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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浦镇防汛防台专项应急预案

1 总则

1.1 编制目的

为有效应对发生在本镇的台风、暴雨、高潮、洪水、灾

害性海浪和风暴潮灾害以及损害防汛设施等突发事件，保证

抢险救灾工作高效有序进行，提高整体抗风险能力，最大程

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保障经济社会稳定发展和城市

安全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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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国防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汛条例》、《上海市防汛条

例》、《上海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办法》

《上海市气象灾害防御办法》《上海市防汛防台专项应急预

案》《宝山区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宝山区防汛防

台专项应急预案》等法律法规和有关文件的规定，结合本镇

实际，制定本预案。

1.3 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发生在月浦镇内的台风、暴雨、高潮、洪

水、灾害性海浪和风暴潮灾害，损害防汛设施等突发事件的

应急处置，是各村、社区、公司、企事业单位编制本单位防汛

防台应急预案的依据。

1.4 工作原则

坚持行政首长负责制，统一指挥，分级分部门负责；统

筹兼顾，局部服从全局；以人为本，抢险救灾先人后物；以

防为主，防救结合；科学决策，快速反应，果断处置；条块

结合，以块为主，条条保证；团结协作，协同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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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基本情况

2.1 自然情况

2.1.1 地理位置

月浦镇位于宝山区东北部，东临宝钢，南与杨行相接，

西与罗店毗连，北依罗泾。全镇总面积 45.3平方公里。

2.1.2 社会经济

镇域内现有 14个村，27个居委会，镇实有人口约 16.5
万，其中本市户籍人口约 6.6 万；区域内地势平坦，大型企

业多。2024 年实现区级财政收入 17.1 亿元，实现固定资产

投资总额 12.5亿元。

2.1.3 气象水文

本镇处在太平洋季风区，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同时处

在天气系统过渡带、中纬度过渡带，受冷暖空气的交替作用

明显，天气情况比较复杂，灾害性天气时有发生，另外本镇

地处长江入海口易受潮水影响，因此几乎每年都会不同程度

地遭受热带气旋（台风）、暴雨、高潮、洪涝的袭击。根据

一年四季降雨分布不均和潮位高低不同的特点划分为“汛

期”和“非汛期”，一般每年 6月 1日至 9月 30日为汛期，

10 月 1日至次年 5 月 31 日为非汛期。汛期、紧急防汛期的

进入、解除及变更，由市防汛指挥机构公告确定。

（1）台风

据统计，每年影响镇的热带气旋平均有 2个，多发生在

7、8、9三个月。

（2）暴雨

本镇位于亚热带季风地区，雨量充沛，年平均降雨量

1168.1 毫米，汛期常年降水量 626.5 毫米，占全年降水量的

54%；汛期有梅雨期影响，常年平均入梅日为 6月 17日，出

梅日为 7月 10日，约为 24天。同时汛期常会出现突发性强

对流灾害和台风暴雨灾害。2017 年 9 月 24 日受低空切变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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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带影响，镇大暴雨测站雨量达全区最高 236毫米。去年 6
月-10月连续出现强降雨情况。

（3）潮水

汛期易受天文大潮及风暴潮影响，特别是当大潮汛期间

碰上寒潮过境或持续偏北大风，如沿江闸门等关闭不及时也

可能导致潮水上岸。

（4）上游洪水

由于宝山区地处长江、黄浦江、蕰藻浜下游，易受上游

（太湖流域泄洪）洪水的影响。

2.2 防汛工程和现状

根据上海的河网分布和地势特点和全市水利控制片划

分，本镇为嘉宝北水利控制片（以下简称 “嘉宝北片”）。

月浦镇（郊区）20年一遇的排涝标准。水闸、泵闸：我镇沿

江沿河有水闸、泵闸 11座，其中 2座区属沿江沿河一线水闸，

3座镇属内河泵闸，5座镇属内河水闸。（附件 6）
2.2.1 区域除涝河流水系

月浦镇（嘉宝北片）内河堤顶设防标高 4.3~4.5 米（设

计高水位 3.9~4.05米）。

镇河道概况总体呈西密东疏的河网水系布局。根据 2021
年区水务局统计显示，本镇共有河湖 175条，全长 118.88公
里，水面积 2.4357 平方公里，水面率 5.379%。其中市管河

道 2条，全长 5.61公里；区管河道 6条，全长 46.23公里；

镇管河道 13 条，全长 21.29 公里；村级河道 150 条，全长

44.4公里；其它河湖 4条，全长 1.35公里。除上述 175条河

湖外，我镇还有 3条名录外水体，全长 0.47公里。

2.2.2 城镇排水

月浦镇区域面积为 45.3平方公里，其中强排水模式（月

浦城区排水系统）面积 2.95平方公里，缓冲式自流排水模式

（自排区域）面积约为 42.35 平方公里。月浦城区排水系统



4

为 3年一遇，总装机流量 22.2m3/s，目前已完成建设并投入

使用。区管理的雨污水管网 26.057km，镇管理的雨污水管网

64.676km。

2.3 风险分析

2.3.1 台风风险

（1）台风来袭时易造成广告牌、空调室外机、晾衣架、

玻璃窗等设施刮落或临时设施的倒塌，造成人身伤害和财产

损失。

（2）台风来袭易造成树木倒伏和电力设施损坏、农业

受灾，以及易影响城市正常运行，并易引发次生灾害。

（3）台风来袭易威胁在建工地、危房简屋等人员安全。

（4）台风来袭易带来风暴增潮，常伴暴雨，引发内涝。

2.3.2 暴雨风险

（1）城区部分道路地势低，排水能力弱，存在安全隐

患。

70年代建设宝钢时，当时设计条件有限，排水工程排水

能力较弱，一旦遇到暴雨排水就十分困难，有些地方出现河

水倒流。镇域内的盛桥古莲路、鹤林路及点位在遇到暴雨时

容易积水，近年来几场特大暴雨就造成了上述道路严重积

水，给行人、周边村（居）民出行造成严重影响。城区排水

系统 2021年 12月基本建成，其排水能力有待得到检验。

（2）危旧房屋和动拆迁基地易受灾害侵袭。

镇域内尚有需要动迁的农村房，历史遗留问题多，短期

全部解决不现实。暴雨期间，动迁遗留户特别是危旧房屋周

边易发生积水。

（3）易发生水环境和水安全冲突。

为保护水环境，防止部分企业将废水偷排入河道，将排

入河道的水路封堵。易造成汛期排水不畅而形成内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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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 高潮风险

当出现天文大潮或风暴潮时，可能造成一线堤防薄弱段

的险情。一线挡潮闸门、潮拍门如果没有关闭，或者关闭不

严，会造成潮水的倒灌。

2.3.4 防汛工程设施风险

在高潮位及风浪等影响下一线堤防可能出现的险情主

要有渗水、漏洞、管涌、陷坑、裂缝、护岸掏空、坍塌、滑

坡、局部缺口（船撞击等）、结构整体失稳、防汛（通道）

闸门漏水或失控、出水口拍门倒灌等险情。泵站、水闸等设

施可能因设备损坏或停电造成无法启用的风险。

2.3.5 灾害叠加风险

台风、暴雨、天文高潮、洪水是本区汛期应对的主要风

险，即可能单一发生，但常相伴而生、重叠影响，即二种、

三种或四种灾害同时影响，该类灾害叠加即常称的“二碰头”

“三碰头”“四碰头”是防汛工作的重中之重，危害极大，

务必高度重视。

2.4 重点防护对象

（1）重点（防灾）保障地区：

重点地区为盛桥城区及盛桥地区及部分农民老旧住房。

（2）道路、街坊（小区）易积水区区域：

月浦地区的盛桥古莲路、鹤林路为主要易积水道路；盛

桥四村小区西块为易积水的居民小区、点位。各易积水小区

要完善预案，有条件的设立五个组：专业电工组、人员转移组、

应急排水组、排堵清淤组、宣传安抚组。

（3）排污能力弱：

盛桥主干道塔源路排污管道、排污集水井污水面较高，加

上盛桥地区排污泵排污慢，强降雨后塔源路沿线的部分小区污水

井污水外溢。

（4）危旧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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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丰村、月狮村、钱潘村以及沈巷村等部分村宅存在老

旧房屋动迁后遗留的老房。

（5）绿化设施：

主要为钱陆路沿线高压线下的生态绿化林和部分小区林

木，一旦台风暴雨同时来袭，易造成大树刮倒，影响沿线的

电线，造成严重的安全隐患。

（6）围墙设施：成片较高围墙，蔬菜大棚、临时围栏。

（7）六停：上级防汛指挥部在未下达六停之前，本镇

可根据实际情况做出相应决定。

（8）其它：

危房简屋、高空构筑物、广告牌、店招店牌、行道树、

供电线路、建筑工地等。

3 组织体系

3.1 组织机构

镇防汛指挥部在区防汛指挥部和镇党委、镇政府的统一

领导下，负责本地区的防汛防台工作。

防汛指挥部总指挥由镇长担任，分管城建副镇长、农业

副镇长、武装部长为副总指挥，成立 6 个工作组：综合协调

组、社会面工作组、宣传发布组、专业处置组、专家组、数

据组，镇级各位领导对口联系相关村居指导基层单位做好防

汛各项工作，镇防汛办设置在城市建设管理事务中心。

3.2 工作机构（附件 1、2、9）

4 预防和预警机制

4.1 预警发布

台风、暴雨及潮位预报和警报以区防汛办、区气象局根

据暴雨等汛情对宝山的影响程度，适时发布防汛预警响应。

接到应急响应后，镇所属各单位按照预案即对本系统内

单位进行部署，启动响应机制，值班人员到位，并落实各种

防范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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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防汛办同时发布相关信息告知，并启动镇级防汛防台

响应。

4.2 预警准备

4.2.1 区域排水（排涝）方案

（1）市管排水泵站由市城市排水公司负责，枢纽泵闸

由市堤防处负责，结合部泵站（涵闸水闸）由区排灌公司负

责。

（2）其它由月浦水务所及各物业公司负责，根据防汛

防台预警等级信号，提前做好“预排、预降”、泵管联动排

（抽水）工作。

4.2.2 预警发布后处置准备方案

（1）镇城市建设管理事务中心分别落实市政放（排）水

人员和环卫工人联手作业，视路面情况及时清扫道路进水口

垃圾、树叶。

（2）对市政道路发生的积水，由区市政水务管理部门落

实市政养护公司、市政工程公司组织应急排水抢险。

（3）镇城市建设管理事务中心，镇区域内的各物业公司

全力负责区域内道路及小区里弄积水排水、道路清障工作，

并配合上级有关排水部门的工作。

（4）社区办全力协调镇房管部门、各物业公司、镇相关

单位组织抢排。

（5）防汛办第一时间协调月浦水务所提供排水泵；并协

调水务所组织排水。

（6）农村防汛防台工作由镇农村工作党委专职副书记和

农业服务中心负责人共同负责；分管农业副镇长具体负责，

并自行组织抢险力量予以抢险。

应急消防支队三中队视具体情况由镇防汛办、安监所协

调，配合地区内积水抢排、小区高空易坠落物的拆除工作。

如居民家中发生进水的情况，镇相关部门无力解决，由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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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汛办上报，并协调上级相关部门组织排水，视情况组织人

员转移撤离。

5 应急响应

5.1 响应行动（附件 8）

5.2 人员转移、撤离（附件 7）

当出现灾情、险情时，应千方百计减少人员伤亡，必须

坚持先救人、后抢物资原则，切实做好人员的安全撤离和转

移工作。当预报特大灾害时，人员转移疏散按照就近、就地

安置的原则。在进入二级响应、需要转移安置避险人员时，

在镇防控办指导协调下，建立现场医疗和防疫工作管理小

组。配备一定数量的志愿者和医护人员，负责整个应急避难

场所的常规管理，落实好卫生和常态化防疫措施。

月浦转移安置接收点：月浦中心校、盛桥中心校，并设

置备用安置场所以应对特殊情况出现。

镇办公室提供相应的食品保障。

各村居要落实 1 处安置 20 人以上的避难场所。对于住在

蔬菜大棚、危房人员转移、撤离由各村居自行执行，并提供

相应的生活必须保障。

6 后期处置

6.1 善后工作

（1）各基层单位主要领导要在应急响应结束后，迅速了

解灾情、摸清情况，进行慰问和采取进一步的抗灾救助补救

措施，把灾害造成的损失降低到最低限度。

（2）要积极组织有关力量，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对积水

点排水工作，重点对居民进水挨户进行检查，采取针对性措

施，迅速排除并切实做好村（居）民思想工作，帮助解决实

际困难，确保村（居）民正常的基本生活，维护社会稳定。

（3）各基层单位及镇有关职能部门根据职责分工，切实

做好有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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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城建中心和各村、各物业公司对倒伏、倾斜的行道

树加快清理。

被吹损的广告牌及高空构筑物要及时修复、拆除，确保

道路畅通。

（5）城建中心（水务）负责：小区及道路积水点排除，

必要时请调泵车现场排水。

（6）镇防汛办及时协调电力部门对停电地区尽快修复，

恢复供电，确保居民的正常生活。

（7）镇卫生部门对进水的居民住宅及有关企业单位应加

强防疫消毒等卫生工作。

6.2 社会救助

赈灾工作由镇社会事业办负责办理，镇有关部门协助。

6.3 调查和总结

（1）灾后，各基层单位、相关部门要在分管区域和本部

门内认真开展调查，查找暴露出的薄弱环节及有关问题，分

析原因，落实有关整改措施，认真总结，并将总结情况及灾

情损失及时报镇防汛办。

（2）镇防汛办负责在各单位上报的基础上，进行进一步

的调查分析，汇总形成综合性总结报告（含灾情损失）报区

防汛办。

7 保障措施

7.1 组织保障

在全镇范围内，按照“分级负责、层层落实”、“以块

为主、条块结合”的原则，各单位严格落实防汛防台目标管

理责任制，对防汛防台的组织责任进行层层分解落实。

各单位一把手为防汛防台工作的第一责任人。

镇防汛工作责任划分：

1、农业口防汛工作由镇农村工作党委专职副书记、农业

服务中心主任共同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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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经济口防汛工作由综合党委专职副书记负责。

3、居民区内防汛防台工作由社工办主任负责。

4、学校及医疗救助由社会事业办负责人负责。

5、道路及行道树相关事宜由镇城市建设管理事务中心主

任负责。

6、区域内人员转移、现场秩序维持安保由平安办专职副

主任负责。

7、物资保障由镇党政办主任负责。

8、民兵抢险救灾人员队伍由镇武装部长负责。

9、宣传报道由宣传科负责人负责。

10、其它临时性突发事件由镇防汛办具体协调，镇分管

防汛工作的领导直接指挥。

7.2 通讯保障

在区防汛办防汛手机短信、微信平台进行信息发布的基

础上，镇防汛办根据情况（特殊）提供对讲机（事先充电并

做好准备）用于防汛联络，并利用现有有线及无线通信（指

挥部短信机）设施、微信平台，确保防汛防台期间抢险救灾

通信指挥顺利、畅通。

镇防汛值班电话(白天)：

56647226（党政办）66930106（城建中心）

值班电话(夜间)：56190704

传真：56646652（镇党政办）

7.3 抢险队伍保障（任务分配）

镇级层面：抢险应急队伍 5 支 75 人组成，人员分配如下：

城市建设管理事务中心 30 人、镇民兵应急排 30 人、镇

安监所 5 人、镇水务所 5 人、月浦房产公司 5 人。

村（居）层面：行政村各成立一支 10 人左右抢险队伍；

居委各成立一支 10 人左右抢险队伍（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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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物资保障

防汛抢险物资由镇防汛指挥部会同城建中心（水务）按

照防汛工作要求和区域防汛需要做好防汛保障计划，负责采

购、储备、调拨等保障工作。（附件 4）

各村居要落实不小于 20 平方米的防汛物资仓库，配备必

要的防汛器材和物资。

7.5 车辆保障

镇政府设立防汛防台指挥车 1 辆，保障车 3 辆（考斯特

乘用车 1 辆、货运车 3 辆）。

民兵抢险队伍所需车辆由各出兵单位负责解决，人员转

移运输车辆由镇办公室负责保障。

镇政府集结地点：机关大院，各单位民兵抢险分队的集

结点按单位预案确定的地点集结。（附件 5）

8 信息报告与信息发布

8.1 信息报告

（1）任何单位或个人发现防汛灾害情况，应及时报告管

理单位或主管部门，必要时可直接报告镇防汛指挥部。

（2）各村、居、企业、工地将受灾情况上报给主管部门，

各主管部门汇总后通过报灾系统上报给镇防汛办。

（3）灾害发生后，各成员单位及时将防御情况和灾害情

况等信息报告镇防汛指挥部。镇防汛指挥部根据灾情情况，

向区防汛办报告。灾情稳定或预警信号解除后，各有关单位

统计上报相关灾情数据，在预警信号解除后 12 个小时内报送

终报统计表和小结。

8.2 信息发布

在接到上级防汛指挥部启动应急响应通知后，镇防汛办

及时将防汛信息通知到村、居和企业等。基层信息传递要充

分利用电子显示屏、社区小喇叭等各种方式，保证防汛预警

与预防信息“最后一公里”传递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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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预案管理

9.1 预案制订与修编

本预案由镇防汛指挥部办公室负责编制和解释，每年汛

前视情况变化对本预案修编一次，报区防汛办审定，并报区

政府备案。镇下属社区办、村、公司等各相关部门，单位根

据本预案，制订适合本部门和单位的防汛防台应急专项预

案。各村居要成立防汛工作领导小组，制定工作预案。

9.2 预案演练

镇防汛办每年开展防台防汛抢险演练，下属社区办、村、

公司等各级防汛指挥机构应按照本级预案，针对本区域历年

来易发生的各类防汛险情，有针对性地组织防汛抢险演练，

以检验、强化应急准备和应急响应能力，提高抵御台风、暴

雨的能力。

9.3 预案实施

本预案由镇防汛指挥部组织实施，实施过程接受区政

府、区防汛指挥部监督和指导。

上海市宝山区月浦镇人民政府

二 O 二五年三月
附件 1：月浦镇防台防汛通讯录；

附件 2：月浦镇防台防汛责任人名单统计表；

附件 3：月浦镇防台防汛抢险队伍信息表；

附件 4：月浦镇防台防汛物资统计表；

附件 5：月浦镇防台防汛抢险车辆统计表；

附件 6：月浦镇防台防汛泵闸水闸情况统计表；

附件 7：月浦镇防台防汛转移人员统计表；

附件 8：月浦镇防台防汛应急响应行动指引表;

附件 9：月浦镇防台防汛工作组成员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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