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沂源县交通运输局关于印发《2021 年全县交通运输

行业

防汛防台风工作方案》的通知

源交政字〔2021〕27 号

 

局机关各科室，局属各单位：

现将《2021 年全县交通运输行业防汛防台风工作方案》印发给你们，请

结合实际，认真抓好贯彻落实。

 

                                                      2021 年 6 月 1 日

 

2021 年全县交通运输行业

防汛防台风工作方案

 

2021 年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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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军的开局之年，还将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因此，做好今年的防汛

防台风工作，使命光荣、责任重大、任务艰巨。



近年来受全球气候变暖影响，台风、强降雨等极端事件多发频发重发，降

雨屡屡突破极值，特别是 2020 年主汛期淄博段黄河经历了 38 年来最大流量过

程。根据省气象部门预测，2021 年我市降水较常年偏多，夏季平均降水量较常

年偏多 1-2 成，部分地区可能发生旱涝急转，7-9 月份可能发生灾害性台风风暴

潮过程，特别是黄河流域部分地区可能有较重汛情，防汛防台风形势复杂严峻。

根据山东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关于做好 2021 年防汛准备工作的通知》（鲁

汛旱发〔2021〕1 号）、《山东省交通运输厅关于转发山东省防汛抗旱指挥部

关于做好 2021 年防汛防台风检查工作的通知》（鲁交安监函〔2021〕12 号）、

《淄博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关于落实 2021 年防汛责任制的通知》（淄汛旱

〔2021〕2 号）、《关于做好 2021 年防汛防台风检查工作的通知》（淄汛旱

〔2021〕4 号）、市局《2021 年全县交通运输行业防汛工作方案》（淄交安监

〔2021〕21 号）等文件部署要求，结合 4 月 29 日全市交通运输安全生产工作

视频会议精神和我县交通运输行业实际，制定防汛工作方案如下。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贯彻国家防总、省交通运输

厅、市交通运输局和县委、县政府的决策部署，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建重于防、防重于抢、抢重于救，坚持预字

当先、关口前移，坚持依法防控、科学防控，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按

照属地管理、分级负责的原则，视隐患为事故，坚持问题导向，抓好源头防治，



全面开展汛前检查，逐一研究对策措施，及时消除风险隐患，补足补齐工作短板，

提升应急抢险救援能力，确保全县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度汛。

二、组织机构

    局成立以主要领导任组长，其他局领导为副组长的防汛工作领导小组；县交

通建设发展中心、县交通运输管理服务中心、县交通运输执法监察大队和局机关

各科室主要负责人为领导小组成员。办公室设在局办公室，具体负责组织协调工

作。

县交通建设发展中心、县交通运输管理服务中心、县交通运输执法监察大

队等单位要根据机构调整、人员变动情况，及时调整和充实防汛工作领导机构，

切实保证组织健全和防汛岗位责任制落实，及时完善工作机制和防汛应急预案，

确保防汛各项工作落到实处，确保迅速及时处置险情。

三、责任分工

依据《淄博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关于落实 2021 年防汛责任制的通知》（淄

汛旱〔2021〕2 号）文件要求，各单位要逐级落实责任制，组织做好本行业、

本单位的防汛防台风工作。

（一）公路管理行业领域。对所属公路进行一次拉网式排查和养护，做好

公路基础设施隐患排查和抢通保通准备工作。一是搞好汛前隐患排查。结合道路

交通安全专项整治行动，对管养路段桥隧结构物、道路交通安全设施等专项隐患

排查整治，全面开展公路安全风险排查，制定隐患排查整治方案，建立整改台账，



明确整改时限，确保汛期公路设施齐全有效。对所属公路的标牌、两侧广告牌进

行检查，确保没有隐患；对影响排水、行洪的路段、桥涵、隧道及时进行清障，

保证行洪顺畅。二是强化汛期路政巡查。在预报暴雨、台风等极端天气来临之前，

要加大对公路、桥梁、隧道尤其是危旧桥隧以及临水临崖等地质灾害易发路段的

巡查力度。一旦发现问题隐患，要按照“安全第一，保障通行”的原则，立即采

取有效措施进行处置，及时排险除患；一时难以整治的，如：漫水桥、塌陷路段

等，要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设立醒目的警示标志，并派出人员严密监控，防患

于未然；对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要立即封闭交通，安排专人值守，防范事故发

生。三是加强农村公路管理。要对农村公路，特别是易于出现险情、往年出现过

险情的路段、桥梁进行全面检查，对存在水毁隐患的路段和桥梁进行处理，确保

农村公路的安全畅通。四是完善应急预案及抢险方案。备齐备足公路交通防汛应

急装备物资，对挖掘机、筑路机等大型机械做好备案登记，组建快速抢修保障队

伍。发生汛情时，迅速组织有关力量开展抢通保通工作，确保重要道路安全畅通。

（责任单位：局公路管理安全生产和应急管理专业委员会）

（二）道路运输行业领域。重点抓好防汛抢险救灾人员、受灾群众和物资

运输工作以及农村客运防汛工作，特别要加强对客车和危险品运输车辆的安全监

管，严防因自然灾害引发、衍生安全生产事故。一是加强客货运输安全监管。重

点强化“两客一危”营运车辆的安全监管，督促道路运输企业密切关注天气和路

况信息，加强从业人员高温、强降雨天气下安全行车教育培训，提高应急处置能

力。加强车辆检查维护和动态监控，结合当地气象预警和交通管控信息，按规定

及时调整运行路线，减少途中滞留风险。二是加强公交客运安全监管。督促公交

客运企业，对所属营运线路的低洼地段、容易积水的立交桥、道路施工路段摸底



排查，制定切实可行的防汛预案，加强对从业人员的教育培训和演练。督促公交

客运场站强化对相关设施设备的监测检测，维护公共交通运营秩序，及时调配运

力，妥善疏导滞留旅客；做好防汛物资储备等防范措施，确保遇有突发情况，及

时科学应对。三是加强水上交通运输安全监管。重点做好防热带风暴和防台风工

作。要督导企业做好相关准备，确保汛期船舶和水上运输安全。加强汛期所辖水

域、船舶的监督管理，恶劣天气禁止船只运行；加强对内河通航水域航道设施的

巡查、值守和维护，确保设备设施运转正常。水上交通事故应急救援船舶和人员

要保持备战状态，确保联系畅通，在接到抢险救援指令后，能够立即出动。四是

加强从业人员教育培训。严格落实道路运输企业主要负责人、安全管理人员安全

知识和管理能力考核；结合 6 月份安全生产月活动，积极采取多种方式组织从业

人员开展有关防汛逃生自救培训演练，提高应急处置能力。五是加强抗灾救灾运

力保障。要按规定组建道路运输应急保障车队，合理调配梯队驾驶员、车辆及指

挥员。指导应急保障车队建立完善指挥体系和管理制度，加强防汛演练，对车辆

技术状况进行全面检查维修，保证运力充足，车辆设备技术良好。应急保障车队

要保持通信联络畅通，确保调度灵敏、行动迅速，为抢险救灾物资运输提供运力

保障。（责任单位：局道路运输安全生产和应急管理专业委员会）

（三）城市公交行业领域。督促城市公交企业，对所属营运线路的低洼地

段、容易积水的立交桥、道路施工路段摸底排查，制定切实可行的城市公交防汛

预案，加强对从业人员的教育培训和演练。督促公交客运场站、枢纽等交通运营

企业强化对相关设施设备的检测，维护公共交通运营秩序，及时调配运力，妥善

疏导滞留旅客；做好防汛物资储备等防范措施，确保遇有突发情况，及时科学应

对。（责任单位：局城市交通安全生产和应急管理专业委员会）



（四）交通工程建设行业领域。要加大受监工程的监管力度，对施工现场

进行一次全面检查，督促施工单位做好防汛工作，切实做好交通在建工程领域的

防汛防台风工作。一是全面进行排查。督促工程建设单位对施工工地和项目驻地

进行全面排查，重点做好工地、基坑、挡土墙、职工宿舍、临建设施、仓库等部

位的排查工作，提前做好大型临时设施、机械等装备设备排险加固工作。二是确

保行洪安全顺畅。对河道施工现场堆积的杂物及时清理，对占用河道设置的施工

预制场、料场及搭建的临时房屋等要在汛期前及时拆除，不得随意倾倒废渣等侵

占河道；施工材料堆放、施工便道安全等都要满足防汛要求。三是加强特殊作业

管理。特别是要加强边坡基坑作业、动火作业、受限空间作业、高空作业、吊篮

作业、爆破作业、临时用电等危险性较大的特殊作业环节的监控防护，落实好防

雷击、防触电、防坍塌、防坠落等措施，遇有恶劣天气时及时停工撤人。（责任

单位：局交通工程建设安全生产和应急管理专业委员会）

（五）水上交通行业领域。重点做好防热带风暴和防台风工作。要督导企

业做好相关准备，确保汛期船舶和水上运输安全。加强汛期所辖水域、船舶的监

督管理，恶劣天气禁止船只运行；加强对内河通航水域航道设施的巡查、值守和

维护，确保设备设施运转正常。水上交通事故应急救援船舶和人员要保持备战状

态，确保联系畅通，在接到抢险救援指令后，能够立即出动。（责任单位：局水

上交通和铁路道口安全生产和应急管理专业委员会）

各单位要做好本单位防汛防台风工作。对宿舍、厂房、仓库、油库、变电

室、避雷装置等重要场所、设备，认真进行汛前检查，疏通排水管道，对危房、



危墙进行加固处理，确保汛期安全。要组织各自的防汛抢险队伍，落实防汛措施，

储备足够的防汛物料，确保安全度汛。

四、方法步骤

（一）单位自查

各单位要立即开展防汛防台风安全自查工作。从责任落实、设施运行、通

讯预警、应急预案、调度方案、值班制度、物资储备、队伍组织、抢险措施等方

面查找问题和安全隐患，于 5 月 21 日前完成单位自查，并总结自查情况，及时

对发现的问题和隐患进行整改，形成闭环管理。

（二）行业检查

各单位要根据安全度汛需要，在组织好本级自查的基础上，同步开展行业

防汛防台风安全检查工作。认真排查各类安全隐患，全面落实安全度汛措施。要

于 5 月 31 日前完成对所辖领域、单位的检查工作，将检查报告和排查整改隐患

台账于 6 月 3 日前上报局防汛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三）局督查

6 月份开始，局将成立督导组，开展防汛防台风工作督导检查。主要针对

防汛工作部署、责任落实、应急体系建设、预警响应机制建设、物资队伍保障、

防汛演练、工程设施运行等工作，采取召开座谈会、查阅文档资料、现场抽查等

方式开展督查，督促隐患问题整改，确保防汛各项工作落实。该项工作于 6 月底

前完成，局将适时对有关督导检查情况进行通报。

（四）工作总结



汛期后，各单位要认真总结防汛防台风工作情况，梳理问题、总结经验，

固化防汛工作制度，完善长效机制。于 9 月 30 日前将书面报告报局防汛工作领

导小组办公室。

五、工作要求

一是高度重视，狠抓防汛工作落实。各单位要深刻认识今年做好防汛防台

风工作的重要意义，针对我县以往降水呈现出“六月少、七月平、八月高”的特

点，做到关口前移、提前防范，狠抓防汛防灾措施落实，夯实汛期安全生产工作

基础，做到“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各项工作。

要将防汛工作纳入到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快整治严执法专项行动工作中，确保全

县交通运输行业持续稳定。

二是注重实效，及时完善防汛预案。各单位要及时完善防汛应急预案和工

作方案，及时发布预防预警信息，建立健全应急抢险救灾工作机制，加强预案演

练，特别要细化各项流程和责任分工，提高预案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要加强防

汛基本知识和应急业务培训，健全防汛抢险队伍，做好物资储备和设备准备工作，

为有效预防、及时处置突发事件提供保障。

三是结合实际，加强防汛物资储备。要依托大中型客货运输企业进一步建

立健全、扎实落实本辖区防汛应急运输车辆的底数和台账，并确保车辆技术状况

良好。建立顺畅的车队通讯联络机制，发挥卫星定位导航车载终端作用，确保上

下联络顺畅，随时掌握最新运力动态分布。根据各自情况，在定点仓库集中储备

的基础上，与有关防汛抗洪物资生产企业沟通，建立应急联运机制，签订应急生

产协议，加强紧急情况下企业仓储物资应急调用和应急生产储备。根据本地防汛



防台风物资实际需求，采取协议储备或“号料”等措施储备社会防汛物资。针对

历史防汛抗洪抢险特殊装备和机具设备需求情况，落实事先储备、应急调用、事

后补偿等措施。根据洪涝灾害特点、抢险救援需求及防汛防台风工作需要，合理

确定防汛物料、应急抢险物资装备、救援救生设备等储备物资的种类和数量。按

照《山东省防汛抗旱物资储备管理办法》《防汛物资储备定额编制规程》

（SL298-2004）要求，足额储备防汛抗洪抢险物资，保障抗洪抢险工作需要。

五是加强检查，严格落实各项职责。各单位要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

的防汛责任，结合实际，细化措施，组织开展汛前大检查，确保每一个单位、每

一个工程、每一个环节全部检查一遍，及时排查安全隐患，按照“一单四制”的

要求进行全面整改落实，即：现场下达整改通知单；建立隐患整改台账制，实施

隐患整改工作动态管理；建立隐患整改交办制，将问题和隐患整改工作交由责任

单位；建立隐患整改销号制，整改完成一处销号一处；建立隐患整改通报制，对

隐患整改情况进行通报，确保隐患整改到位。

六是强化值守，确保防汛信息畅通。各单位要按有关要求，加强值班值守，

对突发情况响应处置。在常规汛期（6 月 1 日—9 月 30 日）保证 24 小时有人

值班，不得出现脱岗、离岗等现象。

要严格按照上级有关要求，加强值班值守，对突发情况响应处置。建立完

善防汛值班制度，责任到人、管理到位，实行汛期 24 小时值班，确保联络畅通，

不得出现脱岗、离岗等现象。险情一旦出现，各单位必须根据掌握的情况在第一

时间内上报局防汛指挥部，局防汛指挥部要迅速逐级上报汛情。局值班电话：

23438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