速将

其运到出险现场。险点离社会电源较近的，接通社会电源，

进行防汛照明。电力部门和石油公司要全力做好夜间抢险照

明及各种燃料供应工作，确保抢险需要。

（二）当龙门站出现 5000~10000 立方米每秒洪水时，

县防指、河务局作好抢险照明设备供应的协调准备工作。出

险地点离社会电源较近，防汛照明应以社会电源为主，通过

县防指联系，接通社会电源，有关单位要按防指通知将相应

的照明器具运往指定地点。险点离社会电源较远的，防汛照

明以发电机为主，有关单位要及时将发电机等照明器材送到

抢险现场，同时做好照明燃料供应工作，保证抢险的需要。

（三）当龙门站出现 10000~20000立方米每秒洪水时，



所辖工程可能出险较多。各险点防汛照明以社会电源为主，

供电部门应迅速接通电源，沿黄相关村镇准备好相应的照明

器具。如使用社会电源有困难，则通过县防指，就近调用社

会团体或村镇所备的照明设备，储备单位应按指令及时送

达。

（四）当龙门站出现 20000立方米每秒以上洪水时，河

务部门将照明机械设备运往各险工险段。并通过县防指调用

社会团体和群众储备的照明机械设备，以迎战各种洪水险

情，所有机械照明设备、社会动力线路统一调配使用，全力

投入抢险。



2019—2020年度
芮城县黄河小北干流河段防凌预案

为切实做好 2019—2020年度芮城县黄河小北干流河段的防

凌工作，确保沿黄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促进本地区经济发展和

社会稳定,根据黄河防总及山西局防凌工作会议精神，结合本河

段历年来的凌情特点，特制定本预案。

一、概况

（一）河道概况

黄河小北干流芮城河段地处黄河小北干流山西河段南端，上

自永济芮城交界，下至黄河铁桥处，长 14.5 公里，属黄河中游

的一部分。黄河穿行于小北干流汾渭地堑谷凹地区，经此地 90

度拐弯东进三门峡库区。该河段水流散乱，心滩、叉流发育，

河床摆动频繁，为典型宽浅游荡性河段。

根据河道地形及河势变化，上侧面自汇淤 6号断面至汇淤 1

号断面，长 13.3 公里，平均河宽 10 公里左右，纵比降为 6/10000，

滩槽高差一般为 1.0 米左右，宽深比为 1/40，稳定系数 0.38，为

堆积性河道。河床宽浅，水流散乱，河道沙洲密布，天然情况

下，河势主流摆动范围为 12—14 公里，具有游荡性河道典型特

点。右岸有渭河、北洛河在此汇入，又称汇流区。下侧面自汇

淤 1号断面至黄河铁桥，长 1.2 公里，平均宽 0.9 公里，纵比降



为 3/10000，为二级阶塬构成天然卡口，河床窄，壅水严重，对

控制和限制河势的平面摆动起一定的约束作用。

（二）防洪工程概况

为保护节点，控制河势，防止塌岸，并为电灌站和滩涂开发

利用创造条件，经有关部门批准，于 1974 年—1989 年间先后修

建了凤凰咀护岸工程和匼河护滩工程。

凤凰咀护岸工程 1974年动工兴建，至 1978年达到现在规模，

上自凤凰咀，下至黄河铁桥 6 号墩，并设有垛坝 5 个。工程长

度 1198 米，裹护长度 1468 米，工程为土石结构，坝顶高程

332.19—331.05 米（黄海高程），防御能力为龙门站 20000 立方

米每秒洪水。

凤凰咀控导上延工程 2014年 6月开工建设，2015年 5月完工，

连坝全长 1500m（不含两道各 200m回淤口），共设 19个雁翅坝，

设计坝顶高程 329.65m～329.45m，平均坝高 1.40m，工程为土石结

构，连坝土体顶宽 10m，垛及连坝迎水面采用全裹护。工程设防标

准为当地流量 4000立方米每秒洪水。

匼河护滩工程 1989 年动工兴建，至 1993 年达到现在规模，

上自匼河滩，下至田村滩，间隔 1.25—1.5 公里布设一座短丁坝，

共 4 座，总长 1450 米。

二、凌汛成因及防凌形势

（一）凌汛成因



凌汛是河道里的冰凌因水流阻力作用而引起的一种涨水现

象。其特点是水流夹带冰块下泄，因流量小，流速慢，河道受

冰壅影响，水位升高，容易形成灾害。如 1996 年 1 月永济至芮

城河段发生的凌汛，主要由于气温低，冰花和流凌密度大，河

槽淤积及潼关卡口的壅冰形成冰塞，导致水位抬升，造成凌灾。

（二）防凌形势

自 1996 年以来，黄河小北干流河段发生了几次较大凌灾，

我县防凌工作取得了一些经验和成绩，为开展本年度防凌工作

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但是同时我们仍应清醒认识到，今年防凌

工作面临的形势依然十分严峻。

一是对凌情发生成因、规律认识不足。由于黄河凌汛受气

温、水流、河道边界条件及上游来凌等多种因素影响，凌情复

杂多变，突发性强，规律难以掌握。加之凌情实测资料缺乏，

对凌灾发生规律及防凌减灾技术研究不透彻，缺乏防凌经验，

凌情发生时间和地点无法进行较准确预报。目前，对凌汛的发

生、发展规律研究还难以满足防凌预报及抢险工作的实际需要。

二是凌情突发性强，抢险难度大。凌汛多发生在严冬时期，

天寒地冻，防凌抢险时群防队伍组织困难，防凌抢险主要料物

土料保障能力低，各种常规的抢险措施难以实施，直接影响了

抢险效果，工程防守抢险难度较大，从某种程度上讲，防凌比

防伏秋大汛还要难，绝不可掉以轻心。



三是河道淤积严重，凌灾极易发生。黄河小北干流芮城河

段受上游来水来沙的影响，河道淤积严重，水流呈浅、散、乱

特征，河无定槽，凌汛期冰块极易搁浅而形成冰塞，危急工程

安全。加之下游又是三门峡库区，库尾容易堆冰。形成凌汛的

外部因素一旦具备，如龙门以上冰凌下排量集中，潼关以下封

河，很容易导致小北干流芮城河段发生凌汛，造成凌灾。

三、防凌措施与抢险

（一）防凌责任制

认真贯彻落实黄河防总及山西河务局的有关工作会议精

神，县上成立以分管常务副县长为总指挥的防汛抗旱指挥部，

负责全县防汛抗旱和防凌工作。各成员单位务必按照各自工作

职责的要求认真履行职能，把各项责任制落到实处。同时，要

进一步加大媒体宣传力度，提高广大干部、群众的防凌意识，

动员一切社会力量来参与防凌抢险工作，确保万无一失。

（二）防凌准备

凌汛期间，县河务局对防凌队伍要进行抢险技术培训，增

强防凌意识；应急管理局要做好处置凌情的各项应急准备及信

息传递工作。严格履行防汛值班有关规章制度，积极做好防凌

值班和工程一线的冰情、工情、河势观测工作，及时传报有关

凌情、工情、险情。对防守重点坝段，安排专人进行观测，一

旦发生凌情，立即报告县人民政府和山西河务局防办。同时，



备足铅丝笼、石料，落实好梢料、土场、机械、工具等，做到

有备无患。

（三）防凌抢险

当芮城河段出现卡冰壅起凌情时，河务部门及时派人进行

巡查，特别要注意查看重要坝段的凌情，密切注视可能出现的

险情。如发现河道出现大面堆积冰块时，立即报告防凌指挥部，

及时安排防凌抢险队采用爆破、镐、钢钎、木棍、大锤进行人

工破冰、人工随凌追击破冰或动用机械和人工进行撒土融冰，

来加大水流的疏散和下泄；当壅起水位或冰块超出抢险水位高

程时，应采用水下爆破、撒土融冰、抢修子埝来进行抢险。

1．人工破冰。利用砍斧、铁镐、立锛、铁锤等。一般在冰

盖上打成宽 20 公分的冰沟，开成 10～20 米的方格，使其易于

开河。在扬水站、大桥等小范围内应采用人工打冰进行破冰。

2．炸药破冰。将炸药捆扎成包，在冰盖上打孔，将炸药包下

入孔洞，悬吊在冰盖下水中，通过雷管起爆，使爆炸形成的水波将冰

盖击碎，达到“以药鼓水，以水鼓冰”的效果。爆破的布置，一种是

从下而上炸冰，将冰炸开流走，打通河道；另一种是将药孔在冰盖上

打成折线或方格，爆破后，把整体冰块分成碎块，创造不易卡冰、容

易开河的条件。采用折线布孔，当冰厚载 0.2米左右时，药包重 1公

斤，下药包深度 1米，布孔间距 5米；采用方格爆破，一般取格距

30～100公分，孔距 5～6公分。



3．人工随凌追击破冰。在凌汛期间，组织好爆破队，备好

爆破器材及车辆，在重点河段防守。开河时大的流动冰块，利

用人工爆破队在岸上追击或在上游河段选择有利地形，投掷手

雷、炸药包进行爆破。

4．撒土融冰。凌汛期间，在炸药准备不充分的情况下，利

用机械和人工进行冰面撒土，以加大冰凌的融化。

5．抢修子埝。在凌汛水位超出抢险水位高程时，应及时组

织抢险人员、机械运土，抢修子埝。方法为：在距坝肩 0.5—1.0

米处沿坝外围，进行铺土抢修子埝。子埝顶部宽度一般为 1.0 米，

边坡不陡于 1:1，埝顶应超出推算最高水位 0.5—1.0 米。修筑时

沿子埝轴线先开挖一条结合槽，槽深 0.2 米，底宽 0.3 米，边坡

1:1。子埝底宽范围内的原堤顶应清除草皮、杂物，并把表层刨

松或犁成小沟，以利新旧土的结合。土料宜选用粘性土壤，不

宜用沙土或有植物根叶的腐殖土和含有盐碱等易溶于水的土

料。填筑时，要分层填筑夯实，保证质量。

四、群众迁安救护方案

根据黄河防总要求，群众迁安救护方案是黄河防凌预案的

重要组成部分，结合黄河小北干流芮城河段的滩涂情况，在遇

到特殊性凌灾时，为有效、安全地对滩区生产生活群众进行迁

安救护，最大限度地减少群众生命财产损失，专制定黄河小北

干流芮城河段凌汛期间群众迁安救护方案。



（一）指挥组织系统

职责划分：

总指挥由分管常务副县长担任，负责防凌期间各项系统整

体运行，对各系统工作及其他情况进行安排部署，并做出决策。

情报系统,由县防办、应急管理局和河务局具体负责收集、

整理、处理与凌汛有关的全部情况，做到特殊凌灾迅速筛选，

报防凌指挥部。

传递系统，由联通公司、广播电视台具体负责传递指挥部

下达的各项防凌指令，做到凌情及时、准确、畅通。

监督系统，由公安局、交通局、人武部负责实施处理、执

行防凌指挥部下达群众迁安过程中所出现的一切问题，做到有

组织有纪律，安全无事故。

县防汛抗旱总指挥

救护系统监督系统传递系统情报系统

县

防

办

河

务

局

联通

公司

广

电

台

公

安

局

交

通

局

人

武

部

卫

健

局

应

急

管

理

局



救护系统，由县卫计局、县各医疗部门负责实施处理群众

迁安过程中的一切救护工作。

（二）物资保障

防凌物资分为国家储备、社会团体储备及群众备料，以有

效保障防凌期间物资的充足供应与顺利调度。

1．国家储备情况。

国家储备物资，是指黄河河务部门按照定额和防凌需要而

储备的防汛物资和中央防汛储备的物资。

国家储备的防凌物资有：石料、编织袋、砍斧、铁镐、立

锛、铁锤、麻袋、木桩、蓬布等常用工器具。全部存放在风陵

渡运行观测站防汛库内（见物资储备附表）

2．社会团体储备情况。

社会团体储备物资，是指各级行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和社

会团体销售、储备可用于防凌抢险的物资。

社会团体储备物资主要有：抢险设备、交通运输工具、通

信工具、麻袋、编织袋、蓬布、燃料、炸药等，料物主要由风

陵渡镇政府落实。

3．群众备料情况。

群众备料，是由芮城县防汛抗旱指挥部根据防凌抢险需要，

安排乡村群众自备可用于防凌抢险的物资。社会团体及群众备

料，采用汛前备料，备而不集，用后付款的办法。群众自备料



物主要包括各种运输车辆，树木及柳料等，料物供应分布于沿

河村庄。县防汛抗旱指挥部要经常对其存放的地点、数量、质

量、交通状况、发运能力等进行实地检查并落实。

（三）防凌抢险责任人

总 指 挥：李跃刚 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

行政负责人：崔 哲 风陵渡镇镇长

应急负责人：梁 斌 县应急管理局局长

技术负责人：董伟峰 芮城黄河河务局副局长

群防负责人：崔 哲 风陵渡镇镇长

抢险突击队：杜永兴 芮城黄河河务局防办主任

附件：突发性凌灾抢护工作流程



附件

突发性凌灾抢护工作流程

河道内出现大面积结冰，并形成冰坝直接

威胁黄河铁路桥和凤凰咀工程安全。

工程巡查人员发现凌情后应立即通知河务局防办和突击队

河务局防办接报后采用电话向山西河务局防办、县防汛抢险总指挥进行口头

汇报，进一步通知应急管理局、抢险突击队及群防队伍到达抢险现场。

巡查人员继续做好巡堤查险，每半小时向河务局防办汇报一次凌情现状；技术人员做好抢险现场技

术指导和险情统计上报，在接报后30分钟内向山西局防办、县防办口头汇报险情，在1小时内采用

书面形式向山西局防办呈报（一图、一表、一说明），并及时做好照相、摄像。

采用人工破冰方法对近距离
小范围内的冰面进行破冰。

采用爆破方法对距凤凰咀工程、扬水站、铁路桥100
米外的冰面进行破冰。

在抢险期间，组织好爆破队，备好爆破器材及

车辆，在重点河段防守。开河时大的流动冰块，

利用人工爆破队在岸上追击或在上游河段选

择有利地形，投掷手雷、炸药包进行爆破。

凌情得到控制后，河务局及时组织人员将出险部位恢复原状，做好

迎接下次凌情的准备。实地查勘、统计所有受灾情况，认真汇总、总结，

上报山西局河务局防办。

防凌领导组成员和抢险队伍到达工程一线，总指挥下达抢险任务，并安排部署防凌抢险工作。

在凌汛水位超出抢险水位高程时，及时组织抢

险人员、机械运土进行抢修子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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