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开展四川省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

综合风险普查的通知

川办发〔2020〕58 号

各市(州)、县(市、区)人民政府,省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有关

单位: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重要指示批示精

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开

展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的通知》 (国办发〔2020〕12

号)要求,经省政府同意,决定开展四川省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

合风险普查。 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普查目的

在国家统一部署下开展全省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全面获

取主要灾害致灾信息、承灾体信息、历史灾害信息,摸清灾害风险

隐患底数,查明重点区域抗灾能力,建立分类型、分区域的国家自

然灾害综合风险与减灾能力省级分数据库。 开展主要灾害风险评

估和综合风险评估,编制省、市、县三级自然灾害系列风险图;修订

主要灾种区划,编制省、市、县三级综合风险区划和灾害综合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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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划。 客观认识灾害综合风险水平,形成自然灾害防治建议,为全

省有效开展自然灾害防治和应急管理、切实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

发展提供权威的灾害风险信息和科学决策依据。

二、普查范围及内容

(一)普查范围。 普查对象包括与自然灾害相关的自然和人

文地理要素,省、市、县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乡镇人民政府和

街道办事处,村民委员会和居民委员会,重点企事业单位和社会组

织,部分居民等。 普查地域覆盖各市(州)、县(市、区)。 普查涉及

自然灾害类型包括地震灾害、地质灾害、气象灾害、水旱灾害、森林

和草原火灾等。

(二)普查内容。 一是地震灾害、地质灾害、气象灾害、水旱灾

害、森林和草原火灾等主要灾害致灾调查与评估、重点隐患调查与

评估。 二是人口、房屋、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系统、三次产业、资源

与环境等承灾体调查与评估。 三是年度历史灾害、历史一般灾害、

重大灾害事件调查与评估。 四是政府综合减灾资源(能力)、企业

和社会应急力量参与资源(能力)、基层综合减灾资源(能力)、家

庭综合减灾资源(能力)调查与评估。 五是次生危化事故、次生煤

矿生产安全事故、次生非煤矿山生产安全事故、次生核与辐射安全

事故等次生生产安全事故隐患调查与评估。 六是主要灾害风险评

估与区划以及灾害综合风险评估与区划。

三、普查组织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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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组织领导。 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涉及范围广、参与部

门多、协同任务重、工作难度大。 为加强组织领导,成立四川省第

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领导小组(以下简称领导小组),

负责研究协调普查实施中重大问题。 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各司其

职、密切配合,共同做好普查工作。 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应急厅,

承担领导小组日常工作,负责普查业务指导和监督检查。 领导小

组成员因工作变动需要调整的,由所在单位向领导小组办公室提

出,报领导小组组长审批。 领导小组属于阶段性工作机制,不属于

新设立的议事协调机构,任务完成后即撤销。

普查工作按照“统一领导、分工协作、分级负责、共同参与”的

原则组织实施。 省级主要负责编制四川省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

实施方案,指导各市(州)、县(市、区)开展普查工作,审核汇集上

报全省普查数据成果,组织开展省、市、县三级风险评估与区划以

及防治区划编制工作,建设全省自然灾害风险基础数据库。

各市(州)、县(市、区)人民政府要设立相应的普查领导小组

及其办公室,整合已有资源,配强人员队伍,做好本地区普查各项

工作。

(二) 时间安排。 本次普查标准时点为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为普查前期准备与试点阶段,建立各级普查工作机制,编制

普查实施方案和经费预算,落实普查人员和队伍,开展普查宣传和

培训,组织开展普查试点工作。 2021—2022 年为全面调查、评估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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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划阶段,完成全省灾害风险调查和灾害风险评估,编制灾害综合

防治区划图,汇总上报普查成果。

(三)任务分工。 应急厅负责会同有关部门制定全省自然灾

害综合风险普查实施方案,组建普查技术组,开展技术指导、宣传

培训、质量控制、数据审核、信息汇总和分析上报等工作,开展风险

评估与区划,形成全省普查系列成果;牵头制定除住房城乡建设

类、交通基础设施类以外的全省其他承灾体调查和历史灾害调查、

综合减灾资源(能力)调查、重点隐患调查、综合风险评估与区划

等普查专项实施方案并指导实施。 自然资源厅、水利厅、省地震

局、省气象局、省林草局分别负责制定全省地质灾害、水旱灾害、地

震灾害、气象灾害、森林和草原火灾专项普查及风险评估与区划实

施方案并指导实施。 住房城乡建设厅负责制定全省房屋建筑、市

政设施承灾体专项普查实施方案并指导实施。 交通运输厅负责制

定全省交通基础设施承灾体专项普查实施方案并指导实施。 生态

环境厅负责制定全省民用核设施、重点核技术利用单位重点隐患

调查实施方案并指导实施。 其他省直有关部门(单位)按照职责

分工参与或配合做好普查工作。

各市(州)、县(市、区)按“在地统计”原则负责组织开展本地

区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普查数据成果审核汇集上报。

四、普查经费保障

全省普查经费以地方保障为主,各市(州)、县(市、区)人民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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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要确保经费按时落实到位。 各地要对已安排各领域的常态化风

险调查和隐患排查工作经费,优先用于普查工作,普查工作结束后

按原渠道安排使用。

省级负责省本级相关支出及省级部门承担的跨市(州)普查

工作相关支出,并给予地方适当补助。 资金来源通过相关领域中

央专项转移支付和省级现有常态化风险调查、隐患排查等工作经

费对应安排。

五、普查工作要求

(一)高度重视。 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是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关于大力提高我国自然灾

害防治能力重要讲话精神的重要举措,是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重

大决策部署。 各地各部门要高度重视,提高政治站位,切实把普查

工作抓紧抓实抓出成效。

(二)严密组织。 应急厅要发挥好牵头单位作用,加强对普查

工作的统筹协调。 省直有关部门(单位)要根据职责分工,主动作

为,抓好普查工作各项任务落实。 各市(州)、县(市、区)要强化组

织领导,统筹力量部署,因地制宜,科学组织实施。 各地各有关部

门(单位)要加强宣传报道,总结成效经验,营造良好舆论环境,确

保普查工作有力有序推进。

(三)加强督导。 各级普查机构、普查工作人员和普查对象要

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的有关规定和本次普查的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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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要求,如实填报普查数据,对在普查中所知悉的涉密资料和数据

要严格履行保密义务。 各市(州)、县(市、区)要加强普查质量管

理,严格审核把关。 各地各有关部门(单位)要加强对普查工作的

指导和督促检查,确保普查各项目标任务高标准高质量完成。

附件: 四川省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领导小组组

成人员名单

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2020 年 9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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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四川省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

普查领导小组组成人员名单

组　 长:罗　 文　 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

副组长:尧斯丹　 副省长

曹立军　 副省长

成　 员:陈书平　 省政府副秘书长

李君臣　 省政府副秘书长

段毅君　 应急厅厅长

邓长金　 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

刘少敏　 经济和信息化厅副厅长

朱华勇　 财政厅副厅长

谢安军　 自然资源厅机关党委书记

董晓辉　 生态环境厅核安全总工程师

程　 刚　 住房城乡建设厅副厅长

王　 波　 交通运输厅安全总监

谭小平　 水利厅副厅长

肖小余　 农业农村厅副厅长

毛德忠　 应急厅副厅长

曾俊林　 省统计局总经济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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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平　 省林草局副局长

江小林　 省地震局副局长

陈忠明　 省气象局副局长

刘　 宇　 省测绘地理信息局副局长

迟　 鹏　 省军区战备建设局副局长

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由应急厅厅长段毅君兼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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