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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蓬江府发〔2024〕2 号

黔江区阿蓬江镇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阿蓬江镇 2024 年度山洪灾害防御

预案》的通知

各村（社区），镇级相关部门：

现将《阿蓬江镇 2024 年度山洪灾害防御预案》印发给你们，

请认真遵照执行。

特此通知

黔江区阿蓬江镇人民政府

2024 年 1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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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蓬江镇 2024 年度山洪灾害防御预案

一、总 则

1.1 编制目的

山洪灾害是由指山丘区由于降雨引发的山洪、泥石流、滑坡

等对人民生命、财产安全造成损失的灾害。为做好阿蓬江镇山洪

灾害防御工作，使山洪灾害的发生处于可控制状态和社会有效预

测预警，针对可能发生的各类山洪灾害预先制定防御方案、对策

和措施，为山洪灾害防御和抢险救灾指挥决策提供依据。保证山

洪灾害防御工作高效有序进行，最大程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

失。避免群死群伤的发生，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的财产安全，维

护正常的社会秩序。

1.2 编制依据

根据《黔江区山洪灾害防御预案》要求，特编制本预案。

1.3 工作原则

1.3.1 坚持科学发展观，体现以人为本，以保障人民群众生命

安全为首要目标。

1.3.2 贯彻安全第一，常备不懈，以防为主、抢、防、救相结

合。

1.3.3 落实行政首长负责制、分级管理责任制、技术人员责任

制、岗位责任制。

1.3.4 因地制宜，具有实用性和可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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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范围为阿蓬江镇境内所有山洪灾害。有效期 3—5

年，特殊情况下及时修订。

二、基本情况

2.1 基本概况

2.1.1 地形条件

阿蓬江镇位于黔江区南部，东邻金洞乡，南连酉阳县黑水镇，

西接水市乡和鹅池镇，北界濯水镇，距城区 48 公里，国道 319 线、

渝湘高速公路从北向南贯穿全境。政府驻地小罗坝，位于东经

108°44′，北纬 29°9′，全镇幅员面积 174 平方公里，辖 3 个居委

10 个村，80 个村民小组，总人口 26474 人。是黔江区面积最大、

人口最多的边贸镇。全镇是一个以山地为主的乡镇，境内大山横

亘，山峰重叠，沟壑交错，呈两盖（麒麟盖、彭家盖）夹一江（阿

蓬江）一河（细沙河）的南北走势，最高海拔 1400 米，最低海拔

378 米。境内田少土多，易旱。阿蓬江镇位于黔江区南端，与酉

阳县黑水镇、双泉乡接壤，距黔江城区 42 公里。幅员面积 174 平

方公里，辖 3 个居委 10 个村，80 个村民小组。有小（二）型水

库 1 座、山坪塘 43 口，36 公里引水渠分布于全镇。

2.1.3 区域水文气象及暴雨洪水特性

2.1.3.1 水文气象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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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镇属中亚热带湿润性季风性气候。境内地势较为复杂，海

拔高度在 378——1500 米之间，相对高度差较大。气候温和，四

季分明，热量丰富，雨量充沛，季风明显，但辐射、光照不足，

灾害气候频繁。气候具有随海拔高度变化的立体规律，是典型的

山地气候。雨量集中分布于 5—9 月，占年内降雨总量的 75%左右。

年内有不同历时、不同时段的春旱、夏旱、伏旱出现，降雨集中，

灾害频繁 。

2.1.3.2 暴雨特性

我镇暴雨一般出现在 5—9 月，其中 6—8 月出现大暴雨的机

会最多，平均每年出现暴雨 3—4 次，最多达 9 次，特大暴雨造成

河水猛涨，引发山洪灾害发生，给沿河两岸人民造成严重的灾害

损失。

2.1.3.3 洪水特性

我镇境内的阿蓬江汛期洪水的特点是：持续时间短，淹没时

间一般为 2 天。历年最高洪水基本发生在 6—8 月份。

2.1.4 地形地质

我镇境内大部分地区以低中山为主，山地面积约占土地总面

积的 85%，丘陵面积约占 10%，其中 5%的面积为河谷平坝与山

间盆地。境内山峦起伏，溪河纵横，岭谷相间。

2.2 历史山洪灾害损失特征

我镇属丘陵低中山区，地形呈波状起伏，绝大多数为丘陵低

中山地形。以滑坡、崩塌、沉降为主的山洪灾害，主要分布于两

河居委、分水等村，具有范围小，速度快，损失大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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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山洪灾害的条件是：①水库和山坪塘土坝占 80%以上，

且裂缝、滑坡、崩塌、沉降等变形不同程度存在；②坝坡不稳定，

溢洪道泄洪标准低，放水设施渗漏，水利工程配套不完善、白蚁

危害等安全隐患严重；③病险渡槽，渠道险工险段仍然存在；④

水利工程溢洪设施、排灌渠道等建筑，因公路建设、建筑工程填

堵截断，以及人为堆积损坏；⑤山坪塘、蓄水池等水利工程位于

高坡上，因泄洪及排水等形成山洪灾害；⑥由于矿山开采堆积，

地表残坡堆积，人民生活生产垃圾堆积，建设垃圾堆积等。由暴

雨发生崩塌、滑坡、沉降等山洪灾害。

山洪灾害的成因和特征

滑坡：滑坡发生于水利工程土坝、土渠及陡坡段土体和泥夹

石地区，一是一定厚度泥夹石及松软土，二是有陡坡地形和上下

游高差；三是有大流量排泄水，形成上下游有高差，有前缘，有

滑孤，有隆起。由于没有加强监测，滑坡迹象已发现而处置措施

不当，在洪水和暴雨作用下，形成山洪灾害，造成灾害损失。

崩塌：崩塌发生于堤防、土坝、河岸地区，堆积长期受水的

冲刷浸蚀，风浪淘蚀等，形成不同体积的崩塌体。以及人工开挖

形成的陡壁悬岸崩塌。

泥石流：发生于溪流一带，由于垃圾、石碴、矸石等弃渣，

随意堆放于冲沟及陡坡上，遇雨水形成泥石流，随洪水直泻而下，

损坏庄稼，威胁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沉降：沉陷位于矿山地下采空区，沉陷后成“漏斗”，以及土

坝白蚁危害形成塌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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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山洪灾害防御现状

近年来，各级党委、政府对山洪灾害防治十分重视，为了抵

御洪涝，本镇共修建防洪堤 3 处。保护耕地 2000 余亩，建小二

型水库 1 座、山坪塘 43 口、水利设施 30 处，实施了水土保持项

目，加大了水土流失治理，为我镇的山洪灾害防御提供了有力支

撑和保障，但是，由于资金有限，未对境内部分山洪沟、滑坡进

行治理。主要存在的问题：防御山洪灾害知识力度不大，防御山

洪灾害意识不强，监测通信及预警系统未完善。

三、危险区、安全区的划分

3.1 划分原则

危险区是指受山洪灾害威胁的区域一旦发生山洪、泥石泥、

滑坡、将直接造成区内人员伤亡及房屋、设施的破坏。危险区一

般处于河谷、沟口、河滩、陡坡下、低洼处和不稳定的山体下；

安全区是指不受山洪、泥石流、滑坡威胁，地质结构比较稳定，

可安全居住和从事生产活动的区域。安全区是危险区人员的避灾

场所。安全区一般应选在地势较高、平坦或坡度平缓的地方，避

开河道、沟口、陡坡、低洼地带。

3.2 危险区、安全区的划分

我镇的两河居委、龙田居委、高碛居委、分水村、大坪村、

容易发生山洪灾害，幅员面积 116 平方公里，涉及 5 村（居委）、

882 户、3514 人，威胁财产 3501.6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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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组织指挥体系

4.1 组织指挥机构

4.1.1 阿蓬江镇组织指挥机构

成立防汛抗旱指挥部，镇长任指挥长，相关部门负责人为成

员。指挥部由镇长任指挥长，党群办、财政办、社会事务办、城

市环保规建办、派出所、公共文化服务中心、国土资源所、农业

服务中心、供电所、卫生院等相关部门负责人组成。防汛指挥部

机构下设监测、信息、转移、调度、保障等 5 个工作组，2 个应

急抢险队（每队 10 人镇政府干部职工组成），各行政村（居委）

成立以村（居）委主任为负责人的山洪灾害防御工作组。同时各

村成立以基干民兵为主体的抢险队，小村 10 人、大村 20 人。每

个村（居委）、组均要落实降雨和水位、工程险情、泥石流、滑坡

监测人员，确定 1—3 名信息发送员，并造花名册报送街道（或镇

乡）、区防汛办备查。

4.2 街道（或镇乡）指挥机构职责

4.2.1镇防汛抗旱指挥部在区防汛指挥部的统一领导下开展山

洪灾害防御工作，具体组织镇和村（居委）的山洪灾害防御工作，

发现异常情况及时向有关部门汇报，并采取相应的应急处理措施

等。村（居委）山洪灾害防御工作组负责本行政村内降雨监测、

预警、人员转移和抢险工作。

4.2.2 具体工作职责和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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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组：国土资源所、农业服务中心、党群办负责收集气象、

水文、雨量、各监测点资料、水利工程相关资料及灾害信息，分

析险情、灾情、水情、雨情的变化趋势，提出预警建议。

信息组：应急办负责收集全镇雨量资料、气象资料；全镇灾

情发展和损失情况；国土资源所负责收集泥石流、滑坡等险情的

资料收集，为指挥部果断决策提供依据。

转移组：派出所、社会事务办及重点村民兵组成。按照指挥

部的命令及预警通知，做好群众按预案规划的路线和地点转移，

负责转移的人要一个不漏动员到户到人，同时确保转移途中和安

置后的人员安全。

调度组：党群办、派出所、国土资源所、农业服务中心负责

水利工程的水量调度、抢险人员的调配、抢险物资、车辆、船舶

调度和善后补偿与处理。

保障组：社会事务办、经发办、卫生院、村民委员会，负责

临时转移群众的基本生活和医疗保障工作，负责安置户原房屋的

搬迁建设及新房屋用地审批手续办理等。

应急抢险队：由灾区及相邻地区调配，在紧急情况下，听从

命令，进行有序的抢险救援工作。

信号发递员：由山洪灾害监测点监测人员担任，建立健全灾

情信息报告制度，明确信息测报和传报人员。

4.2.3 明确各项工作的责任人及联系方式

在镇防汛抗旱应急指挥部统一领导和组织下进行工作。由镇

长黄辉任总指挥长，刘祖江为副指挥长，指挥部成员：陈 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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冉茂红、谢国全、黄登高、杨丽平、邓占东、何 玲、张永久、

彭 闲

监测组

组长：陈 兵 冉茂红

成员：蒲辉劲 徐 宏 孙 伟 王志沿 徐小东

信息组

组长：谢国全 黄登高

成员：陈彬田 陆 静 田 旭

转移组

组长：杨丽平

成员：王 真 曾祖昌 冯本玉 隆远洲 谢 慧 万 任

陈云高 朱正银 李永岗 冉光明 陈伦进 钟友江

熊定质 谢昌奎 满 娇 陈 乐 陈海琼 宋 浩

金国军 徐春秀 李群英 谢晓荣 刘长江

调度组

组长：彭 闲

成员：冉光华 向 东 黄大恩 龚爱平 石 涛 朱建平

保障组

组长：邓占东

成员：郑鹏飞 罗术华 张林永 陈 乐 杨 琴 杨 雄

镇山洪灾害防御工作责任人、工作人员均用移动通信（手机）

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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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监测预警

5.1 山洪灾害雨、水情临界值的确定

根据我镇地形地质条件，汛期降雨量资料，山洪灾害雨情临

界值为：降雨 50 毫米及以上或暴雨；降雨 50 毫米以上，连续降

雨 3 天以上（其中有中雨天气），为山洪易发临界天气。水利工程、

水库及山坪塘警戒水位多为正常蓄水位；升高到设计洪水位为保

证水位，是山洪灾害临界水位。

阿蓬江等河流，10 年一遇洪水为警戒水位，20 年一遇洪水为

山洪灾害防御临界水位。

5.2 实时监测

5.2.1 山洪灾害监测内容：辖区内降雨、水位、泥石流和滑坡

等信息。

5.2.2 山洪灾害监测分工：阿蓬江等河流水位观测由农业中心

黄大恩负责。马安水库由龙田居委冉思伦负责观测；

5.3 通 信

山洪灾害防御的通汛方式，选择有线电话，移动通讯，电视

广播，传真、网络、短信等，进行上传下达。灾害点的预警信息

传递为鸣锣。

5.4 预报预警

预报内容：气象预报，河流及城镇洪水预报，水利工程水位

预报，泥石流和滑坡预报。气象预报、洪水及库水位预报、泥石

流和滑坡预报由指挥部办公室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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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警内容：暴雨洪水的预报信息，暴雨洪水监测信息；降雨

及洪水位是否达到临界值；水库及塘水位监测信息；可能发生泥

石流或滑坡的监测信息。

预警启动：当接到暴雨天气预报，立即报告镇政府和防汛办。

当预报或发生的降雨接近或超过临界值时，应发布暴雨预警信息；

当上游水位急速上涨，将对下游造成灾害，应立即向下游发布预

警信息；当发生泥石流、滑坡的征兆时，应发布泥石流滑坡灾害

预警信息；水库及山坪塘发生溃决性重大险情时，应及时发布相

关信息。预警发布及程序：根据调查、监测分析，按临界雨量、

水位、山洪灾害征兆，及时发布警报；在一般情况下，山洪灾害

防御预警信号由区、镇防汛指挥机构发布，按区→镇→村→组→

户的依序进行传递；如遇紧急情况，村可直接向区防汛指挥部和

镇防汛指挥部报告，并可直接发布预警信号，在最短时间内完成

预警传递工作。

预警方式：可用程控电话、移动电话预警；使用鸣锣、哨报

警。

六、转移安置

6.1 转移安置

当达到警戒水位或临界雨情，在调查确认的危险区范围内，

进一步明确转移人员，登记造册。转移遵循先人员后财产，先老

弱病残人员后一般人员的原则，有组织地进行转移。转移线路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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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就近，地点按照置高安全的原则，在防御预案和监测点现场就

要明确规定，将转移路线，时机、安置地点、负责人员等有关信

息发放到户。制作标识牌，标明安全区、危险区、转移路线、安

置地点等。

6.2 转移安置纪律

转移工作实行统一领导，分级分部门负责的原则，镇、村、

组干部包干负责的办法，严肃转移安置纪律，统一指挥，安全第

一。

七、抢险救灾

7.1 救灾应急准备

7.1.1 救灾应急队伍、人员的组成

由镇政府所辖的相关部门工作人员和各村（居委）的民兵组

成。

7.1.2 救援物资储备

紧急救援物资包括：抢险物资和救助物资两部分。抢险物资

包括抢修水利设施、抢修道路、抢修电力、抢修通讯、抢救伤员、

卫生防疫药品和其它紧急抢险所需的物资。救助物资包括粮食、

方便食品、帐逢、衣被、饮用水和其它生命性救助所需物资。抢

险物资由政府组织为主，水务、交通、通信、建设、卫生、电力

等部门协助配合；救助物资由民政、农业、等部门储备筹集。

7.2 抢险和救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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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1 应急抢险

重特大山洪灾害发生后，镇政府及所辖各有关部门应当按照

山洪灾害防御预案的基本程序，迅速组织应急抢险救援工作。镇

政府山洪灾害防御指挥部根据救灾程序，启动相应等级的救灾应

急预案，并随时将救灾情况报告区委、区政府和区级山洪灾害防

御指挥部。

镇政府及交通、供水、供电、供气、通讯等公用设施管理部

门应当尽快恢复被损坏的道路、水、电、气、通讯等设施，确保

抢险救灾工作顺利开展。

7.2.2 紧急救援行动

1、请求区防汛指挥部支援，进行紧急抢救、抢险工作；

2、组织卫生系统医护人员对伤员进行紧急救治；

3、水务、交通、电力、通信等部门对毁坏的设施、道路和线

路进行抢修；气象部门提供气象信息并适时开展人工增雨消雹作

业；

4、灾区急需的救援物资，紧急状态下可采取征用或采购的办

法，事后由政府有关部门结算。救灾物资运输的道路、工具、经

费，救灾物资的安全保管、登记发放、使用按有关规定办理，由

山洪灾害防御指挥部统一调动和组织实施。

5、救灾捐赠的组织。根据灾区的急需情况确定捐赠物资的品

种、数量，通过政府发文或新闻媒介发布，发动社会力量向灾区

捐款捐物。民政部门和红十字会分别按有关规定负责管理捐赠款

物的接收、分配、运输、发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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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组织转移安置灾民

山洪灾害对人的居住地和生活造成威胁时，必须进行转移安

置。转移安置由镇政府组织实施。安置地点应当征求防洪专家意

见妥善安置。安置方式可采取投亲靠友，借住公房，搭建临时帐

篷等。转移安置由政府发出转移安置通知或进行宣传动员，安排

运输力量，按指定的线路有序组织转移，并保证转移安置区社会

治安稳定治安良好。保障灾民的生活，做好饮水、食品、衣物的

调集和发放。对转移安置的灾民进行登记，需要解决的困难要及

时逐级上报。在灾区要防止火灾、疫病次生灾害发生。

灾害发生后，救灾组在区山洪灾害防御指挥部的统一领导下，

根据灾情进行紧急支援，并及时向市级防汛指挥部和上级对口部

门报告救灾情况，提出紧急支援项目和内容。救灾组根据需要立

即调集救灾物资和运输车辆，保证抢险救灾人员、物资的紧急调

运。区救灾办、民政部门及有关部门，在灾后 24 小时内将脱险群

众基本安置就绪。

八、保障措施

8.1 通信与信息保障

电信部门要加强有线和无线通讯设施的检查维修，确保通讯

畅通，为山洪灾害防御提供优质通讯条件。镇政府、镇防汛抗旱

指挥部各成员单位办公电话、传真、电脑和负责人、具体经办人

员的无线通讯设施要 24 小时开通，保持镇、村（居）委及相关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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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和防汛抗旱办公室人员的密切联络，及时、准确地传递雨情、

水情、险情、灾情指令，为领导决策提供科学依据。灾情发生后，

各相关部门要保持热线联络。汛期，镇政府及有关部门要坚持 24

小时汛期值班制度，确保山洪灾害信息及时准确传递。村及相关

单位在每年汛前将防汛值班安排情况及联系电话报镇防汛抗旱指

挥部办公室，加强山洪灾害防御工作联系。

8.2 应急支援与装备保障

8.2.1 现场救援与应急队伍保障

为搞好山洪灾害的防御和抢险救灾工作，各有关部门和单位

应根据本单位的实际情况，按照自救为主、外援相助为辅的抢险

救灾原则，制订出相应的抢险救灾方案。山洪灾害抢险救灾是各

部门、各单位和每个公民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各有关部门要

按照职责分工做好相关工作，组织山洪灾害抢险救灾力量，在紧

急山洪灾害防御期间服从防汛抗旱指挥部的统一指挥调度，积极

主动做好山洪灾害抢险救灾工作。山洪防御抗洪救灾队伍由镇人

民武装部组织民兵组成，由镇防汛抗旱指挥机构指挥和调动，在

紧急情况下服从区防汛抗旱指挥部统一指挥调动。抢险队伍的主

要任务是：抢救灾民；抢救和保护国家重要设施、设备和物资；

抢修水利工程和道路、桥梁、隧道、涵洞；协助完成灾区险情排

除；帮助灾区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抢险队伍集中待令，一

旦接到山洪抢险命令，要在规定时间到达指定地点投入抢险。

8.2.2 交通与物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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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相关部门及有关单位储备一定数量的山洪抢险救灾物资、

器材及工具，主要由水务、交通、民政等部门负责储备和落实。

受灾害威胁的当地群众也应当积极储备山洪灾害防御需要的抢险

救灾物资。

8.2.3 治安、医疗及其它保障

山洪灾害灾区的治安、保卫、消防和主要路段的临时交通管

制，由派出所负责完成，主要任务是负责山洪灾害防御抢险救灾

期间的治安管理工作，依法维护灾区的治安秩序，依法严厉打击

各类破坏活动，保证山洪灾害抢险救灾工作的顺利进行。在紧急

救灾期间，要加强灾区的治安管理工作，实行昼夜巡逻，必要时

可依法实行陆上和水上交通管理和灾区社会治安特别管制。对于

灾区可能发生的因油、气、电引发的火灾由消防部门订出切实可

行的对策和行之有效的处理办法。通向抢险救灾区的公路、桥梁、

涵洞如发生阻塞、塌方等，由镇政府和区交通部门会同公路养护

部门订出切实可行的方案紧急处理。重要桥梁、交通路口的安全

保障工作由交委负责；山洪灾害灾区的医疗救护、消毒防疫由卫

生局负责；山洪灾害抢险救灾期间由电力公司负责；通讯设施安

全和通讯保障由电信公司负责；危房、排水管网的安全保障措施

由城建部门负责；其它应急供、断电及供水等由有关部门、单位

协调负责；各部门及各单位要主动做好安全保障工作。

8.3 技术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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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单位及有关部门、单位要充分利用党政网、水情网、互联

网等系统传递山洪灾害防御信息，提高山洪灾害防御信息传输的

质量和速度。

8.4 宣传、培训和演习

8.4.1 宣传报道

雨情、水情、工情、灾情等方面的公众信息交流，由防汛抗

旱指挥部指挥长或副指挥长审批后，可通过媒体向社会宣传报道。

重要天气预报通过电话告知相关单位，并通过广播、电视等媒体

向社会发布。境内发生超临界水位和雨情且呈上涨趋势或出现大

范围严重灾情并呈发展趋势时，由防汛抗旱指挥部统一发布汛情

或灾情通报，以引起社会和公众关注，参与山洪灾害防御和抢险

救灾工作。

二、业务技术培训

每年汛前防汛抗旱指挥部组织一次对镇防汛抗旱指挥机构负

责人和山洪灾害防御技术人员的业务技术培训，以提高山洪灾害

防御机构人员业务技术水平。

三、抗洪抢险演习

每年汛前由武装部门组织山洪灾害抢险队伍开展一次山洪灾

害抢险演习，以检验、改善和强化应急准备和应急响应能力。

附件：1.山洪防御指挥部成员名单

2.黔江区阿蓬江镇山洪灾害危险区基本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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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

黔江区阿蓬江镇党政办公室 2024 年 1 月 11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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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洪防御指挥部成员名单

指挥长 黄 辉 15310201188

副指挥长 刘祖江 17723077428

监测组 陈 兵 13996900013

冉茂红 13594959995

信息组 谢国全 13609493338

黄登高 18883888685

转移组 杨丽平 15095904005

调度组 彭 闲 15856010627

保障组 邓占东 13996940645

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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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黔江区阿蓬江镇山洪灾害危险区基本情况表

序
号

乡镇 灾害名称 村组

危害性
处置
建议

监测
责任

人
联系方式

受威胁人
户

威胁财
产(万
元）(户) (人)

1
阿蓬江

镇
门口山滑坡

高绩居

委一组
15 45 43.2

监测、
避让

冉茂其 13648228619

2
阿蓬江

镇
卡子滑坡

高绩居

委一组
73 295 283.2

监测、
避让

冉光发 15923780659

3
阿蓬江

镇
店子滑坡

高绩居

委四组
3 12 10.8

监测、
避让

张 红 13594991598

4
阿蓬江

镇
小青杠林滑

坡

高绩居

委四组
4 16 14.4

监测、
避让

张 辉 13101186339

5
阿蓬江

镇
高碛口滑坡

高绩居

委四组
12 58 55.2

监测、

避让
张 红 13594991598

6
阿蓬江

镇
板田湾滑坡

高绩居

委四组
1 7 6

监测、

避让
张 辉 13101186339

7
阿蓬江

镇
白果树不稳

定斜坡

高绩居

委四组
14 66 62.4 监测 陆长河 13896447296

8
阿蓬江

镇
白果坪滑坡

高绩居

委五组
3 15 14.4

监测、

避让
陆长河 13896447296

9
阿蓬江

镇
犁子树脚不

稳定斜坡

高绩居

委六组
4 17 15.6

监测、
避让

罗尚超 13658298758

10
阿蓬江

镇
弃土场不稳

定斜坡

高绩居

委六组
10 45 43.2

监测、
避让

罗锦江 18716983678

11
阿蓬江

镇
罗家湾滑坡

高绩居

委六组
31 43 40.8

监测、
避让

罗尚超 13658298758

12
阿蓬江

镇
代河脚滑坡

高绩居

委七组
24 117 115.2

监测、
避让

代安理 13452202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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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阿蓬江

镇
小福林滑坡

高绩居

委八组
5 23 21.6

监测、
避让

陈德军 13594939562

14
阿蓬江

镇
陈家湾滑坡

高绩居

委八组
7 28 26.4

监测、
避让

张泽秀 13098700021

15
阿蓬江

镇
黄家湾滑坡

高绩居

委九组
3 14 16.8

监测、
避让

黄沛国 13594939559

16
阿蓬江

镇
谢家湾不稳

定斜坡

高绩居

委九组
48 110 105.6

监测、
避让

黄沛明 18225483890

17
阿蓬江

镇
张家湾滑坡

高绩居

委十组
33 116 110.4

监测、
避让

张小强 15923607921

18
阿蓬江

镇
陆家湾滑坡

高绩居

委八组
3 10 9.6

监测、
避让

张泽秀 13098700021

19
阿蓬江

镇
香树湾滑坡

两河居

委三组
13 51 48

监测、

避让
冯乾友 13193003851

20
阿蓬江

镇
张家湾滑坡

两河居

委七组
9 35 33.6

监测、

避让
王道芝 13648285842

21
阿蓬江

镇
湾里滑坡

两河居

委十组
6 24 30

监测、

避让
马金林 13896841018

22
阿蓬江

镇
塘角滑坡

龙田居

委 8 组
7 25 31.2

监测、

避让
张永发 15520126307

23
阿蓬江

镇
白岩脚滑坡

两河居

委 5 组
48 197 188.4

监测、
避让

谢素仙 15923637518

24
阿蓬江

镇
大沙坝滑坡

大坪村

1 组
8 40 38.4

监测、
避让

徐成烈 13251276125

25
阿蓬江

镇
吕家寨子滑

坡

大坪村

1 组
36 170 163.2

监测、
避让

徐成烈 13251276125

26
阿蓬江

镇
坪上滑坡

大坪村

2 组
18 71 67.2

监测、
避让

谢育国 13193246788

27
阿蓬江

镇
冉家库岸滑

坡

大坪村

2 组
10 44 42

监测、
避让

谢育国 13193246788

28
阿蓬江

镇
余家湾滑坡

大坪村

2 组
44 167 159.6

监测、
避让

刘朝文 13983579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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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阿蓬江

镇
渡口湾滑

坡

大坪村

3 组
64 272 260.4

监测、
避让

杨秀美 13452252028

30
阿蓬江

镇
堰堡滑坡

大坪村

3 组
4 35 33.6

监测、
避让

杨秀美 13452252028

31
阿蓬江

镇
大石堡滑坡

大坪村

3 组
5 30 28.8

监测、
避让

周必光 13594956326

32
阿蓬江

镇
杏家坳不稳

定斜坡

大坪村

三组
27 85 81.6

监测、
避让

张永才 13251278751

33
阿蓬江

镇
石沟子滑坡

大坪村

三组
6 38 36

监测、
避让

周必光 13594956326

34
阿蓬江

镇
王家嘴滑坡

大坪村

五组
5 14 13.2

监测、
避让

谢树群 13008340965

35
阿蓬江

镇
水井湾不稳

定斜坡

分水村

1 组
19 83 80.4

监测、

避让
张中全 18716940716

36
阿蓬江

镇
中宝滑坡

分水村

1 组
13 44 42

监测、

避让
胡华平 13648237488

37
阿蓬江

镇
青龙嘴滑坡

分水村

2 组
23 36 86.4

监测、

避让
张中成 13896465685

38
阿蓬江

镇
桐广洞不稳

定斜坡

分水村

2 组
7 35 43.2

监测、

避让
龙世华 15923791208

39
阿蓬江

镇
陆家河滑坡

分水村

3 组
34 187 178.8

监测、
避让

张光银 15923615445

40
阿蓬江

镇
陈家堡滑坡

分水村

3 组
32 122 116.4

监测、
避让

张淑云 13272599328

41
阿蓬江

镇
潘家寨子滑

坡

分水村

三组
66 296 283.2

监测、
避让

周桂华 13101186326

42
阿蓬江

镇
坨田库岸滑

坡

分水村

4 组
15 83 79.2

监测、
避让

代祖国 15334637063

43
阿蓬江

镇
石头坪滑坡

分水村

5 组
24 87 110.4

监测、
避让

尤菊华 15023996329

44
阿蓬江

镇
国家堡滑坡

分水村

5 组
16 66 81.6

监测、
避让

谢昌云 13648237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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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阿蓬江

镇
龙田坝滑坡

龙田居

委二组
30 140 150

监测、

避让
帅世全 13452262106

46 882 3514 350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