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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海县防震减灾局 2022年预算重点领域
财政项目文本公开

（项目一）

一、项目名称

防震减灾事业专项经费。

二、立项依据

根据 2009 年 8 月 3 日印发的《中共通海县委 通海县人民政

府防震减灾工作专题会议纪要》文件要求，为不断推进我县防震

减灾工作创新发展，加强地震监测预报、震灾预防、紧急救援三

大工作体系建设，全力做好防震减灾各项工作，通海县防震减灾

局制定该项目实施方案。

三、项目实施单位

通海县防震减灾局。

四、项目基本概况

县财政每年安排 10 万元防震减灾工作经费，统筹使用，专

项用于防震减灾宣传、地震应急处置、地震监测仪器设备运行维

护、地震群测群防人员观测补贴等各项支出。管理维护好全县地

震观测仪器，确保仪器正常运行，观测数据连续可靠；通过创建

示范学校和示范社区、开展科普讲座、六进宣传等形式多样的宣

传方式提高全县人民的防震减灾意识，督促检查各部门做好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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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准备工作。

五、项目实施内容

（一）制定并组织实施《通海县 2022 年度震情监视跟踪工

作方案》，把震情监视跟踪工作任务分解到人，落实责任。

1.每月对通海县及周边地区进行地震趋势会商分析，每年上

报的月分析意见不少于 12 次，每季度对全县地震监测仪器开展

一次巡查工作，全年巡查不少于 4 次，保证仪器正常运行，数据

完整率不低于 90%；

2.建立宏观观测点不少于 20 个，开展群测群防工作，每年至

少对全县宏观联络员开展 1 次群测群防工作。

（二）制定 2022 年防震减灾宣传计划，按计划逐月开展防

震减灾“六进”宣传活动。

1.组织开展“纪念通海 7.8 级大地震 52 周年”、第十四个“5·12

全国防灾减灾日”、“7·28 唐山大地震 45 周年纪念日”、“11·6 云

南省防震减灾宣传日”、“国际减灾日”等特殊时点防震减灾科普

知识宣传活动及防震减灾“六进”宣传活动次数不少于 5 次；

2.深入学校开展“防震减灾科普知识进校园专题讲座”，提高

师生防震减灾意识，80%以上的学生应急避险能力得到提升

3.继续推进防震减灾科普宣传工作三年行动计划，深入机关、

企业、学校、社区、农村、家庭开展防震减灾宣传，提高全县社

会公众防震减灾意识，60%以上的社会公众应急避险能力得到提

升。

（三）开展地震应急准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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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收集更新全县地震应急基础数据，为地震应急处置决策提

供科学依据。

2.组织开展地震应急检查、应急演练，促使全县地震应急备

震能力增强。

六、资金安排情况

（一）全县地震监测仪器运行及维修维护费用 38600 元。

1.用于支付高大综合观测站、四街强震动台阵电费 4975.48

元×120%（2022 年增加用电量 20%）=6000 元；

2.用于支付全县地震观测仪器维修维护费 3860 元×120%

（2022 年增加维修费用 20%）=5000 元，由于观测仪器老化，购

买维修材料、维修费用增加；

3.用于支付高大台地震监测数据传输网络服务费用 7200 元；

4.用于支付地震监测值班劳务费 1700元×12个月=20400元。

（二）防震减灾宣传费用 18600 元。

1.用于支付制作防震减灾科普知识宣传折页 25000 本×0.24

元=6000元。

2.用于支付印制防震减灾宣传袋 5000 个×1.50 元=7500 元、

防震减灾科普宣传扇 5000 把×0.53元=2650 元，合计 10150 元。

3.用于组织开展防震减灾题专题讲座、“纪念通海 7.8 级大地

震 52 周年”、第十四个“5·12 全国防灾减灾日”、“7·28 唐山大地

震 46 周年纪念日”、“11·6 云南省防震减灾宣传日”、“国际减灾

日”等特殊时点防震减灾科普知识宣传活动及防震减灾“六进”宣

传活动费用、创建防震减灾科普示范学校费用合计 245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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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宏观观测点群测群防经费 28800 元。

1.用于支付全县 21 个宏观观测点聘请的监测员劳务费用 21

人×100 元/月、人×12 个月=25200 元，优秀宏观联络员奖励金 2

人×300 元=600元，合计 25800 元；

2.用于支付群测群防人员业务培训费用 1750 元、办公经费

1250 元，合计 3000 元。

（四）地震应急经费 14000 元。

用于支付开展地震应急用卫星电话费 1000 元/部、年×2 部月

=2000 元；应急响应人培训费用：100 人×50 元/天+讲课费 2000

元=7000元；地震应急检查、应急演练、应急基础数据收集、应

急物资购买等业务委托费用 5000 元，合计 14000 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一）提高全县地震监测预报能力。

管理维护好全县地震观测仪器，每季度对全县地震监测仪器

开展一次巡查工作，全年巡查不少于 4 次，保证仪器正常运行，

观测数据连续可靠，数据完整率不低于 90%；每月对通海县及周

边地区进行地震趋势会商分析，每年上报的月分析意见不少于 12

次；建立宏观观测点不少于 20 个，开展群测群防工作，每年至

少对全县宏观联络员开展 1 次群测群防工作。

（二）提高全县社会公众防震减灾意识和地震应急避险能力。

组织开展“纪念通海 7.8 级大地震 52 周年”、第十四个“5·12

全国防灾减灾日”、“7·28 唐山大地震 45 周年纪念日”、“11·6 云

南省防震减灾宣传日”、“国际减灾日”等特殊时点防震减灾科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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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宣传活动及防震减灾“六进”宣传活动次数不少于 5 次；继续

推进防震减灾科普宣传工作三年行动计划，深入机关、企业、学

校、社区、农村、家庭开展防震减灾宣传，提高全县社会公众防

震减灾意识，60%以上的社会公众应急避险能力得到提升。

（三）提升全县备震能力。

收集更新全县地震应急基础数据，为地震应急处置决策提供

科学依据；组织开展地震应急检查、应急演练，促使全县地震应

急备震能力增强。

八、项目实施成效

通过项目实施，管理维护好全县地震观测仪器，每季度对全

县地震监测仪器开展一次巡查工作，全年巡查不少于 4 次，保证

仪器正常运行，观测数据连续可靠；每月对通海县及周边地区进

行地震趋势会商分析，每年上报的月分析意见不少于 12 次；建

立宏观观测点不少于 20 个，开展群测群防工作培训会。通过推

进防震减灾科普宣传工作三年行动计划、开展科普讲座、六进宣

传等形式多样的宣传方式提高全县人民的防震减灾意识，防震减

灾宣传不少于 5 次；群众满意度达 80%；督促检查各部门做好地

震应急准备工作，提升全县备震能力。

（项目二）

一、项目名称

通海县地震灾害风险普查专项补助经费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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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立项依据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开展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

合风险普查的通知》（国办发〔2020〕12 号）、《云南省人民政府

办公厅关于做好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工作的通知》

（云政办函〔2020〕74 号）、《玉溪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做好第

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工作的通知》（玉政办函〔2020〕

52 号）、《通海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做好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

合风险普查工作的通知》（通政办函〔2021〕10 号）要求，通海

县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启动会议精神，切实做好全

县地震灾害风险普查工作，根据《云南省地震局关于印发云南地

震灾害风险普查实施方案的通知》（云震便函〔2021〕299号），

结合通海实际，开展通海县地震灾害风险普查专项补助经费项目。

三、项目实施单位

通海县防震减灾局。

四、项目基本概况

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是一项重大的国情国力调查，是

提升自然灾害防治能力的基础性工作。通过开展地震灾害风险防

治普查，摸清我县自然灾害风险隐患底数，查明重点地区抗灾能

力，客观认识我县地震灾害综合风险水平，为各级政府有效开展

地震灾害防治工作、切实保障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权威的灾

害风险信息和科学决策依据

五、项目实施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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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展地震灾害致灾调查与评估。主要是基于已有的活

动断层填图资料和城市活动断层探察结果及其他调查资料，形成

全省 1:25 万地震构造数据库，在此数据库基础上形成 1:25 万地

震构造图、1:5 万地震活动断层分布图、区分是否考虑场地效应

两种情况下的 1:25万地震危险性评价图 3 项图件成果。

（二）开展地震灾害重点隐患调查与评估。主要工作是在全

市以人员密集场所、社会服务设施、市政生命线为主要对象，分

别开展人员伤亡隐患评估和影响社会运行隐患评估，形成云南省

地震灾害重点隐患调查成果数据库及承灾体抗震设防情况和地

震灾害重点隐患清单，编制全省地震灾害重点隐患评估图。

（三）开展地震灾害风险评估与区划。主要是基于云南省遥

感影像和经验估计的区域房屋抗震设防能力初判方法，完成房屋

建筑分区标绘和房屋片区震害风险判别，建立房屋承载体抽样详

查数据库，形成房屋抗震能力初步评估图和通海县地震活动断层

避让区划图。

以上项目框架内，包含现有地震活动断层与地震工程地质条

件钻孔基础数据库建设、1:5万活动断层分布图编制、1:5万活动

断层避让区划图编制、地震灾害重点隐患调查与评估、地震灾害

隐患评估与分布图编制，根据工作方案由通海县级财政承担该分

项目预算。具体项目外，县防震减灾局还负责面向各乡镇（街道）

的业务培训、督导，数据整理、入库、核查，及最终普查成果的

推广运用。

六、资金安排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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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通海县防震减灾局测算本项目概算经费投入需 28.5 万元，

由本级财政承担。该项目主要开展 4 项工作任务，详见下表：

序号 工作任务 预算价格（元）

1 现有地震活动断层与地震工程地质条件钻孔基
础数据库建设 72000

2 1:5万活动断层分布图编制 50000

3 1:5万活动断层避让区划图编制 50000

4 地震灾害重点隐患调查与评估（含图件编制） 113000

合计总价 285000

七、项目实施计划

1.全面掌握地震灾害风险要素信息：2022 年 1 月至 11 月，

全面收集获取地震孕灾环境及其稳定性、致灾因子及其危险性等

方面的信息。充分利用已开展的各类普查、相关行业领域调查评

估成果，根据地震灾害实际情况，做好相关信息和数据的补充、

更新和新增调查。

2.实施地震灾害重点隐患调查与评估：2022 年 1 月至 11月，

针对通海县域位于康滇菱形块体南部，小江断裂西支的南端，地

处云南山字型构造、应力场背景较为复杂和集中的区域。通海县

境内有 3 条断裂，为青龙街—西冲断裂、明星—二街断裂和曲江

断裂，均为全新世活动断裂。周围分布的活动性断裂还有小江断

裂、普渡河断裂和石屏—建水断裂，特别是从我县南部穿过的曲

江断裂，是云南地震活动较强烈的断裂带之一。存在城乡抗震设

防水平不均，承灾体设防不完全达标，区域防震减灾救灾能力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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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严重短板等重点隐患，开展调查和识别，特别是针对地震重点

危险区及重点监视防御区的建（构）筑物、重大基础设施、重大

工程、重要自然资源等进行重点调查与分析评估。

3.开展地震灾害风险评估与区划：2022 年 1 月至 11 月。综

合考虑我县当前和未来一段时期地震灾害风险形势、经济社会发

展状况和减灾防治措施等因素，编制地震灾害风险区划图，编制

县级地震灾害风险防治区划图。

八、项目实施成效

通过组织开展地震灾害风险普查，摸清地震灾害风险隐患底

数，查明我县重点区域抗灾能力，客观认识各地区地震灾害风险

水平，为各级政府有效开展地震灾害防治和应急管理工作，切实

保障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的地震灾害风险信息和科学

决策依据。

通海县防震减灾局

2022 年 2 月 15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