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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责任落实

1.各级住房城乡建设领域有关主管部门要根据“三防”指挥部或应急管理

部门发布的预警和命令，迅速提升本单位应急级别，成立应急专项小组、组

织应急抢险队伍、领导带班靠前指挥，做好各项防御准备。

2.发布台风、雷雨大风、暴雨等自然灾害蓝色预警信号后，可能受影响

区域的各级住房城乡建设领域有关主管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和分管负责同志不

得同时离开所辖区域，周末或节假日期间确保足够干部在岗备勤。

3.实行企业负责人带班指挥、项目负责人 24小时现场值班制度，值守人

员应确保通讯畅通，密切关注预警信号变化，在危险地段设立警示牌。

二、关于隐患排查整治

4.强降雨来临前，各级住房城乡建设领域有关主管部门要组织对在建工

程，城市低洼、临河地段和棚户区老旧房屋，以及初步判断存在安全隐患的

农村房屋，城市易涝点等重点区域和部位进行再检查、再确认。

5.针对排查出的隐患，必须逐项落实应急处置措施。

三、关于应急响应和人员转移

6.密切关注短临预警预报，及时调整防御策略，严格落实应急措施。



7.发布暴雨黄色预警时，要督促危险区域相关人员做好转移准备；发布

暴雨橙色预警时，迅速组织危险区域相关人员转移；降雨结束前，已转移相

关人员不得擅自返回危险区域。

8.强降雨期间，按照有关规定，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农村削坡建房、城

市危房老楼、下凹式立交桥、铁路涵洞、地下商场和停车场、地铁站口、城

市低洼易涝区等重点部位安排专人盯守。

9.雷雨大风期间，建筑起重机械、深基坑、地下管网、高大模板支撑系

统、脚手架一律停止作业，并划定危险区域，防止人员滞留。

四、关于农村削坡建房风险防御

10.强降雨来临前，督促施工单位立即暂停施工，做好边坡整治施工现场

管理，坚决防止因边坡整治施工产生新的安全隐患，甚至事故等。

11.强降雨来临前，提醒未完成边坡整治的农村削坡建房房内的居民“住前

不住后，住上不住下”，不得在强降雨期间自行开展边坡简易治理。

五、关于房屋市政工程工地防御

12.雷雨大风期间，落实在建工程临时停工、断开全部施工用电等措施，

确保低洼地、临时简易工棚等重点区域施工作业人员及时转移。重点检查以

下内容：一是在建工程的基坑支护、土方开挖、地下暗挖、高大模板支撑系

统、建筑施工起重机械安装拆卸、高层外墙脚手架、工地围墙等临时设施的

抗雷雨大风防御措施的落实情况；二是建筑工棚等临时宿舍是否设置在地势



较低、高边坡底等危险区域，是否满足抗风排涝的要求；三是施工现场、工

人宿舍、临时用房内临时用电是否符合要求；四是雷雨多发季节的现场防雷

击工作情况，特别是在周围没有高大建筑物的区域内施工时是否安装可靠的

防雷装置等。

13.按照有关规定，对建筑起重机械进行专项检查与维护，处于群塔作业

环境下的塔机应采取防碰撞等安全措施。对地下施工点以及脚手架基础、深

基坑、塔吊基础、围墙基础等排水措施进行重点检查，配足配齐防汛排水设

备设施。大型履带起重机必要时可参照防台风要求采取趴杆措施，对门楼、

围墙、板房等临时设施必要时采取拉设缆风绳措施。

14.雷雨大风过后，施工单位要做好对深基坑、地下暗挖、建筑起重机械、

高大模板支撑系统、高层外墙脚手架以及建筑工棚、工地围墙等的安全状况

检查，特别是台风过后，须组织出租单位和安装单位进行建筑起重机械的检

查与维护，必要时可委托第三方检验检测机构进行检测，验收合格后方可恢

复使用。

六、关于城市内涝防御

15.对照城市排水防涝汛前工作自查表开展全面自查，重点加强对排水管

道、泵站、涵闸、窨井盖等设施设备的巡查维护，确保正常运行。狠抓排水

防涝设施运行维护过程的安全管理，落实安全作业措施。组织对排水管网、

城市河道进行清疏，消除封堵、淤积、损坏等隐患，保障汛期雨水行泄通畅。

深入排查下凹式立交桥、铁路涵洞、地下商场、地铁站口等城市低洼易涝区



域，建立清单和台账，力争汛前整治到位。对汛前不能整治到位的易涝点，

要制定临时应急措施，避免造成人员伤亡。

16.完善城市排水防涝应急预案，进一步明确各相关部门的工作任务、响

应程序和处置措施。严格执行汛期应急值守，落实应急抢险人员，配齐移动

强排等应急排涝设备，强化抢险队伍的应急演练。加强同气象、应急管理部

门的信息共享和协作联动，做好预警和应急调度；要主动与水利部门做好衔

接，做好河湖与市政排水管网的水位协调调度。

17.要落实内涝灾害报告制度，在城市内涝灾害发生后尽快将基本情况、

原因分析及应对措施等报送省住房城乡建设厅。

七、关于城市园林绿化防御台风

18.台风来临前，预先对树木进行疏枝、加固。对城市公园内的设施设备

进行检查，重点是排水、边坡、围墙以及前期摸排的隐患点。对于开放式公

园，应张贴悬挂提醒标语、警示牌并拉起警戒线。积极协调属地管理单位落

实社区公园防御工作。清点车辆、设备及物资，做到心中有数。

19.持续大风大雨期间，综合公园应作闭园管理；巡查、抢险人员应以人

身安全为第一要素。

20.台风过后，及时扶正倒伏树木，修剪清理断枝；对城市公园做好清扫、

消杀工作，开放前对设施设备特别是儿童游乐、康体设施进行检查，确保安

全运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