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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
:
目前

,

人们对某些地质灾 {!

l! 害还不 能完全控制和消除
,

但只要把消 !l

!! 极被动的救灾活动转变为积极主动的防 !!

!{灾
、

杭灾的减灾活动
,

就能将灾害造成 l{

;: 的损失减轻到最低程度
。

湖北省长阳县 !l

{{在这方 面提供 了较好 的经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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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是我国地质灾害比较严重的省份

之一
,

灾害的种类多
,

分布广
,

灾情重
。

地

质灾害的频繁发生和危害的加剧
,

引起了省

政府及有关部门和社会的关注
。

1 9 9 0年 1 月

成立了由常务副省长李大强任组长的
“
湖北

省地质灾害勘查防治领 导小组
” ,

统一管理

全省地质灾害勘查防治工作
。

领导小组办公

室设在省地矿局
,

积极开展了 日常工作
,

并

于 1 9 9 0年 5 月建立全省地质灾害情况报告制

度
。

据部分市
、

县上报的情况
, 1 9 9 0年湖北

省发生各类地质灾害 54 处
,

涉及 18 个市
、

县
,

经济损失约 147 万 元
。

其 中
,

岩崩
、

滑坡 45

处
,

总方量约 1 35 1万立方米
,

主要发生在鄂

西山区的长阳县
、

株归县
、

恩施市等地区
。

据不完全统计
,

长阳县土家族自治县从

1 9 7 5年以来发生过较严重的地质灾害 2 45 次
,

层
,

应认真办好省局总工研讨班
。

2
.

培训可

采用讲课
、

考察
、

研讨三结合的形式
,

也可

根据当前地质工作中带有普遍性的问题灵活

掌握
。

3
.

为了节省总工的时间
,

研讨班以一

月为宜
。

其中考察大型 (典型 ) 矿床 (包括

阅读资料 ) 的时间可稍长一些
。

这样
,

考虑

问题容易深人
,

收获会更大
。

年均 1 5
.

3次
。

年年 都 有 重 大灾害发生
。

如

1 9 7 5年 8 月 10 日发生的岩崩 滑 坡 和 泥石流

5 0 0 0多万立万米
,

死 8 5人
,

伤 2 2 3人
,

冲毁

房屋 5 9 1 8栋
,

经济损失 2 5 0 0多万元
。

1 9 8 0年8

月资丘发生 35 万立方米的土石混合滑坡
,

毁

房数十间
,

死亡 2人
,

压伤 4人
,

威胁 3 00 余人

安全
,

经济损失 25 万元
。

1 9 8 2 年羊木溪岩

崩
,

崩塌方量 50 万立方米以上
,

堆积在清江

高阶地后缘与坡体接触地带
,

长达 1 00 0米
,

阻塞南北向羊木溪口
,

砸毁公路桥一座
,

毁

坏公路 5 00 米
,

交 通 中 断 3 个 多月
,

给工

矿
、

交通和人民安全造成严重危害
。

长阳县

委
、

县政府领导十分重视减灾防灾工作
,

把

防治地质灾害当作保障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

问题来抓
,

积极开展地质灾害的群防群治工

作
,

加强减灾宣传教育
,

治理与监测预报并

举
,

取得了较好的防治效果
,

减少了人 员伤

亡和由地质灾害而产生的经济损失
。

他们的

主要经验有
:

一
、

加强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领导

长阳县县委
、

县政府充分发挥政府的主

导作用
,

组织各部门学习中国
“
国际减灾十

年
”

委员会主任 田纪云副总理 1 9 90 年 2月 12

日及 10 月 1 0 日的讲话
,

成立了以县长为组长

的防灾领导小组
。

进一步明确做好减灾工作

的重要意义
,

增强防灾抗灾的紧迫感
。

先后在

县长办公会议及多次防灾领导小组会议上
,

研究减灾防灾工作
,

在全县召开的减灾工作

会议上动员 全 县 齐 心协力做好减灾防灾工

作
,

形成了以县委
、

县政府为核心
,

全县广

大千部群众为基础的一支有组织的防灾抗灾

队伍
。

二
、

开展防治地质灾害宣传
,

提高全民



减灾意识

县政府祖织开屏矛各种宜传活动
,

发动

群众
、

组织群众对地质灾害进行群防群治工

作
。

确定 l ” ” ” 年 3月为全号减灾宣传月
。

利

用各种形式
,

抓住各种机会向干部
、

群众广

泛深人地宜传防灾抗灾基本科学知识
,

明确

防治岩崩
、

滑坡的对策 ` 提高全民的防灾抗

灾的意识
。 一

通过县
、 几

乡 (镇 ) 广播电台
、

站

开展防灾抗灾科普知识 教 育
,

举办讲座 32

次
,

计有 20 多万人收听
。

利用县三级干部会

和文艺汇演
,

进行防治地质 灾 害的
’

科普画

展
,

还组织报告会 i 放录相
、

电影进行宜传

教育
,

放映了
“

稀归新滩滑坡
” ,

和
“
四川巫

溪县滑坡
”

等科教片
。

使防灾减灾思想深入

人心
。

一
、

三
、

举办全县地质宋容防御培训班

在县政府资金十分困难的情况下
,

仍拨

出 7 n 00 元举办培训 班
,

一

县
、

乡 (镇 )
、 ’

村三

级负责人 1 23 人参加了培 训班的学习
,

聘请

专家任教
,

联系长阳县地质灾害的特点
,

讲

述岩崩滑坡的形成奋危害及防治措施
。

通过

看照片、 录相等通俗易懂
、
生动活泼的现场

讲课
,

提高了防灾减灾知识
,

明确了防治地

质灾害的方针任务
,

取得了良好效果
。

四
、

开展灾容普变
,

研究防洽措施
,

落

实治理方案 一
为了更好地开展地质灾害的防治

,

保障

全县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

促进民族经济建

设顺利进行
,

他们编制子摇长阳县地质灾害的

防洽规翅决
,

贯彻执行对地质灾害的防治与经

济建设相协调
,

和
“
以防为主

,

综合整治
”

的方针
,

提高了抗御地质灾害的计划性和预

见性
。

在广泛宜传 的 同时
,

县
、

乡 (镇 )
、

村三级政府组织人员对全县的地质灾害进行

普查
,

查出全县现有大小 地质灾害险段 3 13

处
。

对危害佳较大
,

重点险区的岩崩滑坡
,

请专家勘查诊断
,

并及时向上级有关部门汇

报
,

先后写出书面调查报告 52 份
。

对普查 出

来的岩崩
·

滑坡扮泥石流险段
,

分册由县
、

乡

(镇 )
、

村三级负责监测 防 范
,

制定出其体

友鑫
,

实行
“

分级管理
, 、
各鱼其责

,

互相配

合
。

, 的方针 ; 其体盗吻指施是
:

1
.

在各灾害点建立三 至五 人的监测小

组
,

实行定点观测记录
,

按时上报
,

遇有大

雨和动物异常加密观测
,

发现紧急
、

危险情

况随时上报
。

2
.

增设通讯设备
,

建立报警信号
,

找好

避灾疏散地点线路
。

3
.

排除危石
,

减少灾害隐患
。

4
.

对受严重威胁的农户组织搬迁
,

实行

补助资金和互助互济
心

5
.

加强人身房屋安全保险
。

6
.

立杆挂牌
、

出告示
,

在危险区禁止人

畜通行
。

7二对因开采引起地质灾害的煤矿
,

未采

取整治措施的
,

禁止生产
。

尔 对监侧人员付 , 定报酬
,

制定了责任

制
,

有功者奖 ` 有过者惩
。

通过上述工作
,

使长阳县减少了可能发

生的地质灾害损失
。

如鸭子 口乡厚浪沱村村

长听了县广播台的防灾抗灾知识讲座后
,

检

查发现该村钟家岩有 2处裂缝
,

威胁 2个煤矿
7 0多人和 7户人家

,

立即报告乡政府
。

乡政府 3

次请专家勘查认为通过治理可以继续生产
。

因此一方面煤矿恢复生产增收 30 万元
,

, 方
,

面采取搬迁
,

〕

建立了监搏点等措施
,
保证了

人身安全
。

又如 19 90 年7月 26 日发生的张家

岩滑坡
,

方量达 50 多万立方米
,

因加强了监

测预报并及时采取了安全转移措施
,

未造成

人员伤亡
。

梯儿岩煤矿经过 3次治 理减少经

济损失 3 0多万元等等都是明显的成效
。

从长阳县的经验可以看出
,

只要各级领

导充分重视
,

采取防治结合
,

发动群众抗灾
、

防灾
,

是可以将地质灾害的危害减轻到最低

程度
。

希望长阳县的经验能给其他地区的减

灾活动以一定的启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