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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1  编制目的 

为有效应对发生在本区的台风、暴雨、高潮、洪水以及损害防汛设施

等突发事件，保证抢险救灾工作高效有序进行，提高静安区防汛防台和整

体抗风险能力，最大限度地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保障经济持续稳定

发展和城市整体安全。 

1.2  编制依据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2007年)、《中华人民共和

国防洪法》(2016 年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2016年修正)、《中

华人民共和国防汛条例》(2011 年修订)、《上海市防汛条例》(2017 年修

正)、《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2022年)、《上海市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

急预案》(2006年)、《上海市防汛防台专项应急预案》(2022年)等法律、

法规和有关规定，编制本预案。 

1.3  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发生在本区的台风、暴雨、高潮、洪水，以及损害防汛

设施等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 

1.4  工作原则 

坚持行政首长负责制，统一指挥、分级分部门负责；统筹兼顾、局部

服从全局；以人为本、抢险救灾先人后物；以防为主、防救结合；科学决

策、快速反应、果断处置；团结协作、协同应对。 

1.5  预案体系 

（1）区防汛防台专项应急预案。区专项应急预案是应对本区汛情和台

风的总体计划和行动指南，用于指导街镇、相关部门和单位编制专项应急

预案的规范性文件。区专项应急预案由区防汛指挥部制定并报区政府批准

后实施。 

（2）街镇防汛防台专项应急预案。街镇专项应急预案是各街镇根据区

专项应急预案，为应对本区域内的汛情和台风制定的整体计划和规范程序，

是调用相关资源、组织和指挥应急抢险行动的指南。街镇专项应急预案由

各街镇制定，报区防汛指挥部备案。 

（3）部门和单位防汛防台专项应急预案。部门和单位专项应急预案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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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部门和单位根据区专项应急预案和各自的职责制定的计划、方案和措施，

由各部门和单位制定，报区防汛指挥部备案。 

2  风险评估 

2.1  区域基本情况 

静安区地处上海市中心城区，横跨苏州河两岸，东与虹口、黄浦区相

邻，西与普陀、宝山区毗邻，南与长宁、徐汇区两区相望，北与宝山区接

壤。全境总面积为 36.77平方公里。全区辖 13 个街道、1个镇,有 268个居

（村）委会，常住人口 97.57 万人，人口密集。 

静安区位于上海市中心城区，属于太平洋季风区，雨量丰沛。进入盛

夏，受热岛效应影响更大，常会出现突发性强对流天气而引发暴雨灾害。

近三年来汛期平均降雨量占全年的 64%以上。 

静安区范围内共有河道 10 条段，河道水域面积约 0.599平方公里，总

长度约 27.8公里。流经我区的市管河道有 4 条段，总长 22.25公里，水面

积 0.5358 平方公里，其中苏州河长 4.73 公里，西泗塘-俞泾浦-虹口港长

4.84公里，东茭泾-彭越浦长 8.32 公里，走马塘长 4.36 公里。区管河道有

6 段，总长 5.56 公里，水面积 0.0633平方公里，其中夏长浦长 2.63公里，

徐家宅河长 1.07 公里，中扬湖长 0.76公里，江场河长 0.26 公里，先锋河

长 0.27 公里，蚂蚁浜长 0.58 公里；其它河道 8 条段，水域面积 0.097 平

方公里。总体河湖水面率为 1.89%，蓄水能力差。 

全区现有主要道路 224 条、道路面积 570 万平方米，地下通道 7 处，

各类桥梁（天桥）44 座。 

2.2  存在的风险源 

2.2.1  风的影响 

上海每年大概经受 2 至 3 个左右台风的影响，有的台风会在上海登陆，

有的台风会在上海周边登陆，这些台风都会给上海带来风雨影响。当陆地

阵风在 10 级以上时，可能会导致危棚简屋倒塌，行道树、景观树木倾斜倒

伏，广告牌、店招店牌、在建工地塔吊、高空构筑物等的掉落，造成人员

伤亡。 

2.2.2  雨的影响 

对静安区影响较大的是暴雨，特别是小时雨量在 50 毫米以上的暴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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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雨会导致小区、道路积水、地下空间进水、居民家中进水和渗水。长时

间下雨，还会让河道水位暴涨，超过防汛墙的设防标准，产生漫溢，造成

严重内涝。 

2.2.3  洪水的影响 

上海受上游洪水影响较大，上游洪水较严重时，超过河道设防标准，

可能会产生漫溢，甚至会冲塌防汛墙。 

2.2.4  天文大潮的影响 

平时天文大潮一般对上海影响不大，如果叠加台风、暴雨甚至洪水，

对上海的影响就很大。会导致河道水位高、市政管网雨水排不出、洪水难

以退却，对防汛墙带来很大冲击。 

2.3  区域薄弱环节 

（1）内河部分河段防汛墙的建造标准相对较低，总体防御灾害的能力

还比较弱。虽然流经我区的苏州河上的一线防汛墙和彭越浦、俞泾浦等 9

条段内河河道上的防汛墙基本达到了“百年一遇”的防汛标准，但内河调

蓄、排涝能力严重不足，出现暴雨和高潮位时，可能迫使彭越浦、俞泾浦

等沿河排水泵站停机，将加剧区域内积水，部分防汛墙也可能出现险情。 

（2）本区地势低，现有市政排水能力大部分还是一年一遇的设防标准，

排水管网相对比较陈旧，部分地区处于泵站末梢，处于低洼地区的居民街

坊，遇大暴雨极易引起大面积积水。 

（3）本区南京西路、静安寺、上海火车站周围地区和共和新路沿线等

存在大量广告设施，区域内的玻璃幕墙建筑也不少，在台风时可能会被吹

落。 

（4）区域内存存大量地下空间，当暴雨超过地下空间的防御能力时，

会导致雨水倒灌的险情。 

（5）重大市政建设项目跨汛期、跨年度施工，例如北横通道等，可能

会造成周边市政排水能力降低。 

3  组织体系 

3.1  领导机构 

《上海市防汛条例》明确，本区防汛防台管理工作由区委、区政府统

一领导，在区防汛指挥部直接指导下开展，区政府是本区防汛防台管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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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行政领导机构，区防汛指挥部负责会商决策、决定和指挥部署，防汛

防台管理工作、其日常事务和工作安排由区防汛办负责。 

区防汛指挥部总指挥由区长担任，常务副总指挥分别由分管应急和城

建的副区长共同担任，副总指挥分别由区建管委主任、区应急管理局局长、

区绿化市容局局长、区人武部和武警部队的分管领导担任，本区各街镇、

相关职能部门和单位领导为指挥部成员。区防汛指挥部按应急响应等级开

设，其中Ⅲ级及以上应急响应设在区城运中心指挥大厅，Ⅳ级应急响应设

在区防汛办指挥室。区防汛办由区建管委、区应急局共同组成，区防汛办

主任分别由区建管委、区应急局主要行政领导担任。 

3.2  工作机构 

3.2.1  区防汛指挥部办公室 

负责综合协调本区防汛防台工作，对“测、报、防、抗、救、援”六

个环节进行指导、检查和监督。主要履行以下职责： 

（1）负责区防汛指挥部的日常工作，归口管理、协调本区防汛防台工

作； 

（2）贯彻执行国家有关防汛防台工作的法规、政策和市防汛指挥部及

其办公室的调度命令，及时上报并处理防汛防台工作中出现的重大问题； 

（3）组织组织拟订本区防汛防台的有关规定和计划，编制并组织实施

全区的防汛防台专项应急预案，并对实施情况实行监督； 

（4）负责组织、指导、检查、监督全区的防汛防台工作，定期组织业

务培训，指导职能部门、各街道（镇）和相关单位防汛机构能力建设，组

织开展动员、总结、资料汇编等工作； 

（5）及时转发全市雨情、风情、水情，并根据市防汛指挥部发布的防

汛防台预警信号，启动并组织指挥全区的应急响应行动；正确发布本区、

灾情等防汛信息，负责日常的防汛宣传、灾情统计和分析评估等工作； 

（6）会同有关部门做好防汛防台资金的安排，督促有关部门做好防汛

防台物资的储备和管理，负责防汛物资的调度使用； 

（7）承办区政府交办的涉及防台防汛的其他事项。 

3.2.2  区防汛指挥部成员单位 

（一）区应急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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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负责对本区危险化学品的生产企业、重大危险源的防汛安全设施

监督管理，负责组织对突发性灾难事故的调查、取证及善后处置工作。 

（2）及时掌握并向区防汛指挥部提供灾情信息，负责救灾工作。 

（3）负责灾民安置和安抚工作，及时调集灾民生活救济物品，保障灾

民基本生活，帮助灾区重建家园。 

（4）负责社会救援捐助钱物的收集、管理、发放工作。 

（二）区建设和管理委员会 

（1）负责自管市政地下通道泵站的维护和运行、市政下水道疏通养护

及市政设施的应急抢险工作； 

（2）负责对建筑、市政工地、重大工程建设工地的防汛安全监督及工

地的泥浆水排放监管工作； 

（3）负责苏州河一线防汛墙和内河防汛墙的安全监管、维护和抢险工

作，内河河道的疏浚清障工作； 

（4）负责全区各类建筑玻璃幕墙的安全监管和应急抢险工作； 

（5）负责水、电、煤、通信等公用管线抢险的协调工作。 

（三）区人武部 

（1）遇自然灾害侵袭时，根据汛情需要，遵照防汛指挥部要求及时组

织民兵、预备役部队执行重大防汛抢险救灾的突击任务；负责与相关驻军

联系，必要时请求军队支援； 

（2）协助做好受灾地区人员、物资的安全转移；协助维持受灾地区的

治安、交通安全工作，维护社会稳定。 

（四）武警执勤第一支队 

（1）参与地方政府抢救受灾地区的被困人员和疏散被困群众； 

（2）参与出险地区的应急抢险工作，协助地方专业抢险队伍排除或控

制险情； 

（3）参与地方政府对重要物资的抢运和转移工作； 

（4）协助地方政府维护社会秩序，保护重要目标安全，紧急情况下，

对重要地区、重要设施、重大险情现场实施封控。 

（5）参加受灾地区医疗救护、疫情防控等应急抢险工作，协助地方政

府开展灾后重建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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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区绿化和市容局 

 （1）负责全区霓虹灯、广告牌的监管和安全检查工作；落实全区霓虹

灯、广告牌应急抢修队伍和车辆。 

（2）负责防汛墙沿线道路的清障、保证道路畅通；暴雨时，及时清除

路边进水口处垃圾，确保排水畅通；负责全区受灾地区各类生产、生活垃

圾的及时清运工作。 

（3）负责全区行道树、公园和公共绿地的安全防范工作；负责全区各

类绿地应急抢险工作； 

（4）负责全区抢险土方的储备、运输工作。 

（六）区房管局。 

（1）负责全区房管行业的防汛防台工作；负责全区危房抢险救灾的指

导和协调工作。 

（2）负责对全区影响使用安全的房屋登记造册，并协助区政府做好人

员安全转移工作。 

（3）负责督促全区各物业公司做好危房简屋的检查和抢险工作；负责

危旧私房的督修工作；组织落实危房应急维修抢险队伍、车辆和物资。 

（4）负责督查全区各物业公司落实街坊排水管道的疏通养护及改造工

作，负责管理全区各类房屋的应急维修、空调室外机等房屋附加物的安全

监管和住宅小区绿化树木的抢险工作以及居住小区内的地下设施的防汛安

全工作。 

（5）组织落实全区动拆迁基地的防汛安全工作。 

（七）区民防办 

（1）负责落实全区民防工程的防汛安全工作； 

（2）组织落实民防抢险队伍和车辆；确保迅速参加抢险救灾工作； 

（八）区商务委 

（1）负责检查、监督全区工业、商业行业的防汛防台工作； 

（2）协助组织居民生活必需品的调运和供应； 

（九）区国资委 

督促所监管企业落实防汛防台措施，做到安全度汛。 

（十）区教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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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督促各中、小学校、幼儿园、托儿所及直属单位落实防汛防台措

施，做到安全度汛； 

（2）协调落实有关学校作为汛期紧急转移人员的临时安置点。 

（十一）区公安局 

（1）负责维护全区社会治安秩序、保障消防安全、加强对危险品、剧

毒品的监管工作，维护社会稳定； 

（2）负责维护全区道路交通秩序，确保抢险救灾物资、人员转移等相

关车辆安全快速通行； 

（3）必要时承担紧急情况下低洼易积水居民区的突击排水工作和应急

救援任务。 

（4）协助做好受灾地区各项抢险救灾工作。 

（十二）区城管执法局 

（1）负责对危及防汛设施安全的违法违章行为依法进行行政处罚等管

理、督促落实整改。 

（2）负责做好道路、街面险情、灾情的巡查发现工作，配合做好道路

积水、退水情况、广告牌、行道树倒伏损坏情况的统计上报。 

（十三）区文化旅游局 

（1）负责督促各旅游场所、旅行社和星级酒店落实防汛防台措施，做

到安全度汛。 

（2）负责辖区内旅游景点、游客的应急疏散，落实有关宾馆作为紧急

转移人员的临时安置点。 

（3）根据上级要求做好有关旅游或游乐活动等的中止和安全工作。 

（十四）区体育局 

（1）督促各体育场所落实防汛防台措施，做到安全度汛。 

（2）协调落实有关体育场所作为汛期紧急转移人员的临时安置点。 

（3）根据上级要求做好有关体育赛事或活动等的中止和安全工作。 

（十五）区卫生健康委 

（1）负责落实医疗救护队伍和车辆，保证各类急救药品的储备。 

（2）负责防汛抢险救灾时的医疗救护工作。 

（3）负责受灾地区的卫生防疫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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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区财政局 

（1）负责防汛防台等经费的安排。 

（2）落实防汛防台应急抢险器材、物资储备的经费。 

（3）根据防汛防台应急处置需要，筹措安排所需资金和居民小区积水

点改造所需资金。 

（4）管理和监督防汛防台专项资金使用情况。 

（十七）区机关事务管理局 

（1）负责紧急情况下保障区领导及相关部门使用车辆。 

（2）做好区政府机关办公地、防汛指挥机构等工作人员的后勤保障工

作。 

（十八）区消防支队 

承担紧急情况下突击排水和应急救援工作。 

（十九）区城运中心 

负责“12345”市民服务热线、涉及防汛信息的收集、传递和区防汛指

挥场所的服务保障工作。 

(二十)上海站管委办 

（1）负责管辖区域内房屋、广告牌、树木、地下空间和排水管道疏通

养护等防汛安全管理和抢险工作； 

（2）负责管辖区域内旅客应急撤离工作； 

（3）配合做好防汛防台应急安置场所的保障工作； 

（二十一）北方集团 

（1）负责北部地区（原闸北）直管公房的防汛防台工作。 

（2）负责落实北部地区（原闸北）危房应急维修抢险队伍、车辆和物

资，负责做好危房的应急抢险、地下设施防汛安全及应急抢险工作。 

（3）协助做好全区危棚简屋的检查和抢险工作。 

（二十二）大宁资产经营公司 

（1）负责落实北部地区（原闸北）绿化部门的应急抢险队伍、车辆及

有关抢险物资的储备； 

（2）主要负责实施北部地区（原闸北）绿化设施在防汛防台时的应急

抢险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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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负责落实全区防汛抢险救灾物资（蛇皮袋、草包、扎袋绳）的储

备、调运和居民生活必需品的供应。 

（4）负责大宁—灵石泵站的安全运行和日常维护保障区域排水畅通。 

（二十三）市北高新集团 

（1）负责集团管辖区域内自管市政道路汛期防汛排水安全工作； 

（2）负责落实管辖区域内市政、绿化设施在防汛防台时的应急抢险工

作； 

（3）负责落实管辖区域内市政、绿化等应急抢险队伍、车辆及有关抢

险物资的储备； 

（4）负责江场泵站的安全运行和日常维护，保障区域排水畅通。 

 （二十四）静安置业集团 

（1）负责南部地区（原静安）直管公房的防汛防台工作。 

（2）负责落实南部地区（原静安）危房应急维修抢险队伍、车辆和物

资，负责做好危房的应急抢险、地下设施防汛安全及应急抢险工作。 

（3）协助做好全区危棚简屋的检查和抢险工作。 

 （二十五）城发集团 

（1）负责落实全区受灾地区各类生产、生活垃圾的及时清运工作。 

（2）负责落实防汛墙沿线道路的清障、保证道路畅通；台风、暴雨时，

组织抢险应急队伍，清除路边进水口处垃圾，协助市政部门应急排水，确

保市政道路排水畅通。 

（3）主要负责落实全区市政和南部地区（原静安）绿化部门的应急抢

险队伍、车辆及有关抢险物资的储备； 

（4）主要负责实施全区市政和南部地区（原静安）绿化设施在防汛防

台时的应急抢险工作。 

3.3  街道、镇 

街道办事处、镇人民政府按《上海市防汛条例》的规定，应该设防汛

指挥部，具体负责本行政区域的防汛防台工作： 

（一）灾害预防工作方面： 

（1）协调并督促广告主管部门、城管部门做好户外广告设施防汛期间

的安全防范工作，督促责任单位整顿或拆除不符合安全要求的广告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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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协调并督促房屋管理部门做好居住区危险房屋、动迁基地、地下

设施的安全防范、街坊小区的下水道疏通养护、以及小区绿化、室外空调

机、遮阳蓬等高空构筑物的整修加固工作。 

（3）协调并督促工地管理部门做好建设工地的安全防范工作。 

（4）协调并督促绿化管理部门做好行道树、公园高大树木的剪修加固

工作。 

（5）协调并督促河道管理部门做好内河防汛墙安全监管和私房地区街

坊下水道的疏通养护工作。 

（6）负责做好易积水居民街坊“小包围”设施的日常维护和管理工作 

（7）组织相关职能部门做好历年受灾部位的检查、整改工作。 

（二）防汛抢险工作方面 

（1）组织落实好“抢险、救护、转移、治安、生活保障”五支队伍。 

（2）协调市政管理部门、房屋管理部门做好市政道路、街坊小区的抢

排积水工作，组织抢险队伍参与街坊小区的抢排积水工作。 

（3）协调房屋管理部门做好出险房屋（包括动迁基地）的加固工作、

协调绿化部门做好出险绿化的抢险加固工作、协调工地主管部门做好建筑

工地的抢险加固工作。 

（4）组织落实危房居民安全转移、组织抢险队伍参与各项抢险、救护、

治安防范等工作。 

（5）组织力量对历年出险部位加强监控，落实相应措施和建议。 

（三）善后工作方面 

（1）组织做好受灾居民的生活安置、善后稳定工作。 

（2）协调卫生管理部门做好受灾地区的卫生防疫工作。 

（3）完成区政府和区防汛指挥部交办的其他防汛工作。 

4  预防与预警 

4.1  预防预警信息 

4.1.1  气象水文海洋信息 

根据市气象、水文、海洋部门对灾害性天气与海洋环境的监测和预报，

当预报即将发生严重洪涝灾害和风暴潮灾害时，区防汛指挥部应提早预警，

通知有关区域做好相关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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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水利工程信息 

当苏州河、走马塘、西泗塘-俞泾浦、东茭泾-彭越浦河出现超 4.4 米

警戒水位、夏长浦河出现超 3.2 米超警戒水位、徐家宅河出现超 3.3 米警

戒水位、先锋河出现超 3 米警戒水位时，区河道管理部门应加强工程监测，

并将防汛墙、水闸、泵站等工程设施的运行情况报上级工程管理部门和区

防汛指挥部。 

当防汛墙和水闸、泵站等建筑物出现险情或遭遇超标准洪水袭击，以

及其他不可抗拒因素而可能决口时，工程管理单位应迅速组织抢险，并在

第一时间向可能受淹的有关区域预警，同时向上级堤防管理部门和区防汛

指挥部准确报告。 

4.1.3  洪涝灾情信息 

（1）洪涝灾情信息主要包括：灾害发生的时间、地点、范围、受灾人

口以及群众财产、交通运输、水电和通信设施等方面的损失。 

（2）洪涝灾情发生后，有关部门及时向区防汛指挥部报告洪涝受灾情

况，区防汛指挥部应收集动态灾情，全面掌握受灾情况，并及时向同级政

府和上级防汛指挥机构报告。对人员伤亡和较大财产损失的灾情，应立即

上报，重大灾情在灾害发生后 1 小时内将初步情况报到区防汛指挥部，并

对实时灾情组织核实，核实后及时上报，为抗灾救灾提供准确依据。 

（3）各街镇按照规定上报洪涝和台风暴潮灾情。 

4.2  预警级别划分 

按照可能造成的危害性、紧急程度和发展势态，防汛防台灾害预警级

别由高至低分为四级：Ⅰ级（特别严重）、Ⅱ级（严重）、Ⅲ级（较重）

和Ⅳ级（一般），依次用红色、橙色、黄色和蓝色表示。 

预警信号的发布、调整和解除可通过广播、电视（含移动电视）、报

刊、短信、微信、微博、网站、警报器、显示屏、宣传车或组织人员逐户

通知等方式进行，对老、弱、病、残、孕等特殊人群以及学校等特殊场所

和警报盲区，应当采取有针对性的公告方式。 

预警信号的发布、调整和解除由市防汛指挥部统一发布,区防汛指挥部

接到相关预警信号后，通过短信、微信、传真和电话等方式通知街镇防汛

指挥部和相关成员单位。街镇防汛指挥部和相关成员单位接到通知后，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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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达至各基层单位。 

4.3  预防预警行动 

4.3.1  准备工作 

（1）思想准备。加强宣传，增强全民预防洪涝台风灾害和自我保护的

意识，做好立足防大汛抗大灾的思想准备。坚持“以防为主、防抢结合”

的指导思想，不怕兴师动众，不怕十防九空，不怕劳民丧财，以人为本，

科学决策，合理安排，统筹兼顾。 

（2）组织准备。建立健全防汛组织指挥机构，落实防汛责任人、防汛

队伍和低洼易积水区域的监测网络及预警措施，加强防汛专业抢险队伍建

设，落实防汛重点部位的安全防范措施。  

（3）工程准备。汛前按时完成道路下水道、小区排水管网的养护、疏

竣，及时修复被损坏的下水管道；按时完成水毁工程修复和防汛工程建设

任务，对存在病险的防汛墙、水闸、泵站等各类防汛工程设施实行应急除

险加固；对跨汛期施工的水利工程和病险工程，要落实安全度汛方案；按

时完成全区危房的检查和抢险工作。 

（4）预案准备。修订完善各类防汛调度方案、台风暴雨高潮防御预案、

人员安全转移预案，针对内河堤防险工险段、区域内主要防汛设施、重要

地区还要制订工程抢险方案，做到“一事一预案、事事有准备”。 

（5）物资准备。按统一指挥、分级负责的原则，储备必需的防汛物资，

合理配置。在防汛重点部位应储备一定数量的抢险物资，以应急需。 

（6）通信准备。充分利用社会通信公网，确保防汛通信专网、预警反

馈系统完好和畅通，及时将雨情、水情、工情、灾情信息和各项防汛决策

调度指令传送到有关单位和防汛干部，第一时间掌握防汛信息。 

（7）防汛检查。实行以查组织、查预案、查工程、查队伍、查物资、

查通信为主要内容的分级检查制度，以防汛检查与专业检查相结合，发现

薄弱环节，要明确责任、限时整改，不留后患。 

4.3.2  河道水位预警 

河道管理部门应当做好水位预报监测，及时向区防汛指挥部报告水位

等实测情况，为抗灾救灾提供基本依据。 

4.3.3  雨涝灾害预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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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气象预报将出现较大降雨时，区防汛指挥部将及时通报相关预警信

息，各街镇、相关单位按要求做好排涝准备工作，必要时组织低洼地区居

民和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及时转移。 

4.3.4  台风暴潮灾害预警 

区防汛指挥部及时通报市防汛指挥部发布的台风暴潮相关预警信息，

各街镇、各部门加强对危棚简屋、高空构筑物、广告牌、玻璃幕墙、店招

店牌、绿化树木、建筑工地、地下排水管道、地下空间设施、动拆迁基地

等场所和设施的检查整改，做好人员撤离准备。 

4.4  主要防御方案 

4.4.1  防汛墙设防和抢险方案 

河道公用段由区建设和管理委员会负责防守；专用段由所在企业负责

防守，防汛墙设施管理单位负责监管。当遇高潮位，市区支流水闸关闭挡

潮后，因暴雨而使内河水位暴涨时，为防止内河防汛墙发生溃决或漫溢，

必须遵照市水务部门对排入该河的排水泵站的统一调度并予以执行。如发

生溃决、漫溢、渗漏等险情，在区防汛指挥部的统一指挥下，责任单位要

立即组织力量进行抢险，各专业抢险队伍及民兵、武警和现役军人按指令

投入抢险。 

4.4.2  市区和城镇排水（排涝）方案 

市区排水、城镇排涝由市水行政主管部门和设施管理、运行部门负责，

并根据气象预报，提前做好“预排、预降”工作。一旦出现积水，要采取

启动“小包围”、架设临时水泵等措施强排积水，区市政环卫部门要加强

巡视，及时清扫进水口垃圾，加快排水；并按“市区联手、泵管联动”的

防汛排水机制，实现互动，做好量放水工作；对大面积积水或积水不退等

现象要及时组织力量，应调用大型市政排水车和消防车等专业抢险设备配

合强排工作，减少灾害影响。 

4.4.3  地下工程抢险方案 

    地下设施的防汛由所属单位及其主管部门负责，区民防办负责指挥，

防止雨水倒灌，保障公共安全和城市正常运行。一旦出现雨水倒灌，要按

预案及时组织人员疏散，并启用临时挡板、袋装土、架设临时水泵等措施

排除积水，确保地下空间安全，并将情况及时报区防汛指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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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4  绿化抢险方案 

  我区由于地下管线多、地下水位高、路面较窄等原因，如遇狂风暴雨

容易发生树木倾斜、倒伏。一旦发生行道树倾斜或倒伏，按照“先重点、

后一般”的原则（居民小区的绿化由物业管理单位负责抢险，遇重大险情，

区绿化管理部门协助抢险），绿化、市政部门必须按以下程序实施抢险： 

   （1）到达现场，设置安全警戒设施，并视情决定是否需要电力、燃气

等部门到场协助处置； 

   （2）对倾斜或倒伏的行道树截枝、移位或疏枝、扶正种植，排除交通

障碍； 

   （3）竖桩绑扎加固，并及时清运修剪下的树枝，确保行人、车辆通行

安全，确保良好的市容市貌。 

    绿化市容部门根据预警级别及实际情况，对区内公园、绿地下达限入

或禁入指令。 

4.4.5  其它 

危房由区房管部门负责协调物业管理部门和业主及时修缮。当启动防

汛防台Ⅱ级响应后，危房居民必须及时转移，转移工作由街道（镇）负责，

相关管理部门协助。人员转移疏散按照“就近、就地安置”的原则，主要

向附近学校或公共场所、设施转移。 

街镇和房管部门要对积水小区开展疏通管网、翻排管道和增设“小包

围”等工程型整治措施；要督促物业服务企业及时疏通排水管网。 

空调室外挂机由房管部门督促物业管理单位加强安全巡查，提醒业主

加强自查，及时消除隐患。 

户外广告设施由绿化市容管理部门进行管理和监督，明确广告经营单

位是户外广告安全的责任单位，要进行经常性安全检查，落实安全检查责

任人和维修抢险队伍。 

5  应急响应 

5.1  应急响应的总体要求 

5.1.1  按洪涝、台风等灾害的严重程度和范围，将应急响应行动分为

四级。 

5.1.2  进入汛期，各级防汛指挥机构应实行 24 小时值班制度，全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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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踪风情、雨情、水情、灾情，并根据不同情况启动相关应急程序。 

5.1.3  市防汛指挥部负责关系重大的防汛工程调度；其他防汛工程的

调度由区防汛指挥部负责，必要时，视情况由市防汛指挥部直接调度。区

防汛指挥部各成员单位应按照指挥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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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4  洪涝、台风等灾害发生后，全区由区人民政府和防汛指挥部负

责组织实施防汛抢险、排涝减灾和抗灾救灾等方面的工作。  

5.1.5  对跨街镇发生的洪涝灾害或者突发事件将影响邻近街镇的，应

当及时向区防汛指挥部报告。 

5.1.6  洪涝、台风等灾害发生后，由区防汛指挥部向区政府和市防汛

指挥部报告情况。任何个人发现堤防、水闸发生险情时，应立即向有关部

门报告。  

5.1.7  因洪涝、台风灾害而衍生的疾病流行、水陆交通事故等次生灾

害，区防汛指挥部应组织有关部门全力抢救和处置，采取有效措施切断灾

害扩大的传播链，防止次生或衍生灾害的蔓延，并及时向区政府和市防汛

指挥部报告。 

5.2  应急响应分级与行动 

5.2.1  Ⅳ级响应行动 

按照市防汛指挥部发布的防汛防台Ⅳ级响应，区防汛办启动Ⅳ级应急

响应行动，并向区防汛指挥部报告。 

（一）区防汛指挥部进入Ⅳ级应急响应状态。区防汛办负责人进入岗

位，组织会商，加强对汛情的监测和防汛工作的指导，开展防汛抢险和受

灾救助工作。有关情况及时向市防汛指挥部和区防汛指挥部报告。 

（二）街镇防汛工作部门进入Ⅳ级应急响应状态。防汛工作部门负责

人进入岗位，认真执行上级防汛工作指令，加强辖区内汛灾情查看、收集，

组织抢险救灾，有关情况及时上报。 

（三）区防汛指挥部各成员部门和单位及各防汛专业单位根据相关预

案和区防汛办的要求，协助有关街镇实施各项防汛抢险应急处置工作。 

（四）Ⅳ级响应防御提示 

（1）各级防汛部门和有关抢险单位加强值班，密切监视汛情和灾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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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应对措施。 

（2）各媒体、公共场所大型显示屏发布有关预警信息和防汛防台提示。 

（3）提醒市民注意收听、收看有关媒体报道，及时掌握预警信息，妥

善处置易受风雨影响的室外物品。 

（4）各防汛排水泵站加强值守；城镇排水单位量放水人员进岗到位，

加强雨中路面巡视，及时清除排水口垃圾；移动泵车做好抢排准备。 

（5）市容环卫清扫人员立即上岗，加强路边进水口垃圾清捞，确保排

水畅通。 

（6）低洼、易受淹地区做好排水防涝工作。 

（7）沿河单位按要求关闭各类挡潮闸门。 

（8）高空户外作业人员采取有效防御措施，必要时加固或拆除户外装

置。 

（9）架空线管理部门加强抢修力量的配备。 

（10）绿化市容管理部门加强巡查，对沿街店招店牌和风口、路口及

易倒伏的行道树进行检查维护和修剪、绑扎、加固等。 

（11）市政部门检查加固各类指示标志，落实地下通道等重点部位的

防积水和紧急排水措施。 

（12）建管、房管等部门加强对玻璃幕墙和空调外机等高空构建筑物

的检查，督促业主落实安全措施。 

（13）各专业抢险队伍进入应急准备状态，组织巡检，一旦受灾，应

在第一时间内完成抢排积水、道路清障、应急抢修等工作。 

（14）有关部门、专家要求和提示的其他应急措施。 

5.2.2  Ⅲ级响应行动 

按照市防汛指挥部发布的防汛防台Ⅲ级响应，区防汛办启动Ⅲ级应急

响应行动，并向区防汛指挥部报告。 

（一）区防汛指挥部进入Ⅲ级应急响应状态。区防汛办负责人进入指

挥岗位，组织会商，提出专项工作要求，加强对汛情的监测，掌握汛情变

化，做好人员撤离的准备，必要时组织撤离，组织开展防汛抢险和受灾救

助工作。有关情况及时向市防汛指挥部和区政府报告。 

（二）街镇防汛工作部门进入Ⅲ级应急响应状态。街镇分管防汛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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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进入岗位，根据防汛预案和上级指令，做好辖区人员应急撤离的各项

准备、具体实施、受灾救助等应急处置工作，有关情况及时上报。 

（三）区防汛指挥部各成员部门和单位及各防汛专业单位根据相关预

案和职责分工，落实各项防范抢险措施，并根据区防汛指挥部的指令，协

助有关街镇实施防汛抢险和各项应急处置工作。 

（四）Ⅲ级响应防御提示 

（1）各级防汛部门启动相关预案，做好防汛防台各项准备。 

（2）各媒体、公共场所大型显示屏发布有关预警信息和防汛防台提示。 

（3）提醒市民尽可能减少外出，户外活动注意安全避险。。 

（4）河道管理单位按要求做好内河水位预降工作。。 

（5）防汛排水泵站转入暴雨模式运行；城镇排水单位量放水人员进岗

到位，加强雨中路面巡视，及时清除排水口垃圾；移动泵车在各易积水点

驻点值守，应急抢排。 

（6）市容环卫清扫人员提前进行道路排水口垃圾清捞作业，并做好降

雨过程中进水口保洁工作。 

（7）加固户外装置，拆除不安全装置；对高空户外作业采取专门的保

护措施，必要时可暂停作业。 

（8）做好危棚简屋、工地临房等相关人员的撤离准备。 

（9）绿化市容、建管、市政等管理部门加强巡查，对沿街店招店牌和

风口、路口、新建绿地以及易倒伏的高大树木，广告（灯）牌、交通指示

牌等进行检查维护和修剪、绑扎、加固、拆除等。 

（10）各专业抢险队伍进入应急值班状态，及时组织巡检，在第一时

间内完成抢排积水、道路清障、应急抢修等工作。 

（11）Ⅳ级应急响应防御提示的相关事项，以及有关部门、专家要求

和提示的其他应急措施。 

5.2.3  Ⅱ级响应行动 

按照市防汛指挥部发布的防汛防台Ⅱ级响应，区防汛指挥部立即启动

Ⅱ级应急响应行动，并向区政府报告。 

（一）区防汛指挥部进入Ⅱ级应急响应状态。区政府分管领导和区防

汛指挥部领导进入指挥岗位，组织会商，必要时召开紧急会议部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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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汛情全时监测，严密掌握汛情变化，组织开展防汛抢险、人员撤离和

受灾救助工作，有关情况及时向市防汛指挥部和区政府报告。 

（二）街镇进入Ⅱ级应急响应状态。街镇主要负责人进入岗位，密切

掌握辖区汛情发展，坚决执行上级指令，根据防汛预案，及时落实各项防

汛抢险措施，做好人员应急撤离转移、受灾群众安置和后勤保障工作，有

关情况及时上报。 

（三）区防汛指挥部各成员部门和单位按照相关预案和职责分工，由

主管领导负责组织检查落实各项防范措施，并根据区防汛指挥部的指令，

协助实施防汛抢险和各项应急处置工作。 

（四）全区各级防汛抢险队伍进入应急处置状态；防汛抢险物资储运

单位做好随时调运的准备。必要时，联络驻本区的部队、武警协助抢险救

灾工作。 

（五）Ⅱ级响应防御提示 

（1）各街镇、各部门、各单位按照区防汛指挥部的统一部署，抓紧检

查落实各项防范措施。 

（2）各媒体、公共场所大型显示屏滚动发布有关预警信息和防汛防台

提示。 

（3）提醒市民尽可能留在室内，关门、关窗、收物，防止高空坠物伤

人，注意收听收看媒体发布的有关预警信息和防汛防台提示；一旦室内积

水，立即切断电源，防止触电。 

（4）街镇排水单位量放水人员坚守岗位，移动泵车做好全力抢排准备。 

（5）市容环卫清扫人员提前上岗，确保路边进水口排水通畅。 

（6）消防官兵全部上岗待命。 

（7）建设工地按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的规定和要求暂停施工，并落实

相关措施，尤其对塔吊、脚手架等建设设施进行加固或拆除。 

（8）工地临房、危棚简屋内人员按预案撤离，转移至指定安全地带。 

（10）绿化市容、建设、市政等管理部门及时处置对市民人身和交通

安全等具有较大危害的树木、广告（灯）牌、交通指示牌、店招店牌等。 

（11）卫生部门落实医疗救护力量和设备。 

（12）各专业抢险队伍进入应急处置状态，迅速组织巡检，在第一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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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内完成抢排积水、道路清障、应急抢修等工作。 

（13）Ⅲ级应急响应防御提示的相关事项，以及有关部门、专家要求

和提示的其他应急措施。 

5.2.4  Ⅰ级响应行动 

按照市防汛指挥部发布的防汛防台Ⅰ级响应，区防汛指挥部立即启动

Ⅰ级应急响应行动，并向区政府报告。 

（一）区防汛指挥部进入Ⅰ级应急响应状态。区主要领导进入指挥岗

位，迅速落实各项防汛防台抢险措施，及时化解可能出现的险情，全力保

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有关情况及时向市防汛指挥部和市政府报告。 

（二）街镇进入Ⅰ级应急响应状态。街镇党政主要负责人进入岗位，

全面落实各项防汛应急抢险措，全力保障辖区群众，特别是撤离转移人员、

受灾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有关情况及时上报。 

（三）区防汛指挥部各成员部门和单位主要领导进入指挥岗位，组织

指挥本系统、本行业全力投入防汛防台抢险工作，确保各项防范措施落实

到位。 

（四）全区各级防汛抢险队伍进入应急抢险状态；防汛抢险物资储运

单位为防汛防台工作提供全力保障。驻本区的部队、武警根据区防汛指挥

部的指令，执行抢险救灾任务。 

（五）Ⅰ级响应防御提示 

（1）各媒体、公共场所大型显示屏随时插播有关预警信息、防汛防台

提示和紧急通知等。 

（2）市民根据防汛防台提示，进一步检查落实自我防范措施。 

（3）中小学校（含高中、中专、职校、技校）、幼托园所和有关单位

根据预案规定，实施停课或其它安全措施。 

（4）除政府机关和直接关系国计民生的企事业单位外，其他单位可根

据预案自行决定是否停产、停工、停业。 

（5）各专业抢险队伍进入应急作战状态，全力组织排险，在第一时间

内完成抢排积水、道路清障、应急抢修等工作。 

（6）Ⅱ级应急响应防御提示的相关事项，以及有关部门、专家要求和

提示的其他应急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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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5  紧急防汛期 

当预报可能发生现有防汛设施不能抗御的自然灾害时，根据市防汛指

挥部要求，报请区政府同意，全区进入紧急防汛期。 

5.3  应急响应的组织工作 

5.3.1  信息报送、处理 

汛情、工情、险情、灾情等防汛信息实行分级上报、归口管理、同级

共享，报送内容有情况文字报告、录像或照片资料。 

险情、灾情发生后，各街镇、职能部门和责任单位，要按照相关预案

和报告制度的规定，在组织抢险救援的同时，及时汇总相关信息并迅速报

告。一旦发生重大险情、灾情，必须在接报后半小时内向区防汛指挥部值

班室口头报告，在一个 1 小时内向区防汛指挥部值班室书面报告。区防汛

指挥部接报后，在第一时间做好处置准备，并在半小时内口头、1 小时内书

面将情况报市指挥指挥部和区政府。特别重大或特殊情况，必须立即报告。 

5.3.2  指挥和调度 

（1）出现洪涝、台风等灾害后，事发地的防汛指挥机构应立即启动应

急预案，并根据需要成立现场指挥部。采取紧急措施的同时，向上一级防

汛指挥机构报告。根据现场情况，及时收集、掌握相关信息，判明事件的

性质和危害程度，并及时上报事态的发展变化情况。     

（2）事发地的防汛指挥机构负责人应当迅速上岗到位，分析事件的性

质，预测事态发展趋势和可能造成的危害程度，并按照规定的处置程序，

组织指挥有关单位或部门根据职责分工，迅速采取处置措施，控制事态发

展。 

（3）发生重大洪涝、台风等灾害后，上一级防汛指挥机构应当派出工

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工作，必要时成立前线指挥部。 

（4）需要区防汛指挥部组织处置的，由区防汛办统一指挥、协调有关

单位和部门开展处置工作。主要包括：组织协调有关部门负责人、专家和

应急队伍参与应急救援；制定并组织实施抢险救援方案，防止引发次生、

衍生事件；协调有关单位和部门提供应急保障，调度各方应急资源；部署

做好维护现场治安秩序和当地社会稳定工作；及时向市防汛指挥部和区委、

区政府报告应急处置工作进展情况；研究处理其他重大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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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3  人员转移与安置 

各街镇和相关单位应摸清辖区内在建工地和危棚简屋情况，制定好人

员撤离预案。在市防汛指挥部下达可以撤离的指令后，区防汛指挥部下达

人员撤离命令，各街镇和相关单位立即组织实施在建工地、危棚简屋等场

所的人员撤离工作，并做好安置点的管理、保障和防疫工作。公安、建管、

房管、商务、教育、卫生、北方集团、静安置业等管理部门和重点单位做

好配合工作。对紧急情况下遇有拒绝转移的人员，经劝说无效时可保护性

强制撤离。当遇紧急情况可能造成重大灾害时，各街镇和相关单位可自行

组织撤离，并将相关情况报区防汛指挥部。 

5.3.4  抢险与救灾 

出现洪涝、台风等灾害或防汛工程发生险情后，区防汛指挥部根据事

件的性质，迅速对事件进行监控、追踪，急速调集资源和力量，组织当地

有关部门和人员，先行开展现场处置或救援工作。对无力处置的险情，立

即报市防汛指挥部或上级相关部门请求支援。 

处置洪涝、台风等灾害或防汛工程险情时，应当按照职能分工，由区

防汛指挥部统一指挥，各部门和单位各司其职，团结协作，快速反应，高

效处置，最大程度地减少损失。 

5.3.5  安全防护和医疗救护 

抢险人员进入受灾现场前，应当采取防护措施，保证自身安全。当现

场受到污染时，撤离时应当进行消毒和去污处理。 

出现洪涝、台风等灾害后，对受到污染的地区，卫生健康部门和医疗

机构加强受影响地区的疾病监测，做好医学救援、医疗救治和疾病预防控

制工作。 

5.3.6  社会力量动员与参与 

（1）出现洪涝、台风等灾害后，区防汛指挥部可根据事件的性质和危

害程度，报经区政府批准，协调对重点地区和重点部位实施紧急控制，防

止事态及其危害的进一步扩大。 

（2）必要时，通过区政府广泛调动社会力量，积极参与突发事件的应

急处置，紧急情况下依法征用调用车辆、物资、人员等，全力投入防汛抢

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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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应急结束 

5.4.1  当洪涝、台风等灾害得到有效控制时，区防汛指挥部遵照市防

汛指挥部的汛情通报，宣布解除应急状态。 

5.4.2  当应急处置工作结束，遵照市防汛指挥部终止应急响应状态指

令，区防汛指挥部宣布解除应急状态，区属各级防汛机构转入常态管理。 

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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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汛期结束后应当及时归还；造成损坏或者无法归还的，按照

国家有关规定给予适当补偿或者作其他处理。 

5.4.4  紧急处置工作结束后，区政府职能部门应协助有关街镇恢复正

常生活、生产、工作秩序，修复水毁基础设施，尽可能减少突发事件带来

的损失和影响。 

6  后期处置 

发生洪涝、台风等灾害后，区政府应组织有关部门做好灾区生活供给、

卫生防疫、救灾物资供应、治安管理、学校复课、水毁修复、恢复生产和

重建家园等善后工作。 

6.1  灾后救助 

6.1.1  应急管理部门负责受灾人员生活救助，根据情况紧急疏散、转

移、安置受灾人员，及时为受灾人员提供必要的食品、饮用水、衣被、临

时住所等应急救助，组织受灾群众自救互救，重建或者修缮因灾损毁的居

民住房。 

6.l.2  卫生部门组织医疗卫生机构在受灾地区开展医疗救治和疾病

预防控制工作。 

6.1.3  区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对可能造成环境污染的污染物进行清除。            

6.2  抢险物资补充 

针对当年防汛抢险物资消耗情况，应急管理部分按照分级筹措和常规

防汛的要求，及时编制计划，督促有关单位尽快补充到位。 

6.3  水毁工程修复 

6.3.1  对影响当年防汛安全的水毁工程，应安排资金和物资尽快修

复。 

6.3.2  遭到毁坏的交通、电力、通信、水文以及防汛专用通信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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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由职能单位尽快组织修复，恢复正常使用。 

6.4  灾后重建 

全区的灾后重建工作在区委、区政府的领导下，区政府有关职能部门

在对受灾情况，重建能力以及可利用资源评估后，由街道（镇）负责，各

相关部门配合，及时制定灾后重建和恢复生产、生活的计划，迅速采取各

种有效措施，明确救助程序，组织恢复重建，灾后重建原则上按原标准恢

复。  

6.5  保险与补偿 

鼓励、扶持企事业单位和个人参加防汛保险。各有关单位应当为专业

应急救援人员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6.6  调查与总结 

每年各级防汛指挥机构应针对防汛工作的各个方面和环节进行定性和

定量的总结、分析、评估，总结经验，找出问题，从防汛工作的各个方面

提出改进建议，以进一步做好防汛工作。 

7  应急保障 

7.1  通信与信息保障 

市防汛信息中心负责协调、保障市防汛视频会议正常运行和防汛信息

服务网络畅通的工作。区公安分局指挥中心，提供道路街面、公共场所、

防汛墙、重点防汛部位的实时监控图像信息的保障工作。区城运中心负责

保障区防汛视频会议运行工作。在紧急情况下，可充分利用公共广播和有

限电视等媒体以及手机短信等手段发布信息。 

7.2  抢险与救援保障 

7.2.1  现场救援和工程抢险保障 

（1）对所掌握的重点险工险段或易出险的防汛工程设施，应提前编制

工程应急抢险预案，以备紧急情况下因险施策；当出现新的险情后，应派

工程技术人员赶赴现场，研究优化除险方案，立即组织实施。 

（2）防汛指挥机构和防汛工程管理单位以及沿河单位，储备的常规抢

险机械、防汛设备、物资，应能满足抢险急需。 

（3）对高空广告牌、塔吊、玻璃幕墙等构筑物，对地下商场、地下车

库、地铁车站、地下通道等地下空间设施，对危棚简屋、危旧老宅、临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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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工棚等居住房屋；对重大市政工程、深基坑开挖工地等各类施工工地，

相关职能管理部门和单位都要按防汛防台工作要求，加强汛期日常管理，

制定应急抢险预案，落实专业应急抢险队伍和器材。 

7.2.2  应急队伍保障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依法防汛抢险的义务，抢险救援实行“专群结合”，

专业抢险队伍是防汛抢险的重要力量。驻沪部队和武警部队及民兵是防汛

抢险的重要力量。全区抢险队伍主要分一般抢险队伍和专业抢险队伍。 

（1）街镇抢险队伍 

作为一般抢险队伍，全区街镇共有 14支队伍 500 多人，由街镇负责调

度，主要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防汛抢险； 

（2）区级抢险队伍 

①市政、市容、房管、绿化、环卫、医疗、化救、公安、消防等区属

抢险队伍，根据区防汛指挥部的统一调度负责相关抢险任务。 

② 武警驻区部队和中国人民解放军驻区部队分别组织抢险突击兵

力，负责抢险突击任务。 

7.2.3  专家技术保障 

如本区发生特、重大灾情，需要有关市级专家支持帮助的，由区防汛

指挥部向市防汛指挥部申请，从市防汛专家资源库中挑选水务（水利、排

水、供水、水文）、气象、海洋、交通、通信、地质、绿化、医学、建筑

等方面的相关专家，组成防汛抢险决策咨询专家组，负责提供各类抢险方

案的技术支撑、决策指导、方案优化等工作。 

7.3  专业保障 

7.3.1  供电、供水、供气保障 

区建管委协调保障本区内供电、供水、供气，对突发性断水、断电、

停气事件及时联系供电部门、自来水公司、燃气公司，实施应急抢修，尽

力恢复正常供给，与这些部门建立一个应急处置突发事件的工作机制，并

制定应急预案。 

7.3.2  交通保障 

因台风、暴雨等恶劣天气影响，造成树木倾倒、道路大面积、较长路

段积水，市政、绿化部门必须迅速采取排险措施，区公安分局应急安排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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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到场，排堵保畅，维护交通秩序，确保车辆安全行驶；对大统路、西藏

北路、华山路、铜仁路、静安寺、万荣路、走马塘等地下通道，有关市政

管理部门要落实预防地下渗水、积水的措施，地下通道积水达到警戒线时，

市政、公安部门应协调配合，实施封路措施，并设置警戒线，以确保人员

安全。 

7.3.3  环卫保障 

市容环卫部门在台风暴雨前要抓紧做好道路清扫、垃圾、粪便清运工

作，减少树叶杂物垃圾在风雨中堵塞进水口现象，同时与市政部门行业合

作，开展泵管联动、量放水活动，消除进水口杂物，确保防汛排水畅通。    

在台风暴雨期间，区市容环卫部门必须采取增加运量，不使垃圾积压

在垃圾箱旁，以免出现疫情。 

7.3.4  生活保障 

为确保特大灾害发生时人民正常的生活需要，区商业部门必须备足主

副食品。尤其在一旦断水、断电、断煤气的情况下，需保证供应干粮和饮

用水。 

7.4  治安与医疗保障 

7.4.1  治安保障 

公安部门负责做好洪涝、台风等灾区的治安管理工作，依法严厉打击

破坏防汛救灾行动和工程设施安全的行为，保证防汛救灾工作的顺利进行；

负责组织防汛抢险现场的戒严、警卫工作，维护灾区的社会治安秩序。同

时要采取措施确保运载指挥人员、抢险人员和物资器材的车辆快速通行。 

7.4.2  医疗保障 

区卫健部门应当组织相关医疗卫生单位根据应急预案和工作职责，组

建医疗卫生救援队伍，做好抢险救灾时医疗救护保障工作，负责辖区内灾

害发生时的医疗救护和疾病预防控制工作。 

7.5  物资与资金保障 

7.5.1  物资保障 

区防汛指挥部、区防汛专业单位储备足量的防汛抢险物资、器材。全

区各级防汛指挥机构应及时掌握新材料、新设备的应用情况，及时调整储

备物资品种，提高科技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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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汛抢险储备物资定点储存，严禁随意动用，随时听从区防汛指挥部

的紧急调度。一旦有所损耗，各储存单位必须立即补足。 

大宁资产公司承担草包、编织袋的储备工作，城发集团、大宁资产公

司负责市政、绿化等应急抢险物资的储备工作；静安置业、北方集团负责

危房抢险器材的储备工作；抢险用渣土及运输车辆由区绿化市容局负责调

度落实。 

7.5.2  资金保障 

（1）各级防汛指挥机构日常运作和保障、信息化建设等所需经费，由

各级政府在本级财政预算中安排落实。 

（2）防汛抢险应急处置经费，按现行事权、财权划分原则，分级负担，

对受灾害性天气影响较大的行业，企事业单位和个人，区政府有关部门要

及时研究提出相应的补偿式救助政策，报区政府审批。 

7.6  社会动员保障 

（1）防汛是社会公益性事业，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防汛工程设施

和参与防汛的责任。 

（2）汛期，全区各级防汛指挥机构应根据洪涝、台风等灾害的发展，

做好动员工作，组织社会力量投入防汛工作。 

（3）全区各级防汛组织的组成部门，在严重洪涝、台风等灾害期间，

应按照分工，特事特办，急事急办，解决防汛的实际问题，同时充分调动

本系统的力量，全力支持防汛抗灾和灾后重建工作。 

（4）全区各级防汛指挥机构在区委、区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应全力组

织有关部门和单位，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做好防汛工作。在防汛的关键时

刻，各级防汛行政首长应靠前指挥，组织广大干部群众奋力抗灾减灾。 

8  监督管理 

8.1  培训 

（1）采取分级负责的原则，由各级防汛指挥机构统一组织培训。 

（2）培训工作应做到合理规范课程、分类指导，要突出预警响应，日

常管理、防灾抢险和应急处置等内容，保证培训工作质量。 

（3）培训工作应结合实际，采取多种组织形式，综合协调与专业管理、

定期与不定期相结合，业务知识与实地考察相结合，采取多种组织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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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汛前至少组织一次培训。 

8.2  演练 

（1）各级防汛指挥机构应定期举行不同类型的应急演练，演练要从实

战角度出发，整合调配各种应急救援资源和强化能力，以检验、改善和强

化应急准备和应急响应能力，通过演练，不断普及抗灾救灾、自救互救、

避险救援的技能和方法。 

（2）专业抢险队伍必须针对当地易发生的各类险情，有针对性地每年

进行防汛抢险演习。 

（3）多个部门联合进行的专业演练，由区防汛指挥部负责组织。 

8.3  奖惩 

对防汛抢险工作作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报请市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局和市防汛指挥部联合表彰。 

对防汛工作中玩忽职守造成损失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汛条例》和《上海市

防汛条例》等有法律法规追究当事人的责任，并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8.4  预案管理 

8.4.1  预案制定 

本预案由区防汛办负责编制和解释，并适时评估修订本预案。 

8.4.2  预案报备 

区防汛指挥部将本预案报市防汛指挥部备案。 

各街道（镇）和相关部门、单位根据本预案制定配套的防汛防台应急

预案，报区防汛指挥部备案。 

8.4.3  预案实施 

本预案由区防汛指挥部组织实施。 

本预案自印发之日起实施，有效期为 5 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