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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9月，淄博正式组织开展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工作。经各方协同推进，淄博已全面完
成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工作调查任务。5月11日，淄博市政府新闻办组织召开新闻发
布会，淄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住建局、市交通运输局、市水利局、市应急管理局等单位负责人
介绍相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

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工作

淄博已全面完成调查任务
发布会上，淄博市委市政府

重大项目督查协调专员、二级巡
视员于照春通报了有关情况。

近三年来，普查领导小组各
成员单位、各区县共获取淄博市
灾害风险要素数据数350余万
条，全面完成了普查调查、数据
质检和汇交任务。目前，正在利
用调查数据配合省级开展灾害
风险评估与区划工作。

市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统

筹协调自然资源、住建、交通、水
利、应急、气象、地震等部门共同
研究出台了普查实施方案，淄博
市100%的乡镇、100%的社区
（行政村）和7‰的家庭参与了调
查。淄博已全面完成普查调查
任务，并通过省普查办和国务院
普查办的质检审核。

住房城乡建设行业获取了
淄博市346万栋城乡房屋建筑数
据；城市管理行业获取了淄博市

1000多处市政设施数据；交通
运输行业完成了淄博市11443
公里公路、2629座桥梁、22座隧
道，30.7公里航道的基础设施调
查；林草行业完成淄博市108
个样地外业调查工作并完成实
验室数据测定；地质行业共调查
面积5059.19平方千米，资料收
集91套，查明地质灾害隐患120
个，孕灾点57处；水利行业完成
了干旱危险性调查44处，重点隐

患调查437处；应急管理行业获
取了淄博市承灾体、减灾能力、
历史灾害等4大类数据22804
条，并协同教育、卫健、文旅等行
业获取了1995个公共服务设施、
1132个危化企业（含加油加气
站）、40多座非煤矿山（含尾矿
库）和煤矿等承灾体信息，
13182条综合减灾能力数据，
6453条年度历史自然灾害数
据；气象行业获取了9种气象灾

害致灾因子信息16651条；地震
行业获取了淄博市90个钻孔，以
及9个地震工程地质条件钻探
数据。

通过此次调查，基本摸清了
淄博市自然灾害风险隐患底数，
查明了重点地区抗灾能力，为全
面做好灾害风险评估与区划工
作打下基础。目前，市普查办正
协同各相关行业部门建设自然
灾害综合风险基础数据库。

市级1:10万地质灾害风险普查工作完成

开展地质灾害和森林草
原火灾风险普查工作，是对地
质灾害和森林草原火灾隐患
的深度“体检”。发布会上，淄
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有关
负责人对此次风险普查中地
质灾害风险和森林草原火灾
风险普查工作有关情况进行
了介绍。

地质灾害风险普查，主要
是通过工作开展，摸清淄博市
地质灾害隐患风险底数，分析
成灾模式、发展趋势及分布规
律，评价地质灾害易发性、危
险性、风险性，判识灾害隐患，
提出风险管控对策建议，为精
准防范提供方向和支撑。森

林草原火灾风险普查，主要是
通过工作开展，摸清淄博市森
林草原火灾风险隐患底数，查
明重点区域抗灾能力，客观评
价各区县森林草原火灾风险
水平，为开展森林草原火灾防
治和应急管理提供科学依据。

地质灾害风险普查方面，
目前淄博市完成了区县1:5
万、市级1:10万地质灾害风险
普查工作，提交了区县、市两
级地质灾害风险普查成果，建
立了地质灾害隐患数据库，划
定了地质灾害风险区划和防
治区划；森林草原火灾风险普
查方面，目前淄博市完成了野
外调查任务和重点隐患评估

工作，对淄博市风险水平进行
了量化，形成了淄博市森林草
原火灾风险区划和防治区划
定级分区初步成果，为淄博市
地质灾害和森林草原火灾风
险防治、国土空间规划和用途
管制等工作提供了基础依据。

今年，该局拟在45处重点
隐患点安装专业监测设备，逐
步建立“人防+技防”的防治体
系。同时，做好重点时段的监
测、预警工作，在极端天气来
临时，坚持“雨前排查、雨中巡
查、雨后复查”，做到全过程监
测、24小时防范，确保不发生
重大地质灾害险情。

调查房屋建筑图斑约345.9万个

淄博市共调查房屋建筑图
斑约345.9万个、建筑面积约
4.7亿平方米；对城乡房屋建筑
单体逐栋定点定位……发布会
上，淄博市住建局有关负责人
对淄博市房屋建筑承灾体调查
工作有关情况进行了介绍。

面对淄博市城乡房屋建筑
总量的基数大、分布范围广，调
查难度大等问题，淄博住建部
门克服了疫情防控、资金不足、
人手缺少、图斑不全、部分资料

灭失、雨雪严寒天气、系统经常
性崩溃等不利因素，积极争取
资金8000万元，对城乡房屋建
筑单体逐栋定点定位，并采集
灾害风险属性信息。淄博市共
调查房屋建筑图斑约345.9万
个、建筑面积约4.7亿平方米。

从2021年11月11日，住房
和城乡建设部下发第一个区县
图斑开始，2022年2月11日完
成外业调查，2月20日通过区
县自检和市级核查，2月底前

通过省级核查，6月30日作为
山东省4个代表市之一，通过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现场核查验
收和数据汇交。山东省作为全
国试点，是第一个完成房建调
查的省份。

目前，淄博市房建调查数
据已成为既有房屋管理、自建
房排查整治、自然灾害防治、抗
震加固改造、补齐公共设施短
板的重要依据，为自然灾害综
合风险评估打下了基础。

补充完善新增调查数据目录13类3658条

在发布会上，淄博市应急
管理局有关负责人介绍，该局
补充完善了淄博市风险普查新
增调查数据目录13类3658条。

淄博市应急管理局补充完
善了淄博市风险普查新增调查
数据目录13类3658条；按照边
普查边应用的要求，推进普查
调查数据应用，编制了《淄博市
综合防灾减灾十四五规划
（2021-2025）》和《淄博市物
资保障十四五规划》；在全省率
先出台了《关于加强极端天气
防范应对工作若干措施》；修订
完善了1个《淄博市突发事件
总体应急预案》和37个专项

预案。
淄博目前已取得文字、图

件和数据三大成果，具体到数
据成果方面，主要是“一单一库
一系统”：“一单”就是淄博市灾
害风险隐患清单。基本摸清了
淄博市自然灾害风险隐患底
数，查明了重点地区抗灾能力。
各区县（功能区）和重点行业部
门分级分类建立了灾害风险隐
患清单。

“一库”就是淄博市灾害普
查基础数据库。集中组织力量
在全省率先完成了区县和市直
重点行业部门普查数据的横向
和纵向汇交，筹建淄博市普查

基础数据库。数据库包括主要
自然灾害风险要素调查数据、
主要承灾体调查数据、历史灾
害灾情调查数据、综合减灾能
力调查数据，主要自然灾害重
点隐患数据等，涵盖空间数据
和统计数据。

“一系统”就是市级普查成
果应用管理系统。建设了一套
以普查数据为核心的淄博市全
灾种普查数据成果应用系统，
主要包括数据管理、可视化管
理和应急管理“一张图”3大模
块，具备普查数据检索、数据导
入、数据导出，地图管理、统计
分析、数据生成等6项功能。

查出自然灾害风险点信息55处
采集公路基础设施属性信

息18543条、高边坡信息40条，
普查出自然灾害风险点信息55
处……发布会上，淄博市交通运
输局有关负责人介绍了高速公
路、普通国省道、农村公路的自
然灾害综合风险承灾体普查方
面的有关情况。

淄博市交通运输局按照市
普查办及省交通运输厅工作要
求，已完成淄博市第一次自然灾
害综合风险公路承灾体普查工
作。期间共采集公路基础设施
属性信息18543条、高边坡信息
40条，普查出自然灾害风险点
信息55处，提交的资料已全部
通过交通运输部审核。

此次普查在公路养护年报
等已有数据的基础上，共对208
公里高速公路、936公里普通国
省道、10299公里农村公路、
2629座桥梁、22座隧道进行了
摸排，掌握了淄博市的公路自然

灾害风险隐患情况，基本摸清了
淄博市公路承灾体自然灾害风
险底数。

通过开展普查数据区县自
检、互检、第三方抽检及市普查
工作组审核，对淄博市18638条
数据进行逐条审核，针对重要风
险点和数据采集结果存疑的路
段开展线下实地核查，对发现的
370余个问题以“通知单”形式
下发，督促及时修正，确保数据
的准确性。

坚持边普查、边总结、边整
改、边运用的总体思路，高度重
视普查数据应用，实现灾害防治
由“经验导向”向“数智化”精准
管控转变，前期通过对普查风险
点的预判提示及预防性处治，有
效预警了连续强降雨导致的
S102济青线、S317临历线两处
高边坡路段的土体滑塌，保障了
道路通行。

淄博形成洪灾隐患调查成果

洪水灾害致灾调查任务配
合工作已全部完成，完成提供中
小流域控制断面防洪特征值成
果表和设计洪水特征值成果表
等基础资料……发布会上，淄博
市水利局有关负责人介绍了水
利普查方面的有关情况。

此次水利部门负责的水旱
灾害风险普查工作在第一次全
国水利普查已有成果的基础上，
重点系统性梳理水旱灾害防御
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和薄弱环
节，摸清淄博市水旱灾害风险隐
患底数，客观认识淄博市水旱灾
害风险水平，重点促进提高淄博
市水旱灾害防御能力。

2021至2022年度，针对淄
博市11区县（含功能区）开展的
水旱灾害风险普查工作主要包
括水旱灾害致灾调查、洪水灾害
隐患调查两部分任务。水旱灾
害致灾调查方面，配合省水利厅
开展洪水灾害致灾调查，包括暴
雨频率图、中小流域洪水频率图
和控制断面防洪特征值成果表

和设计洪水特征值成果表等；开
展干旱灾害致灾调查，包括收集
淄博市水资源量等基础资料，工
程、非工程防御能力资料，多年
旱情旱灾及抗旱情况资料等。

洪水灾害隐患调查方面，基
于防洪预案、工程安全评价/鉴
定、运行管理等资料为基础，调
查库容10万m3及以上的水库工
程、过闸流量5m3/s及以上的水
闸工程、5级及以上的堤防工程
等的现状防洪能力、防洪工程达
标情况或安全运行状态等。

洪水灾害致灾调查任务配
合工作已全部完成，完成提供中
小流域控制断面防洪特征值成
果表和设计洪水特征值成果表
等基础资料，并协助完成了中小
河流洪水淹没图编制工作。干
旱致灾调查和洪水灾害隐患调
查任务已全部完成，形成了淄博
市干旱致灾调查成果及洪水灾
害隐患调查成果，客观认识淄博
市水旱灾害风险水平，提高了淄
博市水旱灾害防御能力。

本版稿件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记者 刘文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