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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地灾办发〔2024〕10 号

长治市地质灾害防治领导小组办公室
关于印发长治市 2024 年度地质灾害防治

方案的通知

各县区人民政府，市直各有关单位：

现将《长治市 2024 年度地质灾害防治方案》印发你们，请

认真贯彻落实。

长治市地质灾害防治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4 年 4 月 3 日

（此件公开发布）

长治市地质灾害防治领导小组办公室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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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治市 2024 年度地质灾害防治方案

为切实做好 2024 年全市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最大限度减轻

地质灾害造成的损失，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根据

《地质灾害防治条例》《山西省地质灾害防治条例》《山西省

2024 年度地质灾害防治方案》及《长治市地质灾害防治“十四

五”规划》，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2023 年地质灾害发生情况

2023 年，我市经历了多轮强降水天气，特别是汛期受台风

“杜苏芮”影响，客观加大了地质灾害防范工作难度。各县区、

各相关部门始终牢树“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全面落实

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关于防灾减灾工作的决策部署，切实

把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摆在重要位置，主动谋划、真抓实干、有

效应对，全年未发生因地质灾害导致的人员伤亡。其中，5 月 5

日，我市安装的普适型监测预警仪器成功预报沁源县学孟村滑

坡地质灾害，由于预警及时，处置果断，避免了可能造成的 6

名人员伤亡，被自然资源部列为全国地质灾害成功避险典型案

例。

二、2024 年地质灾害发展趋势预测

（一）全市地质灾害隐患点分布情况

截至 2023 年底，全市在册地质灾害隐患点 1182 处，受灾

害威胁的人员 31836 人、财产 12.9 亿元。其中，潞州区 85 处、

上党区 141 处、潞城区 87 处、屯留区 95 处、长子县 83 处、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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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县 82 处、平顺县 138 处、黎城县 144 处、襄垣县 93 处、武

乡县 67 处、沁县 83 处、沁源县 84 处。

按隐患类型划分：崩塌 840 处、滑坡 122 处、泥石流 16 处、

地面塌陷 201 处、地裂缝 3 处。

按险情等级划分：特大型 2 处、大型 4 处、中型 60 处、小

型 1116 处。我市全境均为地质灾害易发区，其中，地质灾害高

易发区占全市总面积的 16.03%，地质灾害中易发区占 16.17%，

地质灾害低易发区占 67.80%。

（二）全市气候趋势预测情况

据气象部门气候预测：2024 年全市降水量为 603～631 毫

米，与常年平均值相比偏多 1 成左右，年平均气温较常年偏高

0.5～1.5℃。

春季（3-5 月）降水为 53～75 毫米，与常年相比偏少近 3

成左右，春季平均气温偏高 1～2℃，春季中前期可能出现短时

低温雨雪或倒春寒天气。

夏季（6-8 月）降水为 415～448 毫米，与常年相比偏多 3

成，夏季平均气温偏高 0～1℃，季节内降水时空分布不均，可

能出现局地暴雨洪涝和阶段性干旱。

秋季（9-11 月）降水为 103～115 毫米，与常年相比中南部

偏少 1～2 成、北部与常年基本持平，秋季平均气温偏高 1～2℃。

冬季（12 月）降水为 3～5 毫米，与常年基本持平，平均气

温偏高 0.5～1.0℃。

（三）地质灾害趋势预测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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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测 2024 年全市地质灾害数量接近常年水平。崩塌、滑坡

地质灾害的高发时期为 3-4 月冻融期及 6-9 月汛期，尤其是 7-8

月（“七下八上”）主汛期极端天气诱发地质灾害的可能性较

大。鉴于降水存在时空分布不均的特点，预测 2024 年汛期可能

会出现阶段性的气象干旱和暴雨洪涝等情况。各县区要突出做

好强降雨诱发的地质灾害防范工作，重点防范黄土崩塌、滑坡

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需要在汛前、汛中、汛后进行反复排查、

巡查、核查，发现险情及时撤离，防止因地质灾害造成群死群

伤的发生。

三、2024 地质灾害预防重点

我市地质灾害具有分布范围广、类型多的特点。崩塌和滑

坡主要分布于地形切割强烈的山区、丘陵区以及人类工程活动

较强的其他区域，地面塌陷主要分布于全市采空区域，泥石流

主要分布于山间沟谷等地区。受不同地貌单元、矿产资源分布

影响，东部丘陵及中低山区以崩塌、滑坡、泥石流地质灾害为

主，发育少量地裂缝，中部长治盆地及低山丘陵区以崩塌、滑

坡、地面塌陷为主，西部低山丘陵及山间河谷区以崩塌、滑坡、

地面塌陷为主。

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分区：武乡县分水岭乡、故城镇、涌泉

乡、石北乡、丰州镇及沁县松村镇涅河河道两侧；武乡县洪水

镇蟠洪河河道两侧和蟠龙镇东北部；黎城县黄崖洞镇、西井镇、

洪井镇及东阳关镇清漳河河道两侧；黎城县、潞城区、平顺县

浊漳河河道两侧及潞城区黄牛蹄乡、微子镇，平顺县北社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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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庄镇；上党区东和乡、八义镇和南宋镇。

（一）矿山开采预防重点

全市煤矿、铁矿等矿业开采活动依然活跃。矿山开发形成

的采空区极易引发地面塌陷、地裂缝等地质灾害，同时可能造

成含水层破坏、土壤退化等伴生灾害。矿山企业要按照《矿山

地质环境保护规定》做好地质灾害的防治工作。对于已关闭矿

山企业形成的地质灾害，当地政府要加强监测，采取措施及时

治理。

（二）重要交通干线预防重点

太长、长晋、长临、长邯高速公路，太焦、长邯、瓦日铁

路，207、208、309 等国道，县乡交通干线及各类旅游公路两侧

主要防范崩塌、滑坡等地质灾害。

（三）在建工程预防重点

在建工程项目，特别是《长治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

长治市 2024 年重点工程项目名单的通知》（长政办发〔2024〕

4 号）文件中长邯聊、沪太高铁等重点工程项目，按照《地质

灾害防治条例》要求，对经评估认为可能引发地质灾害或者可

能遭受地质灾害危害的建设工程，要配套建设地质灾害治理工

程，落实好“三同时”制度，即地质灾害治理工程的设计、施

工和验收应当与主体工程的设计、施工、验收同时进行。并按

“谁引发、谁监管、谁治理”的原则，妥善处理好因采矿、修

路及工程建设引发的各类地质灾害经济赔偿或补偿，维护社会

和谐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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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各县区预防重点

1.潞州区：重点关注长临公路崔漳段、下秦段、长晋公路

下秦段、长太公路余庄段、长治市西外环余庄段、七里坡至董

村东段、208 国道连接线、漳泽水库环湖公路潞安集团王庄井田

段地面塌陷。对潞安矿业集团王庄煤矿、漳村煤矿、小常煤业、

三元煤业和山西高河能源有限公司采煤诱发的地面塌陷要加强

监测监管，采取措施及时治理。重点做好老顶山街道、五马街

道、老顶山旅游发展中心沿山一带等崩塌、滑坡地质灾害隐患

排查。

2.潞城区：重点防范黄牛蹄乡、成家川街道东部、辛安泉

镇东部、微子镇中部等区域。密切监测微子镇煤业、三元石窟

煤业、宋村煤业等煤矿及石膏矿采空塌陷区。加强对清口村、

辛安村、潦河村、冯村及 S324 省道、李黄线、常辛线等交通干

线沿线地段的崩塌、滑坡地质灾害隐患排查监测。

3.上党区：密切关注司马煤矿、高河煤矿、华晟荣煤矿、

经坊煤矿等煤矿采空区，加强煤矿采空区治理和监管。加强东

和乡屈家山村、宋家山村，八义镇龙山村和南宋镇北苍和村滑

坡地质灾害隐患排查，重点监测八义镇东山村东和西火镇北大

掌村西北滑坡地质灾害隐患。

4.屯留区：重点关注余吾工业园、渔泽工业园、屯留康庄

医药产业工业区、路村工业园区及张店镇雁凤村地质灾害防范。

密切监测余吾煤业、常村煤矿、郭庄煤业、王庄煤矿和古城煤

矿采空塌陷区，加强对煤矿采空区治理和监管。加强张店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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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神庙乡、吾元镇、丰宜镇重点区域地质灾害隐患排查。加强

辖区内 309 国道、屯东线、红官线、上庄-南村路段地面塌陷隐

患排查。

5.长子县：辖区内地质灾害主要分布于慈林、南陈、石哲、

横水、王峪等部分道路两侧和居民房前屋后，要加强巡查监测；

高度关注石哲镇龙兴村、马家峪、岳阳村，慈林镇南张村，王

峪景区服务中心王村地质灾害隐患；加强华晟荣、三元下霍、

霍尔辛赫采空区地面塌陷积水区管理及巡查监测，重点监测李

村煤矿采煤造成的 S228 省道原化肥厂塌陷路段。

6.襄垣县：高度关注下良镇旅游公路及善福镇法显大道沿

线崩塌，重点防范从北部西营镇护家垴村到南部侯堡镇常沟村

一带，东起王桥镇红星村西至夏店镇西河口村、虒亭镇返头村

及王村镇周边一带等区域内的崩塌及地面塌陷造成的房屋开

裂、公路变形、塌陷坑等隐患。

7.壶关县：重点防范大峡谷镇、石坡乡、晋庄镇、树掌镇、

东井岭乡、黄山乡南部及百尺镇区域内地质灾害。加强对崩塌、

滑坡、泥石流地段及旅游线路，东井岭煤矿、黄山煤矿采空塌

陷区、铁矿采空区及采矿废弃物的监测。高度关注晋庄镇东河

南村、郊河村、寺沟村六亩地、西七里村西南，石坡乡南平头

坞村、苇则水村、东西黄花水，大峡谷镇青龙峡村石榴坡、丁

家岩村潭南坡、东川底村、南岭村、黄崖底村秦家庄、红豆峡

景区奥莱山庄、树掌镇磨掌村地质灾害隐患，加强巡查排查。

8.黎城县：辖区内地质灾害隐患主要分布在上遥镇、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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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镇、东阳关镇及黄崖洞镇部分区域。重点关注程家山镇隆旺

村、路堡村、北流村，黎侯镇仁庄村、陈村，东阳关镇东阳关

村、上遥镇上遥村、后庄村行曹自然庄崩塌隐患及东阳关镇香

炉峧、后峧村，黄崖洞镇佛崖底、西村滑坡隐患。密切监测新

石线、板山线、金鸡寨景区旅游道路两侧、黄崖洞景区以及 309

国道小口段、皇后岭段、柱儿岭、横岭坡段崩塌隐患，加强巡

查排查。

9.平顺县：加强对挂壁公路、省县乡公路两侧、旅游景区

的滑坡、崩塌、泥石流重要地段的监控，危险区要设立明显警

示标识。对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区、铁矿采空区、采矿废弃

物进行动态监测。加强对青羊镇、北社乡的滑坡隐患，阳高乡、

北耽车乡、石城镇、玉峡关镇、东寺头乡、西沟乡的崩塌隐患

监测和防范。

10.武乡县: 加强蟠洪河流域、浊漳河北源流域、涅河、马

牧河流域沿线及洪水镇东南部低中山丘陵区崩塌、滑坡隐患排

查监测。重点防范分水岭乡南关村，故城镇范家凹村、东寨底

村、河底村-山交村、涌泉乡-丰州镇一带地质灾害隐患。加强

322 省道蟠龙至墨镫段、故县至监漳段公路、102 省道、103 省

道沿线、208 国道沿线崩塌、滑坡地质灾害隐患排查。加强蟠龙

镇、洪水镇、韩北镇煤矿引发的地面塌陷监测。

11.沁县: 加强新漫线、南沁线、段宜线、322 省道等交通

干线和太焦铁路、二沁铁路沿线边坡地段的崩塌、滑坡地质灾

害监测。加强定昌镇南湛村南、西良基村南、西良基政务大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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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石垢村西北、第六中学校、松村镇五科村白石凹村、新店镇

待贤小学、杨家庄村、册村镇杨家铺村、南里镇孟家庄村、故

县镇南集村、沁州黄镇陡角村、郭村镇丁家山村地质灾害隐患

巡查排查。

12.沁源县：重点关注辖区内 S222 省道、S323 省道、X643

县道、龙头河、沁河、赤石桥河、紫红河、狼尾河两侧区域内

崩塌、滑坡隐患。加强煤矿周边采煤塌陷区的巡查排查，密切

监测李元镇李成村、留神峪村泥石流，聪子峪乡三义村、扭家

庄村、灵空山镇畅村地面塌陷。

四、地质灾害防治主要任务

（一）加强趋势会商，科学部署防灾工作

各县区、各相关部门要做好年度地质灾害防治工作部署，

市、县两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要会同气象、水利、应急、交通、

住建、地震等部门年初进行年度地质灾害趋势会商，研判地质

灾害发展变化趋势，科学确定地质灾害防治重点时段与重点区

域，提出针对性防治措施，并结合降水趋势、人类工程活动影

响及地震等情况，定期、及时组织趋势会商，分析预测灾情险

情和重点防治方向。县级政府要于 4 月 20 日前制定下发 2024

年度地质灾害防治方案。

（二）加强隐患排查，提升风险管控质量

深刻汲取地质灾害典型案例经验、教训，坚决贯彻市委、

市政府关于地质灾害的重要决策部署，树牢地质灾害防治是“生

命工程”的思想。市、县自然资源部门充分发挥地质灾害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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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组织、协调、指导、监督职能，持续深化专项行动实效，高

度关注冰雪冻融期、汛期两个重要时段，扎实做好冻融期和汛

期地质灾害隐患排查，加强督导检查，压实防灾责任人、监测

责任人、技术负责人的责任，及时发放“两卡一书”。充分发

挥地质灾害防治技术支撑单位和专家的专业优势，组织协调交

通、住建、水利、教育、文旅、卫健等相关部门对辖区内各类

地质灾害隐患进行认真排查，对所属行政区内各类地质灾害风

险隐患进行全面排查，达到应查尽查，要把矿区范围内已纳入

或符合纳入管理情形的地质灾害（自然）隐患点作为排查的重

点；对黄土地区人口密集的城乡结合部、学校、医院、厂矿、

各类移民新村、新建小城镇、山体边坡住房安全隐患进行全面

排查；对重要交通干线、重点水库库区、工矿场区、施工工地、

临时工棚、施工便道、高陡边坡、冻融影响区、山区削坡填沟

建设的居民聚集区及旅游景区景点进行全面排查；严格落实《山

西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加强和规范高陡边坡地质灾害隐患排查入

库有关工作的通知》（晋自然资函〔2023〕383 号）要求，既

要对在册的地质灾害隐患点进行精细排查，更要注重发现新的

隐患点，做到隐患点“动态调整、动态管理”。市地质灾害防

治领导小组办公室在汛期组织成员单位对各县区进行一次督导

检查，组织开展各县区之间交叉检查。实施中央财政资金安排

的平顺县地质灾害高风险区精细调查，查明各类隐患及斜坡的

结构特征和动态发展趋势，划定地质灾害风险区，提出风险管

控对策措施，为地质灾害风险双控、防灾减灾规划、国土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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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和用途管制等提供基础依据，全面支撑地方政府的地质灾

害防治管理工作。

（三）加强监测预警，提升科技防灾水平

各县区人民政府要加强群测群防工作的组织领导，健全以

村干部和骨干群众为主体的群测群防队伍，充分发挥地质灾害

防治“第一道防线”作用，压实“三个责任人”的责任，确保

地质灾害隐患点巡查全覆盖，完善网格化管理模式。强化“人

防”+“技防”，建立完善新型高效的专群结合监测预警网络，

提升地质灾害预警精准度、时效性和覆盖面。完善市、县地质

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系统，实现互联互通，提升地质灾害气象风

险预警精准度。继续扩大隐患点监测预警应用范围，配合省自

然资源厅在我市开展 30 处普适型监测预警台站新建、17 处普适

型监测预警台站改建项目，为汛期地质灾害防治提供重要技术

和人员支撑,实现科学防范、重点防范、精准防范。配合省自然

资源厅开展我市地面沉降监测网建设项目，建设自动化监测系

统、新建 3 座基岩标、新建 4 组分层标，并配备自动监测传输

仪器、设施保护装置等附属设施，2025 年 6 月底完成运行。

（四）加强治理搬迁，提升防灾减灾成效

各县区人民政府要统筹资金，加大地质灾害工程治理及排

危除险力度，切实消除灾害威胁；加快推进国债和中央财政资

金地质灾害治理工程，确保 2024 年开展的平顺县 2 处、潞城区

1 处地质灾害治理工程顺利实施，12 月底前主体工程竣工，发

挥工程措施防灾减灾效益。把避险搬迁作为首要防治举措，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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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则搬、应搬尽搬，加快推进国债资金安排的 48 户农村地质灾

害避险搬迁工作，其中，潞城区 32 户、黎城县 16 户，倒排工

期、明确时间节点，确保 6 月底全面开工、2025 年 6 月底前完

成竣工；2023 年之前的任务要全面完成验收。已实施农村地质

灾害避险搬迁的，加大拆旧复垦力度，坚决防止人员回流。强

化农村地质灾害避险搬迁工作的全过程管理和搬迁户信息管

理，及时健全完善搬迁工作资料，确保资料合规、齐全、真实。

（五）加强协调联动，提升应急处置能力

市、县自然资源、应急、气象、水利、新闻媒体等部门要

加强协作联动，提高气象信息服务水平，畅通预警预报传播渠

道，运用手机、电视、农村大喇叭、网络等媒体及时发布灾害

性天气和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不断扩大预警预报覆盖

面和影响范围，提高预警预报水平。各县区、各相关部门要充

分做好应对突发情况的准备，及时启动应急预案，高效开展处

置工作，落实值守值班制度，补充应急救灾物资，保障地质灾

害应急出动、巡查排查和监测防范车辆。在强降雨期间，地质

灾害易发区的县、乡政府要安排专人对高危隐患点进行驻点值

守，强化临灾处置能力，严格落实《山西省强降雨地质灾害应

急避险撤离响应机制》（晋地灾防办〔2023〕9 号），把高风险

区域受威胁群众的紧急避险转移撤离作为地质灾害防范应对的

最有效手段。汛期“七下八上”重点时段，地质灾害防治专家

和专业技术支撑单位要驻县进村，加强技术指导，做好支撑服

务。严格执行地质灾害灾情信息速报制度，不得迟报、误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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瞒报。

（六）加强培训演练，提升全民防灾意识

各县区、各相关部门要认真总结地质灾害防治工作中好的

经验、做法，制作形式多样的地质灾害防治知识宣传手册、活

页、挂图、影视光盘等防灾减灾宣传资料，并以“4·22”地球

日、“5·12”防灾减灾宣传日、“10·13”国际减灾日为契机，

开展广泛防灾减灾宣传；组织地质灾害防治技术支撑单位深入

每个隐患点对受威胁的群众进行宣传；发挥主流媒体宣传作用，

在市、县两级电视台播放地质灾害防治科普宣传片，提高人民

群众“识灾、防灾、避灾”能力。组织一线监测人员和技术人

员开展技能培训，确保监测人员会监测、能预警、守纪律。市

级负责组织县级政府分管领导及地质灾害防治骨干培训，进一

步提高巡查监测、应急处置和协调管理能力。县级负责组织本

行政区内隐患点群测群防员全员培训，进一步提高监测监控、

预警预报和履职尽责能力。因地制宜组织地质灾害隐患点受威

胁群众开展应急避险演练，使群众树立避灾意识、熟悉避灾信

号、掌握避灾路线、熟知避灾地点，确保遇险时能够有序快速

撤离，汛期，地质灾害高易发的县区政府要组织一次示范性地

质灾害应急演练，每个地质灾害隐患点都要进行以避险为主的

防灾演练，努力提高各县区、各相关部门指挥决策、协同配合、

应急响应、抢险救援和后勤保障能力。

（七）加强管理创新，提升风险防控模式

建立以地质灾害风险防控为主的综合防治体系，明显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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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灾害防治能力和防御工程标准，最大限度防范和化解地质

灾害风险，加强风险源头管控，提高预警精准度，推动地质灾

害防治从减少灾害损失向减轻灾害风险转变。充分利用市、县

两级地质灾害风险评价与区划，在现有运行的地质灾害隐患点

防控体系基础上，综合考虑地质、地形、诱发因素、承灾体等

因素，推进防控方式由“隐患点防控”逐步向“隐患点+风险区”

双控转变，建立地质灾害风险双控全链条工作技术支撑体系，

形成完善的地质灾害风险双控制度机制，创新地质灾害风险双

控工作模式，实现地质灾害隐患点与风险区全生命周期管理和

风险双控全链条工作闭环管理，切实提高基层地质灾害防治能

力，最大限度防范和化解地质灾害风险，推动地质灾害防治工

作再上新台阶。

五、保障措施

（一）提高政治站位，坚守底线思维

各县区、各相关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认

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指示精神，

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树牢以人民群众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人

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做好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各县区党

委、政府主要负责人要严格落实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第一责任人

的责任，及早对今年的地质灾害防治工作作出全面部署，明确

任务，各司其职，加强联动，形成合力，建立健全政府主导、

部门分工、全民参与的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格局。要坚决克服麻

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充分认清地质灾害防范的严峻形势，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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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项工作制度，细化工作流程，努力做到防患于未然。

（二）加强组织领导，落实防灾责任

坚持“属地管理，分级负责”原则，各县区人民政府要把

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落实地方党委、政府地

质灾害防治主体责任，建立完善逐级负责制。地方政府牵头抓

总，充分发挥地质灾害防治领导小组职责，各相关部门各负其

责，自然资源部门要加强对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组织、协调、

指导和监督，发展改革、教育、工信、民政、住建、交通、水

利、公安、农业农村、卫健、文旅、应急、能源、铁道等行业

部门要按职责分工和“三管三必须”要求，做好各分管领域地

质灾害防治工作的组织实施，及时将地质灾害灾（险）情通报

当地应急管理部门。严格按照“谁建设、谁负责、谁引发、谁

治理”原则，督促工程建设单位、运营单位落实地质灾害危险

性评估制度及防灾第一责任人责任，确保防灾责任和防治措施

层层落实到位。强化考核问责，对在地质灾害防范和处置中玩

忽职守，致使工作不到位，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的，

要依法依规严肃追究责任。

（三）加大经费投入，增强应对能力

要切实加强地质灾害防治资金投入，将地质灾害防治工作

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安排专项资金用于地质灾害规划编制、

监测预警、群测群防、调查排查、搬迁避让、工程治理、技术

支撑服务、突发地质灾害应急处置工作及所必需的交通、通讯、

物资器材等装备的更新、采购，切实提升灾害应对、处置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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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资金监管，确保资金保障及时、计划分配科学、运行运转

畅通、作用发挥高效。不断强化地质灾害防治群测群防队伍建

设，全面改善提升技术装备水平，切实增强业务基础能力，全

力做好地质灾害防治工作。

附件：长治市地质灾害隐患点情况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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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长
治
市
地
质
灾
害
隐
患
点
情
况
统
计
表

单
位

总
数

隐
患
类
型

险
情
等
级

备
注

崩
塌

滑
坡

泥
石
流

地
面
塌
陷

地
裂
缝

地
面
沉
降

特
大
型

大
型

中
型

小
型

潞
州
区

85
32

53
85

潞
城
区

87
84

1
2

1
7

79

上
党
区

14
1

91
27

23
1

7
13

3

屯
留
区

95
41

18
35

1
14

81

平
顺
县

13
8

12
2

13
1

2
1

1
5

13
1

襄
垣
县

93
31

62
93

长
子
县

83
74

8
1

83

黎
城
县

14
4

12
5

8
9

2
8

13
6

壶
关
县

82
55

14
3

10
1

3
78

武
乡
县

67
52

5
10

1
8

58

沁
县

83
75

8
3

80

沁
源
县

84
58

20
2

4
5

79

合
计

1
18

2
8
40

1
22

1
6

2
01

3
2

4
6
0

1
11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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