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洪灾受灾情况报告(通用5篇)
报告是指向上级机关汇报本单位、本部门、本地区工作情况、
做法、经验以及问题的报告，那么报告应该怎么制定才合适
呢？下面是小编带来的优秀报告范文，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洪灾受灾情况报告篇一

6月2325日，我乡连续遭遇强降雨、大暴雨袭击，降雨量达
到236毫米，全乡13个行政村和1个社区都不同程度受到灾害，
辖区内群众房屋及水、电、气等配套设施受到不同程度的损
毁，现将我乡受灾情况汇报如下：

据统计，全乡受灾人口14696人，紧急疏散转移群众1余人，
紧急转移安置群众159人。尤其是三角坝村、燕窝村、双山村、
转角村和场镇受灾特别严重。持续强降雨引发了道路塌方、
桥梁损毁、山洪等自然灾害，交通、电力、通讯、供水、供
气一度中断，房屋倒塌，玉米、水稻等农作物受灾严重，渔
塘受淹冲毁，水利、电力和广播通信等设施损毁，损失巨大，
但本次暴雨灾害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一、农业受灾情况

据统计，此次暴雨灾害冲毁大量农田，造成农作物大面积受
损。全乡农作物受灾面积4476.5亩，成灾面积3494亩，绝收
面积2332亩，其中：水稻1479亩，玉米2121亩、辣椒26亩，
莲藕21亩，其它农作物641亩，李子基地冲毁5处32亩。这次
造成玉米成片绝收的有燕窝村5个社394亩；双山村2个社30亩；
转角村3个社130亩，三角坝村1社40亩，3社68亩。共造成农
业经济损失517.5万元。

二、房屋受损情况

据统计，暴雨洪水造成大量房屋倒塌，部分房屋严重受损，



共造成房屋倒塌71户268人138间。其中：全垮户25户91人51间
(其中五保户3户，低保户8户，一般户14户);严重受损17户68
人37间；一般受损29户109人50间；(其中：低保户8户，优抚
对象1户，一般户35户);农村受淹农户135户472人。燕窝村村
办公室房屋和设施设备严重损毁，已成危房。共造成农户房
屋财产损失513万元。

三、基础设施损毁情况

据统计，全乡有2处山体滑坡(梨子村和老林村);损毁农村公路
(包括厂梨路)路基55处2415平方米；路面44处3700平方米；
塌方68处3365立方米；桥梁8座210米(其中：厂溪大桥挡墙损
毁，拱圈断裂，已成危桥，要求有关部门鉴定);涵洞64道；
堰塘损毁18口，水库损毁1座，水渠冲毁9605米，渔塘受损4口
(燕坝黄乐培农家乐3个鱼池冲毁，家具冲毁，造成经济损
失60多万元)，电力设施电杆折断31根。由于洪水淹没了厂溪
大半个场镇，导致部分天然气管破裂、进水，约2.5千米的输
气管道需更换或维修。造成经济损失100余万元。全乡基础设
施受损严重，直接经济损失达1113万元。

四、场镇受灾情况

据统计，场镇进水户628户(其中受灾严重户437户)，受灾人
口1800多人，大小商铺268家，其中：2个超市，经济损失
各10多万元；卫生院冲毁药品和医疗设备，造成经济损失21
万余元；厂溪乡中心校冲毁学生食堂设备、粮食和学生学习
用品，造成经济损失32万元；庞家坝王小勇废品收购站废品
全部冲走，造成经济损失10万元以上；庞家坝搅拌场损失30
多万元。场镇造成直接经济损失820多万元。

据估算，此次暴雨洪灾给全乡带来直接经济损失达3073.3万
元，损失惨重，全乡群众的基本生活仍存在问题。恢复十分
困难。



洪灾受灾情况报告篇二

由于受低层切变和西南急流共同影响，光泽县出现了持续强
降雨过程，造成山洪暴发，河水暴涨，灾情十分严重，洪水
水位均超过92年“7.4”和98年“6.22”洪灾，为超百年一遇
特大洪灾。灾情发生后，我县各级各部门高度重视，全力组
织抗洪救灾，把灾害损失降到最低程度。具体情况报告如下：

1.雨情。从元月1日至6月24日，我县降雨累计2076mm，超历
年全年平均降雨量138mm。从6月16日8时至6月24日24时，全
县平均降雨量660mm。其中，县城区降雨量达677mm，相当
于历年5、6两个月平均降雨总量，降雨量最大为崇仁
乡806mm，期间19日02时至20日02时24小时雨量382mm，创
历史新高。

2.水情。由于前段已普降大到暴雨，土壤含水饱和，加上出
现短历时特大暴雨迭加，造成河水暴涨，6月20日01时汇流口
水位233.10米，超警戒水位4.60米，超保证水位2.70米，超
过百年一遇洪水，城区洪峰持续时间长，超历次洪灾，超警
戒水位持续75个小时，超保证水位持续27个小时。

这次洪灾强度大、持续时间长，县城被淹，农田被毁，大量
的道路、民房、水利、电力、通讯等设施被冲毁;曾一度造成
全县水、电、路、讯中断;城区受淹面积67%，受灾面之广，
受灾人数之多，灾情之严重为历史之最。据统计，全县直接
经济损失达11.12亿元。

1.受灾面广人多。全县8个乡镇及工矿企业全部受灾，受灾户
数28343户，人口115365人，转移人口35526人，其中投亲靠
友30052人，集中安置5474人，因灾死亡1人。

2.农业损失惨重。耕地被冲5.8万亩。其中不可复耕1.5万亩，
农作物被淹11.98万亩，其中水稻7.07万亩，经济作物4.91万
亩，特别是烟叶损失惨重，被淹32684亩，其中绝收11170亩，



重度受灾8100亩;林业苗木损失509亩，冲走木材3508m3，毛
竹70.79万根，畜牧业家禽死亡292.8万只，牲畜5162头;水产
养殖受灾面积17000亩，鱼432万尾计2017吨。

3.基础设施毁坏严重。民房进水10580户，倒塌3614间，烤房
进水460座，倒塌132座;水利受损2871处，其中堤93.6公里，
渠37.7公里，人饮水166处;电站被淹56座，电杆倒杆365根，
线路353公里;道路冲毁路基54.89公里，桥72座1508米，涵
洞375个，通讯基站45个，倒杆2365根，线路222公里。广电
倒杆1215根，光缆338公里，电缆533公里;城建、学校、教育
等基础设施损失5319万元。

4.企业受损严重。全县工矿企业受灾79家，商贸企业10家，
三资企业10家，直接经济损失2.76亿元，工商户986家，直接
经济损失1972万元。

灾情发生后，我县根据不断变化的雨情、汛情，按照省、市
防汛抗灾救灾的工作部署，把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
及时制定切实可行的防汛抗灾救灾工作方案，全县紧急动员，
组织方方面面力量，投入到抗洪抢险救灾工作之中，做到部
署超前、指挥科学、责任到位、重点突出、措施有力，使全
县抗洪抢险救灾工作得到有序有效开展。

(一)高度重视，及早部署，全面做好抗洪救灾的`各项准备。

一是提前安排部署。进入6月份以来，县防汛指挥部、县气象
局通过电视、短信平台多次向各级领导干部和广大群众发布
强降雨预警信息。6月13日全市防持续性强降雨工作视频会议
后，县委、县政府连续多次召开防汛抗灾工作专题会议，立
足于防大汛、抗大洪、抢大险、救大灾的指导思想，研究部
署防汛抗灾各项工作。要求各乡镇各部门的主要领导务必高
度重视，迅速组织好人力、物力、财力，严阵以待，做好防
洪救灾工作的准备。特别要求各乡镇、各部门进一步对学校、
企业、在建重点工程和重点项目、低洼地带、山塘水库、地



质灾害点等重点部门、重点部位开展全方位拉网式排查，不
留死角。同时，实行二十四小时动态巡查，一旦发生险情，
立即转移群众。与此同时，县四套班子成员分赴挂钩联系乡
镇、村检查指导防汛救灾工作。县、乡两级主要领导实行通
宵值班制，密切关注汛情变化。二是严格落实责任。从14日
开始至今，全县干部取消节假和双休日，县直机关组织干部
深入乡村，各乡(镇)组织村干部及“八大员”到组到户，实
行包组责任制，加强带班值班，保障24小时通讯联络畅通，
全县各成员单位按照防汛责任分工，及时备齐备足各项防洪
抢险物质。气象、防汛部门加强防汛会商，及时发布预警预
报;宣传部门加强防汛防灾知识宣传工作，提高群众防范意
识;水利部门做好水库科学调度，提前腾库，确保水库安全度
汛;公路、交通部门及时做好危险路段交通管控、疏导工作;
县委督查室、县政府督查室、效能办、防汛办对干部在职在
岗情况进行明察暗访，确保人员到岗、责任到位。三是做好
队伍、物质准备。县防汛指挥部组建了由武警、消防战士20
余人组成的应急抢险分队，每个乡镇都组建了一支20人以上
的应急抢险队伍，汛前进行了多次实战演练。民政、卫生、
供销等部门紧急调运储备食品、粮油、食用水、防疫药品、
建材等各类救灾应急物资。县财政建立拨款应急机制，确保
资金应急调配之需。

(二)精心组织，紧密配合，全力以赴投入抗洪抢险工作。

灾情发生后，县委、县政府立即启动应急预案。一方面，领
导靠前指挥。6月18日下午灾情发生后，县防汛抗旱指挥部成
立了办公室和应急抢险组、气象预报组、设施保障组、治安
保卫组、救灾物资组、宣传报道组等“一室六组”，从相关
县直部门和单位抽调精干力量组成，加强统一指挥调度，县
委谭论书记立即赶赴受灾最为严重的止马镇、李坊乡，慰问
看望受灾群众，指导防汛抗灾工作。在外地参加“6.18”活
动的县政府符水俊县长，通过电话了解灾情，指导防汛抗灾
工作，并于19日中午12时前赶到光泽。同时，县五套班子领
导带领县直挂村单位、挂村干部在第一时间深入到乡、村、



组防汛一线，协调指导防汛抗灾工作。在我县抗洪救灾的关
键时刻，市政协林景华副主席根据市委统一安排于6月19日赶
赴我县指导抗洪救灾工作至26日。期间，市委雷书记、市政
府裴代市长多次打电话询问并指导光泽的抗灾救灾工作，并
派来73122部队支援光泽抢险救灾。市政府兰斯文副市长为光
泽调度了两辆消防车和14名消防官兵，帮助城区消淤。此外，
国家防总太湖流域管理局防总秘书长、副局长吴昊云，国家
防办防汛二处王志良处长等领导深入我县视察灾情，指导抗
灾救灾工作;省海洋渔业局刘修德局长、省民政厅林守钦副厅
长亲临我县了解灾情，指导抗灾救灾工作;其他省、市领导和
相关部门通过各种方式关注和指导我县的防汛抗洪救灾工作。
另一方面，部门紧密配合。县防汛抗旱指挥部根据各乡镇村
受灾情况，统一协调指挥，统筹调配。公安干警、武警官兵
和预备役民兵紧急调集冲锋舟、橡皮艇等抢险器材，集中力
量对受灾地区开展抢险和搜救工作。交警、巡警部门在受浸
严重的各个路口引导群众，严禁行人和车辆涉水进入，并全
力加强街面巡逻、交通指挥，采取紧急措施对城区西关大桥、
跃进桥等两座危险的桥梁进行临时交通管制，确保行人和车
辆安全。交通部门紧急调集调动8辆宣传车和20余台客车，及
时转移城区受困群众，按市防汛指挥部要求，及时通知所有
营运车辆在险情排除之前停止运行。民政、卫生等部门紧急
调集食品、药品、食用水等物资，对受困群众进行及时救助。
经贸系统筹集大米、蔬菜等救灾物品，及时送到受灾企业。
建设系统排涝抢险组分赴积水浸水严重的街道和公路，及时
开展排涝抢险。公路、交通、供电、供水、通信等部门对水
毁水电路讯等基础设施积极开展抢修抢通工作。水利、气象
等部门全天候加强对全县山塘水库的巡查和监控，全力做好
水情和灾情的实时监控、预测和统计上报工作。国土部门24
小时不间断加强对地质灾害点的巡查和监控，宣传、教育部
门按市防汛指挥部要求，迅速通知全县所有中小学校停课，
妥善安置学生，确保在校寄宿生的人身安全，及时通报最新
汛情。与此同时，县、乡(镇)、村三级党员干部全面发动，
不分昼夜，连续作战，始终坚持在第一线抗洪救灾。至26日
止，全县共出动武警官兵、公安干警、预备役民兵和县、乡、



村各级干部2300多人次，出动冲锋舟24台次，运输车辆200多
辆，排涝机械设备20多台次，共解救受困群众398人，安全转
移安置受灾群众3.55万人，确保了人员安全。

(三)突出重点，迅速行动，及时安全转移和妥善安置受灾群
众。

在防汛抗洪救灾中，县委、县政府始终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
安全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全力确保洪灾期间人员安全。全
力转移。灾情发生后，县抢险应急分队、各乡镇应急抢险队
伍迅速展开救援，各乡镇、各部门、各单位动员一切力量以
最快的速度，按照属地管理和“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转
移受灾群众，做到“不漏一户、不漏一人”，20日到达的增
援部队31集团军180多名官兵兵分三路深入受灾乡村、社区一
线紧急转移群众。截止6月26日，全县共转移群众3.55万人。
妥善安置。全县各级各部门认真做好受灾群众的安置工作，
做到“三个保证”，即保证群众生命安全、保证受灾群众生
活正常、保证灾区社会安定稳定。一是保证群众生命安全，
对已转移的群众，认真细致地做好安置安抚工作，同时，加
大加密巡查监测工作力度，防止次生灾害发生，在险情排除
之前，确保不让一个转移出来的群众盲目回流。对工作不细
致、不认真，履行职责不到位的，严格按照有关规定进行问
责。二是保证受灾群众正常生活需求，对转移的群众实行投
亲靠友和集中安置等办法，全县受灾群众主要安置在学校、
村部、祠堂等比较安全的场所，每个集中安置点均有值班干
部、有医护人员。落实受灾转移群众生活补贴制度，对分散
安置人员给予每人每天10元生活补贴，集中安置给予每人每
天15元生活补贴。紧急调集了一大批大米、食用油、食盐、
饼干、方便面、矿泉水、医药等物资，确保受灾群众有饭吃、
有衣穿、有干净水喝、有病能得到及时治疗。截止6月26日，
所有转移群众都得到妥善安置，其中投亲靠友30052人，集中
安置5474人，设置集中安置点100个，其中100人以上集中安
置点17个。截止目前，全县共下拨救灾资金274万元，紧急发
放救灾物资被褥2281床，衣服2100件，帐篷200顶，大米40.6



吨，方便面2140箱，食用油1371桶等，基本可满足灾民生活
和应急所需。三是保证灾区社会安定稳定，组织县直机关党
员干部和乡(镇)、村(场)、社区干部深入各受灾点，积极做
好受灾群众慰问和思想安抚工作，消除受灾群众的沮丧和埋
怨情绪。同时，加强灾情信息发布，使广大群众充分认识这
次洪涝灾害的严重性及造成的巨大损失，引导动员广大受灾
群众快速投入抗灾自救各项工作。切实做好社会稳定工作。
一方面加强社会面的巡逻守护，严厉打击各种违法犯罪活动;
另一方面加强信访维稳工作，及时掌握社会动态，积极化解
矛盾，稳定受灾群众情绪，同时，加强市场监管，保证市场
供应，防止囤积居奇、哄抬物价，扰乱民生，确保灾后人心
稳定。

(四)快速抢修，强力推进，全面开展灾后生产自救工作。

洪峰一过，县委、县政府迅速成立抗灾救灾工作领导小组，
由县委书记担任组长。下设8个专门工作组，由县委常委担任
工作组长，分别负责组织协调基础设施抢修、受灾群众安置、
灾后恢复重建和社会稳定等工作，具体抓了几个方面的工作。
抓紧抢通基础设施。把水、电、路、讯等水毁基础设施放在
抗灾救灾工作的首位，县防指多次召开会议，专题研究部署
基础设施抢修工作，要求尽快做到“四通”。增援部队31集
团军领导多次亲临一线指挥抢险救灾，180多名官兵兵分三路
深入受灾乡村一线快速抢修道路桥梁。南昌铁路局派出600多
人在我县境内抢修鹰厦铁路;省电业局从龙岩抽派210名专业
技术人员，省移动公司派出41名专业技术人员，省邮政派出
技术人员8名增援我县，目前水、电、路、讯等基础设施已基
本抢通，其它基础设施也在进一步恢复中，较快地恢复了灾
区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确保了救灾物质的及时运送和抗灾
救灾工作的顺利进行。及时组织开展卫生清理和消毒防疫工
作。灾后第二天，组织县直机关干部、杭川镇、鸾凤乡和各
社区干部群众1500多人，按照划片包干的原则，开展城区所
有大街小巷、院落和城郊地带的卫生清理和消毒防疫工作，
同时，选派专业技术人员深入各乡镇、村、学校指导卫生清



理和消毒防疫工作。全县发放宣传资料1.2万份，完成消杀面
积350万平方米，完成14.5万人的饮用水消毒，确保大灾之后
无疫情发生。积极组织生产自救。各级各部门积极开展各项
协调服务，为企业提供生产必需保障，全力支持和服务圣农
等重点企业，使受灾企业尽快恢复生产，目前已有15家规模
企业恢复生产;同时，组织农业、烟草专业技术人员190余人
深入田间地头，帮助灾区群众尽快恢复生产，特别是做好农
作物的抢收抢种或改种、烟叶抢烤等各项工作，保障救灾种
子、化肥等物资的供应。尽早谋划灾后重建。一方面，认真
做好灾情核实、统计和上报工作，为开展恢复生产和灾后重
建工作做好充分准备。另一方面，积极做好筹措重建资金等
灾后重建各项准备工作，着手研究制定重建有关政策和灾后
重建统一规划建设工作方案。此外，还号召全县各级各部门
积极开展捐助献爱心活动，全面发动全县广大党员干部群众
开展各种形式的捐助活动，为受灾困难群众捐款献爱心，并
确保捐赠款物及时如数发放到每个受灾群众手中，让我县受
灾群众充分感受到全县大家庭温暖，感受到党的温暖。

(五)、广泛宣传，舆论引导，努力营造防洪抗灾救灾良好氛
围。

自从进入主汛期以来，县内各新闻媒体单位注重防汛工作的
宣传，及时公布我县雨情水情，加强防汛工作及防灾减灾相
关知识宣传。防汛预警预报后，县委宣传部及时成立了防汛
救灾宣传报道调度中心，宣传系统8支抗洪救灾新闻报道小分
队，立即赶赴一线开展新闻报道，县有线电视、广播、网络
等媒体及时发布县委、县政府关于加强防汛抗灾工作的紧急
通知，24时小时不间断公布雨情、水情，滚动播放全县防汛
抗洪救灾相关内容，期间还组织调集8辆宣传车，在城区范围
内用高音喇叭向低洼地带、地灾点及沿河、沿路群众宣传安
全防汛和防灾减灾知识，动员并组织群众迅速撤离。灾情发
生后，利用各种媒介准确报道汛情灾情和全县抗灾救灾进展
情况，加强防灾减灾及灾后恢复自救相关知识宣传，及时报
道抗灾救灾过程中的好人好事和好的做法。同时，密切关注



舆情动态，加强对社会舆情的分析研究和对网络等媒体的监
测监控，及时了解和掌握干部群众关心的热点焦点问题，注
重发挥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作用，积极有效地进行引导，
营造积极向上的抗灾救灾舆论氛围，鼓舞干部群众士气，增
强抗灾救灾信心。

由于领导得力，部署超前，指挥科学，各级各部门各单位、
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团结一致，艰苦奋战，顽强拼搏，把
灾害造成的人民生命财产损失减到了最低限度，且在短时间
内基本抢通了水、电、路、讯，全县社会治安和灾区群众情
绪保持稳定，抗洪抢险救灾工作取得了阶段性胜利。对下一
步的抗灾救灾和灾后恢复重建工作，县委、县政府也将于30
日作出了全面安排和紧急部署。

洪灾受灾情况报告篇三

(一)雨情

根据省水文部门统计分析，6月30日20时至7月2日4时我省大
别山区、江淮中部降大暴、特大暴雨，暴雨中心在大别山区
金寨县、霍山县、桐城市一带，其中金寨县泗洲河站463mm、
前畈424mm，霍山县歇马台站321mm较大。暴雨中心金寨县
泗洲河站最大12、24小时雨量分别为325mm、470mm(30
日18时至7月1日18时)，均排有记录以来第一位，最
大1、2、3、6小时降雨量均排历史第二位。金寨县青山站、
张畈站各特征时段降雨量均排有记录以来第一位；各时段最
大点雨量均排有记录以来第一位，重现期超过50年一遇。

7月1日20时至2日8时，全市降雨主要集中在舒城东部，金安、
裕安南部，霍山南部和北部，雨量普遍在3050毫米之间，局
部达80毫米，其它地区降雨基本在10毫米以下。六安城区及
各县区城关累计降雨量：六安城区7.4毫米、霍邱0毫米、金
寨2.6毫米、霍山17毫米、舒城42.2毫米、叶集0.5毫米。全
市共11个站点降雨超过50毫米(舒城9个，金安2个)，最大降



雨舒城农科所80.4毫米。

(二)水情

7月2日7时，淮河润河集水位21.46米，较昨日降0.11米，低
于警戒水位3.84米；正阳关水位19.70米，较昨日涨0.01米，
低于警戒水位4.30米。

受水库泄洪和降雨共同影响，淠河横排头于2日0:时12分出现
洪峰，洪峰水位55.49米，洪峰流量4640立方米每秒；6时水
位55.24米，流量4020立方米每秒，目前水位正在逐渐回
落，7时水位已回落至55.15米。

受强降雨影响，六大型水库全部超汛限水位，省防指先后调
度各水库开闸泄水，并逐步加大下泄流量。2日7时，梅山水
库超汛限水位4.34米、响洪甸超4.19米、磨子潭超8.32米、
白莲崖超12.41米、佛子岭超1.5米、龙河口超2.22米，梅山
水库下泄流量500、响洪甸500立方米每秒、磨子潭300立方米
每秒、白莲崖2100立方米每秒、佛子岭立方米每秒、龙河
口800立方米每秒。目前各大水库除白莲崖水库外，水位仍在
缓慢上涨。

梅山、响洪甸、磨子潭、白莲崖、佛子岭、龙河口水库最大
入库流量分别是8200、3800、2500、4500、3400、3670立方
米每秒，最大出库流量分别
是622、500、324、1680、1950、836立方米每秒，各水库削
峰率60%到90%不等。

洪灾受灾情况报告篇四

7月5日、6日，我市普降大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出现特大
暴雨3站、大暴雨5站，盐津县普洱镇最大雨量达320毫米，巧
家、盐津、大关、永善、绥江、水富6县25个乡镇155884人不
同程度受灾。截止7月7日18时，因灾造成7人死亡(其中盐津



县5人、水富县2人)、5人失踪(其中盐津县3人、水富县2人)、
9人受伤(其中盐津县3人，水富县6人)，紧急转移安置5290人，
共造成直接经济损失85502.41万元。

一、灾害基本情况

(一)农作物受灾：因灾造成全市农作物受灾面积7.845万亩、
成灾面积4.013万亩、绝收面积1.78万亩，造成直接经济损
失3570.2万元。

(二)水利设施受灾：饮水管网因灾受损92.68千米，损坏堤
防43处、4.508千米；堤防决口3处，防洪沟冲毁4处，损坏护
岸5处，损坏灌溉设施560处，1个水文监测站受损，9座水电
站受影响，1座小(二)型水库受损(盐津县落雁乡石门关水库)，
造成直接经济损失18210.4万元。

(三)民房和城镇基础设施受灾：民房倒塌304户766间、严重
受损918户2402间、一般受损3635户7739间，造成直接经济损
失15597.8万元。城镇道路、供水管网、污水管、垃圾处理设
施、路灯、挡墙、绿化、截洪沟、雨水管网等因灾共造成直
接经济损失15383.26万元。合计造成直接经济损失30981.06
万元。

(四)交通基础设施受灾：国省干道线灾情：(1)g85水麻高速公
路61公里范围内多处发生不同程度受灾，4处坍方约12500方，
7处泥石流约20550方，有2处路基被冲毁约80米；(2)g85昭麻
高速公路：护坡受损2101立方米，驳岸、挡墙受损3处650立
方米，塌方10处5000立方米；(3)g213公路多处塌方和路面受
损，路面受损30公里10万平米，塌方6处500方；(4)水绥二级
公路护坡塌方18400方；(5)彝绥线盐津、水富3处塌方260立
方；(6)昭谢线彝良境内塌方600立方。

全市农村公路受损1904.7公里，桥梁损毁31座，造成直接经
济损失26073.4万元。



(五)教育基础设施受灾：68所学校受损，造成倒塌校舍1间，
形成危房3间，造成直接经济损失1401.26万元。

(六)卫生基础设施受灾：房屋受灾面积3895平方米，滑坡220
平方米，挡墙开裂150立方米，造成直接经济损失961.39万元。

(七)输气管道受灾：水富境内天然气管道暴露在可视范围
内400余米，天然气管道沿线挡土墙被冲毁损坏3处，管道因
洪水冲刷露管18处，造成直接经济损失1260.9万元。

(八)电力基础设施受灾：35kv变电站受损7座；35kv线路倒
杆(塔)5基，35kv线路断线0.3公里；10kv线路倒杆(塔)64
基，10kv线路断线8.682公里；0.4kv线路倒杆(塔)83基，0.4kv
及以下线路断线20.34公里；0.22kv线路倒杆(塔)76基，0.4kv
及以下户表受损1762个；10kv台变受损19个，造成直接经济损
失836.15万元。

(九)通信基础设施受灾：基站、杆线、光缆、机房不同程度
受损，造成直接经济损失2207.65万元。

二、抢险救援情况

灾害发生后，省、市领导高度重视，全市各级各部门立即行
动，紧急开展应急救援工作。立即启动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
案和防汛应急预案，迅速成立由市委书记、市长任指挥长的
昭通市“7·05”自然灾害抢险救援指挥部，紧急动员市直相
关部门和灾区干部群众投入抢险救灾工作。科学抢险救援。
省防汛抗旱指挥部、省公投公司等部门领导亲赴灾区指导抗
洪救灾；市委、市政府领导第一时间赶赴盐津、水富、绥江
等重灾区，现场指挥抢险救灾；市、县两级部门迅速组织救
灾力量，调集救灾物资；消防、武警和公安干警、民兵应急
分队，按照不漏一人、不遗一户的要求，迅速搜救失联人员、
转移安置被困群众，及时疏散国省干道和内昆铁路铜鼓溪站
滞留车辆及人员；切实做好伤员救治、遇难者善后及家属安



抚工作，统筹做好查灾核灾、舆论引导等工作。抢通生命线
工程。盐津县、水富县、绥江县及市交通、水利、电力、通
信等部门迅速组织精干力量赶赴灾区，紧急开展道路、电力、
通信、供水等生命线工程抢修恢复工作。目前，昭麻二级路、
绥水二级路、柿凤二级路、彝绥线等干道已抢通恢复，水麻
高速公路除少部分不愿绕道的大型货车外，全线无滞留车辆，
预计7月10日前可抢通实现单边通行；铜鼓溪站滞留火车已
于7月6日11时30分驶离开往昭通，内昆铁路货物运输已全线
恢复，旅客运输预计7月9日可全部恢复；损毁电网已恢复供
电38282户，占65.7%，绥江县、水富县7月11日前，盐津县7
月12日前可全部恢复供电；受损通信已恢复70%，其中受灾乡
村集镇已全部恢复，偏远村组近日可全部恢复；灾区群众生
活用水已基本恢复。全力保障群众生活。及时安排救灾资
金520万元，调运帐篷、棉被、衣服，采购方便面、矿泉水、
大米、食用油等物资送往灾区，全力保障转移安置群众的基
本生活。交通中断的普洱镇、滩头乡，当地党委、政府及时
采购矿泉水、干粮等应急食品，有效保障了群众正常生活，
确保了社会稳定。严防次生灾害。市委、市政府派出5个实地
督查组，对全市11县区地质灾害隐患排查治理情况进行专项
督查，由各县区负责对辖区内地质灾害隐患开展拉网式排查，
制定监测防范工作方案，并严格落实责任单位、责任人，确
保不留盲区、不留死角。加强应急值守。针对近期我市连续
出现的极端天气和严峻的防灾形势，市委、市政府领导到市
应急办、市水利、气象等部门，实地督促指导防汛减灾工作，
抽查县区应急值守工作，要求各级各有关部门严格执行24小
时值班和领导带班等制度，加大监测预警、隐患排查、信息
发布等工作力度，整合资源，形成合力，进一步做好防汛抗
灾工作。接下来昭通市将继续做好失联人员搜救和伤员救治、
群众转移安置、加快抢通生命线工程、抓好地质灾害隐患拉
网式排查治理、精准做好查灾核灾工作，尽快启动恢复重建
等工作，确保灾区社会稳定。



洪灾受灾情况报告篇五

6月7日和6月11日-14日，东安县境内持续普降大到暴雨，其
中11日晚上57.6mm、12日白天89.5mm、14日晚上23.4mm，
造成部分乡镇山洪暴发，湘江、芦江流域河水骤涨，农田被
冲毁或淹埋，农作物受灾严重、损失较大。面对严峻的洪涝
灾情，县委、县政府紧急部署，东安县农业委主动作为、积
极配合，科学应对，努力将灾害损失降到最低程度。

受极端天气影响，全县农作物受灾面积3.89万亩(其中水
稻2.81万亩、蔬菜0.65万亩、玉米0.32万亩，其他0.11万亩)，
成灾1.92万亩(水稻1.42万亩、蔬菜0.25万亩)，绝收0.69万亩
(水稻0.54万亩、蔬菜0.1万亩)，农业直接经济损失750万元
以上。白牙市、井头圩、芦洪市、新圩江、花桥、川岩等乡
镇受灾较重。6月7日晚八时左右，鹿马桥镇出现近几十年难
遇的雷电暴雨大风天气，伴随乒乓球般大小的冰雹，持续近
两个小时，全镇各村农作物及农业设施受到相当严重的影响，
其中金易德种养农民合作社受灾最为严重，21个蔬菜大棚全
部毁坏，标识牌(8米*12米)完全倒塌，30多亩玉米、30余亩
荷花和各种大棚蔬菜均受到不同程度损坏，直接经济损失70
多万元。东安县新作为蔬菜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损毁大棚
近300个，面积160余亩，损坏商品蔬菜15吨左右，直接经济
损失120万元以上。

1、成立应急分队，分赴灾情一线。灾情发生的第一时间，东
安县农业委及时召开机关股站长以上农业抗洪救灾紧急会议，
成立由蒋笃刚主任任组长的抗洪救灾领导小组。按照委领导
联系乡镇分工责任制，全委干部分组成立灾情核查组、救灾
种子调运组、灾后恢复生产技术指导组和资料信息组，奔赴
抗洪救灾第一线，查灾核查灾情，积极开展农作物分期分类
技术指导，通过采取清沟排水、增施追肥和叶面肥、加固棚
体、及时采收、合理改种等措施，科学有效地应对灾前防范、
灾中自救、灾后恢复农业生产。



2、实行全天侯值班，及时核灾报灾。严格实行24小时带班、
值班制，委领导手机及办公室值班电话24小时开通。按
照“日上报、周汇总”的基本要求，建立灾情日报制。在
乡(镇)上报农作物灾情的基础上，迅速派员深入灾区，调查
了解各乡镇农业生产受灾和农业基础设施损毁情况，了解掌
握灾情，核实灾情，及时如实上报，确保灾情信息统计准确、
上报快捷，救助及时。

3、强化部门协调，积极防灾定损。进一步加强与气象、保险
等部门的联系，提前掌握极端气候的发生变化，做到防患未
然。同时，根据核查的灾情，主动配合保险公司进行灾情查
勘、登记、定损、理赔等工作，最大程度减轻灾害给农民和
农业生产带来的损失。

4、加大服务投入，全力减灾救灾。紧急启动农作物种子救灾
备荒应急预案，及时协调调运水稻种子，保障灾后用种需要。
及时印发《农业灾后恢复生产技术指导意见》、《灾后稻田
改种水稻技术要点》等技术资料0.8万份，指导农户灾后恢复
生产。

1、加快灾后恢复重建。对淹没时间短的农田，指导受灾农户
清除田间淤泥、清洗农作物叶片上的泥沙，进行灾后恢复性
栽培;对淹没时间长的农田，在清除淤泥后，按照“宜粮则粮、
宜菜则菜、宜旱则旱”的原则，因地制宜开展灾后补种改种，
努力将灾害损失降到最低程度。

2、加强灾后病虫害防控。农作物被浸受淹后，生长发育及抗
逆能力受到影响，病虫的侵染与繁殖危害会加快，流行性病
害、迁飞性害虫、夜蛾科害虫、福寿螺等有害生物的发生为
害也会加重，东安县农业委积极组织农户加强洪涝灾害后的
病虫害防治工作，减少因洪灾带来的病虫害等次生灾害。

3、保障农资供应与安全。积极组织种子、农药、化肥等农业
救灾物质储备调运。同时，扎实开展农资打假专项整治，切



实保障好灾后农民的利益，维护社会稳定。

4、加强农业灾情核实上报。密切关注灾情发展，继续抓好农
业防灾减灾和农业灾情核实工作，及时上报灾后补损、恢复
生产的进展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