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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为积极主动做好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二十大和十

九届历次全会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加快构建科学高效的地质灾害防

治体系，有效降低地质灾害风险，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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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海南省人民政府关

于进一步加强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意见》、《海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

五年规划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海南省地质灾害防治三年行动方案》、《陵水

黎族自治县国土空间“十四五”规划》，在《海南省地质灾害防治“十四五”规

划》、《陵水黎族自治县地质灾害风险普查》及陵水黎族自治县政府相关规划基础

上，结合陵水黎族自治县地质灾害发育特征和防治现状，编制《陵水黎族自治县

地质灾害防治“十四五”规划》（以下简称《规划》）。 

《规划》所指的地质灾害包括自然因素或人为活动引发的危害人民生命和财

产安全的山体崩塌、滑坡、泥石流、地面塌陷、地裂缝、地面沉降等与地质作用

有关的灾害。 

《规划》以 2020 年为名义基准年，规划期为 2021 年~2025 年，基础研究资

料截至 202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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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自然地理与区域地质环境概况 

第一节 地理位置 

陵水黎族自治县位于海南岛东南部，地跨东经 109°45′～110°08′，北纬

18°21′～18°47′。东北连万宁市，北部与琼中县交界，西北与保亭县、西南与三

亚市接壤，东南濒临南海。海岸线长 57.5km，东西宽 32km，南北长 40km，陆

地总面积约 1107.53km2。县人民政府驻椰林镇，辖椰林、光坡、三才、英州、隆

广、文罗、本号、新村、黎安 9 个镇，提蒙、群英 2 个乡，境内有 1 个国营吊罗

山林业公司。境内交通条件较为便利，海榆东线、东线高速及东线高速铁路自东

北向西南贯穿全境，境内有省道 S305、S215、县道 X661、X663、X664，村村

通公路基本完成，各乡镇均有混凝土公路直达。 

第二节 气象水文 

陵水县属热带季风海洋性气候，具有高温多雨、干湿季分明，夏秋多雨，冬

春干燥特征。年平均气温 25.4℃，1 月份气温最低，平均气温为 20.7℃，极端最

低气温 7.5℃。6 月份气温最高，平均气温为 28.7℃，光照充足，年均日照 2151h。

陵水县降雨充沛，多年年均降雨量 1783.3mm，降雨量地域分布不均，年际变化

较为明显。陵水县境内水系发达，水资源丰富。境内河流、溪沟纵横密布。境内

大小河流共有 150 多条，其中陵水河为最大河流。 

第三节 社会经济概况 

2021 年全县地区生产总值（GDP）195.5 亿元，比上年增长 8.2%。其中，第

一产业增加值 51.8 亿元，增长 3.4%；第二产业增加值 30.6 亿元，增长 8.5%；

第三产业增加值 113.1 亿元，增长 11.9%。三次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

重分别为 26.5：15.6：57.8。按年平均常住人口计算，全县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52907

元，比上年增长 7.6%。 

第四节 地质环境条件 

陵水县位于海南岛的东南部，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境内地貌类型主要有中

山区、低山丘陵区和平原区。县境内出露地层主要为第四系全新统，主要分布于

区内南部地区，境内岩浆岩主要有白垩纪、侏罗纪、三叠纪和二叠纪，白垩纪花

岗岩主要分布于区内北部、中部的大部分区域，侏罗纪侵入岩仅在区内西部小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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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出露。县域内分布的地质构造主要有东西向的尖峰～吊罗构造带和九所～陵水

构造带。区内地下水类型主要有第四系松散岩类孔隙潜水和基岩裂隙水两大类。

受农业开发、道路工程、矿山开采、房地产开发、城乡建设工程和国际自由贸易

港建设等影响，开挖土体和削坡对自然环境有一定的破坏作用，区内人类工程活

动总体表现较强烈。 

第二章 地质灾害现状与防治概况 

第一节 地质灾害现状 

（一）地质灾害类型与发育特征 

陵水县共有 96 处地质灾害点，其中崩塌 84 处，占地质灾害总数 87.50%；

滑坡 8 处，占地质灾害总数 8.33%；泥石流 4 处，占地质灾害点总数的 4.17%。

陵水县地质灾害点类型以崩塌为主，其次为滑坡，泥石流相对较少。区内崩塌、

滑坡地质灾害发育的规模类型均为小型，其中特大型灾害为蒙水岭泥石流。 

（二）地质灾害分布规律 

陵水县的 96 处地质灾害点在本号镇、群英乡、光坡镇集中分布，分别分布

地质灾害 39 处、28 处、19 处，占地质灾害总数的 89.58%。从地质灾害的分布

上看，其分布具有分散性和集中性。滑坡地质灾害主要集中分布在陵水县北部低

山丘陵地貌区，而崩塌主要分布本号镇、群英乡、光坡镇等丘陵地貌区；泥石流

主要分布在西北部低山地貌区。 

（三）重要地质灾害隐患点 

全县重要地质灾害隐患点共 19 处，威胁人数达 273 人，威胁财产约 11180

万元。其中崩塌隐患点 16 处，占重要地质灾害隐患点总数的 84.21%，滑坡隐患

点 2 处，占重要地质灾害隐患点总的数 10.53%；泥石流隐患点 1 处，占重要地

质灾害隐患点总数的 5.26%。 

表 4.1-1 陵水县重要地质灾害隐患点一览表 

序

号 
隐患点名称 

灾害

类型 

序

号 
隐患点名称 

灾害

类型 

1 光坡镇移辇村 崩塌 11 群英乡芬坡村委会梯三村 崩塌 

2 光坡镇坡尾村公路边 崩塌 12 群英乡南平农场南旦村 滑坡 

3 椰林镇里村一社 崩塌 13 本号镇小妹村 崩塌 

4 光坡镇岭门居十三队 崩塌 14 群英乡祖空祖封村 崩塌 

5 提蒙乡喃平苗村 崩塌 15 本号镇祖合村 4 队 崩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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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隐患点名称 

灾害

类型 

序

号 
隐患点名称 

灾害

类型 

6 群英乡占内村村民屋后边坡 1# 崩塌 16 群英乡南平居木棉队 崩塌 

7 群英乡芬坡村委会梯一、二村 崩塌 17 群英乡南平农场打铁村 崩塌 

8 群英乡坝头上村 崩塌 18 群英乡黎伍村 崩塌 

9 群英乡昌旦村村民屋后边坡 崩塌 19 本号镇格择村委会酸塘村 滑坡 

10 蒙水岭特大型泥石流 
泥石

流 
      

第二节 “十三五”期间防治成效 

1、地质灾害防治体系不断完善。“十三五”以来，在县委县政府统一领导下，

压实乡镇政府属地责任及有关单位部门工作责任，扎实推进地质灾害防治工作，

实现“零伤亡”的优异成绩，有效减少地质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 

2、基础调查深入推进 

“十三五”期间，先后完成了全县 1：10 万地质灾害调查与区划、全县 1:5

万地质灾害详细调查、全县 1:5 万地质灾害风险普查，查明了县域地质灾害类型

及分布特征、对农村切坡建房进行了详细调查。为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奠定了基础。 

3、勘查治理成效明显 

“十三五”期间，由中央财政、省财政与县财政累计投入地质灾害防治专项

经费超过 2000 万元，对蒙水岭特大型泥石流、英州镇格柴村红石岭滑坡、本号

镇祖关村委会祖孝村不稳定斜坡等 3 处地质灾害隐患点进行了及时治理，确保了

上百户居民的财产安全。 

4、群测群防体系建设不断完善 

“十三五”期间，对 19 处地质灾害隐患点建立了群测群防体系，落实了群

测群防人员，并发放防灾工作和防灾避险明白卡。在省自然资源厅指导下，各级

群测群防人员收到并转发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报信息，并随时完成对地质灾

害体的变形监测，为地质灾害预警做出突出贡献。 

5、宣传培训得到加强 

每年利用“世界地球日”、“世界环境日”、“土地日”、“防灾减灾日”积极开

展科普宣传活动，累计张贴海报、横幅超 100 张，发放宣传手册 2000 余份，并

举办了多期地质灾害防治知识培训班，极大地提高了全县干部群众的地质灾害防

范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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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规划期地质灾害防治形势 

在规划期内，自然条件、气候因素、人类活动强度和方式及人口分布的变化，

可能会引发一定数量的地质灾害。特别是遭遇持续强降雨等极端天气，对于稳定

性和地质结构较差的高陡边坡，将会引发崩塌、滑坡等地质灾害。规划期内，预

计全县地质灾害发展仍将呈上升趋势，地质灾害防治工作面临的形势和挑战将进

一步加大，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地质灾害监测预警科技水平有待提高 

目前，陵水黎族自治县乃至海南全省的地质灾害防灾减灾主要依靠“人防”，

即群测群防体系对已有地质灾害隐患点进行人工目视监测，或辅以简易量测，依

据气象部门气象预报信息统计进行预测预警。“技防能力”稍显不足，其中专业

监测设备、地质灾害防治综合信息平台建设滞后，监测预警覆盖面和精准度不足。 

2、地质灾害呈现增多发态势 

根据陵水黎族自治县多年来气候变化情况分析，近年降水有进一步增多趋势，

区域强降水等极端气候事件将明显增多，强降雨引发的滑坡、崩塌等将会加剧，

新时期的地质灾害将呈增多发态势。 

3、人为工程活动引发的地质灾害呈不断上升趋势 

随着海南自贸港建设以来，陵水黎族自治县基础设施、旅游景区、度假区、

房地产等建设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时期。建设工程对地质环境的影响将会加剧，

劈山修路、切坡建房等人为因素引发的崩塌、滑坡等地质灾害将增多，地质灾害

将呈现不断上升趋势。 

4、地质灾害防灾减灾新目标新要求 

《海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

要》提出：坚持底线思维和忧患意识，注重堵漏洞、强弱项，创新自由贸易港风

险防控体系，加强应急能力建设，增强防灾减灾能力，提升防范和化解各种风险

的治理能力，确保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全力保障海南自贸港的经济建设和社会稳

定发展，对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 

总之，陵水黎族自治县地质灾害防治形势比以往严峻，防治任务比以往繁重。

规划期内人为引发的地质灾害日趋加重，自然形成的地质灾害有所增加，广大农

村、城镇和重大工程仍将遭受地质灾害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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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地质灾害防治的原则与目标 

第一节 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

二十大中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

生命至上，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以“两个坚持、

三个转变”为根本遵循，以提升地质灾害防治能力、减轻地质灾害风险为主线，

聚焦“隐患在哪里”、“结构是什么”、“什么时候发生”等关键问题，依靠科技创

新、管理创新和信息化，持续推进地质灾害隐患识别、风险调查评价、监测预警、

综合治理和基层防灾能力建设，提高地质灾害防治效能效率，保障海南自贸港高

质量发展。 

第二节 防治原则 

1、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原则。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统筹发展和安全，把保护人民生命安全作为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以对人民生命安全极端负责的精神，健全完善地质灾害防治体系，最大限度减少

人员伤亡。 

2、坚持“预防为主、避让与治理相结合”的原则。地质灾害防治首先要考

虑防止人为诱发地质灾害的发生，其次是合理避让，最后才是选择治理。要充分

发挥各级政府的主导作用，调动企业、社会组织和广大公民的积极性，从实际出

发，因地制宜，讲求实效。 

3、提升能力、降低风险的原则。把减轻地质灾害风险贯穿地质灾害防治全

过程，创新地质灾害防治管理和技术方法，全方位提升地质灾害隐患识别、调查

评价、监测预警、基层防灾能力和科技支撑能力，提高地质灾害防御工程标准，

努力把地质灾害风险降到最低水平。 

4、全面推进、重点突出的原则。坚持系统观念，统筹推进地质灾害综合防

治体系建设。聚焦防灾减灾关键领域、关键问题、关键环节及重点地区、重点隐

患和重点时段，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合理部署，务求实效，有效防范阻碍社会

经济发展的重大地质灾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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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防治目标 

规划期间，对危险性较高的地质灾害隐患点进行工程治理；继续开展易发区

内的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工作；积极配合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开展普适性监测预

警，推动完善“人防+技防”地质灾害群专结合监测预警体系；完成重要的地质

灾害隐患点治理工程；继续开展地质灾害汛前排查、汛中检查、汛后核查的地质

灾害“三查”工作，同时进行地质灾害隐患点增销号管理工作。最大程度地避免

和减轻地质灾害造成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为构建和谐社会，促进社会、经济

和环境协调发展提供安全保障。 

第四章 地质灾害易发区和重点防治区 

第一节 地质灾害易发分区 

根据境内地形地貌、工程岩组、地质构造、高程、植被覆盖指数及人类工程

活动强度等影响因素，结合 2015 年全县 1:5 万地质灾害详细调查及 2021 年全县

地质灾害风险普查（1:5 万\1:1 万）等资料，将全县划分为地质灾害中易发区、

地质灾害低易发区及地质灾害非易发区（见附图 1）。其中： 

（1）中易发区分为 6 个亚区，面积约 324.16km2，占比 29.27%，发育地质

灾害点数量 53 处，地质灾害类型以崩塌、滑坡、泥石流为主，主要分布于丘陵

地带和山前缓坡地形。 

（2）低易发区分为 2 个亚区，面积约 313.24km2，占比 28.28%，发育地质

灾害点数量 42 处，地质灾害类型以滑坡、崩塌为主，主要分布于中、低山地区。 

（3）非易发区分为 2 个亚区，面积约 470.13km2，占比 42.45%，主要分布

于平原、河流等地，发育地质灾害点数量 1 处，地质灾害类型为崩塌，分布于河

流岸坡。 

第二节 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 

依据全县地质灾害易发区分布情况，综合考虑不同区域地质环境条件和社会

经济状况，通过对地质灾害发育分布特征、地质灾害易发程度、地质灾害潜在危

险性大小、地质灾害危害程度、人类工程活动强度以及历年降雨量的因素综合分

析的基础上，将全县划分为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地质灾害次重点防治区和地质

灾害一般防治区三个区（见附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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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重点防治区共计 16 处，主要乡村涉及本号镇（祖哈村、祖合村、小妹

村、亚欠村）、椰林镇里村、光坡镇（岭门农场、移辇村）、群英乡（祖封村、芬

坡村、南平农场、黎伍村、打铁村、占内村、南旦村、乡坝头上村、昌旦村、）

以及蒙水岭等区域，总面积 19.23km2，占全县面积的 1.74%，该区现有地质灾害

点 31 处，包括滑坡 1 处、崩塌 28 处、泥石流 2 处。重点防治区主要是人员聚集

区或地质灾害发育区，区内威胁人数众多，财产大，且斜坡多发育地质灾害，以

崩塌地质灾害为主、滑坡泥石流较少。该区防治重点主要是崩塌、滑坡及泥石流

地质灾害。 

（2）次重点防治区共计 8 处，主要分布于主要河道两侧斜坡上、公路沿线，

涉及区域主要为吊罗山国家公园、本号镇小妹村、群英乡（前进队南平居明后村）、

光坡镇岭门农场等。次重点防治区总面积 9.9km2，占全县面积的 0.89%，该区发

育地质灾害 18 处。该区主要地质灾害为崩塌，滑坡泥石流次之，威胁对象多为

公路，零星散落分布，防治重点主要为景区、公路边坡崩塌地质灾害。 

（3）一般防治区为除重点防治区和次重点防治区以外区域，主要为陵水县

城镇、各乡镇（除群英乡）等地势相对较平缓地区。地质灾害发育相对弱地区，

多见于两种情况，一是河流阶地、平原等地势平缓地区，人口密集，建筑集中；

二是区内无人区。一般防治区总面积 1078.4km2，占全县面积的 97.37%，该区发

育地质灾害点 47 处，包括滑坡 6 处、崩塌 39 处、泥石流 2 处。一般防治区主要

为地质灾害相对弱发育地区，该区防治重点为分布区居民周边及公路边坡的崩塌、

滑坡地质灾害。 

第五章 地质灾害防治工程 

地质灾害防治工程是规划建设的核心内容，主要包括地质灾害调查评价、

监测预警体系工程、治理工程和地质灾害“三查”等。结合区域经济社会发

展水平，在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次重点防治区和一般防治区合理配置非工程措

施与工程措施，突出群测群防、监测预警和临灾避险工作。 

第一节 地质灾害调查评价 

规划期内，继续开展在地质灾害易发区内进行各类建设工程、城市总体规

划和村庄规划的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工作。要严格进行建设用地地质灾害危险

性评估工作，落实建设工程与地质灾害治理工程“三同时”制度，确保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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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建设区的地质灾害得到及时有效治理。 

第二节 监测预警体系工程 

1、完善地质灾害群测群防体系 

对入库管理的 19 处地质灾害隐患点进行群测群防，对新增地质灾害隐患及

时安排群测群防员对地质灾害前兆和动态进行宏观巡查和监测预警。群测群防

人员配备卷尺、钢钉、油漆、简易手持 GPS、手持监测数据发射器、手提扩音器、

报警铜锣、手电筒、雨衣、雨靴、记录本等基本设备。 

2、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工程 

完善“人防+技防”地质灾害群专结合监测预警体系，积极配合省自然资

源和规划厅在蒙水岭特大型泥石流开展的专业监测，实现“技防”工作，提升

监测预警信息化水平和精准度。 

3、开展地质灾害防治知识宣传培训，利用会议、广播、电视、报纸、宣传

栏、宣传册、挂图、光碟和发放明白卡等方式宣传地质灾害防治知识，做到进

村、入户、到人。规划期内开展地质灾害防灾知识和避险技能宣传教育 200 人

次、组织开展地质灾害简易监测技术培训 1 次。 

第三节 地质灾害隐患点治理工程 

1、根据地质灾害的危险程度和紧迫性，结合实际情况，在重要地质灾害隐患

点中选取治理工程点，规划期内实施治理工程的地质灾害隐患点为光坡镇移辇村

崩塌、提蒙乡喃平苗村崩塌等 10 处（见附表 2），分两期完成，预计总费用约 1040

万元。采取的工程措施为削坡减载、护坡及修筑截排水沟、挡土墙等。 

2、如在突发性地质灾害调查评价、年度地质灾害“三查”工作及其易发区

内的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工作中发现地质灾害隐患点需要采取治理工程措施消

除地质灾害隐患，依据本规划原则，开展地质灾害隐患点治理工程。 

第四节 地质灾害“三查”工作 

1、继续开展“汛前排查、汛中检查、汛后核查”的地质灾害“三查”

工作，及时掌握汛期地质灾害发生情况和隐患点变化情况，对发生的险情做到

上传下达、下情上报，搞好动态管理，对其稳定性和危险性做出正确判定，及

时采取有效防范措施，确保隐患点附近居民安全，使地质灾害造成的损失降低

到最低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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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开展地质灾害隐患点增销号管理工作。依据地质灾害“三查”工作成

果，对于新出现和需要销号的地质灾害隐患点，由县资规局邀请专家小组对地

质灾害隐患点稳定性和危险性进行实地鉴定，并提出增号或销号意见，县资规

局根据专家小组意见完成增销号工作，实现地质灾害隐患点动态、科学、有效

的管理。 

第六章 资金筹措和实施安排 

第一节 资金筹措 

规划期内，地质灾害防治工程所需经费由县财政根据实际工作需要并结合

总体财力情况统筹安排。监测预警体系工程费用约 20 万元，地质灾害治理工程

费用约 1040 万元，地质灾害“三查”工作费用约 50 万元。 

1、监测预警工程费用包含完善县地质灾害群测群防体系及开展地质灾害防

治知识宣传培训，由县财政出资。 

2、因自然因素引发的地质灾害工程治理经费主要由县财政出资；因人为

因素引发的地质灾害治理经费，按照《地质灾害防治条例》的规定，由责任单

位承担。 

3、地质灾害“三查”工作费用主要由县财政出资，同时争取省财政地质

灾害专项资金给予补给。 

第二节 实施安排 

陵水县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应本着“统筹规划、重点突出、分阶段实施”的原

则，根据地质灾害的基本情况，按照轻重缓急，把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划分两个阶

段近期（2021 年~2022 年）、中期（2023 年~2025 年）。 

（1）地质灾害近期防治规划，主要任务有：加强基础调查工作，基本掌握

县（市）境内致灾作用的分布状况与危害程度，及时向社会提供各主要地质灾害

信息，争取通过本阶段防治，对重点防治地质灾害点采取工程治理等措施，使地

质灾害的危害有明显的改变，共有 4 处重点防治点。具体如下： 

①在全县范围内，对目前已有 19 处地质灾害隐患点逐个落实到监测责任人，

实行监测岗位责任制，逐级签订责任书，逐步形成完善、专业监测骨干网络。 

②完成陵水县 4处地质灾害重点防治点的工程治理任务，预估经费44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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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持续开展“汛前排查、汛中检查、汛后核查”的地质灾害“三查”工作。

依据地质灾害“三查”工作成果，科学有效的进行地质灾害隐患点增号销号管理

工作。 

（2）地质灾害中期防治规划，本阶段防治工作主要针对次重点防治的 6 处

地质灾害点。通过工程治理等措施进一步消除或减轻地质灾害的危害，使全县地

质灾害发生频率和损失量降低到最低限度。本期地质灾害防治安排具体如下： 

①由于地质灾害随地质环境动态变化，及时更新地质灾害数据库以及进一步

落实重大地质灾害点的撤离、避让和抢救的具体方案，强化地质灾害避险演练工

作。 

②对全县纳入群测群防的地质灾害隐患点（现有 19 处及以后新增的）认真

落实监测人员，实行监测岗位责任制，逐级签订责任书，认真执行防灾预案、加

强汛前检查、抢险应急调查和灾害速报、险情巡查、汛期值班等工作制度。 

③完成陵水县 6 处次重点防治点的工程治理任务，预估经费 600 万元。 

④继续开展“汛前排查、汛中检查、汛后核查”的地质灾害“三查”工作。

依据地质灾害“三查”工作成果，科学有效的进行地质灾害隐患点增号销号管理

工作。 

⑤开展 1 次地质灾害培训。 

地质灾害点随地质环境动态变化而变化，未来新增地质灾害或已有地质灾害

加剧变形的应及时纳入防治。 

第七章 环境影响与效益分析 

第一节 环境影响分析 

地质灾害防治规划实施将减轻或消除地质灾害对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威胁，

具有显著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规划实施对环境的不利影响主要表

现在施工期，工程竣工后的有利影响则是显著的、长远的。 

1、对水土保持的影响。规划实施会在局部时段、局部区域加剧了人为因素的

作用，某些施工活动在短时期内破坏地表植被，扰动土体构造，将对局部区域的

水土保持产生不利影响；工程竣工后则有利于改善规划区的水土流失状况，增强

水土保持能力。 

2、对植物和动物的影响。规划实施对植被的不利影响主要是施工临时占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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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石方开挖等使施工地段的地表植被面积减少，造成短时、局部区域的植被破坏，

施工活动可能会对局部范围陆生动物的活动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工程竣工后则

有利于动植物的生存、生长。 

3、对土地利用的影响。规划实施对土地资源修复，改善土地利用结构，促进区

域经济持续发展具有重要作用。防治工程建设可能临时占用部分土地，工程竣

工后的土地利用结构将趋向更加合理，有利于人类与自然生态的和谐共存。 

4、对景观等的影响。防治工程施工可能会在短时间内破坏原来的地形地貌、

地表植被，改变局部地貌景观。工程竣工后则可以有效保护和改善地貌景观质

量。 

第二节 生态恢复措施 

针对地质灾害防治规划实施可能产生的不利影响，提出如下对策措施： 

1、防治工程规划的治理工程等施工结束后，应及时对作业面进行平整，种植

保水保土性能良好的植被，并加强保育管理。 

2、对防治工程施工造成的短暂性水土流失等不利影响，应当结合当地的气候

气象特点，选择适宜的季节组织施工以减轻危害。 

3、防治工程的布置尽可能考虑地质环境条件，避免或减少对地质环境的不

利影响。在科学比选工程措施和非工程措施的前提下，实现地质灾害防治和生态

环境保护的双重效益。 

4、有关政府部门应因地制宜的制定生态环境保护措施，把地质灾害防治与生

态环境保护紧密结合起来。通过改善生态环境条件，减少致灾因素或减缓致灾

因素向不利方向演变，逐步恢复重建当地生态平衡，促进生态环境好转。 

5、在重大工程的规划和建设中应进一步开展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细化施工环

境管理要求。 

第三节 实施效益评估 

地质灾害防治规划实施的目的是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减少经济损失，改

善和保护生态环境。实施效益包括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三方面。 

1、社会效益方面。地质灾害防治的社会效益主要体现在减少人员伤亡和受灾

人口，减轻人民精神负担和心理创伤，稳定社会和保证社会正常的生产和生活

活动，保护重要基础设施等。规划实施后，陵水黎族自治县地质灾害防治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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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与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基本适应的标准，受地质灾害威胁居民得到有效保护，

可基本消除重点防治区地质灾害的威胁，保障当地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2、经济效益方面。通过采取地质灾害防治措施，可避免地质灾害的发生或降

低其发生概率，减轻地质灾害对基础设施、城镇和农村居民财产等造成的直接或

间接经济损失。 

3、环境效益方面。通过实施地质灾害防治措施，可以减轻地质灾害对生态环

境的破坏，减少水土流失，保护水土资源、自然景观和改善人居环境等。 

总之，防治规划实施能够减轻地质灾害对人民生命财产和生态环境的危害，

促进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规划实施对环境的有利影响是长期的、全面的和显著

的，对环境的不利影响是短暂的、局部的和微弱的。 

第八章 保障措施 

一、组织保障。各地党委政府要提高政治站位，以对人民极端负责的精神，

加强对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统一领导，建立完善逐级负责机制，明确各方地质灾

害防治工作分工，确保防治责任和措施层层落到实处。要妥善处理好发展与安全

的关系，逐步将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纳入绩效考核体系。 

二、制度保障。完善地质灾害相关防治管理政策和配套规章制度。做好地质

灾害防治区的顶层设计和组织实施，落实地质灾害防治，统筹协调好地质灾害防

治与国土空间规划、用途管制、生态保护修复、重大工程建设、山区城镇建设、

农村建房等工作，加强地质灾害防治联防联控，强化源头管控与综合治理。 

三、资金保障。根据资金筹措方案，按照防治规划确定的目标任务，及时

足额落实治理资金，地质灾害防治工程所需经费由县财政根据实际工作需要并结

合总体财力情况统筹安排。 

四、队伍保障。加强与省地质局有关院队、高等院校、地勘队伍的合作，

强化科学研究，充分发挥专业队伍作用，加强从业人员专业素质和能力培训，

大力推进地质灾害防治工程行业诚信体系建设，科学开展地质灾害防治。 

第九章 附则 

一、《规划》由文本、表格、附图、电子文档组成，具有同等效力。  

二、《规划》经陵水黎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同意后，由陵水黎族自治县自然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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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和规划局颁布实施。 

三、《规划》是陵水黎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和陵水黎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开展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重要依据，《规划》纳入陵水黎族自治县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规划。 

四、《规划》自批准之日起生效，由陵水黎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负责

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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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陵水黎族自治县地质灾害防治工程规划表 

序号 
地质灾害

防治工程 
防治工程建设内容 规划年度 

费用

（万

元） 

经费来源 

1 
调查评价

工程 

继续开展在地质灾害易发区内进行各类建

设工程、城市总体规划和村庄规划的地质

灾害危险性评估工作 

2021-2025  
根据责任单位

划分来源 

2 
监测预警

体系工程 

完善县地质灾害群测群防体系 2021-2025 
20 

县财政 

开展地质灾害防治知识宣传培训 2023~2025 县财政 

3 治理工程 

光坡镇移辇村崩塌等 4 处 2021-2022 440 县财政 

群英乡祖空村占内村崩塌等 6 处 2023~2025 600 县财政 

规划期内，如发现地质灾害隐患点需要采

取治理工程措施消除地质灾害隐患，依据

本规划原则，开展地质灾害隐患点治理工

程。 

2021-2025   

4 

地质灾害

“三查”

工作 

继续开展“汛前排查、汛中检查、汛后核

查”的地质灾害 “三查”工作 2021-2025 
30 县财政（争取省

财政补给） 
开展地质灾害隐患点增号销号管理工作 20 

合 计 1110  

附表二 陵水县近期（2021~2022 年）地质灾害治理工程规划 

序

号 
隐患点名称 

规模 
威胁人

数 

财产(万

元) 
经费估算（万元） 体积 

(方) 

规模 

分级 

1 光坡镇移辇村崩塌 300 小型 11 40 200 

2 光坡镇坡尾村公路边崩塌 140 小型 33 140 150 

3 光坡镇岭门居十三队崩塌 180 小型 2 30 60 

4 提蒙乡喃平苗村崩塌 200 小型 9 60 30 

附表三 陵水县中期（2023~2025 年）地质灾害治理工程规划 

序号 隐患点名称 

规模 
威胁

人数 

财产

(万元) 

经费估

算（万

元） 
体积 

(方) 

规模 

分级 

1 
群英乡祖空村占内村崩塌/群英

乡占内村村民屋后边坡 1#崩塌 
370 小型 32 160 161 

2 群英乡芬坡村委会梯一、二村 600 小型 11 40 153 

3 群英乡坝头上村崩塌 100 小型 5 45 87 

4 群英乡昌旦村村民屋后边坡崩塌 1100 小型 36 260 82 

5 群英乡芬坡村委会梯三村崩塌 30 小型 6 40 60 

6 群英乡南平农场南旦村滑坡 900 小型 4 50 5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