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汛期情况报告(优秀5篇)
在当下社会，接触并使用报告的人越来越多，不同的报告内
容同样也是不同的。那么，报告到底怎么写才合适呢？下面
是我给大家整理的报告范文，欢迎大家阅读分享借鉴，希望
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汛期情况报告篇一

针对今年汛期已到，为确保本工程安全度汛，进一步加强和
改进项目部安全工作，切实保障广大职工的生命财产安全，
保证本工程正常的施工秩序，我项目部迅速对施工现场的安
全工作进行了认真细致的检查，并针对施工现场开展了隐患
排查工作，我项目部组织项目部有关管理人员在施工现场进
行了自查自纠。现将自查整改情况总结如下：

项目部成立了防汛减灾安全工作领导小组，成立了防汛减灾
抢险队伍，落实了相关责任；做到了有领导、有组织、有统
一协调指挥、有责任。

1、本工程主要设备有3台塔吊，主楼及车库落地脚手架使用
过程中；现场存在深基坑及模板支撑架等安全隐患。

2、加强对工人的安全教育及现场洞口、临边防护检查针对汛
期的来临我项目部对全体人员进行了防洪防汛专项安全教育，
同时进行应急演练，提高项目全体管理人员及工人的安全意
识和应对突发事件的处理能力。

3、安全用电情况

施工现场做到用电设备“一机、一闸、一漏”，确保了用电
安全；相关设备设施设置了警示标志。一、二级配电箱整齐
到位，配电箱保护零线完好，漏电保护装置完好，配电箱标
识明确，配电线路走向正确。



4、消防管理

（1）、施工区等配电设施、仓库等部位均配置灭火器材和消
防设施，且灭火器工作性能良好。仓库内分类储存、库内电
器运行正常，无乱接电线、电器现象。

（2）、办公区的照明等用线路、插座等经过了重新检查、测
试均正常工作无异常。

5、起重设备

现场有3台塔吊，基础不存在积水条件，已经过维保单位全面
检查保养，相关螺栓均紧固，状态正常；做好了防雷接地预
埋措施，经项目部检查验收合格。

6、脚手架

针对施工现场各楼脚手架情况，排查各构件完好，连墙件未
被拆除，拉结点满足相关要求；外架跳板平满铺完好；外密
目网个别破损已修复完成，经检查清理已满足安全要求。

7、下水排查

排查了项目部内的一切设施、排水道，对排水不畅通的下水
道也都进行了清理，排除了汛期隐患；同时针对车库汛期积
水情况，已对各集水坑全部预备好污水泵等抽水设施，在马
道附近提前装好沙袋，以防大水从马道口进入。

8、临建加固情况

对本工程施工现场的临时活动板房、围挡等加固情况进行了
检查，逐一对存在隐患部位进行修复。

9、自查制度、应急预案和通讯网络



为了加强责任和保证汛期的通讯畅通，我项目部修订了相关
制度，明确了相关责任人；制定了防汛安全应急预案，以防
备汛期险情发生时，按照应急预案中的布置要求，有效的落
实排险工作；各部门都建立了领导与职员，项目部与各施工
人员电话，确保汛期通讯畅通，保证本工程的财产及人身安
全。

通过本次检查发现了一些弊端和疏漏，我项目部及时进行了
整改，使之得到了有效的控制，确保汛期来临前的各项防汛
准备工作，使广大职工的安全意识得到提高，进一步增强其
安全责任意识，明确各自职责，为工程顺利进行提供安全保
障。下一阶段，我项目部将继续采取有效手段全力消除安全
隐患：一是进一步完善联合检查制度，定期组织开展对施工
重点环节和薄弱环节的联合检查；二是通过加大检查力度，
督促现场施工班组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三是继续加大安全
生产宣传教育培训力度，全面提高建筑工人的安全意识。

汛期情况报告篇二

会同县地处湖南省西南部，怀化市南部，是一个边远的山区
县。全县土地总面积2248平方公里，辖8镇17乡，345个村，
总人口35万。境内属中亚热带季风湿润性气候，年均降雨量
达1264.5毫米。全县共有大小溪河725条，总长2330公里，其
中沅水一级支流渠水、巫水分别腹穿东西两侧。我县是一个
山洪灾害多发区，素有“三年两头灾”之称。近年来，我们
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坚持以防为主，抢防结合，狠抓防
汛抗灾，取得了显著成效。在今年“6.9”洪灾中，我县广坪、
地灵等4个乡镇21个村22518人受灾，直接经济损失达8600余
万元。但由于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组织有力，应对得当，
这次洪灾没有造成任何人员伤亡。近10年来，连续5次在重特
大洪灾中实现了不垮一堤一坝、不死一人的目标。我们的具
体做法是：

抓好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是开展防汛抗灾工作的根本前提。



我们按照统筹规划、突出重点，分步实施的原则，狠抓水利
基础设施建设。

一是狠抓病险水库治理。我县境内共有小一、二型水库（山
塘）102座。但由于大多始建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年久失
修，病险水库达63座，不仅影响到正常的农业灌溉，更危及
防洪安全。要彻底治理这些安全隐患，任务重、投入大、困
难多。特别是我县作为国家级财力困难县，自身财力十分有
限，基本处于“吃饭财政”的状况。但在防洪投入问题上，
县委、县政府从不吝啬，每年都要千方百计挤出上百万的资
金，用入病险水库治理。近年来，全县累计投入1296.39万元，
治理病险水库55座，极大地消除了安全隐患。同时，我们积
极发动群众投工投劳，结合农业综合开发项目的实施，狠抓
农田水渠的维修，既保证了农业的正常灌溉，又保证了水库
的畅通。

二是狠抓河道治理。我县黄金等矿产资源丰富，境内广为分
布。过来，一些人受利益驱动，在河道滥挖滥采，致使河床
变窄、抬高，生态环境受到严重破坏。一遇暴雨，泄洪不畅，
极易成灾。为此，近年来，我县组织专门力量，对境内河道
进行了全面清理整治。共治理河道108处33.8万立方米，疏浚
河道15公里，使河道从亚健康状态逐渐向健康状态转变。

三是狠抓县城防洪工程建设。在1996年“7.17”特大洪灾中，
由于防洪基础设施薄弱，导致县城被淹近三分之二，给国家
和群众的生命财产造成了巨大损失。为此，我们采取有力措
施，狠抓县城防洪工程建设。xx年，在上级未批复立项的情况
下，自筹资金xx余万元，新修了 余公里长的县城防洪堤，并
设立了县城防洪站。之后，在几次特大洪灾袭击中，由于有
防洪堤的保护，县城一直固若金汤，没有受到丝毫影响。由
此可见，加强水利基础设施建设至关重要。

抓好防汛抗灾工作，关键在于落实领导责任。县委、县政府
高度重视防汛抗灾工作，将其纳入重要的议事日程，定期研



究，定期部署，研究解决防汛工作中的突出困难和问题。同
时，严格按照防汛工作的要求，建立了“四个责任制”：

一是实行县级领导联系制。明确全县的防汛抗灾工作由县委
书记、县长负总责，县防汛抗旱指挥部政委、指挥长具体负
责，并实行县委常委包片、县级领导联乡责任制。哪位县级
领导联系哪个乡镇，就对哪个乡镇的防汛抗灾工作负责。如
果因工作不力，导致防汛出了问题，该县级领导同样受到责
任追究。

二是实行行政首长负责制。明确各级行政“一把手”为防汛
工作责任人。每年年初，县委、县政府都要召开专门会议，
全面安排部署防汛工作，并实行风险抵押制度，各乡镇乡镇
长向县防汛抗旱指挥部交纳200元的风险抵押金。汛期结束后，
由县防汛抗旱指挥部对各乡镇的防汛工作进行检查评比，严
格奖惩兑现。各乡镇按照分级管理的原则，切实加强对村级
防汛工作的组织领导。从而形成了以县防汛抗旱指挥部-乡镇
防汛抗旱指挥所、水利工程管理单位防汛机构-村防汛抗旱领
导小组三级管理为主的“金字塔”式的防汛组织与管理模式。

三是实行部门配合制。县防汛抗旱指挥部成员单位，必须按
照各自职责，加强部门配合，形成“大联动、抗大汛”的格
局。如：气象部门负责提供准确的天气预测预报，水利部门
负责信息收集、反馈和技术指导，国土部门负责地质灾害点
的监测，交通部门负责道路的抢修畅通，民政部门负责灾情
核实与灾民安置，公安部门负责灾区治安秩序稳定，等等。
同时，县委、县政府每次接到汛情通报后，都要及时召集相
关部门会商，研究应对办法与措施。

四是实行库长负责制。对于重点水库，确定该村的村长为库
长，实行专人盯防。如有异情及重大雨水情发生，必须立即
向乡镇防指所、县防指部汇报，以便及时采取相应对策。对
各地质灾害隐患点，建立了相关的管理台帐，确定了专门的
监测责任人，并建立了首报制度。为确保上型水库和重点地



质灾害点的安全度汛，今年以来，我们针对全县97座上型水
库及7处地质灾害点，聘请了一批工作责任心强、离水库较近
的党员群众担任专职安全员，由他们负责5～7月主汛期间的
水库安全管理工作。县防办对安全管理员进行相应的业务培
训，每月按150元的标准发放报酬。

抓好防汛抗灾工作，科学防范是根本。我们根据科学发展观
的要求，结合多年的防汛抗灾经验，把工作重点由“救灾”向
“防灾”转变。针对我县防汛工作的实际情况，我们根据新
的水情、工情，组织技术力量，按照应急管理的原则，制定
和完善了全县104座水库的《水库抢险应急预案》，对境内
的139处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编制了《山洪地质灾害防御预
案》。为增强预案的可操作性，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防灾意
识及自救能力，我们采取多种形式，深入开展宣传。县防汛
指挥部每年定期举办山洪灾害防御常识培训班，对各乡镇水
利工作站站长及存在山洪灾害隐患的村、组负责人进行培训。
经常组织专门人员，深入乡镇、村组进行防灾抗灾知识和防
灾预案的宣传。利用新闻媒介、山洪灾害挂图、山洪灾害防
御手册等多种形式，宣传山洪灾害防御常识内容以及防灾预
案的主要措施。

仅今年以来，全县共下发山洪灾害防御常识宣传手册4000本、
挂图5000套、专题光盘30个。每年汛期开始，县人武部按照
《会同县城防洪预案》的要求，由县防汛指挥部主要领导亲
自指挥，组织民兵有针对性地开展防汛实战演练，一旦发现
险情，保证做到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水利工程
管理单位和防汛重点部位也要按照既定的防汛预案进行演练。
正是由于我们把预案的编制和演练有机地结合在一起，预案
为演习提供了蓝本，演习又进一步完善了预案。

如今年6月9日凌晨2：30，县防汛办接到岩头水文站的水情预
报：位于广坪河上游的靖州县大堡子镇出现强降雨，降雨量
达120mm。县防指立即启动了防汛预案，紧急通知县城防洪
管理站、县气象局和朗江电站，要求他们密切关注雨、水情，



严格执行怀化市防指下达的度汛方案，控制水位。凌晨3点，
县气象局向防汛办报告：靖州境内的大堡子降雨达137mm，
每小时降雨量达30mm，预计降雨还会加大，云层正由西往东
方向发展。

接到报告后，县防汛办马上电话通知相关的广坪、地灵等乡
镇，询问降雨情况，要求发现汛情及时报告。不到1小时，县
防汛办就接到地灵、广坪乡的险情报告：靠近贵州地湖的地
灵乡团结村倒塌房屋1栋，广坪镇集镇进水。县防办将汛情迅
速向政委、指挥长作了汇报，并果断启动了防洪抢险应急预
案，使整个抢险工作得以有条不紊地开展。由此可见，科学
编制和实施预案，在防汛抗灾工作中的作用越来越大。

抢险排险，是抓好防汛抗灾工作的最后一环。灾情发生以后，
最关键的是要快速行动，抢抓时机。如果因组织乏力，贻误
了时机，后果则不堪设想。在“6.9”洪灾中，我们采取有力
措施，果断决策，抢抓时机，奋力抢险。

一是各级领导深入一线指挥。6月9日凌晨3点，洪灾暴发后，
在长沙参加“珠洽会”的县委书记宋智富、县长赵婉玉亲自
打电话，就抓好全县的抗灾救灾工作作了重要指示，要求做到
“两个严”和“两个不能”：即严格责任，落实到人，严肃
纪律、一切行动听指挥;不能因人为因素垮一堤一坝，不能因
人为失误造成一死一伤。县防汛指挥部政委谢商成、指挥长
陈明县领导立即赶赴广坪、地灵等重灾区，亲临一线指挥抢
险救灾。乡镇、村组领导和安全员均迅速到岗到位，组织群
众抗灾抢险。由于各级领导迅速到位，不仅稳定了局面，而
且稳定了人心。

二是组织群众紧急疏散转移。县防汛指挥部紧急调动县武装
部民兵抢险应急分队赶赴洪灾一线，与乡村干部一道，摸着
黑、冒着雨、淌着水、敲着锣、吹着哨，挨家挨户通知群众
紧急疏散转移。在地灵乡团结村农贸市，由于情况紧急，几
名妇女同志连外衣都来不及穿就拨腿从家里跑了出来。刚跑



出房门，只听“轰”的一声，刹那间房子就被滚滚而来的洪
水卷走了，她们幸运与死神擦肩而过。这次洪灾，共紧急转
移疏散群众6700人，安置360多人，尽最大限度地降低了灾害
损失。

三是妥善安置群众。洪灾过后，县委书记宋智富、县长赵婉
玉等主要领导多次深入灾区踏看灾情，慰问灾民，号召群众
齐心协力抗灾自救，把党和政府的关心送到每一个灾民的心
中。县防汛成员单位迅速组织技术骨干人员组成抢险应急队
伍，按照各自的分工奔赴各地抢险排险，确保交通、通讯、
电力畅通，并积极做好疫病防治工作。县财政首批安排救灾
资金12、5万元，民政部门紧急调拨救灾粮食5吨、衣物366套、
棉被366床等救灾物资支援灾区，确保了受灾地区的社会稳定。
6月19日，正值端午节，县领导又提着猪肉、鸭子、粽子等物
品，逐户上门慰问灾民，让他们度过了一个难忘的节日。目
前，我们正引导广大群众积极开展生产自救、重建家园。

汛期情况报告篇三

安丘市卫生局：

根据安丘市卫生局《关于切实加强汛期安全生产工作的紧急
通知》的.要求，我院立即召开会议，成立了防汛工作小分队，
并结合实际，制定出了辉渠镇卫生院防汛预案和措施。同时，
对医院及社区卫生服务站防汛排涝设施、办公用房、职工住
宅、库房、围墙、施工工地、避雷设施、用电线路等重要部
位进行一次拉网式排查。现将自查整改情况汇报如下：

我院于20xx年11月全部迁入新建门诊病房楼，总电源闸处、
各楼层分电源闸处、计算机网络系统均设漏保，医疗垃圾无
泄漏、溢流或未经处理直接排放，排水系统运行良好，易燃
易爆等危险物品管理完善，未发现有房屋基础浸泡、下陷、
墙体疏松、屋顶漏水等不安全因素。



1、门诊病房楼避雷针接地设施损坏

2、检查中发现个别科室人员下班后部分开关及电器电源未关，
存在隐患

3、夏坡社区卫生服务站排涝设施不全、院内排水沟较少、较
浅，主电线附近有树障。

1、整修避雷针接地设施，加强汛期防雷。

2、已通知当事人下班后必须关闭开关及电源开关，加强汛期
用电安全。

3、给夏坡社区卫生服务站配备抽水机，深挖排水沟，清除电
线树障。

4、严格执行值班制度和速报制度，值班人员24小时开机，确
保信息畅通。一旦发生汛期安全事故，迅速向镇政府和上级
局报告，并及时赶赴现场配合调查和处理事故。

5、切实加强对汛期安全生产的巡查，建立长效机制，落实责
任到人。

汛期情况报告篇四

为贯彻落实《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办公厅长江中下游存在大洪
水较高风险的警示通报》(厅涵〔201x〕121号)和《关于切实
做好汛期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川安办〔20xx〕16号)的要求，
现将20xx年6月汛期安全生产工作简要情况汇报如下：

我镇高度重视汛期安全生产工作，切实把汛期安全生产工作
摆到重要位置抓实抓好。并按照“一岗双责”的要求，成立
汛期安全生产领导小组，针对灾害极端天气情况，采取有效
措施，对汛期安全生产工作早准备、早行动、早预防，确保



各项工作措施的有效落实。

对可能由洪水引发的生产安全事故的风险进行了全面分析，
明确了重点防范领域和区域(流沙河流域及游泳池)、单位，
制定了有效的防范应对方案和措施。并对全镇重点行业、领
域进行全面深入的安全检查，排查暴雨、洪水灾害可能发生
安全事故隐患的地段。认真做好汛期安全生产监管工作，汛
期期间到目前为止，未发生一项安全事故，确保了全镇安全
生产工作持续稳定。

严格制定汛期安全值班制度，坚持24小时值班值守，要求全
体干部职工随时待命，保持通讯畅通，随时拉得出、上得去。
加强与重点行业、领域的联系，掌握情况，加大对险情现场
的巡查力度，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汛期情况报告篇五

一、学校建立了《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各自分工明确，
能够迅速到位并开展工作;制定了《学校突发事件应急管理制
度》，为有效应急处置学校可能发生的自然灾害提供了保障。

二、认真对学校及周边防汛工作进行排查:

1、学校离最近的白沙河有100米远，不会因为突发河水影响
学校安全。

2、学校后面有一山溪，夏天时会发洪水。在2012年暑假，紫
坪铺镇政府投资60多万元环学校周边修建了防洪沟，经
过2012年8.13、8.18大水的洗礼，完全能够保证学校的安全，
使学校不再受洪水的威胁。

3、学校后面的坡地高约20米、坡度约为30度，坡脚离学校
约20米，发生滑坡的可能性小，而且距围墙有20米的距离，
不会对学校造成威胁。



4、学校前面的高坎距学校围墙有8米远，高坎牢固，无裂缝、
滑坡现象出现，学校前面是安全的。学校左右均为平地，不
会有安全隐患。

5、学校道路均修建在牢固的平地上，距坡、坎较远，十分安
全。

三、学校将坚持安全工作警钟长鸣、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
工作原则，坚持对广大师生进行防汛安全教育，准备好防汛
人员和物资，坚持对天气的密切关注和24小时值班制度，发
生汛情立即启动自然灾害应急预案。同时，为保证学校安全
渡汛，学校在近期请专人对学校排洪沟进行彻底清理，保障
学校汛期的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