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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汉县 2022年抗旱预案

为认真做好抗旱救灾减灾工作，有效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

展，科学应对极端气候造成群众生产生活不利影响，全面提高抗

旱救灾应急处置能力，切实增强抗旱减灾措施，最大限度减轻旱

灾损失，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秩序。针对全县可能出现的

旱情，结合宣汉实际，制定本预案。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人为本，立足于“抗大旱、战久旱、抗大灾”的原则，

牢固树立“抗旱促增收、抗旱保民生”的指导思想，切实从思想上、

组织上、措施上做好抗旱救灾各项工作。

二、目标任务

抗旱工作以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城乡居民供水安全、粮

食生产安全为首要目标任务，扎实落实以行政首长负责制为核心

的各项抗旱责任制，科学采取抗旱措施，全力保障城乡居民生活

用水，努力满足生产、生活用水，将旱灾损失降到最低。

三、组织领导

县防汛抗旱指挥部是全县抗旱救灾工作的指挥决策机构，县

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是综合协调办事机构，负责县防汛抗旱指

挥部的日常工作。抗旱工作按照“自救为主、外援为辅”的原则，

各乡镇（街道）、村（社区）、组均应组建抗旱应急队伍，县防汛

抗旱指挥部成员单位要成立抗旱工作领导机构和应急抗旱分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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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遭遇旱情，及时赶赴受旱乡镇（街道），全力开展抗旱救灾

工作。

四、旱情预警

4.1 干旱等级划分。

根据《国家农业旱情旱灾评估标准》对干旱等级的评定标准，

结合宣汉实际，将全县干旱等级划分为四级，即：特大干旱为Ⅰ
级，严重干旱为Ⅱ级，中度干旱为Ⅲ级，轻度干旱为Ⅳ级，并确定

相应的干旱预警级别，分为四级预警。

4.1.1 Ⅰ级预警（特大干旱）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为特大干旱：

（1）连旱天数达 50天以上；

（2）全县受旱人口比例达 40%以上；

（3）全县农作物受旱面积达 60%以上，成灾面积达 50%
以上；

（4）全县水利工程蓄水量或取水量在 40%以下；

（5）全县受旱直接经济损失 1亿元以上。

4.1.2 Ⅱ级预警（严重干旱）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为严重干旱：

（1）连旱天数达 40天以上，50天以下；

（2）全县受旱人口比例达 31—40%；

（3）全县农作物受旱面积达 41—60%，成灾面积达

3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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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全县水利工程蓄水量或取水量在 50%以下；

（5）全县受旱直接经济损失 8000万元—1亿元。

4.1.3 Ⅲ级预警（中度干旱）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为中度干旱：

（1）连旱天数达 30天以上，40天以下；

（2）全县受旱人口比例达 21—30%；

（3）全县农作物受旱面积达 26—40%，成灾面积达

21—35%；

（4）全县水利工程蓄水量或取水量在51—60%；

（5）全县受旱直接经济损失达 5000—8000万元。

4.1.4 Ⅳ级预警（轻度干旱）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为轻度干旱：

（1）连旱天数达 20天以上，30天以下；

（2）全县受旱人口比例达 10—20%；

（3）全县农作物受旱面积达 10—25%，成灾面积达

5—20%；

（4）全县水利工程蓄水量或取水量在 61—70%；

（5）全县受旱直接经济损失达 3000—5000万元。

4.2 预警发布。

Ⅰ—Ⅳ级干旱预警的颜色依次采用红色、橙色、黄色、蓝色

表示。在发生干旱时，可能出现城乡居民饮水困难和农作物受旱，

县气象局要加强气象信息趋势的预测预报，及时向县委、县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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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防汛抗旱指挥部提供短、中、长期气象信息预报。县防汛抗旱

指挥部根据预测预报和当前旱情，发布不同等级预警信息，并通

过广播电视、网络、手机短信等方式向社会公布，启动县级抗旱

预案和抗旱应急措施，组织抗旱应急队伍开展抗旱救灾工作。

4.3 应急响应。

4.3.1 Ⅰ级应急响应（特大干旱）。

（1）县防汛抗旱指挥部总指挥主持会商，指挥部成员单位

参加，通报旱情灾情，分析旱情发展趋势，研究部署抗旱救灾工

作，发布红色旱情预警公告，启动Ⅰ级抗旱预案。

（2）各乡镇（街道）各有关部门将抗旱工作作为首要任务，

全力以赴投入抗旱救灾，大力开展蓄水保水工作，采取有效措施

拦蓄水源、打深井、抽水、引水等，启动各乡镇（街道）应急备

用水源，开展应急送水，并做好辖区内一切水源的开发利用，对

严重缺水村组，实行限时供水或转移到水源条件好的地方集中供

水。对用水超标准的企业、用户实行限制用水，确保城乡居民生

活用水安全和社会稳定。

（3）县级有关部门要密切配合，各司其职、各负其责，积

极组织抗旱应急队伍和抗旱设备，奔赴受灾乡镇（街道）、村（社

区）、组开展打井、应急送水等抗旱服务工作，指导各乡镇（街

道）全力做好抗旱救灾工作。

（4）加强对抗旱水源的科学调度和用水管理，严格按照“电
调服从水调、先急后缓、先生活后生产”的原则，全力保障受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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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居民生活用水安全。

（5）加强宣传，鼓励城乡居民做好计划用水和节约用水，

组织干部群众积极参加抗旱救灾，大力宣传抗旱救灾中的先进事

迹和经验。

（6）县防汛抗旱指挥部加强对当前旱情的会商，及时通报

当前和短期旱情趋势发展情况，县气象局要加强气象信息的测

报，随时向县防汛抗旱指挥部通报气象信息，并抓住有利时机实

施人工增雨作业。

（7）各乡镇（街道）要加强对旱情灾情的收集，遇特大旱

情及时报县委、县政府和县防汛抗旱指挥部及县级有关部门。

4.3.2 Ⅱ级应急响应（严重干旱）。

（1）县防汛抗旱指挥部总指挥或委托指挥长（分管应急的

副县长）主持会商，指挥部成员单位参加，通报当前旱情灾情，

分析旱情发展趋势，研究部署当前抗旱救灾工作，发布橙色旱情

预警公告，启动Ⅱ级抗旱预案。

（2）各乡镇（街道）各有关部门将工作重点转移到抗旱救

灾工作中，协助受旱乡镇（街道）、村（社区）、组做好抗旱救灾

工作，全力开展辖区内河流、水库、山坪塘、水厂等地水源保护

及用水调度工作。对严重缺水村（社区）、组要及时启动抗旱应

急备用水源，实行限时供水。根据旱情发展趋势适时对抗旱工作

进行安排部署，全力做好抗旱救灾工作。

（3）县级有关部门组织抗旱服务队伍迅速开展抗旱救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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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旱情发展趋势，全力开展打深井、引水、抽水、应急送水等

相关工作。

（4）供水单位密切监测水量供求变化，认真分析城乡居民

用水需求，优先保障城乡居民生活用水，其次保障牲畜、生产以

及工矿企业用水。

（5）县防汛抗旱指挥部定期分析旱情，随时掌握旱情变化

情况，及时通报旱情信息和抗旱情况。县气象局要加强旱情趋势

监测预测上报工作，抓住有利时机进行人工增雨作业。

（6）各乡镇（街道）要加强抗旱救灾工作领导，及时收集

了解当前旱情并报县级有关部门。

4.3.3 Ⅲ级应急响应（中度干旱）。

（1）县防汛抗旱指挥部指挥长（分管水务的副县长）主持

会商，分析旱情发展趋势，并将会商情况报县委、县政府，经请

示县防汛抗旱指挥部总指挥同意后发布黄色旱情预警公告，启动

Ⅲ级抗旱预案。

（2）各乡镇（街道）各有关部门抗旱机构视旱情开展应急

打井、启用应急备用水源、开挖输水渠道、在江河溪沟内截水取

水等工作，全力缓解当前旱情，确保城乡居民用水安全。

（3）县防汛抗旱指挥部随时掌握旱情变化情况，定期分析

旱情，及时通报旱情信息和抗旱情况。县气象局加强旱情趋势监

测上报工作，抓住有利时机进行人工增雨作业。

（4）各乡镇（街道）做好水源调度管理工作，掌握供水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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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并根据旱情发展趋势适时调整抗旱救灾工作方案。

（5）各乡镇（街道）各有关部门要加强抗旱救灾工作的领

导，组织人力物力参加抗旱救灾，及时收集了解当前旱情和灾情

并报旱情和抗旱救灾工作开展情况。

4.3.4 Ⅳ级应急响应（轻度干旱）。

（1）县防汛抗旱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县水务局局长）主

持会商，分析当前旱情和发展趋势，将会商结果报告县委、县政

府，经请示县防汛抗旱指挥部总指挥同意后发布蓝色旱情预警公

告，启动Ⅳ级抗旱预案。

（2）Ⅳ级应急响应期间，各乡镇（街道）要加强对抗旱工

作的组织领导，分析了解供水需求，做好辖区内一切水源开发利

用，制定用水调度方案，加强蓄水保水，为抗大旱、抗大灾做好

准备，全力确保城乡居民生活用水以及工农业生产用水。

（3）各乡镇（街道）各有关部门要做好抗旱设备的检修维

护工作，供水部门做好应急供水设备的准备工作，制定计划用水

和节约用水方案。

（4）县气象局要做好旱情监测预报工作，加大测报密度，

及时向县委、县政府、县防汛抗旱指挥部提供准确的气象信息，

为抗旱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5）各乡镇（街道）要加强值守，落实专人每日收集旱情

和灾情，并做好统计和上报工作。

五、水量调度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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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特大干旱时水量调度方案。

当发生特大干旱时，全面启用抗旱备用水源，在水源保护区

采取应急打井，补充地表水。要对江河、溪沟采取堵溪截流，增

加应急水源，全力保障城乡居民生活用水安全，对无水源地区实

行应急送水。在启动特大干旱节水限水方案时，降低农村灌溉用

水量，限制或暂停高耗用水工业生产，限制或暂停洗车、洗浴等

高耗用水服务业，限制或暂停排放工业污水，限时或限量供应城

乡居民生活用水。县气象局根据气象信息，积极开展人工增雨作

业，有效缓解旱情。

5.2 严重干旱时水量调度方案。

当发生严重干旱时，及时启动抗旱备用水源，在重灾区采取

应急打井，补充地表水。有效启用引水设施，提引江河水，对山

区无水源地区实行应急送水，保障城乡居民生活用水安全。启动

严重干旱节水限水方案，降低农村灌溉用水，限制高耗用水工业。

县气象局要加强气象信息的监测预报，根据气象信息变化随时开

展人工增雨作业，有效缓解旱情。

5.3 中度干旱时水量调度方案。

当发生中度干旱时，认真做好蓄水保水工作，做到节约用水

和计划用水，保护好水源，并提前做好抗旱物资、资金、油料、

电力供应等准备工作。一旦出现旱情，及时启动水利工程的水源，

采取降低农村灌溉用水量和高耗用水工业等，有效保障城乡居民

生活用水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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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抗旱措施

6.1 干旱预防措施。

各乡镇（街道）各有关部门要采取有效措施，充分利用水利

工程做好蓄水保水，增强应急抗旱水源能力。全面掌握本区域内

河流、水库等蓄水量及分布情况，制定抗旱供水计划、水源应急

调度方案、节水限水方案，并将方案报县防汛抗旱指挥部批准后

实施。

县级有关部门在旱情发生前对所有抗旱设备进行检修与维

护，全面做好抗旱前的准备工作。

各水利工程管理单位按照管理权限，在旱情发生前对水利工

程、深水井、泵站、供水管网等进行全面维修整治，加快实施抗

旱水源工程建设和抗旱应急工程的除险加固。

县气象局要建立健全旱情信息采集及预警系统，及时采集、

传递旱情信息，提高旱情预测预报水平，全面检修人工增雨作业

设备，为抗旱救灾工作提供保障。

县财政局要落实抗旱资金，并制定抗旱资金分配方案，做好

防大旱、抗大灾应急救灾资金准备。

其他县级相关单位按照工作职责，分别制定本单位的抗旱应

急预案和组建抗旱应急队伍，有序开展抗旱救灾工作。

6.2 抗旱措施。

6.2.1 场镇供水应急方案。

全县场镇集中供水工程 93处、包括县城集中供水工程。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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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镇（街道）集中供水水源点在河道、水库、溪沟，供水水源能

较好保障。个别偏远高山乡镇无有效饮用水源，一旦出现旱情，

城乡居民饮用水受到影响，针对偏远高山乡镇供水能力不足，拟

定抗旱水源方案（详见附件 1）。
6.2.2 农村居民供水应急方案。

全县幅员辽阔，人居分散，近年来，全县大力建设农村安全

饮水工程，绝大部分农村居民饮水得到有效保障，但少数偏远山

区和一些聚居点居民，一旦遭遇干旱，缺水现象时有发生。发生

干旱，地下水资源枯竭，出现饮水困难时，全力开展应急送水，

立即启用备用水源，按拟定方案实施。

6.2.3 农业生产用水抗旱方案。

目前，全县已建各类水利工程 29264处，其中，水库 140
座〔1亿立方米—10亿立方米大型水库 1座，1000万立方米

—1亿立方米中型水库 2座（含在建白岩滩水库），100万立方

米—1000万立方米小（1）型水库 8座，10万立方米—100
万立方米小（2）型水库 129座〕，山坪塘 10115口。建成千

吨万人规模以上集中供水工程 18处，规模以下集中供水工程

1311处，分散供水工程 2513处，新建渠道 2892公里，已修

建堤防 55.66公里，可防御 5年至 10年一遇洪水。为有效抵

御干旱，减少灾害损失，充分发挥全县水利工程蓄水保水的作用。

一是强化蓄水管理。水利工程蓄水量要科学管理，合理调配，实

行一把锄头放水，坚持“先用活水、后用死水”“先用低水、后用



- 11 -

高水”“先灌远田、后灌近田”的原则，真正做到死水用活、活水

用好，让有限的水资源发挥最大效益。二是提倡开源节流。截堵

溪沟河流水源引进农田灌溉，利用现有的水利工程增加蓄水能

力，出动抽水设备进行灌溉。三是大兴农田水利建设。利用冬春

农闲，发动广大群众全力维修整治山坪塘、蓄水池等小型水利工

程，提高蓄水能力。四是新建蓄水工程。以项目投入带动，广泛

吸引社会资金，大力建设集雨节灌、农村饮水安全等水利工程。

五是做好蓄水保水。加强水利工程管护，疏通引水渠、堰，注重

汛末及枯水期蓄水，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满蓄满存，保障干旱

期间供水需求。六是宣传节水知识。利用广播、电视、宣传单等

多种方式，广泛宣传节约用水、高效用水、循环用水知识，切实

提高水资源综合利用率。

七、工作保障

7.1 组织保障。

全县抗旱工作由县防汛抗旱指挥部统一安排部署和调度，按

照河流水系前河、中河、后河、州河流域，划分四个片区抗旱指

导组（详见附件 4），由县委、县人大常委会、县政府、县政协

联系农业工作的县领导任组长，指导各乡镇（街道）抗旱救灾工

作，为全县抗旱救灾工作提供有力的组织保障。

7.2 制度保障。

抗旱工作实行行政首长负责制，各乡镇（街道）、村（社区）、

组主要负责人为辖区内抗旱工作第一责任人，负责抗旱工作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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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信息报送、抗旱救灾、灾后生产自救等工作。县防汛抗旱

指挥部办公室要按照职责要求，全力做好全县抗旱日常工作。各

乡镇（街道）各有关部门要听从指挥、服从安排，全力做好抗旱

救灾工作。

7.3 纪律保障。

凡因抗旱工作不力、漏报、迟报、谎报、瞒报等导致灾情严

重或造成严重损失的，由县纪委监委按照相关规定严肃追究相关

责任人责任。

7.4 水源保障。

积极开辟抗旱应急备用水源，山区主要以开采地下水为主；

临河、临水库（塘）地区以提引溪水、河水、库（塘）水为主。

在灌溉水源有限的情况下，旱田灌溉适当减少灌水次数，遇到严

重干旱，采取临时抗旱措施，适当发展喷灌。地下水埋藏较浅，

开采容易的地方，积极进行打井取水，有效增加抗旱水源，在水

资源比较短缺和提水成本较高地区要因地制宜，修建微水池等雨

水集蓄工程，全力保障抗旱灌溉水源。

7.5 队伍保障。

各乡镇（街道）各有关部门分别组建抗旱应急队伍，主动开

展抗旱救灾工作。以县消防救援大队、县养路一段、县养路二段、

县环卫所为主体，组建抗旱应急专业送水队伍，根据县防汛抗旱

指挥部调度，向严重缺水村（社区）、组应急送水；以县水务局、

县农业农村局为主体，分别组建专业抗旱应急服务队，深入抗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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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线，为应急供水工程提供帮助和技术指导；以县级有关责任单

位为主体，分别组建对口抗旱帮扶队伍，帮助受旱缺水对口乡镇

开辟水源，开展抗旱救灾，并根据旱情发展趋势，及时开展应急

送水，保证受旱城乡居民用水安全；县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组

建一批专业打井或抽水抗旱队伍，开展抽水、打井等抗旱工作（详

见附件 2）。
7.6 物资保障。

为保证抗旱应急物资需求，各乡镇（街道）各有关部门要加

强储备抗旱物资、设备，县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县住建局、

县农业农村局对库存抗旱设施设备进行全面检查和维修，同时按

照“抗大旱、战久旱、抗大灾”的要求，储备好抗旱物资（详见附

件 3），为有序开展抗旱救灾工作，提供强有力的物资保障。

7.7 经费保障。

各乡镇（街道）各有关部门要列支抗旱专项工作经费，为抗

旱救灾工作提供经费保障。县财政局要加强对抗旱资金的预算、

拨付及监督，确保抗旱救灾工作资金需要。

7.8 医疗卫生保障。

县卫生健康局负责组织干旱时期的医疗救护和疾病预防工

作。要督促各医院落实医务力量，预防干旱中暑，救护因饮水不

干净引发疾病的病员。要组织力量深入受旱乡镇、村（社区）、

组检测供水水质，对新开辟的水源进行消毒处理，防止疫病发生

和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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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旱救灾是每个单位和公民应尽的义务，一旦灾情发生，各

乡镇（街道）各有关部门要全力配合、顾全大局，服从县防汛抗

旱指挥部的统一指挥，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全力以赴投入

抗旱救灾，最大限度减轻旱灾损失，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附件：1. 宣汉县场镇供水现状及持续干旱备用水源选择情

况统计表

2. 宣汉县抗旱打井、抽水专业队伍情况表

3. 宣汉县抗旱物资储备情况统计表

4. 宣汉县抗旱工作片区指导组成员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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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宣汉县场镇供水现状及持续干旱备用水源选择情况统计表

序号 场镇名称
人口（万

人）
现有供水水源

供水是否

得到保证
缺水类别

干旱供水持续天数
备用水源及措施30天 50天 80天

合计 45.04 3处 6处 2处

1 新华镇 0.8 泥溪沟水源点 是

2 芭蕉镇 1.3 忠心水库引水 是

3 峰城镇 1.8 青岩子水库 否 干旱缺水 √ 观山坪水库提水

4 五宝镇 0.9 龙洞沟引水 是

5 君塘镇 0.59 明月水库引水 否 干旱缺水 √ 羊儿沟水库

6 华景镇 0.7 重山村新桥沟引水 是

7 白马镇 0.45 龙滩河沟、任家沟 是

8 塔河镇 0.51 万猪厂河沟 否 干旱缺水 √ 曹家湾水库

9 茶河镇 0.56 黑溪河提水 否 干旱缺水 √ 泉水沟水库

10 黄金镇 1.2 梧桐坝山溪水 是

11 樊哙镇 0.85 铁心丫河沟 是

12
龙泉

土家族乡 0.24 观音岩取水 是

13 土黄镇 1.76 陇溪，桅杆岭，白坪岭，洞沟，碧溪村 是

14 毛坝镇 1.1 墩子河取水 是

15 下八镇 1.2 前河提水 否 干旱缺水 √ 前河提水

16 厂溪镇 1.3 高岩洞水源点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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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大成镇 1.16 观音岩水库提水 是

18 黄石乡 0.6 前河提水 是

19 柏树镇 0.76 九军坪水库 是

20 红峰镇 0.62 枣树河坝取水 是

21
三墩

土家族乡 0.41 梨树沟河沟取水 是

22
渡口

土家族乡 0.13 龙洞坡、新码头引水 是

23
漆树

土家族乡 0.12 长城坝河沟取水 否 干旱缺水 √ 松树沟河沟取水

24 普光镇 1.1 千河沟山溪水 是

25 马渡关镇 0.8 欧家营山泉水 否 干旱缺水 √ 堰滩河

26 桃花镇 0.35 莲池沟提水 否 干旱缺水 √ 茶树湾山坪塘

27 南坪镇 0.34 周树湾提水 否 干旱缺水 √ 杨河湾引水

28 石铁乡 0.3 尹家榜水源点 是

29 清溪镇 0.71 清溪小河孙地湾提水 是

30 老君乡 0.26 余家湾水库引水 否 干旱缺水 √ 余家湾水库

31 上峡镇 0.47 柳茂村取水 是

32 天生镇 0.9 大路煤矿山泉水、杉树沟引水 是

33 庙安镇 0.35 杨家沟附近水塘 否 干旱缺水 √ 范家营水库

34 胡家镇 2.7 林口岩，河塘水库，李寺沟、黑滩 是

35 南坝镇 5.3 前河提水 是

36 东乡街道 8.7 后河提水 是

37 蒲江街道 4.3 后河提水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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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宣汉县抗旱打井、抽水专业队伍情况表

序号 主管单位 打井部门 联系人 联系电话

1 县水务局 抗旱服务队 姚建波
13198756503
5222230

2 县农业农村局 农机推广站 程维森
13404043630
5222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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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宣汉县抗旱物资储备情况统计表

序号 物资名称 规格及型号 单位 数量 储备单位 备注

1 送水车 辆 8

县消防救援大队 2辆

县养路段 2辆

县综合执法局 3辆

县水务局 1辆

2 找水仪
AD—C型找

水仪
套 1 县水务局

3 深井潜水泵 扬程 80米 台 27 县水务局

4 打井机 台 2 县水务局

5 柴油抽水机 台 40 县水务局

6 送水桶 个 21 县水务局

7 移动抽水机 台 20 县农业农村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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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宣汉县抗旱工作片区指导组成员名单

一、前河片区指导组

组 长：李均林 县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县总工会主席

副组长：赵东升 县委办主任

成 员：县发改局、县教育科技局、县公安局、县财政局、

县交通运输局、县消防救援大队和有关乡镇人民政府负责人。

片区乡镇：南坝镇、塔河镇、茶河镇、华景镇、五宝镇、土

黄镇、白马镇、樊哙镇、三墩土家族乡、漆树土家族乡、渡口土

家族乡、龙泉土家族乡。

二、中河片区指导组

组 长：牟鲜菊 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副组长：彭晓涛 县人大办主任

成 员：县应急管理局、县农业农村局、县住建局、县商务

局、县审计局、县统计局和有关乡镇人民政府负责人。

片区乡镇：厂溪镇、黄金镇、石铁乡、新华镇、南坪镇、桃

花镇、峰城镇、清溪镇、老君乡。

三、州河片区指导组

组 长：许 超 副县长

副主任：邓 磊 县政府办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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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员：县水务局、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达州市宣汉生态环

境局、县税务局、县综合执法局、县气象局和有关乡镇人民政府

（街道办事处）负责人。

片区乡镇：东乡街道、蒲江街道、黄石乡、下八镇、芭蕉镇、

上峡镇、庙安镇、天生镇、柏树镇。

四、后河片区指导组

组 长：苟志宏 县政协副主席

副主任：吴 昊 县政协秘书长

成 员：县民政局、县自然资源局、县经信局、县司法局、

县卫生健康局、县人社局和有关乡镇人民政府负责人。

片区乡镇：普光镇、毛坝镇、胡家镇、马渡关镇、红峰镇、

大成镇、君塘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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