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高预警精准度

■条例明确，气象、水行政、自然资源部门应
当协同优化监测体系建设、站点布局、人员配置，
提升数字化监测能力，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加强雨情
水情、山洪灾害、地质灾害预报预警，提前预见预
判灾情，在灾情等级、持续时间、影响范围等方面
提高预测预报预警精准度。

加密监测预警频次

■强降雨期间，气象、水行政、自然资源
部门应当加密监测预报预警频次，及时向防汛
指挥机构报送雨情水情、山洪灾害、地质灾害
等信息，向受威胁区域人民政府或者村(居)民
委员会推送预报预警信息。

■通信、广播电视等部门应当对预警信息传
播工作加强指导，推动各类信息传播渠道建立预
警信息快速发布绿色通道。

建立常态化水情共享机制

■条例规定，河道、水库上下游跨地区的各级
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当建立常态化水情监测预警
信息共享机制，加强灾情预判；在防汛关键期内，
河道、水库上下游相邻的各级人民政府、村（居）
民委员会应当保持水情信息即时共享，为防汛避险
人员转移争取时间。

保障防汛通信畅通

■条例规定，在汛期内，通信部门应当保障防
汛通信优先畅通。有机动通信能力的部门和单位应
当为防汛指挥提供通信应急保障。出现汛情后，通
信部门应当启动应急通信保障预案，调集力量抢修
损坏的通信设施，必须确保通信畅通。每年汛期
前，应当对相关设备设施至少进行一次功能检查和
通话测试；在汛期内，每月至少检查测试一次。

区域协调联动

■明确防汛避险人员转移工作涉及两个以上行
政区域的，由有关行政区域共同的上一级人民政府
负责；两个以上行政区域不属于同一上一级人民政
府管辖的，由其分属的上一级人民政府共同负责。

建立会商研判制度

■在防汛关键期内，河流上下游、左右岸跨地
区的相关政府及有关部门要保持即时信息共享，加
强水情灾情预判。县级人民政府防汛指挥机构应当
建立由相关部门、专家团队、一线人员等多方参与
的会商制度，及时汇总分析雨情水情险情灾情信息
并作出趋势预测和综合研判，为指挥调度防汛避险
人员转移提供科学依据。

发挥基层群测群防作用

■条例注重发挥基层群测群防的有益补充作
用，明确受威胁区域应当建立专业监测与群测群
防相结合的监测体系，有山洪灾害和地质灾害防御
任务的行政村、单位应当建立群测群防队伍，并配
备必要的监测预警设施设备，确定专人负责雨情水
情险情、地质灾害隐患监测预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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汛期期间，如何做好预警响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