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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埔县 2021 年度地质灾害防治方案 

 

为指导我县 2021 年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减少或避免地质灾

害造成的损失，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地质灾害防治条例》《国务院关于

加强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决定》（国发〔2011〕20 号）、《广东省

地质环境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和《大埔县地质灾害防治三年行

动实施方案（2020—2022 年）》要求，结合我县近年来突发性地

质灾害灾情、险情及其成灾规律，以及大埔县 2021 年气象预测

成果，特编制本方案。 

一、2020 年地质灾害基本情况 

（一）地质灾害灾情险情 

2020 年汛期，全县共接报各类地质灾害灾情 0起。截至 2020

年底，全县共有在册地质灾害隐患点 141 处（其中崩塌 73 处、

滑坡 68 处），受地质灾害威胁人口 5742 人，受威胁财产 7209.95

万元。其中威胁 100 人以上地质灾害隐患点 13 处。今年汛期，

预计发生新的地质灾害隐患点风险相对较高，地质灾害防治工作

形势依然严峻。 

（二）地质灾害防治情况 

1．领导高度重视，防治责任落实到位 

在县委、县政府的正确领导和上级有关部门的指导下，各镇

（场）和自然资源等相关部门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放在最重要的位置，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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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加强领导，落实责任，强化基础调查、预警预报、隐患排查、

群测群防和搬迁治理工作，全面提升了地质灾害防治工作能力，

避免了重大地质灾害的发生。 

2．坚持预防为主，精准发布预警 

全面实现了地质灾害气象预警系统全覆盖，更新了县级预警

业务工作平台、群测群防工作平台、隐患点维护管理平台、削坡

建房数据维护管理平台和应急决策支持系统，有效提升了地质灾

害气象预警的精细化和准确性水平。2020 年县级共发出预警预

报 41 期，预警短信 57 万条。地质灾害预警信息发布后，所有地

质灾害防治有关人员、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和削坡建房户都能

及时接收到预警信息，各群防体系人员及时启动预警响应，采取

预防措施，取得了较好的防灾效果。 

3．践行以人为本，预警响应及时到位 

针对强台风和强降雨天气影响，县自然资源局及时会商研

判、下发通知并分组到各镇（场）进行工作督导，要求各地加强

会商研判，做好隐患排查，加密监测预警，强化应急值守，提前

组织做好人员避险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全县

自然资源系统共出动巡查排查人员 6850 人次，共排查地质灾害

隐患点 565 次（处），组织转移受地质灾害威胁人员 35 人。 

4．加大宣传力度，提高群众防灾意识 

通过 4.22 世界地球日、5.12 全国防灾减灾日和 6.25 土地

日积极开展地质灾害防治宣传活动。一是对所有地灾点全面发放

“避险明白卡”和“工作明白卡”；二是进入汛期，在大埔县广

播电视台播放地质灾害防治宣传片和滚动播放地灾防治温馨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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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三是通过气象预警平台向群众发放预警短信和悬挂横幅、张

贴标语、举行地灾宣传讲座等方式大力宣传地灾防治知识，全县

悬挂横幅 27 条，张贴海报标语 1260 张，举行讲座 6次，开展地

质灾害应急演练 1次。 

5．采取治理搬迁措施，不断消除地灾隐患 

各镇（场）积极组织开展地质灾害隐患点搬迁治理工作，2020

年全县共消除地质灾害隐患点 26 处，占 2019 年地质灾害隐患点

总量的 15.57%。通过开展地质灾害隐患点的搬迁治理，消除了

一批地质灾害隐患，保障了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安全。 

二、2021 年地质灾害趋势预测 

（一）2021 年降雨趋势预测 

根据县气象局提供的 2021 年汛期天气趋势预测资料，2021

年我县年总降雨量，比多年平均略偏低，总雨量大致为 1300～

1500 毫米。2021 年县气候年景属偏差年景，气象灾害主要表现

可能为旱涝急转、阶段性洪涝灾害突出；前期气象干旱发展且持

续时间长，开汛略晚，为 4 月 15 日，5 月降水较为集中；后期

台风影响个数略少。预计，2021 年我县年平均气温正常；年降

水量偏少一成左右。但今年我县天气形势仍复杂，汛期内可能会

有局地特大暴雨出现，要注意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局地洪涝灾

害和地质灾害。 

（二）2021 地质灾害发生趋势预测 

根据 2021 年我县降雨趋势预测，结合近年来我县地质灾害发

生特点，我县地质灾害类型主要是崩塌和滑坡。崩塌、滑坡地质

灾害的发生与降雨量的大小关系密切。我县汛期降雨量占全年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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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量的 85％以上，特别是台风来袭期间，降雨集中。因此，2021

年我县地质灾害防治工作仍以防范局部强降雨诱发的崩塌、滑坡

地质灾害为主。 

三、2021 年度地质灾害防范重点 

（一）地质灾害重点防范期 

我县地质灾害防范时期为 4 月 15 日至 10 月 15 日，重点防

范时期为 5 月 1 日至 9 月 30 日，其他时期应加强防范人为工程

活动诱发的山体滑坡、崩塌、泥石流和地面塌陷、地面沉降、地

裂缝等地质灾害，加强各类重大建设工程可能引发滑坡、崩塌地

质灾害的监测预警预报工作。 

（二）地质灾害重要防范区 

根据历年地质灾害发生分布情况，地质环境条件、工程建设

区域和岩土类型，结合汛期水情，全县划分如下四个区域性地质

灾害重点防范区域: 

1.花岗岩、变质岩强风化崩塌、滑坡灾害重点防范区域 

此类区域是我县崩塌、滑坡等地质灾害的多发地段。特别是

大东镇福光村、岩东村，枫朗镇双溪村、清泉溪村、王兰村、坎

下村、东城村，百侯镇南山村石壁下、软桥村下马湖，茶阳镇西

湖村、沿坑村、石田村、丰村，西河镇富里村、纯德村，高陂镇

三岗村、古西村、岩霞村，光德镇富岭村、雷锋村、砂坪村，桃

源镇桃星村、桃锋村、团结村，银江镇大水坑村，三河镇梓里村

东江、小坑村红旗、良江村石门岭，大麻镇英雅等地。该区域的

花岗岩和变质岩风化残坡积土层分布广，一般达 10～50 米，侵

蚀、剥蚀切割作用强烈且植被较差或被破坏，崩塌、滑坡和水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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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失灾害较为严重，易发生崩塌、滑坡地质灾害，是汛期引发地

质灾害的重点防范区域。 

2.石灰岩地区地面塌陷地质灾害重点防范区域 

我县岩石分布绝大部分以花岗岩及其风化物为主，石灰岩出

露分布较少，主要是枫朗镇黄土坳地段。由于石灰岩易产生地下

溶洞及地下采矿等原因，易诱发地面塌陷及地裂灾害。 

3.极易导致水土流失地质灾害重点防范区域 

重点防范银江镇坑口村玉尺，高陂镇三岗村至塘腹村地段，

光德镇九社，大麻镇英雅，枫朗镇上山下村、仙子下村、东城村，

三河镇五丰村等地区。由于这些区域经多年的瓷土或稀土开采，

植被及表土层破坏较为严重，风化的表土层、堆积排土场在汛期

易导致水土流失，影响下游农田及村庄，汛期要加强防范，确保

安全度汛。 

4.新修（或新改造）的公路工程两侧重点防范区域 

由于公路建设劈山开路，改变了原地形和地质结构，且部分

公路边坡开挖尚未加固、边坡角大陡，汛期易发生边坡崩塌、滑

坡、泥石流而造成人员伤亡。因此在汛期，对正在施工或刚完工

的公路工程两侧和边坡角大于 30 度的强风化变质岩和花岗岩地

段，需加强巡查、监测和预报。 

（三）地质灾害重点防范区、段、点 

1.县地质灾害防治规划划定的地质灾害高易发区和中易发

区； 

2.镇(场)、工厂、矿山、医院、学校、旅游休闲度假场所等

人口密集区； 



-7- 

3.削坡建房现场集中或附近有地下采矿的乡村和居民点； 

4.铁路、高速公路、省道等正在施工的工程、重要交通设施

沿线、容易形成堰塞湖的河流段、重要水库水坝坝址、其他涉及

国防和民生重要设施安全的场所； 

5.威胁 100 人以上及其他重要地质灾害危险点（见附件 2）； 

6.露天开采矿山剥离表土或废渣堆放的场所，容易在强降雨

期间发生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地段（特别注意陶瓷土矿山）； 

7.其他威胁人口较多、规模和社会影响较大、经济损失严重

的地质灾害隐患点和危险斜坡。 

上述区、段、点受台风、暴雨和工程活动等因素的影响，易

诱发崩塌、滑坡、地面塌陷等地质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

产损失，应进行重点防范。 

四、2021 年地质灾害防治措施 

（一）按照工作方案，明确地质灾害防治目标任务 

地质灾害防治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省委省政

府和市委市政府对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重要部署，按照《广东省

实施地质灾害防治三年行动方案联席会议办公室关于印送省地

质灾害防治三年行动 2021 年综合治理实施计划的函》（粤地灾

防治办〔2021〕1 号）和《梅州市实施地质灾害防治三年行动方

案联席会议办公室关于印送市地质灾害防治三年行动 2021 年综

合治理实施计划的函》（梅市地灾防治办〔2021〕1 号）要求，

制订工作计划，采取有力措施，扎实推进全县地质灾害防治三年

行动 2021 年综合治理计划的实施，最大限度地减少地质灾害给

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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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加强组织领导，落实地质灾害防治工作责任 

各镇（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切实加强对地

质灾害防治工作的领导，把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

程，政府主要负责人对本地区地质灾害防治工作负总责，建立完

善逐级负责制，特别是要加强镇、村两级责任制的落实，把责任

层层落实到基层和人员。对在地质灾害防范和处置中玩忽职守，

致使工作不到位，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的，要依法依规

严肃追究行政领导和相关责任人的责任。 

2021 年底前，各镇（场）要全面发动基层干部和群众，以

行政村（居委会）为单元，建立起由镇长担任责任人、由村干部

担任管理员、由群测群防员担任专管员的“三员共管”网格化管

理责任体系。要划定责任网格区，对所有地质灾害隐患点实行一

对一防控，即每一地质灾害隐患点必须落实一名镇、村干部进行

联防联控，真正把责任落到具体单位和个人。接到气象风险预警

或遇有强降雨时，防控干部要及时过问受威胁群众接收预警信息

情况，提醒受威胁群众加强对房屋周边山体边坡的检查，做到预

警时段或强降雨时不在危险区域居住，必要时采取强制措施及时

避让。 

要健全群测群防雨前排查、雨中巡查和雨后复查的“三查”

工作制度，为群测群防专管员配置简易监测工具和移动巡（排）

查终端，建成更加完善、覆盖全县地质灾害隐患点和削坡建房风

险点的群测群防体系。 

要按照《国务院关于加强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决定》（国发

〔2011〕20 号）和《梅州市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梅市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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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2015〕2 号）的要求，进一步明确各级各部门地质灾害防治

工作的责任，自然资源部门要加强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组织、协

调、监督和指导工作，并会同气象部门加强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

警；县宣传、应急管理、住建、发改、财政、卫生健康、水务、

教育、公安、交通运输、公路事务、科工商务、文广旅体、人社、

生态环境、农业农村、民政、供电等部门单位要按照职责分工，

分别组织指导做好相关领域的地质灾害隐患排查巡查、排危除险

和应急处置工作。 

（三）完善管理体制，提高地质灾害应急反应能力 

各镇（场）要建立起“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预防体系，

确保形成“统一领导、综合协调、分类管理、分级负责、属地为

主”的应急管理体制，进一步健全地质灾害基层应急管理组织体

系，尽快形成“政府统筹协调、群众广泛参与、防范严密到位、

处置快捷高效”的地质灾害管理工作新机制。要进一步强化汛期

值班、险情巡查和灾情速报制度，向社会公布地质灾害报警电话，

接受社会监督。要充分发挥地质灾害群测群防的作用，通过发放

地质灾害防灾避险明白卡，使处在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做到

“自我识别、自我监测、自我预报、自我防范、自我应急、自我

救治”，增强社会自救互救和防灾避险的能力。 

各镇（场）要按照《广东省地质灾害隐患点特征认定和灾害

分级标准（试行）》要求，组织技术力量加强地质灾害隐患点排

查、巡查工作，县有关部门要加强对隐患排查工作的督促指导。

汛期前，对地质灾害危险区和重要地质灾害隐患点进行全面检

查；汛期中开展巡查和应急调查，并根据全县地质灾害气象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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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警信息，及时做好地质灾害隐患点预警预报工作；汛期后进行

复查与总结。县应急管理部门要组织一支抢险救灾应急队伍，承

担突发性地质灾害抢险救灾任务，全面提高地质灾害应急处置能

力。各级各部门应结合实际，对负责开展地质灾害监测巡查等工

作的群测群防人员和汛期值班人员给予适当补贴，充分调动广大

干部群众的工作积极性。 

（四）加强技术支撑，做好地质灾害监测预警预报工作 

县自然资源部门要与气象和水务部门、地质队伍密切协作，

进一步完善地质灾害预警预报机制，加强异地会商，切实做到早

预警、早准备、早撤离，最大限度地避免地质灾害造成人员伤亡

和财产损失。 

各镇（场）和县有关部门要认真贯彻《梅州市地质灾害气象

风险预警响应规定》（梅市府办〔2013〕59 号），按照各自的

职责范围，做好汛期地质灾害预警响应工作。地质灾害预警响应

工作是地质灾害防治关口前移的重要措施，是地质灾害群防群治

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密切关注梅州市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报

信息。收到预警信息，要立即启动相应级别的预警响应，尽量减

少地质灾害损失。县住建部门要根据《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广东省国土资源厅关于加强削坡建房整治管理的通知》（粤建村

函〔2017〕3404 号）要求，夯实责任，加强督导，有效推进削

坡建房整治工作。 

（五）拓宽资金筹措渠道，加快推进地质灾害隐患点综合治

理工作 

各镇（场）和县自然资源部门要根据《广东省地质灾害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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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行动方案（2020-2022 年）》（粤办函〔2019〕402 号）要

求，利用好原中央苏区政策，积极争取中央和省级资金支持，加

快推进本地区威胁 100 人以上的特大型、大型地质灾害隐患点综

合治理工作。通过避险搬迁、工程治理或专业监测等综合手段，

按照 2020 年到 2022 年 40%、30%、30%的比例，逐年整治全县在

册大型及以上地质灾害隐患点，最大限度地减少地质灾害造成的

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维护社会稳

定。同时，在重点组织实施大型及以上地质灾害隐患点综合治理

基础上，根据上级要求，2021 年底完成全县中、小型的地质灾

害隐患点的综合治理的目标。 

（六）加强源头防范，严防削坡建房诱发地质灾害 

各镇（场）要深入贯彻落实《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改

善农村人居环境的意见》（粤府办〔2014〕59号）关于“做好地

质灾害易发区农村危房改造规划选址的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工

作，严禁削坡建房诱发地质灾害”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

步落实三防工作责任的通知》（粤府办〔2014〕19号）关于“对

山洪灾害危险区域内建设用地不得审批”等有关要求，积极探索

山区农村建房涉及地质灾害的简易评估办法，健全完善地质灾害

易发区农村建房选址指导意见等，从源头上有效遏制削坡建房引

发地质灾害的发生。县住建部门要按照《广东省地质灾害防治三

年行动方案（2020-2022年）》（粤办函〔2019〕402号）要求，

指导农村削坡建房综合整治和住房建设，要按照省、市住房和城

乡建设部门编制的农村削坡建房排查与防治技术指南和农村削

坡建房技术导则，组织农村削坡建房风险排查和综合治理。县自



-12- 

然资源部门负责在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实施工作中，结合村庄安全

和防灾减灾要求，划定灾害影响范围和安全防护范围，指导群众

科学选址，提出预防和应对地质灾害的措施；县农业农村部门在

推进美丽乡村建设工作中，要积极配合农村削坡建房避险搬迁工

作。 

（七）加大监管力度，依法查处涉及地质灾害的违法违规行

为 

各级各部门要按照《地质灾害防治条例》和《广东省地质环

境管理条例》的规定，通过公示、督查、告知等手段，严格执行

在地质灾害易发区内进行工程建设必须开展地质灾害危险性评

估和配套建设地质灾害治理工程“三同时”制度，禁止在地质灾

害危险区审批新建住宅以及爆破、削坡和从事其他可能引发地质

灾害的活动。依法查处违反《地质灾害防治条例》和《广东省地

质环境管理条例》规定的行为，从源头上控制和预防人为引发地

质灾害的发生；要加强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力度，指导

矿山企业做好矿区防灾减灾预案，最大限度地避免矿山建设生产

活动引发突发性地质灾害。县住建部门要督促落实国家建筑边坡

监管有关规定，从严监管乡村住房建设行为。 

（八）加强协调沟通，建立协同联动机制 

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部门协同、公众参与、上下

联动的地质灾害防治新格局。县自然资源、宣传、应急管理、住

建、发改、财政、气象、卫生健康、水务、教育、公安、交通运

输、公路事务、科工商务、文广旅体、人社、生态环境、农业农

村、民政、供电等有关部门要按照《大埔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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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发大埔县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埔府办〔2015〕39 号）和

《梅州市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响应规定》（梅市府办〔2013〕

59 号）的要求，切实履行工作责任，加强协调、沟通与合作，

互通情报，确保全县汛期地质灾害应急指挥、预警预报和防灾工

作网络信息准确、畅通。 

全县要不断建立和完善多部门协同处置地质灾害的联动机

制，形成快捷、高效的抢险救灾合力。按照“政府领导、部门联

动、属地负责”的原则，切实加强对地质灾害的监测预防、综合

治理与应急管理工作。对威胁工矿企业、建设工程、公路、水利

设施、学校、医院、旅游景区（点）等领域的地质灾害隐患点，

应按照《国务院关于加强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决定》（国发〔2011〕

20 号）的规定，分别由应急管理、住建、交通运输、水务、教

育、卫生健康、文广旅体等有关行业主管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负

责组织监测巡查、险情应急处置和综合治理；在强降雨期间，对

明显威胁到居民人身安全的地质灾害隐患点，镇人民政府、村民

（居民）委员会以及县有关单位要组织开展监测巡查和应急处置

工作，必要时，应采取强制转移措施，安排受威胁人员进入避险

场所。汛期前，各相关主管部门要按照各自的职责分工，对地质

灾害隐患点所在区域、地段进行全面检查，落实防灾、避灾、救

灾的组织机构、资金和物资准备，最大限度地避免或减轻地质灾

害造成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确保一方平安。 

（九）加强宣传教育，提高干部群众的防灾避险意识 

各镇（场）和县自然资源部门，应通过报纸、广播、电视、

互联网等媒体以及张贴宣传画、派发公益广告、举办培训班和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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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团等方式，积极开展地质灾害防治知识宣传活动，深入推进地

质灾害防治知识“进村入户、进学校上课堂”。应充分利用“3.19

《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颁布纪念日”“4.22 世界地球

日”“5.12 全国防灾减灾日”“6.25 全国土地日”等重要纪念

日开展宣传咨询活动，强化地质灾害应急避险知识普及，进一步

增强广大干部群众对地质灾害的防灾避险意识。 

县自然资源部门要积极举办地质灾害防治知识培训班，重点

培训本辖区内地质灾害防治工作人员，特别是镇、村一级的地质

灾害群测群防人员。县应急管理部门要积极组织和加强地质灾害

应急演练，重要的地质灾害隐患点每年至少要举行一次应急演

练，通过演练活动，检验和完善防灾预案，提升应对突发地质灾

害的综合协调、应急处置能力。 

 

附件：1.大埔县 2021 年地质灾害隐患点情况表 

2.大埔县2021年威胁100人以上地质灾害隐患点一览表 

3.2021年省十件民生实事地质灾害避险搬迁任务清单 

4.2021年省十件民生实事地质灾害工程治理任务清单 

5.2021年省十件民生实事地质灾害专业监测任务清单 

6.大埔县地质灾害防治工作领导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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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大埔县 2021 年地质灾害隐患点情况表 
 

序号 单位 

2020 年地质灾害隐患

点（处） 

2020 年累计消除地

质灾害隐患点(处)

2020 年累计新增地

质灾害隐患点(处)

2021 年底地质灾害隐患点情况  

地质灾害隐患点总数情况 
其中威胁 100 人以上地质灾害 

隐患点情况 

总数 
其中威胁

100 人以上
总数

其中威胁

100 人以上
总数

其中威胁

100 人以上

总数

(处) 

威胁人数

（人） 

潜在经济损失

(万元) 

总数

(处)

威胁人数

（人） 

潜在经济损失

（万元） 

合计 大埔 167 13 26      141 5739 7209.95 13 3507 3221 

1 百侯镇 6   1      5 28 68.7      

2 茶阳镇 29 1 9      20 397 759.7 1 116 163 

3 青溪镇 12   1      11 126 223      

4 西河镇 11 1 2      9 269 358 1 121 100 

5 大东镇 8 2 2      6 355 596 2 227 338 

6 枫朗镇 10 2 3      7 303 407.5 2 236 300 

7 光德镇 6   3      3 27 97.5      

8 桃源镇 1   0      1 4 12      

9 高陂镇 22 2 0      22 1447 1732.5 2 852 800 

10 银江镇 25 1 0      25 610 1250.5 1 138 400 

11 大麻镇 19 1 2      17 555 822.5 1 344 500 

12 三河镇 9 2 1      8 1535 726.5 2 1473 620 

13 湖寮镇 4   1      3 27 101.75      

14 洲瑞镇 5   1      4 56 53.8      

15 丰溪林场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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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大埔县 2021 年威胁 100 人以上地质灾害隐患点一览表  
序 

号 

灾害 

类型 

灾害体 

规模 
地 理 位 置 潜在威胁 监 测 周 期 防治原则 

监测预报

责任人 

监测责任人 

电话 

1 滑坡 中型 大东镇西坑村上、下福村民小组 109 人 一周一次，汛期每天巡查 监测避让 邱玉堂 1375058**** 

2 滑坡 中型 大东镇坪山村排子里 118 人 一周一次，汛期每天巡查 监测避让 温富饶 1350253**** 

3 滑坡 中型 高陂镇平原岩霞村李子輋 202 人 一周一次，汛期每天巡查 监测避让 罗展坤 1382592**** 

4 滑坡 特大型 高陂镇古西村鹤山片 650 人 一周一次，汛期每天巡查 监测避让 李建文 1354913**** 

5 崩塌 中型 高陂镇北坑村北坑小学 133 人 一周一次，汛期每天巡查 监测避让 郑伟平 1354917**** 

6 滑坡 特大型 三河镇小坑村红旗、红山组 197 人 一周一次，汛期每天巡查 监测避让 林德平 1354323**** 

7 滑坡 特大型 三河镇梓里村东江、曙光村民组 1276 人 一周一次，汛期每天巡查 监测避让 陈志标 1353673**** 

8 滑坡 大型 西河镇南丰村石权上 121 人 一周一次，汛期每天巡查 监测避让 何祖城 1371996**** 

9 滑坡 中型 茶阳镇沿坑村上沿坑二队 116 人 一周一次，汛期每天巡查 监测避让 刘庆煌 1353887**** 

10 滑坡 中型 枫朗镇隔背村背头垅 131 人 一周一次，汛期每天巡查 监测避让 林绍勇 1369088**** 

11 滑坡 中型 枫朗镇东城村岐山下 105 人 一周一次，汛期每天巡查 监测避让 罗万溪 1354912**** 

12 滑坡 中型 银江镇坪上村溪背坪 138 人 一周一次，汛期每天巡查 监测避让 廖海清 1350235**** 

13 崩塌 中型 大麻镇中村英雅学校 344 人 一周一次，汛期每天巡查 监测避让 李源炼 13536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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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2021 年省十件民生实事地质灾害避险搬迁任务清单 
 
序

号 
行政区域 灾害位置 户数 灾害类型 灾害规模 稳定性 危害性 受威胁对象

1 三河镇 
大埔县三河镇梓里村

东江、曙光组 
69 滑坡 特大型 差 大 村庄 

 
 
 

附件 4 
 

2021 年省十件民生实事地质灾害工程治理任务清单 
 

序

号 
行政区域 灾害位置 治理类型 灾害类型 灾害规模 稳定性 危害性 受威胁象

1 茶阳镇 
大埔县茶阳镇沿坑村 

上沿二队 
施工 滑坡 中型 较差 中 村庄 

2 高陂镇 大埔县高陂镇古西村鹤山 施工 滑坡 特大型 差 大 村庄 

 
 

附件 5 
 

2021 年省十件民生实事地质灾害专业监测任务清单 
 

序 

号 
行政区域 灾害位置 灾害类型 灾害规模 稳定性 危害性 受威胁对象

1 
高陂镇 

大埔县高陂镇古西村鹤山 滑坡 中型 较差 中 村庄 

2 大埔县高陂镇北坑村北坑小学 滑坡 中型 较差 中 村庄 

3 三河镇 
大埔县三河镇梓里村团结、东江、

曙光 
滑坡 中型 较差 大 村庄 

4 大麻镇 大埔县大麻镇英雅学校 滑坡 中型 较差 大 村庄 

5 茶阳镇 大埔县茶阳镇沿坑村上沿二队 滑坡 中型 较差 中 村庄 



-18- 

附件 6 

大埔县地质灾害防治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徐杞文（县委常委） 

    副组长：肖建华（县府办二级主任科员） 

            刘汉华（县自然资源局局长） 

    成  员：县自然资源局、县发改局、县科工商务局、县教育

局、县公安局、县民政局、县财政局、县人社局、市生态环境局

大埔分局、县住建局、县交通运输局、县水务局、县农业农村局、

县卫生健康局、县文广旅体局、县应急管理局、县公路事务中心、

县气象局、县消防救援大队、大埔供电局分管负责同志。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负责地质灾害防治日常工作，办公地

点设在县自然资源局，办公室主任由刘汉华同志兼任，副主任由

葛强发同志担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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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抄送：县委办，县人大办，县政协办，县纪委办，县人武部，县法 

院，县检察院。 

 

大埔县人民政府办公室秘书股              2021 年 6 月 1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