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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防汛指挥部办公室文件

沪汛办〔2023〕3 号

上海市防汛指挥部办公室
关于印发《关于加强基层防汛

体系标准化建设指导意见》的通知

各区防汛指挥部，市防汛指挥部各成员单位：

根据《上海市防汛条例》和《上海市防汛防台专项应急

预案》等的相关规定，为进一步加强各级防汛机构，特别是

街道（乡镇）等基层防汛机构能力建设，现将《关于加强基

层防汛体系标准化建设指导意见》印发你们，请认真贯彻执

行。

上海市防汛指挥部办公室

2023 年 2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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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加强基层防汛体系标准化建设
指导意见

根据《上海市防汛条例》和《上海市防汛防台专项应急

预案》等的相关规定，为进一步加强基层防汛体系建设，切

实提高街道（乡镇）防汛能力，有效减轻台风、洪涝等灾害

造成的影响，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和城市运行安全，现就

街道（乡镇）等基层防汛体系标准化建设提出如下指导意见。

一、总体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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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坚持、三个转变”防灾减灾

救灾理念，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原则，紧紧围绕“不

死人、少伤人、少损失”的防汛工作目标，夯实基层防汛基

础，提升基层防汛能力，实现“六有”标准化建设（“六有”

即有组织机构、有工作制度、有防汛预案、有物资储备、有

抢险队伍、有避难场所），更高水平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

和城市运行安全。

二、工作目标

――组织体系健全。建立健全基层防汛指挥机构，做到

上下衔接、指挥高效。

――责任落实到位。落实以行政首长负责制为核心的各

级防汛责任制，做到层层分解、层层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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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工作扎实。夯实防汛基础工作，切实提升防汛

安全保障效能。

――响应处置及时。结合基层工作实际，完善应急响应

和处置工作机制，努力减轻防汛灾害损失。

――应急保障有力。加强防汛抢险救援体系建设，统筹

基层抢险力量和应急物资储备，确保抢险救援有序开展。

――灾后恢复快速。确保基础设施等民生保障尽快恢复

到灾前水平。

三、建设标准

（一）有组织机构

街道（乡镇）要加强对防汛工作的组织领导，设立防汛

指挥机构，明确具体部门承担防汛指挥机构日常工作，配备

专职防汛工作人员,负责防汛事务处理；居（村）委应组建

防汛工作领导小组，负责辖区防汛工作。

各街道（乡镇）落实防汛行政首长负责制，将防汛工作

纳入街道（乡镇）政府班子成员责任清单。遇台风等重大灾

情时，1 名街道（乡镇）干部联系 1 个居村；各街道（乡镇）

要明确防汛指挥部成员单位、防汛办工作职责；居（村）委

要制定防汛工作职责分工，督促物业、业委会，以及居（村）

民小组、居（村）民落实防汛工作职责。

（二）有工作制度

街道（乡镇）和居（村）委要不断总结防汛工作中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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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法，健全完善防汛培训制度、隐患排查制度、值班值守制

度、信息报送制度、宣传动员制度，切实提升防汛制度化、

规范化、标准化水平。

街道（乡镇）和居（村）委要根据防汛工作实际，开展

有针对性的防汛检查，加强对辖区高空构筑物、店招店牌、

危棚简屋、建设工地、地下空间、下立交等重点部位监督检

查；对发现的隐患要立即开展整改，短时间内整改不了的要

确保各项防范应急措施落到实处；街道（乡镇）和居（村）

委要制定防汛培训年度计划，组织防汛干部、居（村）委负

责人、物业管理人员、抢修人员开展培训，提升防汛业务技

能，增强组织指挥能力；每年主汛期前至少组织 1 次防汛干

部业务培训，包括所有新任防汛干部；街道（乡镇）和居（村）

委要制定防汛宣传计划，充分发挥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

媒体和微博、微信、网络等新媒体作用，使防汛救灾知识，

进街道、进小区、进乡村、进学校、进工地、进码头、进机

场、进车站、进企业、进家庭，提高群众防灾意识和自救、

互救能力。

（三）有防汛预案

街道（乡镇）根据区域特点，从危棚简屋、动迁基地、

广告店招、玻璃幕墙、树电交织、地下空间（下沉式广场、

地铁进出口、地下综合体）、易积水区域（道路、小区、下

立交）、重大工程（塔吊、深基坑、工棚）、船舶回港避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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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方面，分析防汛存在的风险、绘制防汛风险图，编制有针

对性的防汛防台应急预案，制定积水抢排、人员转移安置、

船只进港避风以及突发灾情险情抢险的工作方案；居（村）

委编制的防汛防台应急预案，要侧重防汛预警信息传播、易

坠物品处置、人员转移安置、险情灾情处置等；街道（乡镇）

和居（村）委要突出预案的实效性和可操作性，动态调整防

汛风险图，每年主汛前组织至少 1 次演练。

（四）有物资储备

街道（乡镇）要落实街镇级面积不小于 100 平方米、居

（村）委要落实不小于 20 平方米的防汛物资仓库；防汛物

资储备的数量和品种应结合辖区汛情特点以及可能发生的

灾情、险情和有关定额的规定确定，并实行即用即补制度。

（五）有抢险队伍

街道（乡镇）和居（村）委要有效整合辖区各类救援力

量，组建防汛抢险救灾队伍，加强日常训练演练，提高防汛

专业技能和抢险救灾能力；街道（乡镇）组建防汛抢险队伍

不少于 5 支，每支队伍不少于 5 人；居（村）委组建防汛抢

险队伍不少于 1 支，每支队伍不少于 10 人。对区域内可调

用的抢险机械、运输工具、救生器材等抢险救灾设备和施工

队伍，建立登记预备制度，实行动态管理，并在预案中明确

调用程序和联络方式，充分整合社会资源。

（六）有避难场所

街道（乡镇）要落实至少 2 个 100 人以上的防汛应急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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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场所，居（村）委要落实至少 1 个 20 人以上的防汛应急

避难场所，并根据防汛隐患、危险区域和工程建设等实际情

况适时动态调整。各防汛应急避难场所要按照《上海市防汛

指挥部关于进一步规范全市防汛防台应急避难场所管理保

障工作的通知》（沪汛部〔2022〕6 号）和有关标准化试点

要求，进一步做好场所内硬件设施、应急物资和现场管理工

作，不断增强受灾群众的获得感、归属感、安全感。

四、工作要求

（一）强化组织领导。各区防汛指挥部要加强对基层防

汛体系标准化建设的领导，把加强基层防汛标准化体系建设

作为提升防灾减灾综合能力的重要举措，列入议事日程，落

实人员、筹措经费、改善装备，帮助基层解决实际困难，尽

快提高基层防汛能力。

（二）发挥各方作用。有关部门要按照各自职责，齐抓

共管、合力推进基层防汛体系标准化建设。各区防汛指挥部

要加强对基层防汛体系建设的指导，督促、检查；要分级组

织对基层防汛机构领导和防汛人员开展防汛业务知识培训。

各区民防、应急等部门要会同各街道（乡镇）加快推进各类

防汛应急避难场所规划、选址、建设、管理和保障工作。财

政部门要对基层防汛体系建设给予重点扶持，宣传部门要进

一步加强防灾知识宣传。各防指成员单位要发挥行业管理优

势，共同加强基层防汛体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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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基层防汛体系“六有”标准化建设明细表

建设标准 街道（乡镇） 居（村）委

有组织机构

设立防汛指挥机构，明确

具体部门承担防汛指挥机

构日常工作，配备专职防

汛工作人员。

组建防汛工作领导小组。

落实防汛行政首长负责

制，将防汛工作纳入班子

成员责任清单，明确防汛

指挥部成员单位、防汛办

工作职责。

居（村）委要制定防汛工作

职责分工。

遇台风等重大灾情时，1

名街道（乡镇）干部联系

1 个村居。

督促物业、业委会，以及居

（村）民小组、居（村）民

落实防汛工作职责。

有工作制度

健全完善防汛培训制度、隐患排查制度、值班值守制度、

信息报送制度、宣传动员制度，切实提升防汛制度化、

规范化、标准化水平。

加强对辖区高空构筑物、店招店牌、危棚简屋、建筑工

地、地下空间、下立交等重点部位监督检查；对发现的

隐患要立即开展整改，短时间内整改不了的要确保各项

防范应急措施落到实处。

制定防汛培训年度计划，组织防汛干部、村居委负责人、

物业管理人员、抢修人员开展培训，提升防汛业务技能，

增强组织指挥能力；每年主汛期前至少组织 1次防汛干

部业务培训，包括所有新任防汛干部。

制定防汛宣传计划，充分发挥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

媒体和微博、微信、网络等新媒体作用，使防汛救灾知

识，进街道、进小区、进乡村、进学校、进工地、进码

头、进机场、进车站、进企业、进家庭，提高群众防灾

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

有防汛预案
突出预案的实效性和可操作性，动态调整防汛风险图，

每年主汛前组织至少 1 次演练。



-8-

建设标准 街道（乡镇） 居（村）委

有防汛预案

侧重危棚简屋、动迁基地、

广告店招、玻璃幕墙、树

电交织、地下空间（下沉

式广场、地铁进出口、地

下综合体）、易积水区域

（道路、小区、下立交）、

重大工程（塔吊、深基坑、

工棚）、船舶回港避风等方

面，编制防汛防台应急预

案，制定积水抢排、人员

转移安置、船只进港避风

以及突发灾情险情抢险的

工作方案。

侧重防汛预警信息传播、易

坠物品处置、人员转移安

置、险情灾情处置等编制防

汛防台应急预案 。

有物资储备

落实街镇级面积不小于

100 平方米防汛物资仓库。

落实不小于 20 平方米的防

汛物资仓库。

防汛物资储备的数量和品种应结合辖区汛情特点以及可

能发生的灾情、险情和有关定额的规定确定，并实行即

用即补制度。

有抢险队伍

整合辖区各类救援力量，组建防汛抢险救灾队伍，加强

日常训练演练，提高防汛专业技能和抢险救灾能力。

组建防汛抢险队伍不少于

5支，每支队伍不少于5人。

组建防汛抢险队伍不少于 1

支，每支队伍不少于 10 人。

对区域内可调用的抢险机械、运输工具、救生器材等抢

险救灾设备和施工队伍，建立登记预备制度，实行动态

管理，并在预案中明确调用程序和联络方式，充分整合

社会资源。

有避难场所

落实至少 2 个 100 人以上

的防汛应急避难场所。

落实至少 1 个 20 人以上的

防汛应急避难场所。

按照《上海市防汛指挥部关于进一步规范全市防汛防台

应急避难场所管理保障工作的通知》和有关标准化试点

要求，做好场所内硬件设施、应急物资和现场管理工作。

抄送：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水利部，长江

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办公室，太湖流域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办公

室，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各区人民政府、水务局、应急局。

上海市防汛指挥部办公室 2023 年 2月 1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