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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是谱写新时代篇章的关键

阶段。为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及十九大历届全会精神，加强地质灾害

防治工作，减轻地质灾害造成的损失，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促进

社会经济持续稳定发展，根据《地质灾害防治条例》、《河南省地质环

境保护条例》、《河南省地质灾害防治”十四五”规划》、《济源市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纲要》等法律、法规和文件精神，济

源市人民政府决定编制《济源市地质灾害防治”十四五”规划》（以下简

称《规划》）。 

《规划》所称地质灾害，是指自然因素或者人为活动引发的危害

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的崩塌、滑坡、泥石流、地面塌陷、地裂缝、地

面沉降等与地质作用有关的灾害，其中矿山地质灾害纳入《济源市矿

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十四五”规划》。 

《规划》基准年为 2020 年，地质灾害隐患点数据截至 2021 年 9

月，规划期为 2021-2025 年。《规划》适用于济源市行政区管辖范围，

是”十四五”期间济源市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宏观性、指导性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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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地质灾害防治现状与形势 

（一）地质灾害现状 

济源市地处豫西北，北部和西部为太行山和中条山，南部和东南

部为黄土丘陵。由于地质构造复杂，岩性及地形地貌条件差异较大，

人类工程活动强烈，地质灾害较发育，具有点多面广的特征，主要的

地质灾害类型有崩塌、滑坡、泥石流、地面塌陷、地裂缝等。 

截至 2021 年 9 月，全市已查明各类地质灾害隐患点 521 处，其中

大型 16 处、中型 46 处、小型 459 处，共威胁 17506 人的生命财产安

全，潜在经济损失 73381.6 万元。 

1、崩塌 

崩塌隐患点共 231 处，规模大部分为小型。主要分布西部山区和

南部丘陵区，即承留镇、王屋镇、下冶镇、邵原镇、大峪镇、轵城镇

等一带。 

2、滑坡 

滑坡隐患点共 259 处，规模以小型为主，主要分布于邵原镇、王

屋镇、大峪镇、下冶镇、承留镇、轵城镇一带。 

3、泥石流 

泥石流隐患共 6 处，均为小型规模，分布在王屋镇。 

4、地面塌陷 

地面塌陷共 23 处，主要为采空塌陷，分布在大峪镇、下冶镇、克

井镇、王屋镇。 

5、地裂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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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裂缝共 2 条，规模均为小型，主要是由于地下开采和小浪底水

库蓄水两种因素共同作用引起。 

（二）”十三五”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成效 

在济源示范区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各部门密切配合，自然资

源与基层干部群众共同努力下，基本完成了《济源示范区地质灾害防

治“十三五”规划》确定的主要目标任务，在地质灾害调查评价、监

测预警、综合防治能力等方面成效显著，基层防灾能力得以提升，防

灾机制不断完善。 

地质灾害防治制度体系基本形成。济源市相继出台印发了突发地

质灾害应急预案、汛期地质灾害防治方案、汛期地质灾害巡查制度等

多项制度办法，组织制定并完善了地质灾害防治应急预案、预警预报、

信息报送、巡查排查、汛期值班、应急处置等制度。 

地质灾害防治组织体系不断完善。济源市人民政府成立了地质灾

害防治领导小组，坚持属地管理、分级负责，认真落实了各级政府的

主体责任，基本形成政府主导、部门分工协作、社会公众参与的地质

灾害防治工作新格局。进一步建立和完善了群防群测网络，建立健全

了汛期地质灾害防治应急指挥系统。 

地质灾害调查评价工作成效显著。完成了地质灾害详细调查（1:5

万）工作，调查面积覆盖全市范围，共计 1931km2。坚持在地质灾害

易发区开展了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工作，有效保证了工程建设项目的

安全建设和运营。严格执行了地质灾害防治“三查”制度，坚持汛前排

查、汛期巡查、汛后复查。 

地质灾害监测预警能力不断增强。群测群防员队伍不断壮大，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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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了地质灾害隐患点群测群防全覆盖。完善了汛期地质灾害气象预警

预报制度，市自然资源和气象部门积极配合，及时发布地质灾害气象

预警信息，向社会公布了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和天气发展趋势。 

地质灾害综合防治工程成效突出。”十三五”期间共投入中央财政

资金 1779.4 万元、地方配套资金 7950 万元，共计 9729.4 万元，先后

实施 2 个地质灾害综合治理工程，成功搬迁避让居民 421 户，解除受

地质灾害威胁人口 1699 人，有效保障了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地质灾害应急能力大幅提升。坚持推进灾前预防与应急处置并

重，常态减灾与救灾应急相结合的原则，每年召开市突发地质灾害应

急小组成员会议，统筹部署地质灾害应急与防治工作。制定了突发地

质灾害应急工作程序和应急响应工作方案以及地质灾害值班信息报告

等制度，加强汛期应急值守工作和应急速报工作，不断提升应急处置

能力。先后开展了多次地质灾害知识宣传活动及地质灾害应急避险演

练，切实增强了群众防灾避险意识。 

（三）地质灾害防治工作面临的形势 

济源市西北部山区、南部丘陵区地质灾害隐患数量多、分布集中，

汛期地质灾害多发，且具有突发性、破坏性和难预测性，预报预警和

防范难度大、搬迁及治理费用高，”十四五”期间，地质灾害防治的形

势依然严峻。 

地质灾害多发易发态势长期存在，防治任务依然繁重。济源市北

部为巍峨险峻的太行山，南部为沟壑纵横的黄土丘陵，东部为平坦的

倾斜平原，地形起伏大，地质构造条件复杂，地表水系及地下水资源

丰富，降雨时空分布不均，采矿等人类工程活动频繁，决定了地质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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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多发易发的态势。 

全市地质灾害隐患点多面广，威胁人口较多，威胁财产巨大。受极

端天气及人类工程活动等影响，地质灾害隐患点还可能增加，中低山区

及黄土丘陵地区地质灾害易发，且规模大、危险性大，防治难度较大。 

地质灾害防治基础仍较薄弱。全市自然因素引发地质灾害隐患

123 处，人为活动引发地质灾害隐患 398 处，众多中小型地质灾害隐

患点险情严重，亟待采取搬迁避让或工程治理等措施。地质灾害防治

经费投入不足，且资金来源渠道有限。基层专业技术力量薄弱，技术

支撑和群测群防有待进一步提高。 

经济社会发展对地质灾害防治提出了更高要求。”十四五”时期，

济源市全面推进能源、水利水电工程、交通工程及旅游开发等重大工

程项目，社会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对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提出了更

高要求。未来一个时期，全市仍需进一步完善地质灾害调查评价体系、

监测预警体系、综合治理体系和应急防治体系，为经济社会发展和改

善民生提供地质环境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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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指导思想、基本原则与规划目标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

十九大和十九大历全会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完整，

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认真执行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关

于提高自然灾害防治能力的要求，落实省第十一次党代会工作部署，

统筹发展和安全，依靠科技进步和管理创新，加强统筹协作，提高防

治效率全面提升基层地质灾害防治能力，最大限度的避免和减少地质

灾害造成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二）基本原则 

以人为本、生命至上。以消除地质灾害隐患，减轻地质灾害威胁，

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为根本，将防灾减灾工程和民生工程相结

合，优化防治布局，最大限度减少地质灾害造成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

失。 

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科学运用综合防治措施，有效规避地质灾

害风险。增强全民防灾减灾意识，提升公众自救互救技能，切实减少

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群测群防、群专结合。紧紧依靠广大基层群众，夯实群测群防基

础，充分发挥专业机构指导作用，建立完善的专业技术指导与群测群

防相结合的地质灾害监测预警体系。 

全面部署、突出重点。紧密围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我省重大发

展战略，科学规划，突出重点部署地质灾害调查评价、监测预警、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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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治理、应急防治和基层防灾能力建设任务服务社会经济发展大局。 

技术支撑、科学减灾。充分认识地质灾害突发性、隐蔽性、破坏

性和动态变化特点，加强地质灾害防治新技术、新方法的应用，科学

防灾减灾。 

（三）规划目标 

到以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为根本目的，依靠科技创新、科学

管理和信息化，持续推进地质灾害调查评价、监测预警、综合治理、防

治能力建设。到 2025 年，全面建立建全我市以地质灾害风险防控为主

的综合防治体系，实现地质灾害排查动态化，地质灾害隐患点群测群防

全覆盖，地质灾害综合防御能力明显提升，基本消除或减轻地质灾害威

胁，最大限度避免和减轻因地质灾害造成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建立地质灾害风险调查和管控新格局。加强地质灾害隐患综

合遥感识别，开展易发区内地质灾害风险普查，开展地质灾害专项调

查及重大隐患排查工作，加强地质灾害风险评价与区划，建立“隐患

点+风险区”双控新格局，完善市级地质灾害隐患数据库。 

——建立人防、技防相结合的地质灾害监测预警体系。持续加强

地质灾害群测群防能力建设，实现地质灾害隐患点全覆盖，完善市级

地质灾害气象预警体系，实现关键时段把气象预警预报信息发送至乡

镇、村、户、个人。形成比较完备的地质灾害监测预警体系。 

——实施重要地质灾害隐患综合治理。利用财政资金和社会资

金，结合乡村振兴和生态修复，对严重威胁居民安全的地质灾害隐患

点开展搬迁避让或工程治理，减少受威胁人口不少于 10000 人。 

——建立共防共治的地质灾害防治新格局。加强地质灾害新技

术、先进仪器设备的应用，加大基层防灾减灾宣传科普和培训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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畅通信息渠道，形成上下一体、互联互通、部门协同、共防共治的地

质灾害防治新格局，提高人民群众防灾减灾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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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地质灾害易发程度及防治分区 

（一）地质灾害易发程度分区 

根据全市地质环境条件及地质灾害分布发育特征，划分地质灾害

高易发区 3 个、中易发区 1 个，低易发区 1 个、非易发区 1 个。（见附

表 1）。 

1、地质灾害高易发区 

南部丘陵崩塌、滑坡、泥石流、地面塌陷、地裂缝高易发区（A1）：

该区位于王屋镇、下冶镇、坡头镇、大峪镇及承留镇大部和轵城镇的

南部一带，面积 814.79km2，占全市面积的 42.88%。灾害类型以崩塌、

滑坡为主，次为泥石流、地面塌陷。崩塌、滑坡灾害主要集中发育于

居民房前屋后和交通干道两侧切坡处，泥石流发育于河道两侧，地面

塌陷发育于采矿区内。该区植被覆盖率低，雨季容易诱发崩塌滑坡。 

邵原镇中部部崩塌、滑坡高易发区（A2）：该区位于邵原镇中东

部，面积 94.80km2，占全市总面积的 4.99%。属于低山丘陵区，耕地

较多、植被覆盖率较低，冲沟发育，侵蚀作用强烈，人类工程活动较

多，以修路及切坡建房为主，雨季易诱发崩塌、滑坡等地质灾害。目

前该区共查明地质灾害隐患点 52 处，占全市地质灾害隐患点总数的

9.98％，其中崩塌 20 处，滑坡 32 处，地质灾害隐患点密度 0.549 处/km²，

分布密度大，危害严重。 

邵原镇南部崩塌、滑坡高易发区（A3）：该区位于王屋镇南部、

南山村至田谷沱村一带，面积 52.69km2，占全市总面积的 2.77%。崩

塌、滑坡等地质灾害。目前该区共查明地质灾害隐患点 23 处，占全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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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灾害隐患点总数的 4.41％，其中崩塌 13 处，滑坡 10 处，地质灾

害隐患点密度 0.437 处/km²，分布密度大，危害严重。 

2、地质灾害中易发区 

山前丘陵、平原崩塌、滑坡、地面塌陷中易发区（B1）:该区位

于北部中山区以南的五龙口镇、克井镇、思礼镇、王屋镇及邵原镇一

带，占地面积 332.75km2，占济源市总面积的 17.51%。目前区内共查

明地质灾害隐患点 20 处，主要集中在克井镇煤矿区及五龙口镇，其中

有崩塌 12 处，滑坡 4 处，地面塌陷 4 处，地质灾害隐患点密度为 0.06

处/km2。 

3、地质灾害低易发区 

北部中山区地质灾害低易发区（C）：该区位于济源市北部，防治

面积 322.9km2，占全市面积的 16.99%，有崩塌 1 处，滑坡 3 处，泥石

流 1 处。 

4、地质灾害非易发区 

东部平原区地质灾害非易发区（D）：该区位于济源市东部市区，

梨林镇、思礼镇、承留镇北部及五龙口镇南部，面积 290.17km2，占

全市总面积的 15.03%。主要分布于东部平原区，地势平坦，地质条件

较好，地质灾害不发育。 

（二）地质灾害防治分区 

根据全市地质灾害易发区分布，考虑不同区域社会经济重要性特

征，把地质灾害高易发、人口密集、社会经济财富集中、重要基础设

施和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规划区作为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把地质灾

害易发程度较高、分布密度较大、危害较为严重的地区作为地质灾害



 

10 

 

次重点防治区；把地质灾害低易发区划分为一般防治区。共划分地质

灾害重点防治区 3 个、次重点防治区 1 个、一般防治区 2 个。地质灾

害防治规划分区见附表 2。 

1、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 

南部丘陵崩塌、滑坡、泥石流、地面塌陷、地裂缝重点防治区（A1）：

该区位于王屋镇、下冶镇、坡头镇、大峪镇及承留镇大部和轵城镇的

南部一带，防治面积 814.79km2，占全市面积的 42.88%。区内有国家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阳台宫、312 省道、工矿企业，游客较多、人口密

集，人类工程活动频繁，地质灾害频发，主要表现为 312 省道沿线开

挖、景区建设及居民建房引起的崩塌、滑坡灾害，采矿活动引起的地

面塌陷等地质灾害。重点防治点是村庄、旅游景点等人口密集区和 312

省道 K102km+800m 至 108km+700m 段沿线、工矿企业。 

据调查统计，截止 2021 年，该区共查明地质灾害隐患点 421 处，

占全市地质灾害隐患点总数的 80.8％，其中崩塌 185 处，滑坡 210 处，

泥石流 5 处，地面塌陷 19 处，地裂缝 2 处，地质灾害隐患点密度 0.517

处/km²，分布密度大，危害严重，威胁人口 11958 人，潜在经济损失

约 54370 万元。 

邵原镇中部部崩塌、滑坡重点防治区（A2）：该区位于邵原镇中

东部，防治面积 94.80km2，占全市总面积的 4.99%。威胁对象为居民、

房屋、耕地及公路。 

据调查统计，截止 2021 年，该区共查明地质灾害隐患点 52 处，

占全市地质灾害隐患点总数的 9.98％，其中崩塌 20 处，滑坡 32 处，

地质灾害隐患点密度 0.549 处/km²，分布密度大，危害非常严重。威

胁人口 1387 人，潜在经济损失约 4134 万元。 



 

11 

 

邵原镇南部崩塌、滑坡重点防治区（A3）：该区位于王屋镇南部、

南山村至田谷沱村一带，防治面积 52.69km2，占全市总面积的 2.77%。

威胁对象为居民、房屋、耕地及公路。 

据调查统计，截止 2021 年，该区共查明地质灾害隐患点 23 处，

占全市地质灾害隐患点总数的 4.41％，其中崩塌 13 处，滑坡 10 处，

地质灾害隐患点密度 0.437 处/km²，分布密度大，危害严重。威胁人

口 2197 人，潜在经济损失约 5926 万元。 

2、地质灾害次重点防治区 

山前丘陵、平原崩塌、滑坡、地面塌陷次重点防治区（B1）:该区

位于北部中山区以南的五龙口镇、克井镇、思礼镇、王屋镇及邵原镇

一带，占地面积 332.75km2，占济源市总面积的 17.51%。属低山丘陵-

平原区，地形地貌变化较大，构造复杂，岩性差异性大，人类工程活

动多，尤以采矿、修路、景区建设为主。目前区内共查明地质灾害隐

患点 20 处，主要集中在克井镇煤矿区及五龙口镇，其中有崩塌 12 处，

滑坡 4 处，地面塌陷 4 处，地质灾害隐患点密度为 0.06 处/km2。威胁

人口 1946 人，潜在经济损失约 8891.6 万元。 

3、地质灾害一般防治区 

北部中山区地质灾害一般防治区（C1）：该区位于济源市西北部

中山区，防治面积 322.9km2，占全市面积的 16.99%，有崩塌 1 处，滑

坡 3 处，泥石流 1 处，地质灾害隐患点密度为 0.015 处/km2，该区人

口稀少，人类工程活动强度弱，无重要工程设施。威胁人口 18 人，潜

在经济损失约 60 万元。 

东部平原地质灾害一般防治区（D）：该区位于济源市东部平原区，

防治面积 290.17km2，占全市面积的 15.03%。该区人类工程活动频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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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地势平坦、地质环境条件较好，目前没有发现地质灾害隐患。 



 

13 

 

四、地质灾害防治任务与防治工程 

依据规划指导思想和规划目标，结合济源市经济社会发展需要，

围绕全面建成济源市地质灾害调查评价、监测预警、综合治理、防治

能力建设进行地质灾害防治任务与防治工程部署。 

（一）地质灾害调查评价 

严格执行地质灾害防治“三查”制度。在地质灾害易发区每年开展

汛前排查、汛中巡查、汛后复查，覆盖全市，及时掌握地质灾害隐患

点的现状并预测其发展变化趋势，把握地质灾害动态变化时间节点，

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实行动态管理，为落实防治措施，制定防灾预案提

供动态依据。 

（二）地质灾害监测预警 

1、群测群防体系建设 

推广网格化管理等先进典型经验，进一步完善全覆盖的地质灾害

群测群防监测网络。对调查、巡查、排查、复查中发现的地质灾害隐

患及时登记、提出防范措施和建议，完善群测群防制度，明确群测群

防员，给予经济补助，定期进行监测员培训，配备必要的监测仪器设

备，充分利用移动互联网等通信技术，形成监测数据智能采集、及时

发送和自动分析的监测预警系统。扎实做好防灾明白卡的填写、发放

和宣传等工作，及时将防灾明白卡发放到村、组、户，做到任务到人，

责任到人。 

2、地质灾害气象预警预报 

加强地质灾害气象预警预报工作，全面提升地质灾害预警预报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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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加强自然资源、应急、气象、水利等部门协作，推进监测数据和

监测预警信息共享，完善会商和预警联动机制，实现预警信息向群测

群防责任人直接发送，进一步提高地质灾害预警信息发布的针对性和

时效性。 

3、灾害隐患点监测预警仪器 

拟对部分地质灾害隐患点安装监测预警仪器，对其进行监测，使

得在地质灾害发生时，提前做好应对，人员及时按照相关撤离路线进

行撤离， 

（三）地质灾害综合治理 

继续实施地质灾害搬迁避让，对不宜采取工程治理措施、严重威

胁人口集聚区的地质灾害隐患点，结合易地乡村振兴、生态移民、土

地综合整治等任务，结合群众意愿，实行主动避让，易地搬迁，是受

地质灾害威胁的群众彻底避开地质灾害威胁。”十四五”期间，实施地

质灾害搬迁避让工程 2 项。 

加大地质灾害工程治理力度，选择威胁人口多、危害大、不宜搬

迁避让的地质灾害隐患点开展工程治理，科学编制治理方案，提高重

点部位防御工程标准。对调查发现的风险高，险情紧迫、治理措施相

对简单的地质灾害隐患点，采取投入少、工期短、见效快的治理措施，

可由村或乡镇组织排危除险。”十四五”期间，规划部署地质灾害隐患

治理工程 5 项。 

（四）地质灾害防治能力建设 

①提高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服务能力 

提高地质灾害配合能力，加强自然资源、应急、气象、水利、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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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住房和城乡建设等部门协同配合，开展综合避险演练，提升对突

发性地质灾害的快速响应能力。 

②强化地质灾害基层队伍建设 

加强地质灾害防治宣传、培训和演练力度。充分利用电视、广播、

报刊、网络互联网等媒体，开展多种形式的地质灾害防治宣传活动，

向群众普及逃生避险基本技能，提升个人的自救互救能力，每年汛期

前开展地质灾害防治知识宣传培训教育和应急演练活动。 

加强地质灾害专业人员培养，推进基层地质灾害防治队伍建设，

持续开展专业技术队伍“一对一”的技术支撑服务，提升基层防灾能

力。 

③加强地质灾害防治技术装备现代化建设 

加强地质灾害隐患早期识别技术的应用，配置数据采集等专业化

地质灾害技术装备，提高地质灾害隐患识别能力。 

推广监测预警仪器，监测雷达，车载地质灾害技术保障系统，数

据传输网络等地质灾害现代化装备，提升地质灾害防御信息获取能力、

灾害发生时的通信保障能力。 

④加强地质灾害防治科学创新能力建设 

优化管理机制，健全地质灾害防治标准体系。加强地质灾害防治

新技术、新方法的应用，提高科技防灾减灾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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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防治经费估算及资金来源 

（一）经费估算 

1、地质灾害调查评价经费 

地质灾害年度排查费用按 10 万元/年估算，规划期 5 年费用共 50

万元。 

地质灾害调查评价经费预算共计 50 万元。 

2、地质灾害监测预警经费 

（1）群测群防 

全市所有 521 处地质灾害隐患点均应纳入群测群防点，监测费用

按 0.15 万元/点·年估算，规划期 5 年费用共 390.75 万元。 

（2）气象风险预警 

气象风险预警费用预计经费按 20 万元/年，规划期 5 年气象预报

预警费用共 100 万元。 

地质灾害监测预警经费预算共计 490.75 万元。 

3、地质灾害综合治理经费 

（1）搬迁避让 

全市规划搬迁 313 人，按一次性补贴 2 万元/人估算，全市搬迁避

让总费用 626 万元，申请中央财政资金。 

（2）安装监测预警设备仪器 

规划期内拟对 36 处地质灾害点安装监测预警设备仪器，估算费用

共计 315 万元。 

（3）工程治理 



 

17 

 

规划期内拟实施 5项地质灾害治理工程，估算费用共计 3500万元。 

地质灾害综合治理经费预算共计 4441 万元。 

综上所述， ”十四五 ”期间，济源市地质灾害防治费用预算共

4981.75 万元。地质灾害综合治理工程拟需经费估算结果见附表 4。 

（二）资金来源 

1、地质灾害调查评价经费纳入市财政资金预算。 

2、地质灾害监测预警经费纳入市财政资金预算。 

3、地质灾害综合治理经费及安装监测预警仪器设备申请中央财政

或省财政资金，同时可吸纳社会资金，责任人明确的地质灾害隐患治

理工程，由责任人承担。 

4、地质灾害应急防治经费纳入市财政资金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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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保障措施 

（一）政府主导，落实责任 

建立和完善领导责任制，做到层层负责，分级管理。时、乡镇政

府对本辖区地质灾害防治工作负总责，自然资源部门要加强地质灾害

防治工作的组织协调和指导监督。住房城乡建设、交通、水利、气象

等部门要按照各自职责分工协作，做好相关领域地质灾害防治工作。 

（二）完善制度，依法防灾 

认真贯彻执行《地质灾害防治条例》和《河南省地质环境保护条

例》，进一步健全地方性规章制度。坚持实行经费分级预算制度、调查

与规划制度、汛期值班制度、预警预报制度、应急预案制度、险情解

除制度、危险性评估制度、治理责任制度、速报制度、责任追究制度。 

（三）拓宽渠道，保障资金 

建立政府、社会和责任者共同参与的地质灾害防治机制。将地质

灾害的搬迁避让和工程治理与乡村振兴、土地整治、生态移民、新农

村建设等相关工作紧密结合和融合。鼓励社会资金参与，坚持共享发

展理念，积极探索地质灾害防治新模式。 

按照“谁引发、谁治理”的原则，由人为活动引发或者加重的地质

灾害防治费用，由责任单位承担。因自然因素造成的地质灾害的防治

经费，由政府负责。防治经费列入政府财政预算，专款专用。 

（四）科技创新，提升能力 

搭建不同层次的地质灾害防治研究合作交流平台，加强与国内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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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灾害科研机构、大专院校及一线地质灾害防治机构的合作，实现“产、

学、研、用”一体化发展，不断提升地质灾害防治科技水平。开展地

质灾害防治业务培训，提升基层工作人员的地质灾害防治能力。 

（五）广泛宣传，加强教育 

广泛发动社会各方面力量积极参与地质灾害防治工作，鼓励公民、

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共同关心、支持地质灾害防治事业。地质灾害易

发区的邵原镇、王屋镇、下冶镇、等镇人民政府应加强本辖区内地质

灾害防灾知识的培训和演习，加强地质灾害防灾减灾宣传教育，普及

地质灾害防治知识，全面提高人民群众自防自救和避险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