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庆市人民政府公报 2022 年第 21 期

第 19期（总第 806 期）

20172023
第 15 期  （总第 942 期）





2023 年 9 月 15 日出版

重庆市人民政府公报

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主办

2023 年第 15 期

（总第942期）

【市政府办公厅文件】

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重庆市工业企业以数字化为引领深化技术改造促进产业

　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行动方案（2023—2027年）的通知…………………………… （1）

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重庆市三峡库区长江航道危岩崩塌事件抢险救援应急预

　案的通知…………………………………………………………………………………………… （5）

目         录



Documents of the General Office of Chongqing Municipal People's Government

Notice of the General Office of Chongqing Municipal People's Government on Issuing the Action Plan of 

Chongqing Municipality for Industrial Enterprises to Deepen Technological Transformation and Promote High-

end, Intelligent and Green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Industries under the Guidance of Digitalization 

(2023-2027) …………………………………………………………………………………………… （1）

Notice of the General Office of Chongqing Municipal People's Government on Issuing the Contingency Plan 

of Chongqing Municipality for the Emergency Rescue of Dangerous Rock Collapse Incidents along the Yangtze 

River Waterway in the Three Gorges Reservoir Area …………………………………………………… （5）

GAZETTE OF CHONGQING MUNICIPAL PEOPLE'S GOVERNMENT

Published on September 15, 2023  No.15, 2023 （Issue 942）

Published by the General Office of Chongqing Municipal People's Government



—  1  —

重庆市人民政府公报 2023 年第 15 期

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印发重庆市工业企业以

数字化为引领深化技术改造促进产业
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行动方案

（2023—2027年）的通知

渝府办发〔2023〕66号

各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有关单位：

《重庆市工业企业以数字化为引领深化技术改造促进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行动方案

（2023—2027 年）》已市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23 年 9 月 1 日

重庆市工业企业以数字化为引领
深化技术改造促进产业高端化智能化

绿色化转型升级行动方案
（2023—2027年）

为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认真落实全市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大会工作部署，进一步推动

全市工业企业以数字化为引领深化技术改造，一体推进数智赋能、创研赋能、生态赋能、平台赋能、

金融赋能“五个赋能”，贯通实现技术工艺、产品体系、产品质量、产业链条、经济效益“五个优化”，

促进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工作目标

力争到 2027 年，全市规上工业企业和高成长性规下工业企业均至少开展 1 次技术改造，累计新

实施技术改造投资项目 1 万个以上，技术改造投资占全市工业投资比重提高至 40%，促进全市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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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质量竞争力指数提高至 92、全员劳动生产率提高至 50 万元 / 人、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较 2022 年

累计下降 13%，全市企业营业收入利润率进一步提高，有力支撑全市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

化转型发展。

二、工作任务

（一）提升技术改造第三方支撑服务能力。推动需求侧与供给侧双向互通、市场与政府协调联动，

构建形成“线上 + 线下”的产业数字化赋能体系。以数智赋能、创研赋能、生态赋能、平台赋能、

金融赋能为导向，建设产业大脑能力中心重大应用，整合技术研发、检验检测、工业互联网、节能

服务等领域市场主体服务能力，构建工业互联网、智能制造和绿色制造整体解决方案等（组件、工具）

资源池，扩大技术改造第三方服务源头供给。迭代建设一批产业数字化赋能载体，打造具备集案例

示范、场景体验、产品展示、现场实训、供需对接等功能于一体的线下实体。依托产业大脑能力中

心重大应用，引导第三方机构面向中小企业共性需求，推广应用一批“小、快、轻、准”的解决方案，

有效降低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成本。围绕一体实现技术工艺、产品体系、产品质量、产业链条、经

济效益“五个优化”，鼓励第三方机构研发定制化解决方案。（市经济信息委牵头，市科技局、市大

数据发展局、市金融监管局等市级有关部门参与）

（二）深化工业企业技术改造审批制度改革。全面推进区域评估制度，以产业园区为载体，推进“区

域评估 + 承诺制备案”普遍落实，实现环评、能评等“高频”审批事项“立等可取”。重塑“原厂房”“零

土地”类技术改造项目规划、施工环节审批流程，对利用现有厂房单纯购置设备的“原厂房”技术

改造项目和在现有土地增设生产场地的“零土地”技术改造项目优化设计审批流程，提高相关企业

开展技术改造便利度。结合开发区管理体制改革，在统一管理下加快推动建设一批中小企业集聚区，

引导分散在产业园区外的企业搬迁入园，实现升级发展。（市发展改革委、市经济信息委、市生态环

境局、市规划自然资源局等市级有关部门按职责分工负责）

（三）拓展工业企业技术改造综合效用。推动技术改造与技术进步联动，定期从全市科技成果中

遴选一批具备工程化应用条件的先进适用技术开展对接活动，促进科技成果应用与验证。分行业制

定产业链上下游协同技改指南，支持领军“链主”企业输出整体改造解决方案、联合产业链上下游

企业开展协同改造，建设行业型工业互联网平台，开展一批“一链一网一平台”试点示范，促进产

业链整体提升。探索产业园区组织中小企业整体改造路径，以技术改造促进产业组织优化重塑。大

力开展智能制造诊断评估、绿色生产水平评估等行动，并以此吸引更多研发设计单位、工业互联网

平台、智能制造及绿色制造综合解决方案提供商等第三方机构参与我市产业大脑能力中心赋能体系

建设和在渝设立法人企业，对技术实力强、服务效果好的第三方机构加大支持力度，发展壮大平台

经济，促进数字产业化发展。（市发展改革委、市经济信息委、市科技局、市国资委等市级有关部门

按职责分工负责）

（四）加大工业企业技术改造政策支持力度。出台“技改专项贷”政策，综合运用贷款贴息、担

保费补贴等财政金融政策，对符合条件的技术改造贷款项目给予支持，激发金融机构技术改造贷款

投放积极性。运用“绿易贷”再贷款、“绿票通”再贴现、碳减排支持工具等货币政策工具，支持银

行积极满足工业企业绿色低碳转型融资需求。常态化梳理工业企业技术改造融资需求清单，依托“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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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渝融通”“长江绿融通”系统，建立精准高效的融资对接和监测通报机制。扩大中小企业商业价值

信用贷款、科技型企业知识价值信用贷款等金融产品覆盖范围，拓展供应链金融、绿色债券、碳中

和债券、转型债券、科创票据等融资模式，持续降低企业技改项目融资成本。全面落实“技改九条”

政策，切实增强企业获得感。对企业通过技术改造产生的重大新产品，探索推行政府首购，逐步提

高国有企业采购首台（套）产品和服务的比例。鼓励有条件的区县（自治县，含两江新区、西部科

学城重庆高新区、万盛经开区，以下统称区县）参照制定配套政策。（市经济信息委、市财政局、市

国资委、市金融监管局、中国人民银行重庆市分行等市级有关部门按职责分工负责）

（五）建立健全工业企业技术改造工作推进机制。建立健全项目“清单化”管理机制，由各区县

对本辖区规上工业企业和高成长性规下工业企业技术改造意愿及进度安排进行全覆盖“扫街”摸排，

编制形成区域技术改造五年滚动计划和年度实施计划。推动各区县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组织第

三方机构对纳入年度实施计划的企业进行诊断评估，形成“一企业一报告一建议”，帮助企业找到实

施技术改造的着力点。每年从年度实施计划中遴选一批体量大、代表性强、经济效益好的项目纳入

市级年度重大建设项目管理，加强年度实施计划调度，构建形成市、区县联动“闭环”推进格局。（市

经济信息委牵头，市发展改革委等市级有关部门参与）

三、保障措施

（一）强化组织领导。在市制造强市建设领导小组下设立工业企业技术改造工作推进专班，统筹

谋划工业企业技术改造工作，研究重大政策和重大事项。各区县要强化责任意识，把技术改造工作

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细化工作目标，落实工作举措，确保工业企业技术改造实现质的显著提升和

量的合理增长。市级各部门要立足自身职责，主动靠前服务，为工业企业技术改造提供良好环境和

便利条件。（市制造强市建设领导小组牵头，市制造强市建设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参与）

（二）加强宣传推广。联动数字重庆建设，定期发布创新应用场景清单和城市机会清单，以新的

市场空间带动形成新的技术改造需求。围绕“创新工厂”、数字化绿色化“双化协同”等风口领域，

每年实施一批试点示范项目，定期组织技术改造优秀案例现场集中观摩活动，组织编写优秀案例集。

加强技术改造政策、行政审批制度等的宣传贯彻和融资等业务培训辅导，增强企业开展技术改造所

需专业知识储备。（市经济信息委牵头，市大数据发展局等市级有关部门参与）

（三）严格督查考核。将工业企业技术改造工作纳入“八张报表”管理，通过“赛马比拼”“五色图”

等机制考评各区县抓技术改造工作情况，推动提高技术改造投资增量、技术改造投资占工业投资比

重等指标在各区县综合目标考核中的权重，扣紧压实区县抓技术改造工作责任。（市经济信息委负责）

附件 ：重庆市工业企业技术改造重点方向（2023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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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重庆市工业企业技术改造重点方向
（2023年版）

一、机械制造

推动整车企业传统燃油汽车产能向同产品类别新能源汽车产能切换，增建配套电驱系统等生产线。

推动整车、整装企业开发适配新产品工装夹具，开展轻量化材料替代应用。

推动数控车（铣）床、车铣复合加工中心、精密齿轮加工机床等机械加工设备，机械铸锻电弧

炉配连铸机、大吨位锻压设备、冲压机器人等铸锻（冲压）设备，六轴点焊机器人、弧焊机器人、

激光焊接装备等焊接工艺设备，喷涂机器人、智能传感器等自动化涂装工艺设备，自动涂胶机器人、

整车总装检测装备等总装工艺设备，自动翻转台、自动装配机器人等装配工艺设备，视觉对比系统、

智能检测装置、在线计量装备等检测工艺设备普及应用。

二、电子制造

推动多关节机器人、SCARA（平面关节型）机器人等注塑和选备料工艺设备，自动上下料机械

手、自动视觉检测缺陷设备等 SMT（表面贴装技术）工艺设备，自动拧紧机、机器人化插装与贴敷、

智能封装与测试等组装工艺设备，全自动功能测试机、机器人视觉对比系统等质检工艺设备，自动

化包装流水线等包装工艺设备普及应用。

推动平台型企业面向行业与用户使用场景开发软硬件一体化的产品系统，打造一体化解决方案。

三、冶金

推动钢铁行业超低排放改造和基于大数据的钢铁全流程产品工艺质量管控技术、钢铁定制化智

能制造关键技术、钢铁制造流程余热减量化与深度化利用技术、绿色化智能化钢铁流程关键要素协

同优化和集成应用技术、钢材高效轧制技术、超高强钢及低成本制备技术等应用。

推动铝行业电解槽大型化技术、氧化铝焙烧炉流化床与蒸发联动余热利用技术等应用。

四、建材

推动水泥行业水泥窑二氧化碳捕集与纯化催化转化利用技术、水泥熟料节能新技术、水泥碳化

活性熟料开发及产业化技术、水泥窑氮氧化物减排技术、水泥窑烟气复合脱硫技术等应用。

推动玻璃行业浮法玻璃工艺流程再造技术、浮法玻璃低温融化技术、全氧燃烧和纯氧助燃工艺

技术等应用。推动玻璃纤维行业粉料精细化加工技术、窑炉温度智能化集成控制和浸润剂自动化配

置技术、物流和丝饼下纱自动输送技术等应用。

推动陶瓷行业电（氢燃料）辊道窑烧成技术与装备、节能粉磨技术（连续球磨、干法制粉）、五

金卫浴自动化抛光工艺等应用。

五、化工

推动烧碱行业膜极距及氧阴极离子膜电解技术、多效蒸发技术等应用。

推动纯碱行业一步法重灰技术、粉体流技术冷却工艺等应用。推动磷肥行业硝酸法磷肥、半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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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二水—半水法）磷酸生产工艺技术等应用。

推动聚氯乙烯行业无汞触媒技术、氯乙烯尾气深度处理等技术应用。

六、食品

推动粮油行业功能活性保持、降低致敏胀气等稳态化绿色加工技术应用。

推动焙烤食品行业低脂低钠膳食纤维应用技术、全谷物食品制备技术等应用。推动饮料行业新

型灭菌技术、高速纸基复合材料容器无菌灌装设备、高速 PET 瓶吹贴灌旋一体化设备等应用。

推动食品质量安全检（监）测能力、在线检测系统、产品质量可追溯体系、研发装备建设，以

及节能降耗等配套硬件条件的改善。

七、轻纺

推动造纸原料生物质精炼技术、纸浆无元素氯漂白技术、造纸清洁生产与节能减排降耗先进工艺、

制浆造纸行业低能耗蒸煮等技术应用。

推动化纤行业原位聚合、多头纺丝、再生直纺等节能降碳技术装备应用。

八、通用领域

推动企业资源计划、生产流程数据采集与可视化、供应链管理、产品全生命周期管理等信息系

统应用。

推动采用 5G（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TSN（时间敏感网络）、工业以太网、边缘计算、工业 PON（无

源光网络）、工业无线、IPv6（互联网协议第 6 版）等技术改造企业内网。

推动智能搬运机器人、码垛机器人、射频识别技术（RFID）、智能立体仓库等仓储物流设备应用。

推动锅炉（窑炉）煤改电（气）、余热余压利用、建设分布式能源中心等。推动大宗工业固废综

合利用和资源循环利用。

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
印发重庆市三峡库区长江航道危岩崩塌事件

抢险救援应急预案的通知

渝府办发〔2023〕68号

各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有关单位：

《重庆市三峡库区长江航道危岩崩塌事件抢险救援应急预案》已经市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

请认真贯彻执行。

                                                                                                               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23 年 9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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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三峡库区长江航道危岩崩塌事件
抢险救援应急预案

1  总则

1.1  编制目的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

救灾重要论述和关于三峡库区危岩崩塌防治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建立统一的应急组织机构和应急

救援体系，有效应对三峡库区长江航道奉节、巫山段危岩崩塌等险情和灾情，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

亡和财产损失。

1.2  编制依据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航道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地质灾害防治条例》《重庆市

突发事件应对条例》《重庆市地质灾害防治条例》《重庆市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 《重庆市突发事件

预警信息发布管理办法》《重庆市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实施办法》等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制定本

预案。

1.3  工作原则

（1）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及时开展抢险救援工作，

最大程度减少危害，全力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维护社会稳定。

（2）统一指挥、分级负责。在市委、市政府和市自然灾害应急总指挥部的统一领导下，落实市

级组织指挥机构，统筹部门应急救援职责，整合应急资源。市级组织指挥机构靠前组织指挥，市级

有关部门和有关县履行属事属地责任，做好应急准备和抢险救援工作。

（3）多跨协同、区域联动。建立健全与驻渝部队、中央在渝单位、周边省份应急联动机制，加

强信息沟通、政策协调和资源共享。

（4）快速反应、科学应对。健全救援力量、经费物资、应急设施等保障体系，确保快速高效应对救援。

充分发挥专家和专业机构的技术支撑作用。

1.4  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三峡库区长江航道奉节、巫山段危岩崩塌等险情和灾情，以及其引发的旅游、水

上交通和影响航道、港口、水电、沿（跨）江建构筑物等突发事件的抢险救援工作。

1.5  灾害分级

根据危害程度和规模大小，分为特别重大、重大、较大、一般四级。

（1）特别重大。

险情 ：受灾害威胁需搬迁转移人数在 1000 人以上（“以上”含本数，“以下”不含本数，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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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潜在经济损失达 1 亿元以上的。

灾情 ：因灾死亡（含失联）30 人以上或者因灾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1000 万元以上的。

（2）重大。

险情 ：受灾害威胁需搬迁转移人数在 500 人以上、1000 人以下，或者潜在经济损失在 5000 万元

以上、1 亿元以下的。

灾情 ：因灾死亡（含失联）10 人以上、30 人以下，或者因灾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500 万元以上、

1000 万元以下的。

（3）较大。

险情 ：受灾害威胁需搬迁转移人数在 100 人以上、500 人以下，或者潜在经济损失在 500 万元以

上、5000 万元以下的。

灾情 ：因灾死亡（含失联）3 人以上、10 人以下，或者因灾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100 万元以上、

500 万元以下的。

（4）一般。

险情 ：受灾害威胁需搬迁转移人数在 100 人以下，或者潜在经济损失在 500 万元以下的。

灾情 ：因灾死亡（含失联）3 人以下，或者因灾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100 万元以下的。

2  组织指挥体系

2.1  市级组织指挥机构

在市自然灾害应急总指挥部的统一领导下，设立重庆市三峡库区长江航道危岩崩塌事件抢险救

援一线指挥部（以下简称一线指挥部），在巫山县驻点集中办公，负责统筹三峡库区长江航道奉节、

巫山段危岩崩塌事件抢险救援应急准备和日常工作，组织指挥三峡库区长江航道奉节、巫山段危岩

崩塌事件就地响应先期处置工作（市级指挥机构图见附件 1）。

一线指挥部实行指挥长负责制，指挥长由市应急局分管负责同志担任，副指挥长由奉节县、巫

山县常务副县长担任。市应急局、市消防救援总队和巫山县应急局、规划自然资源局为常驻成员单位 ；

市规划自然资源局、市水利局、市交通局、市文化旅游委、市气象局、重庆海事局、长江重庆航道局，

奉节县应急局、规划自然资源局、海事处，巫山县海事处以及有关队伍为非常驻成员单位。

2.2  县级组织指挥机构

奉节县、巫山县自然灾害应急总指挥部是本地区三峡库区长江航道危岩崩塌事件抢险救援的组

织指挥机构，负责辖区内危岩崩塌事件的抢险救援工作。

2.3  现场指挥部

三峡库区长江航道奉节、巫山段危岩崩塌事件发生后，在市自然灾害应急总指挥部的统一领导下，

依托一线指挥部视情况成立现场指挥部（现场指挥部成员单位职责见附件 2），统一领导、组织指挥

现场抢险救援工作。当党中央、国务院决定成立前方指挥部时，现场指挥部应当移交指挥权，服从

其统一领导指挥，做好各项应对处置工作。当国家层面派出工作组时，现场指挥部接受其业务指导，

做好相应保障工作。

现场指挥部实行指挥长负责制，主要职责为制定和组织实施抢险救援方案，指挥调度应急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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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抢险救援，向市自然灾害应急总指挥部报告事态发展及救援情况，下设综合协调、抢险救援、

医学救援、秩序维护、舆情导控、后勤保障、善后处置等工作组（现场指挥部构建图见附件 3）。

工作组分工及主要职责为 ：

（1）综合协调组 ：由市应急局牵头，市规划自然资源局、事发地县政府和市级有关行业主管部

门等组成。主要职责为统筹协调现场指挥部工作，负责有关县、市级有关部门和有关队伍报到 ；调

度各类应急队伍、物资、装备参与救援 ；收集现场情况，汇总、报送重要信息，做好工作报告 ；做

好现场指挥部工作会商、现场会议等有关服务保障工作 ；做好现场指挥部指令的上传下达和督办议

定事项 ；强化与上级、后方指挥部沟通对接，报告请示事项等 ；开展危岩崩塌事件处置评估工作。

（2）抢险救援组 ：由市应急局牵头，根据危岩崩塌事件发生的地点、次生衍生灾害类型、影响

范围等因素，由市规划自然资源局、市交通局、市生态环境局、市水利局、市文化旅游委、重庆海

事局、市气象局、市消防救援总队、长江重庆航道局等有关部门组成。主要职责为统筹专家组参与

抢险救援工作 ；拟定抢险救援方案并组织实施 ；指挥各类应急力量参与救援，使用物资、装备等应

急资源 ；根据工作需要，研究救援力量编成、需求等。

（3）医学救援组 ： 由市卫生健康委牵头。主要职责为调集医疗人员和物资，做好伤病人员医疗

救治、转运输送、心理辅导等工作 ；做好送医或在院伤亡人员信息统计等工作。

（4）秩序维护组 ： 由市公安局牵头，市交通局、 重庆海事局等部门组成。 主要职责为做好现场

管控，实施安全警戒，维持现场秩序 ；做好社会面稳控 ；疏导周边交通，做好道路和航道管制，开

辟应急通道。

（5）舆情导控组 ：由市委宣传部牵头，市委网信办等部门组成。主要职责为做好新闻媒体协调

与服务工作，起草新闻通稿，及时发布现场处置信息，组织引导社会舆论。

（6）后勤保障组 ：由事发地县政府牵头，市商务委、市通信管理局、国网市电力公司等有关部

门和单位组成。主要职责为负责现场指挥部和应急队伍的电力、通信、办公设施设备和生活物资等

保障工作。

（7）善后处置组 ：由事发地县政府牵头，市应急局、市民政局、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重庆监

管局等有关部门组成。主要职责为负责调运救灾物资，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 ；开展殡葬、安置、

补助、补偿、抚慰、抚恤、保险理赔等工作。

3  预警行动和信息报送

3.1  监测及预警信息

（1）市和有关县规划自然资源部门进一步健全地质灾害监测预警网络，做好监测预警设备运行

维护，采用 GNSS 监测、裂缝监测、倾斜监测、应力监测、雨量监测方式并结合地面宏观巡查等方法，

加强对三峡库区长江航道奉节、巫山段危岩地灾的监测预警。

（2）及时组织研判三峡库区长江航道奉节、巫山段危岩地灾风险情况，根据地质灾害隐患点监

测数据变化和人工巡查情况提出预警级别，并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当地质灾害体变形进入加速阶段，

各种短临前兆特征显著，预测在数小时或数周内发生大规模地质灾害的概率很大时，定为红色（一级）

预警 ；当地质灾害体变形进入加速阶段中后期，有一定的宏观前兆特征，预测在几天内或数周内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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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大规模地质灾害的概率大时，定为橙色（二级）预警 ；当地质灾害体变形进入加速阶段初期，有

明显的变形特征，预测在数月内或一年内发生大规模地质灾害的概率较大时，定为黄色（三级）预警 ；

当地质灾害体进入匀速变形阶段，有变形迹象，预测一年内可能发生地质灾害时，定为蓝色（四级）

预警。

（3）建立预警信息互联互通机制，发布的预警信息及时通报交通、应急、文化旅游、水利、海事、

气象等市级有关部门，同时抄告一线指挥部。

3.2  预警行动

3.2.1  一级、二级预警行动

（1）市自然灾害应急总指挥部行动。

预警信息发布后，及时召集成员单位开展会商研判，原则上一级预警由总指挥长或委托常务副

总指挥长召集主持，二级预警由副总指挥长召集主持 ；视情况组织有关部门、单位提前做好队伍、

物资、装备准备和向高风险区域前置力量等工作。

（2）一线指挥部行动。

了解掌握情况，依据可能发生灾害的范围、准备情况、发展趋势等作出综合研判，统筹协调、

督促指导有关成员单位快速开展预警行动 ；赴现场指导工作。

（3）市级有关部门行动。

市规划自然资源局 ：加强值班值守 ；对危岩地灾点开展巡查、排查、监测预警 ；加强危岩地灾

易发地段的雨情、险情收集，以及地质灾害风险研判和预警预报 ；做好技术支撑队伍应急准备工作。

市应急局、市消防救援总队 ：加强值班值守 ；调度各级抢险救援队伍进入待命状态，视情况前

置有关队伍、装备、物资等应急资源 ；做好抢险救援所需物资、装备调集准备。

市交通局 ：加强值班值守 ；调度本行业有关队伍进入待命状态，做好物资、装备准备 ；督促可

能受影响的港口码头、水上施工建设项目做好应急准备并停止作业 ；加强影响范围内跨江大桥的安

全防护工作 ；发布受影响的地方水域航行警告或禁航命令。

重庆海事局 ：加强值班值守 ；调度本行业有关队伍进入待命状态，做好物资、装备准备 ；一级

预警时，发布长江航道重庆段受影响水域禁航通告，对受影响水域实施交通管制，禁止船舶通过禁

航水域 ；二级预警时，发布长江航道重庆段受影响水域航行警告，禁止客货运船舶在雨天和夜晚通

过受影响水域，规范禁止夜间通过时船舶的等待水域。

长江重庆航道局 ：加强值班值守 ；调度本行业有关队伍进入待命状态，做好物资、装备准备 ；

督促可能受影响的航道维护工程单位做好应急准备并停止作业。

市水利局 ：加强值班值守 ；做好水文监测及信息推送工作 ；督促可能受影响的水利设施管理单

位做好应急准备。

市气象局 ：加强值班值守 ；持续做好气象信息监测报送工作。

市文化旅游委 ：加强值班值守，提醒有关景区、旅行社提前采取防范措施。

（4）有关县行动。

组织工作组赴现场了解掌握情况，研判事态发展，及时向一线指挥部报告有关情况 ；视情况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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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物资、装备、队伍等调度准备工作 ；组织有关部门、单位快速开展预警行动。

3.2.2  三级、四级预警行动

（1）有关县行动。

预警信息发布后，县自然灾害应急总指挥部组织有关部门、单位开展会商研判，一线指挥部参加 ；

加强值班值守 ；做好信息监测工作 ；组织工作组赴现场了解掌握情况 ；视情况做好物资、装备、队

伍等调度准备工作。

（2）一线指挥部行动。

组织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工作，了解掌握情况，必要时报告市自然灾害应急总指挥部。

（3）市级有关部门行动。

市规划自然资源、应急、交通、水利、文化旅游、气象、海事、消防等有关部门应加强对县级

有关部门、单位开展预警行动的督促指导。

3.3  预警行动结束

当发布预警的部门、单位宣布解除警报，终止预警期，确认危岩崩塌事件不可能发生或者危险

已经解除时，一线指挥部或县自然灾害应急总指挥部应及时解除预警，并通知有关成员单位。

3.4  信息报送

（1）有关县及其有关部门和所辖乡镇（街道）等基层单位，是危岩崩塌事件信息报告的责任主体。

专业机构、监测网点和信息网格员应及时向所在地政府及其主管部门报告危岩崩塌事件信息。

（2）危岩崩塌事件发生后，有关县及其有关部门、单位按规定报告突发事件信息的同时，报一

线指挥部。一线指挥部接报后，应在 30 分钟内电话报告、1 小时内书面报告市自然灾害应急总指挥

部办公室。初判发生重大及以上危岩崩塌事件，一线指挥部应在 30 分钟内电话报告、1 小时内书面

报告市自然灾害应急总指挥部（信息报告图见附件 4）。

4  应急响应

4.1  先期处置

（1）危岩崩塌灾害受影响单位要立即组织本单位人员有序撤离，组织本单位应急队伍营救受灾

人员，标明危险区域，封锁危险场所，并采取其他防止危害扩大的必要措施。

（2）事发地村（社区）和其他组织要立即进行动员，组织群众紧急转移疏散，开展自救互救，

协助维护社会秩序。所在乡镇（街道）要在第一时间调动应急队伍，组织人员转移疏散至安全避难

场所，采取措施控制事态发展，并做好专业应急力量引导等先期处置工作。

（3）事发地县委、县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结合实际情况，迅速调动有关专业应急力量赶赴现场，

掌握现场态势，控制事态发展，减少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

4.2  分级响应

按照灾害严重程度、影响范围和救援能力，市级层面应急响应按险情由高到低分为一级、二级，

按灾情由高到低分为一级、二级、三级、四级（响应流程图见附件 5）。

4.2.1  险情响应

4.2.1.1  险情一级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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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动条件 ：（1）险情可能达到重大、特别重大灾害级别的 ；（2）险情涉及面广、敏感复杂或应

对不当可能造成严重后果的。

启动程序 ：一线指挥部报告市自然灾害应急总指挥部办公室，由市自然灾害应急总指挥部办公

室主任报请分管三峡库区水环境保护和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副总指挥长决定启动。

响应措施 ：（1）市规划自然资源局牵头，市应急局配合，派出工作组前往现场，联合一线指挥

部指导有关县开展应对处置工作 ；（2）一线指挥部会同工作组参加有关县组织的会议，听取情况汇报，

提出工作建议 ；（3）有关情况及时上报市委、市政府 ；（4）当险情演变为灾情时，一线指挥部视情

况报市自然灾害应急总指挥部，及时启动相应级别的灾情应急响应。

4.2.1.2  险情二级响应

启动条件 ：险情可能达到一般、较大灾害级别的。

启动程序 ：一线指挥部报本级指挥长，由本级指挥长决定启动。

响应措施 ：（1）一线指挥部派出工作组前往现场指导有关县开展应对处置工作 ；（2）工作组参

加有关县组织的会议，听取情况汇报，提出工作建议 ；（3）当险情演变为灾情时，一线指挥部视情

况报市自然灾害应急总指挥部办公室，及时启动相应级别的灾情应急响应。

4.2.2  灾情响应

4.2.2.1  灾情一级响应

启动条件 ：（1）危岩崩塌事件可能达到特别重大级别的 ；（2）危岩崩塌事件可能达到重大级别，

且涉及面广、敏感复杂或处置不当后果严重的 ；（3）市自然灾害应急总指挥部总指挥长指示要求启

动的。

启动程序 ：一线指挥部指挥长报市自然灾害应急总指挥部，由市自然灾害应急总指挥部总指挥

长决定启动。

响应措施 ：（1）成立现场指挥部，由市自然灾害应急总指挥部总指挥长任指挥长，统一领导现

场指挥工作，先期成立的有关现场指挥机构移交指挥权 ；（2）召开现场指挥部会议，听取情况汇报，

研究制定应对处置方案并组织实施 ；（3）调集（征用）全市范围内的队伍、物资、装备、基础设施 ；（4）

请求国家、驻渝部队、周边省份予以支援 ；（5）有关情况及时上报党中央、国务院和市委、市政府 ；（6）

国家成立前方指挥部或派出工作组时，接受其领导或指导。

4.2.2.2  灾情二级响应

启动条件 ：（1）危岩崩塌事件可能达到重大级别的 ；（2）危岩崩塌事件可能达到较大级别，且

涉及面广、敏感复杂或处置不当后果严重的 ；（3）市自然灾害应急总指挥部研判认为确有必要的。

启动程序 ：一线指挥部指挥长报市自然灾害应急总指挥部，由分管三峡库区水环境保护和地质

灾害防治工作的副总指挥长决定启动。

响应措施 ：（1）成立现场指挥部，由分管三峡库区水环境保护和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副总指挥

长任指挥长，统一领导现场指挥工作，先期成立的有关现场指挥机构移交指挥权 ；（2）召开现场指

挥部会议，听取情况汇报，研究应对处置方案，根据实际情况决定采用相应专业处置措施 ；（3）调

集（征用）全市范围内的队伍、物资、装备、基础设施 ；（4）请求国家、驻渝部队、周边省份予以支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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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有关情况及时上报市委、市政府 ；（6）国家派出工作组时，接受其指导。

4.2.2.3  灾情三级响应

启动条件 ：（1）发生较大级别危岩崩塌事件的 ；（2）发生跨县一般级别危岩崩塌事件的。

启动程序 ：一线指挥部报市自然灾害应急总指挥部办公室，由市自然灾害应急总指挥部办公室

主任决定启动。

响应措施 ：（1）市自然灾害应急总指挥部办公室组建工作组前往现场，联合一线指挥部指导事

发地指挥部开展应对处置工作 ；（2）一线指挥部会同工作组参加有关县现场指挥部会议，听取情况

汇报，提出工作建议 ；（3）根据县现场指挥部提出的请求，协调相关的队伍、物资、装备参与救援 ；（4）

当危岩崩塌事件事态可能升级（扩大）时，市自然灾害应急总指挥部办公室提请市自然灾害应急总

指挥部及时调整相应等级。

4.2.2.4  灾情四级响应

启动条件 ：发生一般危岩崩塌事件的。

启动程序 ：一线指挥部报本级指挥长，由本级指挥长决定启动。

响应措施 ：（1）一线指挥部派出工作组前往现场指导事发地指挥部开展应对处置工作 ；（2）工

作组参加有关县现场指挥部会议，听取情况汇报，提出工作建议 ；（3）根据县现场指挥部提出的请求，

协调有关的队伍、物资、装备参与救援 ；（4）有关情况及时上报市自然灾害应急总指挥部办公室 ；（5）

当危岩崩塌事件事态可能升级（扩大）时，提请市自然灾害应急总指挥部办公室及时调整相应等级。

涉及巫山县与湖北省恩施州交界的一般、较大危岩崩塌事件，由一线指挥部与恩施州应急部门

进行沟通协调，联合开展抢险救援工作。涉及巫山县与湖北省恩施州交界的重大、特别重大危岩崩

塌事件，由市自然灾害应急总指挥部与湖北省省级应急指挥机构成立联合指挥部，统一指挥调度相

关力量开展抢险救援工作。当国家层面成立前方指挥部时，移交指挥权。

4.2.3  危岩崩塌典型事件类型处置措施

4.2.3.1  危岩崩塌高处坠落打击处置措施

（1）现场侦查。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利用无人机、遥感技术、地面勘测、水上勘测等多种手

段进行侦查，掌握人员伤亡、灾害范围、坡岸稳定、船舶和周边设施受损等情况。

（2）组织研判。根据侦查结果，现场指挥部抢险救援组组织专家进行分析研判，对地质稳定、

航道水文、通航环境、气象影响、次生衍生灾害事件可能性等作出评估。

（3）制定计划。根据评估结果，划定危岩崩塌事件现场及周边核心处置区、安全警戒区和外围

管控区 ；制定抢险救援方案，明确救援力量编成。

（4）交通管控。实行交通管制等限行措施，保证应急交通工具的优先安排、调度和放行，确保

抢险救灾物资和人员能够及时、安全送达 ；对危险路段、桥梁、景点等区域实施警戒、管制、关闭

等措施。

（5）现场救援。在人命救援、人员疏散优先的前提下，组织开展受损船舶救助、拖移、打捞以及文物、

重要设施等保护。

（6）次生衍生灾害事件处置。针对危险化学品泄漏、火灾等次生衍生灾害事件开展应急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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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2  危岩入江引发涌浪处置措施

（1）疏散人员。涌浪发生时，立即通过各种手段发出警报，及时对涌浪可能影响范围的涉险人

员及船舶进行疏散。

（2）现场侦查。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利用无人机、遥感技术、地面勘测、水上勘测等多种手

段进行侦查，了解灾害范围周边人员活动、坡岸稳定、对船舶和周边设施影响等情况。

（3）组织研判。根据侦查结果，抢险救援组组织专家进行分析研判，对危岩崩塌方量、涌浪影

响范围、航道条件、通航环境、气象影响、次生衍生灾害事件可能性等作出评估。

（4）制定方案。根据评估结论，划定危岩崩塌事件现场及周边核心处置区、安全警戒区和外围

管控区 ；实施管控措施 ；及时疏散涉险人员，制定抢险救援方案，明确救援力量编成。

（5）交通管控。实行交通管制等限行措施，保证应急交通工具的优先安排、调度和放行，确保

抢险救灾物资和人员能够及时、安全送达 ；对灾害影响航段、路段、桥梁、景点等区域实施警戒、

管制、关闭等措施。

（6）现场救援。组织对涌浪影响范围内的人员进行搜救，在人命救援优先的前提下，组织开展

受损船舶救助、拖移、打捞以及文物、重要设施等保护 ；尽快疏通陆上应急道路、恢复通信和电力

供应等。

（7）次生衍生灾害事件处置。针对危险化学品泄漏、火灾、环境污染等次生衍生灾害事件开展

应急处置。

4.2.3.3  危岩崩塌造成航道堵塞处置措施

（1）现场侦查。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利用无人机、遥感技术、地面勘测、水上勘测等多种手

段进行侦查，了解灾害范围周边人员活动、坡岸稳定、对船舶通航和周边设施影响等情况。

（2）组织研判。根据侦查结果，抢险救援组组织专家进行分析研判，对灾害范围、危岩崩塌方量、

航道条件、气象影响、通航环境、次生衍生灾害事件可能性等作出评估。

（3）制定方案。根据评估结论，划定危岩崩塌事件现场及周边核心处置区、安全警戒区和外围

管控区 ；实施管控措施 ；及时疏散涉险人员，制定抢险救援方案。

（4）航段管控。由重庆海事局报请长江海事局对长江干线三峡库区船舶进行交通管制，制定船

舶通航管控方案，保证应急交通工具的优先安排、调度和放行，确保抢险救灾物资和人员能够及时、

安全送达。

（5）水利管控。由市水利局报请水利部长江委对堵塞航段上下游制定应急水量调度方案，并组

织实施。

（6）其他管控。对灾害影响路段、桥梁、景点、居民聚集地及其他重要设施、区域实施监测、警戒、

管制、关闭等措施。

（7）航道维护。由长江万州航道处报请长江重庆航道局对灾害航段的航道情况进行监测和维护，

制定航道疏浚方案，紧急疏通航道。

4.2.3.4  其他处置措施

（1）医疗救治。组织开展伤员救治、心理援助等医疗卫生救援工作 ；视情况增派医疗卫生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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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卫生应急队伍、调配急需医药物资，支持医学救援。

（2）紧急征用。紧急调集征用机关办公场所、码头港口、景点、学校、医院、酒店等建筑物以及物资、

船舶、大型工程装备、车辆等参与应对处置工作。

（3）秩序管控。维护现场治安秩序，必要时依法采取强制措施，保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避免

发生干扰破坏抢险救援工作等行为。

（4）污染物处置。控制和处置污染物 ；保护环境敏感目标，开展环境应急监测，减轻对环境的影响 ；

妥善处置危岩崩塌事件应对所产生的废弃物。

（5）信息发布。及时收集汇总上报危岩崩塌事件动态，由现场指挥部统一对外发布信息，召开

新闻发布会 ；组织媒体开展宣传报道，做好网上舆情监测和引导，及时回应社会关切。

（6）善后处置。及时组织救灾物资和生活必需品的调拨，做好人员转移安置、生活救助和遇难

人员殡葬等工作，开展统计、核实和评估工作。

4.3  响应调整

（1）对比较敏感，或发生在重大活动举办、重要会议召开等时期的危岩崩塌事件，可适当提高

响应级别。

（2）危岩崩塌事件得到有效控制，经启动响应的主体充分研判后，可降低响应级别 ；当事态扩大，

超出启动响应主体的职责或处置能力时，及时向上一级组织指挥机构提出请求，由上一级组织指挥

机构提供支援或启动更高级别响应。上级组织指挥机构根据事态发展情况有权调整下级组织指挥机

构响应等级。

4.4  响应终止

危岩崩塌事件应对处置工作结束，或相关威胁危害得到控制、消除后，由专家组评估认定，提

出响应终止的建议，经现场指挥部同意后，现场指挥部指挥长宣布应急结束，或逐步停止有关抢险

救援措施，有序撤离应急队伍和工作人员。同时，继续采取或实施必要措施，防止发生次生、衍生

事件。

5  后期处置

5.1  善后处置

应急结束后，由事发地县政府负责，按有关法规和政策，对受灾人员给予救治、救济和抚恤，

做好灾民安抚、转移安置、灾害后续监测及必要的防范等善后工作 ；迅速对危岩崩塌事件现场进行

清理，排除障碍，恢复交通，保障城市功能，并统筹安排灾区的生产生活和恢复重建工作。

5.2  征用补偿

对危岩崩塌事件中紧急调集、征用有关单位及个人的物资、设备设施、交通运输工具等，按有

关规定和标准给予补偿。

5.3  保险理赔

危岩崩塌事件发生后，事发地县政府、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重庆监管局及时协调有关保险公

司提前介入，按有关规定做好保险理赔工作。

5.4  处置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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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救援结束后，现场指挥部各工作组对本组工作开展情况进行评估，评估情况报综合协调组

汇总形成危岩崩塌事件处置评估报告，评估报告按危岩崩塌事件级别报市、县自然灾害应急总指挥部，

同时抄告一线指挥部。

6  应急保障

6.1  基础设施保障

（1）救援基地。将全市现有救援基地（含水上、陆地、航空）纳入三峡库区长江航道危岩崩塌

事件抢险救援基地保障系统 ；建设三峡库区长江航道危岩崩塌事件抢险救援基地，完善船舶拖移、

人员转移、人命救助等功能，形成综合救援能力 ；一线指挥部建立救援基地统一调度使用管理机制。

（2）直升机起降点。市应急部门根据三峡库区长江航道危岩点分布情况，确定奉节、巫山县及

周边地区直升机起降点，形成科学合理的力量部署。

（3）应急避难场所。市级有关部门和一线指挥部指导奉节县、巫山县对现有的紧急避险锚地、

港口码头、沿江景点等场所进行改造，明确标志标识，使其具备应对三峡库区危岩崩塌的功能。

6.2  通信保障

市级有关部门和有关单位应当结合实际，配备有线、无线和卫星等通信保障装备，各救援基地

应当配备救援所需的通信保障装备，应急救援队伍应当配备可视设施设备、移动单兵等通讯设备，

保证日常应急管理联络安全、畅通。

6.3  队伍保障

将全市现有应急救援队伍（含水上、陆地、航空）纳入三峡库区长江航道危岩崩塌事件抢险救

援队伍体系，由一线指挥部制定队伍调度办法，明确队伍调度程序，建立全市抢险救援队伍台账，

并定期进行更新，指导督促有关部门加强队伍建设。当成立现场指挥部时，应急救援队伍由其统一

调度指挥。

6.4  物资保障

制定应急物资调度办法，明确应急物资调度程序，建立应急物资台账，并定期进行更新。

6.5  社会动员保障

在市自然灾害应急总指挥部的统筹下，民政、应急、共青团、红十字会等市级有关部门、有关

单位应组织引导有关社会应急力量、社会组织、志愿者、社会公众（以下统称社会救援力量）有序

参加抢险救援工作。社会救援力量服从现场指挥部统一指挥调度。

6.6  技术保障

组建重庆市三峡库区长江航道危岩崩塌事件抢险救援专家组。专家组由应急、地质、气象、水文、

交通、生态环境等行业领域专家组成，为现场救援指挥、灾情分析研判、救灾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

提供技术支撑。

6.7  经费保障

前置队伍的经费，由市财政和有关县财政根据前置驻防时间和抢险救援实际情况予以统筹安排。

其他救援基地、运行保障的经费由市级有关部门、有关单位和有关县按照职能职责分别承担。队伍

出动、基地使用、装备调度所需经费按照有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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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其他保障

公安、交通、卫生健康、通信管理等市级有关部门及事发地县政府按职责做好治安、交通、医

疗卫生、通信、后勤保障等工作。

7  预案管理

7.1  预案体系

我市建立三峡库区长江航道危岩崩塌事件抢险救援“1+6+2+N”应急预案体系（详见附件 6）。“1”

指本预案（由市应急局负责编制）；“6”指市规划自然资源、交通、水利、气象、海事、文化旅游等

部门根据本预案制定的本部门本领域职责的应急预案 ；“2”指奉节县、巫山县根据本预案制定的本

行政区域专项应急预案 ；“N”指有关乡镇（街道）、村（社区）和景区、危岩地灾点、应急避难场所、

港口码头及其他重要基础设施管理责任单位制定的疏散逃生预案或现场处置方案。

7.2  预案演练

市应急局根据本预案每 3 年组织开展 1 次综合性实战应急演练，每年组织 1 次桌面推演。市规

划自然资源、交通、水利、气象、海事、文化旅游等部门和奉节县、巫山县根据制定的预案，每 3

年组织开展 1 次实战应急演练。有关乡镇（街道）、企事业单位、景区管理单位根据制定的预案，每

年组织开展应急演练。

7.3  动态更新

本预案和根据本预案制定的其他预案中涉及的应急队伍、救援基地、专家等信息应每年更新 1 次，

有重大变动的应及时调整。

7.4  预案解释

本预案由市应急局负责解释。

7.5  预案实施

本预案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附件 ：1．市级指挥机构图

                    2．现场指挥部成员单位职责

                    3．现场指挥部构建图

                    4．信息报告图

                    5．响应流程图

                    6．“1+6+2+N”应急预案体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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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市级指挥机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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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现场指挥部成员单位职责

市应急局 ：联合有关县政府负责一线指挥部日常工作 ；负责灾情一、二级应急响应的抢险救援

工作，制定抢险救灾方案，组织、指挥、协调有关县政府、市级有关部门和抢险救援力量开展应急

抢险救援工作。

市规划自然资源局 ：负责三峡库区长江航道奉节、巫山段危岩地灾预防工作，组织、指导、协

调和监督调查评价、监测预警、综合治理工作，承担应急救援的技术支撑工作。

市委宣传部 ：组织三峡库区长江航道奉节、巫山段危岩崩塌事件宣传报道和舆情管控工作，指

导开展信息发布。

市委网信办 ：统筹网络舆情监测、预警、报告和处置，负责网络舆情研判和管理。

市公安局 ：负责现场警戒、道路交通管制和治安工作，协助组织人员疏散撤离，控制易燃、易爆、

有毒物质泄漏。

市民政局 ：负责支持引导社会力量参与抢险救援工作，督促指导有关县政府及时将符合条件的

受灾人员纳入临时救助或最低生活保障范围。

市财政局 ：负责筹集调度三峡库区长江航道奉节、巫山段危岩崩塌防治和救灾资金，及时拨付

专项资金，负责救灾资金使用的监管工作。

市生态环境局 ：负责对危岩崩塌事件诱发的次生突发环境事件现场及周围区域环境组织应急监

测，提出防止事态扩大和控制污染的要求或建议，并对事件现场污染物的清除以及生态破坏的恢复

等工作予以指导。

市住房城乡建委 ：参加抢险救援组工作，协调对受危岩崩塌事件影响建筑的安全鉴定和应急监测，

协助人员疏散避险。

市城市管理局 ：参与危岩崩塌事件抢险救援工作，负责受灾城市道路、城市桥梁、城市隧道等

设施的应急抢险处置工作。 

市交通局 ：参与危岩崩塌事件抢险救援工作 ；负责公路、水路应急运输保障工作。

市水利局 ：参与危岩崩塌事件抢险救援工作 ；负责三峡库区危岩崩塌范围内移民迁建区、移民

迁建设施地灾救援工作。

市商务委 ：参与危岩崩塌事件生活物资保障工作，协助事发地县政府，联动粮食等重点生活物

资市级主管部门、有关重点保供企业做好抢险队伍和受灾群众的生活物资保障工作。

市文化旅游委 ：参与涉旅危岩崩塌事件抢险救援工作，统筹协调旅游景区主管部门做好旅游景

区内部道路抢险救援工作。

市卫生健康委 ：负责组织有关医疗单位对伤病人员实施救治。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重庆监管局 ：指导保险机构做好保险理赔工作。

重庆海事局 ：负责危岩崩塌事件危及船舶航行安全时的应急处置和协调工作 ；当发生威胁通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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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的危岩崩塌事件时，实施水上交通管制，做好船舶交通组织和疏导工作。

市气象局 ：负责提供抢险救援期间的气象信息，按照工作需要及时发布灾害性天气趋势分析和

预报。

市通信管理局 ：负责组织协调应急抢险救援过程中应急通信保障。

市消防救援总队 ：负责组织消防救援人员参与危岩崩塌事件抢险救援行动。

国网市电力公司 ：负责组织协调应急抢险救援过程中的电力保障。

团市委 ：协同配合组织相应的社会应急救援力量参与应急救援工作。

市红十字会 ：负责对伤病人员和其他受害者提供紧急救援和人道救助，组织志愿者参与现场救护。

长江重庆航道局 ：参与长江航道抢险救援，组织做好航道疏浚、水上应急救助工作。

奉节县、巫山县政府 ：负责报送危岩崩塌事件有关情况 ；落实市委、市政府和市自然灾害应急

总指挥部有关指示要求 ；组织开展一般、较大危岩崩塌事件的抢险救援工作 ；会同市级有关部门做

好重大、特别重大危岩崩塌事件抢险救援工作的后勤保障 ；组织做好善后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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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响应流程图

险情响应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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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情响应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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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6

“1+6+2+N”应急预案体系表

序号 编  制  单  位 应  急  预  案  名  称

一、市专项应急预案

1 市应急局 重庆市三峡库区长江航道危岩崩塌事件抢险救援应急预案

二、市级有关部门应急预案

1 市规划自然资源局 重庆市规划自然资源局三峡库区长江航道危岩崩塌事件技术保障应急预案

2 市交通局 重庆市交通局三峡库区长江航道危岩崩塌事件抢险救援应急预案

3 市水利局 重庆市水利局三峡库区长江航道危岩崩塌事件抢险救援应急预案

4 市文化旅游委 重庆市文化旅游委三峡库区长江航道危岩崩塌事件抢险救援应急预案

5 重庆海事局 重庆海事局三峡库区长江航道危岩崩塌事件抢险救援应急预案

6 重庆市气象局 重庆市气象局三峡库区长江航道危岩崩塌事件保障应急预案

三、县专项应急预案

1 奉节县政府 奉节县三峡库区长江航道危岩崩塌事件抢险救援应急预案

2 巫山县政府 巫山县三峡库区长江航道危岩崩塌事件抢险救援应急预案

四、N项专项应急预案

（一）县级有关部门应急预案

1 奉节县规划自然资源局 奉节县规划自然资源局三峡库区长江航道危岩崩塌事件抢险救援应急预案

2 奉节县交通局 奉节县交通局三峡库区长江航道危岩崩塌事件抢险救援应急预案

3 奉节县水利局 奉节县水利局三峡库区长江航道危岩崩塌事件抢险救援应急预案

4 奉节县文化旅游委 奉节县文化旅游委三峡库区长江航道危岩崩塌事件抢险救援应急预案

5 奉节海事处 奉节海事处三峡库区长江航道危岩崩塌事件抢险救援应急预案

6 奉节县气象局 奉节县气象局三峡库区长江航道危岩崩塌事件抢险救援应急预案

7 巫山县规划自然资源局
巫山县规划自然资源局三峡库区长江航道危岩崩塌事件抢险救援应急预

案

8 巫山县交通局 巫山县交通局三峡库区长江航道危岩崩塌事件抢险救援应急预案

9 巫山县水利局 巫山县水利局三峡库区长江航道危岩崩塌事件抢险救援应急预案

10 巫山县文化旅游委 巫山县文化旅游委三峡库区长江航道危岩崩塌事件抢险救援应急预案

11 巫山海事处 巫山海事处三峡库区长江航道危岩崩塌事件抢险救援应急预案

12 巫山县气象局 巫山县气象局三峡库区长江航道危岩崩塌事件抢险救援应急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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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长江万州航道处 长江万州航道处三峡库区长江航道危岩崩塌事件抢险救援应急预案

（二）乡镇（街道）应急预案

1 白帝镇 奉节县白帝镇疏散逃生应急预案

2 夔门街道 奉节县夔门街道疏散逃生应急预案

3 永乐镇 奉节县永乐镇疏散逃生应急预案

4 大溪乡 巫山县大溪乡疏散逃生应急预案

5 曲尺乡 巫山县曲尺乡疏散逃生应急预案

6 建平乡 巫山县建平乡疏散逃生应急预案

7 两坪乡 巫山县两坪乡疏散逃生应急预案

8 三溪乡 巫山县三溪乡疏散逃生应急预案

9 培石乡 巫山县培石乡疏散逃生应急预案

10 抱龙镇 巫山县抱龙镇疏散逃生应急预案

11 巫峡镇 巫山县巫峡镇疏散逃生应急预案

备注：有关乡镇（街道）要指导有关村（社区）制定应急工作方案

（三）景区应急预案

1 夔州古城景区 夔州古城景区疏散逃生应急预案

2 白帝城·瞿塘峡景区 白帝城·瞿塘峡景区地灾滑坡安全应急预案

3 归来三峡演艺平台 归来三峡演艺平台疏散逃生应急预案

4 白帝城景区 白帝城景区停车场疏散逃生应急预案

5 宝塔坪旅游码头 宝塔坪旅游码头疏散逃生应急预案

6 文峰景区 文峰景区疏散逃生应急预案

7 神女景区 神女景区疏散逃生应急预案

（四）港口码头应急预案

1
重庆港奉节港区宝塔坪旅游

码头客运码头
重庆港奉节港区宝塔坪旅游码头客运码头疏散逃生应急预案

2
重庆港奉节港区长江左岸宝

塔坪滚装船码头客滚码头
重庆港奉节港区长江左岸宝塔坪滚装船码头客滚码头疏散逃生应急预案

3
巫山县北门港区码头（九码

头）
巫山县北门港区码头（九码头）疏散逃生应急预案

4
巫山县高唐街道北门港区

（北门码头）
巫山县高唐街道北门港区（北门码头）疏散逃生应急预案

5 巫山县宁江路龙门旅游码头 巫山县宁江路龙门旅游码头疏散逃生应急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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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巫山县抱龙镇青石水域（神

女溪旅游码头）
巫山县抱龙镇青石水域（神女溪旅游码头）疏散逃生应急预案

（五）避难场所应急预案

1 夔门高中 夔门高中操场疏散逃生应急预案

2 广厦希望小学 广厦希望小学疏散逃生应急预案

3 奉节县体育馆 奉节县体育馆疏散逃生应急预案

4 胡家社区 胡家社区办公地疏散逃生应急预案

5 滨河公园 滨河公园疏散逃生应急预案

6 奉节县西部第一小学 奉节县西部第一小学疏散逃生应急预案

7 奉节职教中心 奉节职教中心疏散逃生应急预案

8 康坪九年一贯制学校 康坪九年一贯制学校疏散逃生应急预案

9 奉节县韩家坝广场 奉节县韩家坝广场疏散逃生应急预案

10 奉节县新铺广场 奉节县新铺广场疏散逃生应急预案

11 长梁子小学 长梁子小学疏散逃生应急预案

12 奉节县旧屋基广场 奉节县旧屋基广场疏散逃生应急预案

13 奉节县山庙村广场 奉节县山庙村广场疏散逃生应急预案

14 奉节县安坪镇滨河公园 奉节县安坪镇滨河公园疏散逃生应急预案

15 奉节县文家湾广场 奉节县文家湾广场疏散逃生应急预案

16 巫山县暮雨公园 巫山县暮雨公园疏散逃生应急预案

17 巫山县朝云公园 巫山县朝云公园疏散逃生应急预案

18 巫山县望霞公园 巫山县望霞公园疏散逃生应急预案

19 巫山中学（高中部） 巫山中学（高中部）疏散逃生应急预案

20 巫山中学（初中部） 巫山中学（初中部）疏散逃生应急预案

21 巫峡中学 巫峡中学疏散逃生应急预案

22 巫山县仙桥文化广场 巫山县仙桥文化广场疏散逃生应急预案

23 巫山县骡坪镇休闲广场 巫山县骡坪镇休闲广场疏散逃生应急预案

（六）地灾点现场处置方案

1 奉节县规划自然资源局 长江吊嘴危岩地灾现场处置方案

2 奉节县规划自然资源局 长江古栈道1号危岩地灾现场处置方案

3 奉节县规划自然资源局 长江古栈道2号危岩地灾现场处置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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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奉节县规划自然资源局 长江古栈道3号危岩地灾现场处置方案

5 奉节县规划自然资源局 长江大硝洞1号危岩地灾现场处置方案

6 奉节县规划自然资源局 长江大硝洞2号危岩地灾现场处置方案

7 奉节县规划自然资源局 长江大硝洞3号危岩地灾现场处置方案

8 奉节县规划自然资源局 长江大硝洞4号危岩地灾现场处置方案

9 奉节县规划自然资源局 长江坳口1号危岩地灾现场处置方案

10 奉节县规划自然资源局 长江坳口2号危岩地灾现场处置方案

11 奉节县规划自然资源局 长江风箱峡1号危岩地灾现场处置方案

12 奉节县规划自然资源局 长江风箱峡2号危岩地灾现场处置方案

13 奉节县规划自然资源局 长江狮子包危岩地灾现场处置方案

14 奉节县规划自然资源局 长江谭子崖危岩地灾现场处置方案

15 奉节县规划自然资源局 长江干沟子2号危岩地灾现场处置方案

16 巫山县规划自然资源局 大宁河龙门寨危岩地灾现场处置方案

17 巫山县规划自然资源局 长江黄岩窝危岩带地灾现场处置方案

18 巫山县规划自然资源局 长江板壁岩危岩带地灾现场处置方案

19 巫山县规划自然资源局 长江箭穿洞危岩带地灾现场处置方案

20 巫山县规划自然资源局 巫峡神女溪月亮石至七女塘危岩地灾现场处置方案

21 巫山县规划自然资源局 长江横石溪危岩地灾现场处置方案

22 巫山县规划自然资源局 长江猴子包危岩地灾现场处置方案

23 巫山县规划自然资源局 长江神女峰电站危岩带地灾现场处置方案

24 巫山县规划自然资源局 长江桃树梁子危岩带地灾现场处置方案

25 巫山县规划自然资源局 长江石家坝东危岩带地灾现场处置方案

26 巫山县规划自然资源局 长江老鼠错危岩带地灾现场处置方案

27 巫山县规划自然资源局 长江笔架山危岩带地灾现场处置方案

28 巫山县规划自然资源局 长江手爬岩危岩带地灾现场处置方案

29 巫山县规划自然资源局 长江剪刀峰顺向岸坡、危岩地灾现场处置方案

30 巫山县规划自然资源局 长江青石顺向岸坡、危岩地灾现场处置方案

31 巫山县规划自然资源局 长江龚家坊至独龙危岩带地灾现场处置方案

32 巫山县规划自然资源局 长江神女峰电站西危岩带地灾现场处置方案



—  28  —

重庆市人民政府公报 2023 年第 15 期

序号 编  制  单  位 应  急  预  案  名  称

33 巫山县规划自然资源局 长江三匹梁子危岩带地灾现场处置方案

34 巫山县规划自然资源局 长江庙鸡子危岩带地灾现场处置方案

35 巫山县规划自然资源局 长江马脚里危岩带地灾现场处置方案

36 巫山县规划自然资源局 长江神女峰危岩带地灾现场处置方案

37 巫山县规划自然资源局 长江烂泥湖东危岩带地灾现场处置方案

38 巫山县规划自然资源局 长江望江洞西危岩带地灾现场处置方案

39 巫山县规划自然资源局 长江望江台南危岩带地灾现场处置方案

40 巫山县规划自然资源局 长江浸水湾危岩地灾现场处置方案

41 巫山县规划自然资源局 长江黄南背危岩带地灾现场处置方案

42 巫山县规划自然资源局 长江下后山危岩带地灾现场处置方案

43 巫山县规划自然资源局 长江史家嘴危岩带地灾现场处置方案

44 巫山县规划自然资源局 长江果园场危岩地灾现场处置方案

45 巫山县规划自然资源局 长江南山内危岩带地灾现场处置方案

46 巫山县规划自然资源局 长江曲子滩危岩带地灾现场处置方案

47 巫山县规划自然资源局 长江青岩子危岩带地灾现场处置方案

48 巫山县规划自然资源局 长江授书台危岩带地灾现场处置方案

49 巫山县规划自然资源局 大宁河龙门峡灵芝峰危岩地灾现场处置方案

50 巫山县规划自然资源局 抱龙河口危岩带地灾现场处置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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