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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封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防汛抗旱指挥部文件
汴示范防指〔2024〕10号

开封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防汛抗旱指挥部

关于印发《开封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抗旱应急

预案》的通知

各乡（场）街道办事处、区防指各成员单位：

《开封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抗旱应急预案》已经区防汛抗旱

指挥部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2024 年 6 月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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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封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抗旱应急预案

1 总则

1.1 编制目的

为了提高抗旱工作主动性，在干旱发生时有计划、有针

对性地采取抗旱措施，做好旱灾突发事件防范与处置工作，

使干旱灾害处于可控状态，保证抗旱救灾工作高效有序进

行，最大程度地减少旱灾损失，保证经济社会全面、协调、

健康可持续发展。

1.2 工作原则

（1）坚持以人为本，努力实现由单一抗旱向全面抗旱

转变，不断提高抗旱的现代化水平。

（2）实行行政首长负责制，统一指挥，统一调度，分

级分部门负责。

（3）以城乡供水安全、粮食生产安全为首要目标，实

行安全第一，坚持常备不懈、以防为主、防抗结合的原则。

（4）坚持抗旱统筹，合理利用水资源，促进人与自然

和谐相处。按照流域或区域统一规划，坚持因地制宜，城乡

统筹，突出重点，兼顾一般，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

（5）实行公众参与，干群结合承担防旱抗旱的攻坚任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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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抗旱用水以水资源承载能力为基础，实行“先生

活、后生产，先地表、后地下，先节水、后调水”的原则；

科学调度，优化配置，分阶段、分地域、有针对性地采取抗

旱措施，最大程度地满足城乡生活、生产、生态用水需要。

1.3 编制依据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

持法》《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

预案》《河南省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办法》《开封市突发

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开封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突发事件总

体应急预案》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示范区的实际情况，

制定本预案。

1.4 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示范区范围内的抗旱工作及区域内干旱

灾害的预防和应急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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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基本情况

2.1 示范区自然地理情况和经济社会发展情况

2.1.1 示范区地处省会郑州和开封老城区之间，东起中

心城区大梁门，西临郑州中牟，南至郑民高速，北依黄河大

堤，现辖 8 个乡场、街道办事处，分别是水稻乡、金耀街道

办事处、杏花营街道办事处、杏花营农场、城西街道办事处、

梁苑街道办事处、西湖街道办事处和金明池街道办事处，总

人口 41.8 万，规划面积 268.07 平方公里，其中农业人口 9.7

万人，粮食播种面积 9842.074 公顷,其中小麦播种面积

2783.27 公顷，经济作物播种面积 5149.4 公顷，果园面积

4332 公顷。

2.1.2 开封市地处豫东，位于黄河中下游地段，地面坡

降 1/1000—1/2000，示范区地形特点呈西北向东南倾斜，微

地形起伏不大，局部城区岗洼相间。属华北平原干旱气候带，

多年平均降雨量为 639 毫米，多年平均蒸发量为 1200 毫米。

土壤质地大部分为沙壤土，部分为壤土。

2.2 旱灾概况

示范区属季风型大陆性气候，历年平均气温为 14.2℃，

昼夜温差大，无霜期 216 天，多年平均降雨量为 700 毫米，

最大降水量为 950 毫米，最小降雨量 310 毫米。汛期雨量集

中在六至九月份，降雨量平均占年降雨量的 40%-50%，而 1-5

月份则降雨稀少，特别是三月下旬，受我国西北部沙尘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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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易出现大风和高温天气，土壤失墒程度加快，地下水

补源不足，造成干旱。由于干旱时间长、程度重，又多发生

在夏秋产量形成和春播的关键时期，不仅给夏粮生产和春耕

造成了严重影响，个别地区人畜饮水造成困难，直接影响到

全年收成，关系到全年农业丰收和结构调整，关系到农业增

收和农村社会的稳定。

2.3 旱灾影响

旱灾严重影响人畜饮水，造成人畜饮水困难。

旱灾严重影响农业生产，由于灌溉水量不足，土壤墒情

差，农作物播种、出苗、生长收到影响，各生长期不能及时

按需供水，因此造成农作物大幅减产、甚至绝收，给农业生

产带来严重损失。

旱灾使水资源量减少，加剧了水资源供需矛盾，使生态

环境进一步恶化，影响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2.4 抗旱能力

人畜饮水工程。在上级政府大力支持下，建成人畜饮水

工程19处，解决36村 79530人吃水问题，自来水率达到90%。

农业灌溉工程及水资源利用。截止 2021 年底，示范区

总灌溉面积 13.26 万亩，有效灌溉面积 13.26 万亩，有效实

灌面积 13.26 万亩,旱涝保收面积 11.5 万亩，节水灌溉面积

9.51 万亩。示范区万亩以上灌区 3 处，有效灌溉面积 2300

公顷,灌区干、支渠总长度 20 公里，主要用于促进农业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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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水补源和生态环境的保护。灌溉机电井 0.356 万眼，已

配套机电井 0.0632 万眼，装机容量 0.85 万千瓦。

工程抗旱措施。针对干旱的发生，开封市大力建设人工

降雨系统，这些现代化抗旱技术应用，也进一步增强示范区

抗旱减灾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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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指挥体系及职责

3.1 指挥体系

为了加强示范区汛期城市排水防涝和城乡内涝灾害、干

旱灾害及其次生灾害的防御和应急处置工作，特成立示范区

防汛抗旱指挥部（以下简称指挥部）。在开封市防汛抗旱指

挥部和示范区党工委、管委会领导下，统一组织、指挥、协

调、指导和督促全区防汛应急和抗旱减灾工作。防汛抗旱组

织体系见附件 1。

指 挥 长：区党工委书记，区管委会主任

常务副指挥长：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常务副主任

副 指 挥长：区分管（联系）应急、农业农村、城管、

河务、公安、交通、卫生、交通等工作的管委会副主任，区

宣传部部长、区武装部部长，区应急局局长、区农业农村局

局长、区城管局局长、开封第一黄河河务局局长

成 员：区管委督查局局长、区发改委主任、区财政局

局长、区科工局局长、区民政局局长、区司法局局长、区交

通发展服务中心主任、区机关事务中心主任、区教体局局长、

区国土分局局长、区生态环境分局局长、区住建局局长、区

商务局局长、区文化旅游局局长、区卫健委主任、区市场监

管分局局长、区互联网舆情研究和应急保障中心主任、示范

区消防救援大队教导员、开发区消防救援大队教导员、交警

五大队大队长、交警七大队大队长、区城投西湖文旅公司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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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长、水稻乡党委书记、水稻乡政府乡长、杏花营农场党委

书记、杏花营农场场长、梁苑街道党工委书记、梁苑街道办

事处主任、金耀街道党工委书记、金耀街道办事处主任、城

西街道党工委书记、城西街道办事处主任、西湖街道党工委

书记、西湖街道办事处主任、金明池街道党工委书记、金明

池街道办事处主任、杏花营街道党工委书记、杏花营街道办

事处主任。

防汛抗旱指挥部办事机构为示范区防汛抗旱指挥部办

公室，办公室设在应急管理局，局长兼任办公室主任。

示范区各乡（场）街道办事处政府成立相应的防汛抗旱

指挥部，实行行政领导负责制，乡（场）街道办事处其他相

关科室负责人为成员，统一指挥、协调本地区的抗旱工作。

3.2 指挥机构职责

3.2.1 防汛抗旱指挥部全面负责示范区的抗旱工作，是

抗旱应急工作的指挥决策机构，其主要职责：

（1）在示范区党工委、管委会和上级指挥机构领导下，

贯彻执行相关抗旱工作决定、指令;

（2）负责组织建立与抗旱有关的气象、干旱预警信息

系统;

（3）负责发布示范区旱情通告，宣布进入或者结束紧

急抗旱期；

（4）负责安排部署抗旱救灾工作，制定、督促抗旱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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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的实施;

（5）负责抗旱经费和物资的筹集、管理和调度；

（6）检查督促抗旱工程设施建设和工程的修复。

3.2.2 指挥部办公室是抗旱应急工作综合协调办事机

构，其主要职责：

（1）贯彻执行上级有关抗旱工作的法律、法规和方针

政策;

（2）处理防汛抗旱指挥部的日常工作。研究部署抗旱

工作,开展抗旱宣传,提高全社会的减灾意识。

（3）及时了解、掌握旱情、灾情和水利灌溉工程、设

施运行情况，发布旱情、灾情报告;通过相关媒体向社会发

布应急预警信息。

（4）传递上级抗旱救灾工作指令，了解救灾工作进展

情况，向区防汛抗旱指挥部及上级指挥机构报告旱情、灾情

信息，为指挥部提供决策依据;

（5）督促检查各项抗旱救灾措施落实情况;

（6）协调有关部门做好抗旱物资的储备、管理和抗旱

资金的分配工作;

（7）编制、修订并组织实施示范区防汛应急预案。

3.2.3 防汛抗旱指挥部成员单位职责：

抗旱救灾工作是社会公益事业，在示范区管委会和防汛

抗旱指挥部统一领导下，各成员单位根据职责和分工，各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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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职、各负其责，密切配合，共同做好抗旱救灾工作。

区农业农村局：组织协调做好农业抗旱救灾工作，并组

织恢复生产;负责提供农作物播种面积、产量及收集旱情、

苗情;推广应用有关农业抗旱新技术，制定农业抗旱救灾措

施并组织实施;负责灾后灾区农业生产需要的种子、农资的

调拨和供应、技术指导，帮助灾区做好抢种抢收。负责水利

灌溉工程调度，统一合理调配抗旱水源，充分发挥现有水利

工程的效益;组织实施抗旱水源工程建设和应急工程修复;

及时协调处理水事纠纷。

区应急管理局：负责与开封市气象局联系沟通，收集示

范区境内的旱情和短期、中期、长期气象预报以及降水实况

和土壤墒情等相关资料，及时报告防汛抗旱指挥部。

区发改委、财政局：协调安排抗旱工程建设项目资金的

筹措和及时到位，做好抗旱救灾专用资金的拨付与监管。

西区供电公司：保障抗旱灌溉工程、设备和紧急抗旱抢

险电力优先供应，做好供电保障。

区民政局：会同有关部门检查灾情，做好旱灾的调查、

核实、统计、上报工作;制定灾民生活保障方案，负责灾区

的灾民饮水及生活安排、救济和救灾物资筹集、分配、发放

和管理工作。

区卫健委、生态环境分局：负责组织灾区疾病预防控制、

卫生防疫和医疗救护工作;做好饮用水监测、检验，指导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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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饮用水源消毒，保证饮用水安全。

区商务局：负责社会抗旱物资储备和紧急筹集抗旱物

资，制定物资供应保障方案。

区交通发展服务中心：保证抗旱救灾期间运输道路安

全，优先运送人员和物资、设备，为抗旱抢险及时提供所需

车辆;制定交通运输保障方案，确保抢险人员、物资、设备

及时到位。

区公安分局、交警五大队、交警七大队：负责抗旱抢险

治安管理和保卫工作，协助查处水事纠纷;维护抗旱秩序，

严厉打击破坏抗旱工程设施、盗窃抗旱物资的违法行为;制

定紧急情况下交通道路管制方案，必要时实行交通道路管

制，保障道路畅通。

区宣传部：负责利用报刊、广播、电视等新闻媒体及时

报道旱情、灾情，宣传抗旱方针、政策和动态，并做好动员

宣传。

其他有关部门要根据各自的职责和防汛抗旱指挥部指

令，做好抗旱抢险工作，共同确保抗旱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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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预防及预警

4.1 预防

4.1.1 旱情信息监测及报告

防汛抗旱指挥部要制定旱情监测统计上报制度，相关成

员单位也要加强对旱情信息监测，并及时上报监测数据及预

测信息。旱情信息实行分级上报，归口管理，同级分享。

（1）旱情信息主要包括：干旱发生的时间、地点、程

度、受旱范围、影响人口以及对工农业生产、城乡生活、生

态环境等方面造成的影响。

（2）抗旱指挥机构应掌握旱情变化、当地蓄水情况、

农田土壤墒情和城乡供水情况，加强旱情监测。

区应急管理局负责与开封市气象局联系沟通，收集示范

区雨情、土壤墒情、蒸发量等相关资料，会同相关部门对旱

情做出评估，及时报告防汛抗旱指挥部。

区农业农村局要加强对水资源情况监测预报，对河流、

水库等流量、蓄存水量和地下水位的变化情况进行监测，并

预报水资源变化趋势。同时对供水工程情况水源地水质情况

进行监测，将有关监测资料定期上报防汛抗旱指挥部。要加

强对农业及牲畜受灾情况的监测，对农业受灾面积、受灾种

类、程度、减产情况进行监测统计，并及时报防汛抗旱指挥

部。

各乡（场）街道办事处和防汛抗旱指挥机构要对本辖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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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旱情信息进行监测，对旱灾发生情况按照规定上报区防汛

抗旱指挥部。遇旱情急剧发展时应及时上报。

4.1.2 预防措施

示范区管委会及相关部门在旱灾发生之前，要从思想上、

组织上、工程上做好准备，并采取积极有效措施进行应对。

（1）思想准备：加强宣传，增强全民预防干旱灾害的

意识，做好抗大旱的思想准备。

（2）组织准备：建立健全防汛抗旱指挥机构，落实抗

旱负责人、抗旱队伍和旱情易发区域的预警措施，加强抗旱

服务组织的建设。

（3）工程准备：示范区农业农村局、城市管理局及其

他有关部门应当加强供水和灌溉等水利工程设施的建设、管

理和更新改造，按时完成水利、供水损毁工程修复和水源工

程建设任务，对存在的问题及时解决。

（4）加强抗旱工作检查：实行以查组织、查工程、查

物资为主要内容的分级检查制度，发现薄弱环节，要明确责

任，限时整改。

（5）示范区管委会、各乡（场）街道办事处、村（社

区）委会要加强对抗旱工作的领导力度，增加抗旱投入，组

织有关部门，动员社会力量，有计划地进行水利工程建设和

维修，优化配置水资源。

应建立和完善抗旱社会化服务机构，并引导、扶持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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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个人兴办抗旱社会化服务组织。

根据地理位置不同，合理选择使用地表水资源和地下水

资源，加强水资源和水环境的保护，防止水质性缺水和水源

枯竭。

（6）提前制定切实可行的抗旱方案

①抗旱时期，水源实行统一调度和分级负责的原则。示

范区防汛抗旱指挥机构按照水利工程管理权限，对本行政区

域的水量进行调度，有关乡（场）街道办事处和水利工程管

理单位必须服从上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的统一调度。

②灌区上、下游要合理分配黄河、黑岗口调蓄水库及河

流水资源，相互协调关系，禁止浪费。机井灌溉要做到科学

使用、科学管理、合理开采地下水。

③灌区限制上游用水，防止大水漫灌。

④防汛抗旱指挥机构在旱情紧急的情况下将抗旱供水

方案向主要用水户通告，有关单位和个人应根据抗旱供水方

案，采取相应措施，减少旱灾损失。

⑤各乡（场）街道办事处在旱情严重时采取有效抗旱措

施：临时设置抽水泵站，开挖输水渠道；应急性打井，建蓄

水池等；临时在河沟渠内截水；对饮水水源发生严重困难地

区临时实行人工送水。

水利工程设施采用承包、租赁、股份合作制等方式经营

的，经营者应服从乡（场）街道办事处及以上防汛抗旱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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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的用水调度。

涉及跨行政区域的，应当报上一级人民政府批准，旱情

解除后，应当立即停止截水行为，拆除截水设施，恢复河沟

渠原貌。

任何单位和个人用水不得损害公共利益和他人的合法

权益，严禁抢水、偷水和侵占、破坏、污染抗旱水源。

不同行政区域之间因抗旱发生的水事纠纷，应当协商处

理，协商不成的，由上一级人民政府裁决，有关各方各部门

必须遵照执行。

4.2 预警

4.2.1 预警等级划分

依据《农业旱情旱灾评估标准》中的旱情评定指标，示

范区抗旱预案的预警等级分为四级，即Ⅰ级预警（特大干

旱）、Ⅱ级预警（严重干旱）、Ⅲ级预警（中度干旱）、Ⅳ

级预警（轻度干旱），Ⅰ-Ⅳ级干旱预警颜色依次采用红色、

橙色、黄色、蓝色。

（1）特大干旱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特大干旱：

①示范区范围内大面积无有效降水时间为春季在 61 天

以上、夏季在 46 天以上、秋冬季在 91 天以上;

②耕地受旱面积占总耕地面积的 80%以上;

③缺水率大于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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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应的预警级别为Ⅰ级预警。

（2）严重干旱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严重干旱：

①示范区范围内大面积无有效降水时间为春季 46～60

天、夏季 36～45 天、秋冬季 71～90 天;

②耕地受旱面积占总耕地面积的 51%-80%;

③缺水率为 20％—30％。

相应的预警级别为Ⅱ级预警。

（3）中度干旱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中度干旱：

①示范区范围内大面积无有效降水时间为春季 31～45

天、夏季 26～35 天、秋冬季 51～70 天;

②耕地受旱面积占总耕地面积的 31%-50%;

③缺水率为 10％—20％。

相应预警级别为Ⅲ级预警。

（4）轻度干旱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轻度干旱：

①示范区范围内大面积无有效降水时间为春季 16～30

天、夏季 16～25 天、秋冬季 31～50 天;

②耕地受旱面积占总耕地面积的 30%以下;

③缺水率为 5％—10％。

相应预警级别为Ⅳ级预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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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干旱预警发布

防汛抗旱指挥部根据旱情监测和灾害统计的旱情信息，

确定相应的旱情登记及旱情预警级别，报示范区管委会同意

批准后，防汛抗旱指挥部以正式文字形式发布干旱预警信息。

干旱预警信息发布，由示范区防汛抗旱指挥部通过网

络、电话通知、文件下达等方式发布干旱预警信息。

预警信息包括：干旱预警级别;干旱发生的时间、程度、

成因、受旱范围、影响人口;干旱对工农业生产、城乡生活、

生态环境等方面造成的影响。

4.2.3 预警行动

（1）各级防汛抗旱指挥部根据发布的预警信息，针对

干旱灾害的成因和特点，采取有效预警防范措施。

（2）各级防汛抗旱指挥部建立的旱情检测网络和干旱

灾害统计队伍，做到随时掌握旱情及灾害变化情况，全程跟

踪旱情、灾情，预测干旱发展的趋势。根据不同的干旱等级，

提出相应对策，为抗旱指挥决策提供依据。

（3）各级防汛抗旱指挥部应当加强抗旱服务队伍建设，

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开展多种形式的社会化抗旱服务，以防

范干旱灾害的发生和蔓延。



17

5 应急响应

5.1 应急响应的总体要求

（1）根据干旱预警级别，确定相应的响应级别。

按旱情的严重程度和影响范围，将应急响应行动由高到

低依次分为Ⅰ、Ⅱ、Ⅲ、Ⅳ四级响应，分别对应Ⅰ级、Ⅱ级、

Ⅲ级、Ⅳ级预警。

（2）示范区防汛抗旱指挥部负责关系重大的水利、供

水、抗旱灌溉工程的调度，其他水利、供水、抗旱灌溉工程

的调度由所属基层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负责。必要时，视情

况由上一级抗旱指挥机构直接调度。防汛抗旱指挥部各成员

单位应按照指挥部的统一部署和职责分工开展工作，并及时

报告有关工作情况。

（3）干旱灾害发生后，乡（场）街道办事处及防汛抗

旱指挥部负责组织实施抗旱减灾、救灾等方面的工作，并向

上级人民政府和防汛抗旱指挥部报告干旱灾害情况。造成人

员伤亡的突发事件，可越级上报，并同时报上级抗旱指挥机

构。

（4）跨行政区域发生的旱灾，或者突发事件影响到相

邻行政区域的，在报告同级政府和上级抗旱指挥机构的同

时，应及时向受影响地区的防汛抗旱指挥部通报情况。

（5）因旱灾而衍生的疾病流行、水陆交通事故、火灾

等次生灾害，当地防汛抗旱指挥部应组织有关部门全力抢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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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处置，采取有效措施控制灾害传播链，防止次生或衍生灾

害的蔓延，并及时向同级政府和上级抗旱指挥机构报告。

5.2 Ⅰ级响应

当出现特大干旱时，启动Ⅰ级响应。

5.2.1 工作会商

示范区防汛抗旱指挥部接到特大干旱灾情报告后，指挥

长主持召开抗旱工作会商会议，指挥部有关成员单位参加，

作出抗旱应急工作部署，分析旱情发展动态和对经济社会发

展的影响，启动抗旱应急预案，分阶段安排部署抗旱救灾应

急工作，并发出抗旱救灾紧急通知。要求各行业、各部门紧

急行动起来，积极开展抗旱救灾工作。

5.2.2 工作部署

示范区防汛抗旱指挥部召开紧急抗旱专题会议，部署抗

旱救灾工作，根据情况宣布进入特大干旱抗旱期。下发紧急

通知，动员所有单位立即行动起来，成员单位按照职责分工，

密切监视旱情发展变化，协助灾区做好抗旱救灾工作，并在

24 小时以内派出抗旱工作组成员赴一线指导抗旱救灾工作。

同时积极请求上级支援，必要时报请示范区党工委、管委会

研究部署抗旱救灾工作。

指挥部办公室实行 24 小时值班，密切跟踪旱情灾情，

及时报送有关抗旱情况，并做好旱情预测和重点工程调度。

指挥部有关成员单位和基层防汛抗旱指挥部每日向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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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区指挥部办公室报送旱情灾情信息，示范区指挥部及时报

道旱情灾情信息及采取的抗旱措施。

各乡（场）街道办事处、村（社区）民委员会可利用当

地一切能利用的水利设施进行抗旱工作。

5.2.3 部门联动

示范区防汛抗旱指挥部加强统一领导和组织协调，各成

员单位主要负责人靠前指挥，强化责任，按照各自职责分工

和抗旱工作需要，按照抗御特大旱灾要求，全力做好抗旱救

灾工作。

指挥部办公室发布旱情灾情信息，及时了解、掌握、统

计旱情灾情及发展趋势和抗旱工作情况，及时向防汛抗旱指

挥部报告旱情灾情信息和抗旱救灾情况，提供抗旱建议和决

策依据。

5.2.4 协调指导

示范区防汛抗旱指挥部统一协调全区的抗旱工作，抽派

相关人员组成工作组奔赴一线指导抗旱救灾工作，按照“先

生活、后生产，先地表、后地下，先节水、后调水，先重点、

后一般”的原则科学配置水资源。协调相关部门筹集、调运

抗旱救灾资金和物资。组织专家会商，制定合理调配水源措

施，严格计划用水，加强节水措施，制定高耗水行业关停或

节水计划。

各乡（场）街道办事处根据具体情况，打破地域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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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科学、合理、省工、省时、高效的指导思想，做好示范

区的抗旱工作。

5.2.5 方案启动

示范区防汛抗旱指挥部指挥长依法宣布进入抗旱期，启

动抗旱应急预案，指挥、协调重大水利、供水管理机构，与

抗旱指挥机构按照应急预案共同组织实施，并及时向上级报

告旱灾情况。若示范区应急资源力量不能满足需求时，请求

上级支援。

5.2.6 宣传动员

旱情及抗旱工作等方面的公众信息交流，实行分级负责

制，一般公众信息可通过广播、电视、报刊等新闻媒体向社

会发布。并做好抗旱救灾方针、政策的宣传和舆论引导工作。

提高公众防灾减灾能力。

5.3 Ⅱ级响应

当出现重大干旱时，启动Ⅱ级响应。

5.3.1 工作会商

示范区防汛抗旱指挥部接到重大干旱灾情报告后，常务

副指挥长主持召开抗旱工作会商会议，指挥部有关成员单位

参加，分析旱情发展动态和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启动抗

旱应急预案，分阶段安排部署抗旱救灾应急工作，并发出抗

旱救灾紧急通知。要求各行业、各部门紧急行动起来，积极

开展抗旱救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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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 工作部署

示范区防汛抗旱指挥部召开抗旱专题会议，部署抗旱救

灾工作，根据情况宣布进入重大干旱抗旱期。下发紧急通知，

动员所有单位立即行动起来，成员单位按照职责分工，密切

监视旱情发展变化，协助灾区做好抗旱救灾工作，并派出抗

旱工作组成员赴一线指导抗旱救灾工作。同时积极请求上级

支援

指挥部办公室实行 24 小时值班，密切跟踪旱情灾情，

及时报送有关抗旱情况，并做好旱情预测和重点工程调度。

指挥部有关成员单位和基层防汛抗旱指挥部每日向示

范区办公室报送旱情灾情信息，示范区指挥部及时报道旱情

及抗旱措施。

各乡（场）街道办事处、村（社区）民委员会可利用当

地一切水利设施进行抗旱工作。

5.3.3 部门联动

示范区防汛抗旱指挥部加强统一领导和组织协调，协调

相关部门筹集、调运抗旱救灾资金和物资，派出工作组赶赴

灾区，协助、指导当地政府抗旱救灾工作。督促落实各项抗

旱救灾措施，维护灾区社会稳定。

各成员单位、有关部门要根据各自的职责和防汛抗旱指

挥部指令，全力做好抗旱救灾工作。

5.4 Ⅲ级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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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范区防汛抗旱指挥部接到中度干旱灾情报告后，示范

区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主任主持会商，相关成员单位参加，

作出相应工作安排，上报区防汛抗旱指挥部正、副指挥长及

上级抗旱指挥机构，启动抗旱应急预案。密切监视旱情变化

情况，加强抗旱工作的指导，并上报上级抗旱指挥机构，通

报示范区成员单位。示范区各乡（场）街道办事处防汛抗旱

指挥部 24 小时内派出工作组，指导当地抗旱工作。

乡（场）街道办事处政府、村（社区）委会可利用当地

一切水利设施进行抗旱工作，并为饮水困难地区临时实行人

工送水。

5.5 Ⅳ级响应

示范区防汛抗旱指挥部接到轻度干旱灾情报告后，示范

区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主任主持会商，相关成员单位参加，

作出相应的工作安排，加强对旱情的监视和抗旱工作的指

导，并将情况上报区防汛抗旱指挥部正、副指挥长及上级抗

旱指挥机构。

乡（场）街道办事处政府、村（社区）委会可利用当地

一切水利设施进行抗旱工作。

5.6 响应结束

当干旱灾害得到有效控制时，防汛抗旱指挥部可视旱

情，由宣布启动应急响应的指挥部负责同志宣布应急响应结

束。紧急处置工作结束后，事发地抗旱指挥机构应协调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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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进一步恢复正常的生活、生产、公共秩序，尽可能减少

突发事件带来的损失和影响。依照有关规定紧急抗旱时期征

用、调用的物资、设备、交通运输工具等，应及时归还；造

成损坏或无法归还的，按照有关规定给予适当的补偿或者做

出其他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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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后期处置

6.1 损失评估

示范区防汛抗旱指挥部组织区农业农村局、应急管理局、

民政局等有关部门会同旱灾发生地的基层政府对干旱灾情、

影响面积、程度、缺水人口以及因干旱造成的粮食减产、缺

水引起的经济损失等进行评估，评估结果报示范区管委会和

上一级防汛抗旱指挥部。

6.2 灾民救助

干旱灾害发生地政府会同示范区有关部门做好灾区生

活供给、卫生防疫、救灾物资供应、恢复生产等善后工作。

6.2.1 区民政局负责受灾群众生活救济救助工作。及时

筹集、调配救灾款物，组织安置受灾群众，做好受灾群众临

时生产生活安排，保证灾民有粮吃、有衣穿、有房住，切实

解决好受灾群众的基本生活问题。

6.2.2 区卫健委负责调配医务人员，救治因灾伤病人员。

负责对污染源进行消毒处理，对灾区重大疫情、病情实施紧

急处理，防止疫病的传播、蔓延。

6.2.3 区生态环境分局与当地政府对可能造成环境污染

的污染物、污染源进行消除，保证灾区正常的生活环境。

6.3 调查评估

示范区、乡（场）街道办事处防汛抗旱指挥机构，应组

织有关部门、单位和专家针对抗旱工作的各个方面和环节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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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总结、分析、评估，广泛征求有关部门和社会各界对抗旱

工作的意见和建议，总结经验，从抗旱工程的规划、设计、

运行、管理，以及抗旱工作的各个方面，提出防范、治理、

改进建议和措施，以进一步做好抗旱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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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保障措施

7.1 资金保障

示范区、乡（场）街道办事处每年应当安排必要的资金

作为抗旱资金储备，列入财政预算。财政、发改委、民政、

农业农村等部门和单位负责资金的筹措和落实。抗旱资金应

专款专用，主要用于本行政区域内抗旱、购买黄河水资源、

水利、灌溉工程及设备养护和维修、抗旱抢险费用以及遭受

严重旱灾的工程修复、灾后恢复生产补助等方面。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能截留、挤占、挪作他用。财政、审

计和农业农村等部门要加强对抗旱资金的使用情况审计监

督，发现擅自截留、挪用抗旱资金等行为要严肃处理，构成

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7.2 物资保障和应急备用水源准备

示范区及乡（场）街道办事处应积极做好应急抗旱物资

储备和水资源储备，尤期严重缺水地区，要建立应急供水机

制，建设应急供水备用水源。地下水埋藏较浅、开采容易地

区，要采取积极打井取地下水措施。

7.3 应急队伍保障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参加抗旱的义务。抗旱期间，示范

区、乡（场）街道办事处和抗旱指挥机构应组织动员社会公

众力量投入抗旱救灾工作。有条件的企业可成立应急抗旱预

备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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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技术保障

示范区、乡（场）街道办事处防汛抗旱指挥部应建立健

全抗旱指挥系统、信息管理系统和预警系统，实现旱情信息

共享;同时建立旱情预测预报系统，提高旱情预测准确性;示

范区防汛抗旱指挥部应建立专家库，当发生干旱灾情时，派

出专家组指导抗旱救灾工作;与有关科研院所合作，共同开

展抗旱新技术研究。

7.5 宣传与培训

7.5.1 公众信息交流

（1）旱情灾害、抗旱等公众信息交流实行分级负责制，

一般公众信息可通过媒体向社会发布。

（2）当发生大范围干旱情况或出现中度以上干旱时，

示范区防汛抗旱指挥部统一发布旱情通报。

7.5.2 培训

（1）示范区防汛抗旱指挥部统一组织相关人员进行培

训，重点对抗旱知识和旱情预防措施培训。

（2）培训工作应结合实际，采取多种组织形式，定期

与不定期相结合。培训工作做到合理规范、严格考核，保证

培训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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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附则

8.1 编制与审批

本预案由示范区应急管理局负责编制，报示范区管委会

批准执行，经批准的抗旱应急预案报上级防汛抗旱指挥部备

案。

8.2 预案修订

8.2.1 本预案由示范区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负责管

理，及时组织预案评估，并适时修改完善。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及时修订应急预案：

（1）有关法律、法规、规章、标准、上位预案中的有

关规定发生变化的；

（2）相关职责发生重大调整的；

（3）面临的风险、应急资源发生重大变化的；

（4）在干旱灾害实际应对和应急演练中发现问题需作

出重大调整的；

（5）其他需要修订应急预案的情况。

8.2.2 预案解释

本预案由示范区防汛抗旱指挥部负责解释。

8.2.3 预案实施时间

本预案自印发之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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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附件

附件 1、防汛抗旱组织体系

附件1：开封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防汛抗旱组织体系

示范区突发事件应急总指挥部 成员单位

总指挥部办公室

现场指挥部（视情况）
示范区防汛抗旱指挥部

防汛抗旱指

挥部办公室
成员单位

现场指挥部

（必要时）
乡（场）政

府街道办

事处公室

综

合

协

调

组

监

测

预

警

组

抢

险

救

援

组

物

资

保

障

组

交

通

治

安

组

医

疗

卫

生

组

舆

情

引

导

组

专

家

支

持

组

善

后

处

置

组

调

查

评

估

组

村（居）民

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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