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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洲县人民政府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

1.总则

以习近平新时代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为本、预

防为主、依法规范、分级负责、联动处置、征用补偿的原则，全面

履行政府职能，提高政府应对各类突发公共事件和风险的能力，保

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促进社会稳定和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协调

健康发展。

1.1 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本县行政区域内可能导致紧急状态的自然灾害、

事故灾难、公共卫生、社会安全等突发事件的风险防控、应急准备、

监测预警、应急救援以及恢复与重建等工作。

1.2 工作原则

以人为本。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

把保障公众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作为首要任务，最大程度地减少突

发事件造成的人员伤亡、财产损失和危害，同时保障应急救援人员

的安全。

预防为主。做好应对突发事件的思想准备、预案准备、机制准

备和物资准备；建立健全信息报告体系、防灾救灾体系和恢复重建

体系，建立健全应急救援专业队伍，做好对人民群众的宣传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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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进行推演或演练；采用先进的监测、预警技术，提高预防和应

对突发事件的科学水平。

依法规范。符合现行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与相关政

策衔接，结合政府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按照程序制定、修订应急

预案。依法行政、依法实施应急预案。

分级负责。坚持分级管理、分级响应、条块结合、属地管理的

原则。除在本县发生的较大、重大、特别重大突发事件外，一般事

件由发生地乡镇（街道）负责组织处置，跨乡镇（街道）区域的一

般突发事件由县突发事件应急机构统一协调、指挥。

联动处置。建立完善联动协调制度，推行统一接警、分级分类

处置工作制度，加强各部门之间、各乡镇（街道）之间、单位之间、

警民之间的沟通协调，充分发挥社会团体和志愿者队伍的作用，形

成统一指挥、反应迅速、功能齐全、协调有序的应急管理机制。

征用补偿。处置突发事件需临时征用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

财产，处置结束后及时返还，并给予补偿；不能返还或财产损毁的，

给予合理赔偿。

1.3 编制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主席令第 69 号)

（2）《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办法》（国办发〔2013〕101 号）

（3）《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主席令第 88 号 2016 年第

二次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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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地质灾害防治条例》（国务院令第 394 号）

（5）《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2016 修正版)

（6）《森林防火条例》（国务院令第 541 号）

（7）《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主席令第 13 号 2014

年修改版）

（8）《中华人民共和国矿山安全法》（主席令第 65 号 2009

年修正）

（9）《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主席令第 47 号

2011 年修改版）

（10）《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主席令第 9 号）

（11）《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主席令第 6 号 2019 年修

正）

（12）《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条例》（国务院令第 708 号）

（13）《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344 号 2013

修正版）

（14）《建筑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393）

（15）《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455 号 2016

修正版）

（16）《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主席令第 17 号 2013

修正版）

（17）《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主席令第 87 号 2015

年修正）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B%BD%E5%8A%A1%E9%99%A2
https://baike.so.com/doc/6420484-6634156.html


- 4 -

（18）《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主席令第 67 号）

（19）《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国务院令第 376 号

2010 年修正版）

（20）《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管理办法》（应急管理部令

〔2019〕第 2 号）

（21）《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与传染病疫情监测信息报告管理办

法》（卫生部令第 37 号）

（22）《关于印发安全监管部门应急预案框架指南的通知》（安

监厅应急〔2011〕222 号）

（23）《陕西省安全生产条例》（陕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公告〔2017〕第 51 号）

（24）《陕西省消防条例》（陕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公告〔2009〕第 20 号）

（25）《陕西省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办法》（陕政办发〔2009〕

125 号）

（26）《榆林市人民政府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

1.4 事件分类分级

1.4.1 突发事件分类

子洲县突发事件风险分为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和社

会安全 4 类。

（1）自然灾害。主要包括水旱灾害，气象灾害，地震灾害，地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C%B0%E9%9C%87%E7%81%BE%E5%AE%B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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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灾害，生物灾害和森林草原火灾等。

（2）事故灾难。主要包括工矿商贸等企业的各类生产安全事故，

交通运输事故，公共设施和设备事故，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事件等。

（3）公共卫生事件。主要包括传染病疫情，群体性不明原因疾

病，食品安全和职业危害，动物疫情，以及其他严重影响公众健康

和生命安全的事件。

（4）社会安全事件。主要包括恐怖袭击事件，经济安全事件和

群体性突发事件等。

1.4.2 突发事件分级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突发公共事件的性质、造成或者可能造成

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的数量、受影响的范围，将事件划分为特别重

大(Ⅰ级）、重大(Ⅱ级）、较大(Ⅲ级）、一般(Ⅳ级）四个级别。

特别重大突发公共事件（Ⅰ级）：指突然发生、事态非常复杂，

对本县公共安全、政治稳定和社会经济秩序带来严重危害或威胁，

已经或可能造成特别重大人员伤亡、特别重大财产损失或重大生态

环境破坏，需要国家或省、市统一组织协调进行应急处置的紧急事

件。

重大突发公共事件（Ⅱ级）：指突然发生、事态复杂，对本县

一定区域内的公共安全、政治稳定和社会经济秩序造成严重危害或

威胁，已经或可能造成重大人员伤亡、重大财产损失或严重生态环

境破坏，需要省、市统一组织协调进行应急处置的紧急事件。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A3%AE%E6%9E%97%E8%8D%89%E5%8E%9F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5%AC%E5%85%B1%E5%8D%AB%E7%94%9F%E4%BA%8B%E4%BB%B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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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大突发公共事件（Ⅲ级）：指突然发生、事态较为复杂，对

本县一定区域内的公共安全、政治稳定和社会经济秩序造成一定危

害或威胁，已经或可能造成较大人员伤亡、较大财产损失或生态环

境破坏，需要调度本县多个部门及乡镇（街道）的力量和资源进行

处置的事件。

一般突发公共事件（Ⅳ级）：指突然发生、事态比较简单，仅

对本县较小范围内的公共安全、政治稳定和社会经济秩序造成一定

危害或威胁，已经或可能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依靠本县、乡

镇（街道）的力量和资源能够处置的事件。

1.5 应急预案体系

全县应急预案体系包括县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县突发事件

专项应急预案、县突发事件部门应急预案、突发事件地方应急预案

和大型活动应急预案。

县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县总体应急预案是全县应急预案体

系的总纲，是全县协助应对各类突发事件的规范性文件，由县政府

制订并公布实施。

县突发事件专项应急预案。县专项应急预案主要是县政府及其

有关部门（单位）为应对某一类型或某几种类型突发事件而制订的

涉及多个部门职责的应急预案，由有关部门牵头制订，经县政府批

准后实施。

县突发事件部门应急预案。部门应急预案是县政府有关部门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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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涉及本部门职责的突发事件制订的预案，由有关部门制订印发，

报县政府及县应急管理局备案。

突发事件地方应急预案。地方应急预案是各乡镇（街道）和村

（社区）级基层组织为应对本辖区可能发生的突发事件而制定的预

案，各乡镇（街道）、社区应急预案报县政府及应急管理局备案，

村级基层组织应急预案报各乡镇（街道）、社区服务中心备案。

各乡镇政府要督促、指导各村（社区）组织制定突发事件应急

行动方案。

大型活动应急预案。大型活动预案是主办单位为应对大型活动

中可能发生的突发事件而预先制定的工作方案，报县级人民政府备

案。

2.组织指挥体系

2.1 应急组织机构及职责

2.1.1 县应急救援总指挥部

为落实机构改革要求，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建

立统一指挥、专常兼备、上下联动、平战结合的应急管理体制，全

面提升本县应急救援指挥能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

稳定，设立县应急救援总指挥部（以下简称：县总指挥部）作为全

县应对突发事件的总体机构。

职责：负责研究部署、指导协调全县安全生产防范、自然灾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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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治和应急救援工作；审议、决定突发事件应对工作中的重大事项，

统一领导、协调全县各类突发事件应急处置；组织领导和指挥全县

一般以上突发事件的综合预防、管理和应急处置工作；检查、督促

有关部门贯彻执行国家有关维护社会稳定、保障人身及社会财产安

全的法律和政策，及时协调工作中出现的问题；负责强调指挥协调

与各应急抢险救援队伍的应急联动行动；及时向上级政府报告现场

人员伤亡、损失及抢险救援工作进展情况;负责并配合上级部门进行

事故调查处理工作；审核突发事件的通讯报道稿件;宣布应急救援结

束。

县总指挥部指挥长由县人民政府县长担任，副总指挥长由分管

应急、安全工作的副县长担任，县政府办公室、县委宣传部、县总

工会、县应急管理局、县财政局、县发展改革和科技局、县环境保

护局、县农业农村局、县气象局、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县水利局、

县文化和旅游文物广电局、县信访局、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县畜

牧兽医局、县工业商贸局、县交通运输局、县教育和体育局、县林

业局、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县公安局、县民政局、县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县卫生健康局、县电力局、中国电信子洲分公司、中

国联通子洲分公司、中国移动子洲分公司等部门为成员单位。

本预案未列出的其他部门和单位根据县总指挥部的指令，按照

本部门、本单位职责和应急处置需要，依法做好应急处置的相关工

作。

2.1.2 县应急救援总指挥部办公室（以下简称县总指挥部办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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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职责

县总指挥部下设办公室在县应急管理局，办公室主任由县应急

管理局局长担任，设 1 名专职副主任。

职责：负责县总指挥部日常工作，执行县总指挥部的决定；及

时掌握、分析重要信息，对一般以上突发事件统一接警，并提出处

置建议；向市总指挥部报告本县有关突发事件信息；负责全县一般、

较大、重大、特别重大突发事件综合预防、应急处置、综合协调及

相关组织管理工作；协调提供应急处置保障，负责组织建设综合应

急保障体系；督促检查各部门对突发事件监测、预防、处置工作的

开展情况；适时修订完善本应急预案，协调、指导各专项应急预案

的制定或修订工作；完成上级交办的其他任务。

2.1.3 各成员单位

县政府办公室：负责突发事件的组织和协调工作；负责县政府

值班工作，及时报告重要情况；协助县政府领导同志组织处理需由

县政府处理的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工作。

县委宣传部：负责突发事件的新闻发布、媒体报道工作；收集、

跟踪境内外舆情，及时组织和协调有关方面开展对外解疑释惑、澄

清事实、批驳谣言的工作。

县总工会：参与生产安全事故的调查及善后处理工作，协助做

好职工群众思想安抚工作；监督检查劳动法律、法规的执行情况，

维护职工政治、经济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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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管理局：负责组织协调非煤矿山、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

等工矿商贸行业领域生产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工作；参与公安、交通、

建设、水利、旅游、环保、农业、电力、石油天然气、国防工办等

部门相关领域事故的调查处理；负责应急救援物资装备调运和应急

救援专家的输送工作；履行值守应急、信息汇总和综合协调职责，

传达落实县人民政府领导指示要求，协助县人民政府领导指挥协调

应急处置工作，负责县应急指挥部的正常运转；负责组织协调森林

火灾事故的应急救援工作。

发展和改革委员局：负责组织煤、电、油、气及其他重要物资

的紧急调度；负责应急救援项目的审查与立项，提出应急重要物资

储备和动用的建议。

公安局：参与协助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民爆器材等事故灾

难的应急处置；负责事故现场治安保障、消防、交通秩序维护；负

责发生较大以上事故时组织群众安全疏散转移工作，打击各种违法

犯罪活动。

交通运输局：负责组织协调道路交通的专业应急救援工作；负

责组织所辖行业内事故的专业应急救援；负责协调应急处置所需运

力，组织事故现场抢险物资、抢险人员和疏散群众的运送；根据应

急救援需要，保障所辖公路安全畅通。

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负责组织协调建筑施工事故应急处置工作；

负责组织对事故单位危房的鉴定评估工作；指导、检查全县房屋安

全隐患排查、治理工作；负责城市道路、桥梁等公共设施及液化气

经营事故的应急救援处置工作。

信访局：负责社会矛盾、纠纷等社会不稳定因素的调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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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及时掌握县内社会稳定的整体情况，对可能影响稳定的情报

信息，及时进行分析研判，提出处理意见和建议，及时疏导化解矛

盾纠纷；组织、协调各单位力量对影响社会稳定的事故和群体性事

件进行应急处置。

工业商贸局：负责应急通信保障，确保应急救援通信畅通；负

责协调、配合有关部门和单位提供应急救援所需生活必需品供应保

障。

水利局：负责组织协调水利工程应急救援工作，按照子洲县供

水安全应急预案开展工作；保障城市供水、排水等水务设施正常运

行。

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协调特种设备事故应急处置工作；组织

开展特种设备事故调查工作；负责组织协调特种设备方向应急专家、

专业应急救援队伍开展救援；负责完善食品安全风险预警机制和监

督检查机制。

文化和旅游文物广电局：组织协调已纳入旅游行业管理范围内

的各旅行社、旅游等级景点区、旅游星级饭店的事故应急处置工作；

负责事故救援相关信息和政策的宣传，及时准确报道事故灾情和抢

险救灾工作。

环境保护局：负责组织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事故的应急处置；

负责组织对事故区域有关环境指标的监测，确定危害范围和程度，

采取有效措施减轻污染危害，并跟踪污染动态情况，对建立和解除

污染警报的时间、区域提出建议；协调组织危险化学品事故废弃污

染物的后续处置工作，对环境恢复、生态修复提出建议措施。

卫生健康局：负责组织、协调各级卫生部门对受伤人员开展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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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医疗救治、转运、院内救治和现场卫生防疫等工作；及时向县应

急指挥部报告伤员数量及医疗救治情况，开展医疗卫生救援工作。

气象局：负责为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提供气象保障服务，提

供事故现场及周边地区风向、风速、温度、湿度、气压、雨量等气

象实况资料，预测预报有毒气体扩散的方向和范围等，为县应急指

挥部做出科学指挥决策提供技术支持。

财政局：负责突发事件应急救援工作中应由县本级财政承担的

经费保障和监督管理。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按照《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负责

对生产安全事故中的伤亡人员进行工伤认定及工伤保险相关待遇的

支付工作。

民政局：负责会同事发地乡镇人民政府转移安置受灾群众，做

好受灾群众的基本生活保障；会同有关部门组织、协调社会、个人

或境外机构的救灾捐赠工作；负责救助款物的调配和发放等社会救

助工作。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负责突发地质灾害的监测预警，并提出防

范应对措施。

教育和体育局：负责组织协调本系统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工

作；指导督促学校加强应急救援知识技能的教育培训工作；协助有

关单位组织涉及校车道路交通事故的应急处置工作。

电力局：负责根据县各级应急救援需要，提供电力保障；具体

实施大面积停电事件的应急处置和救援中对所属企业的指挥协调，

负责组织抢修所属的受损供电设施，必要时按照应急指挥部要求为

所辖供电营业区内受大面积停电事件影响的重要电力用户、重点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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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提供必要的临时供电保障，确保所辖电网安全稳定运行。

畜牧兽医局：负责畜禽传染病疫情监测与防控工作；组织、协

调各乡镇（街道）对突发动物传染病疫情进行应急处置。

林业局：负责协调、组织本县森林防火，野生动植物灾害，涉

及林业外来有害生物侵害事件的应急处置工作。

农业农村局：负责组织协调农机生产安全事故的应急救援工作。

中国电信子洲分公司、中国联通子洲分公司、中国移动子洲分

公司：负责通信网络事故、互联网网络与信息安全事故的应急处置

工作；地面通信线路和设施事故，以及应急处置所需的公共或特种

（卫星电话、移动机站等）通信保障工作。

2.2 县突发事件专项应急指挥部

按照突发事件应急工作的专业特点和实际需求，建立各突发事

件专项应急指挥部（以下简称县专项应急指挥部），为全县各类突

发事件专项议事协调机构。

职责：在县总指挥部的领导下，负责全县各类突发事件专项应

急处置工作；部署和总结年度相关专项应急工作；发生一般突发事

件时，在县总指挥部统一领导和组织指挥下，具体负责突发事件的

专项应急处置工作；做好县总指挥部交办的其他应急事务。

2.2.1 县专项应急指挥部办公室

按照县政府各职能部门的职责分工，各专项应急指挥部设置相

应的应急指挥部办公室，由牵头部门有关负责人任办公室主任，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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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县专项应急机构的日常工作，办公室的具体职责，由各专项应急

预案规定。

按照县人民政府各职能部门的职责分工，由各专门指挥机构负

责本县发生的一般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工作，并在县总指挥部的统

一领导下，参与较大、重大、特别重大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

2.2.2 专家组

县总指挥部聘请有关专家组成突发事件专家咨询委员会。其主

要职责是：为县总指挥部决策咨询和工作建议；必要时，参与县总

指挥部和现场指挥部应急处置工作。

2.2.3 各乡镇（街道）应急职责

各乡镇（街道）应配合县人民政府做好突发事件应急工作，开

展先期处置，并成立相应的应急机构，组织协调救援力量，实行群

访群策、群防群治。

2.2.4 各专项指挥机构及办公室

详见各部门专项应急预案。

2.3 应急联动

对本县范围内跨区域突发事件处置，由县总指挥部统一指挥，

相关各乡镇（街道）和行业主管部门参与，同时启动各自相应的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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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预案。

县总指挥部实施应急处置行动的，在县总指挥部作出决定的同

时，按有关规定协调省和市驻县单位、驻县部队、民兵预备役、武

警中队配合开展应急处置工作。

在市总指挥部的统一指挥下，县总指挥部做好与市内其他县

（市）相互支援、援助的协调工作。

3.监测与预警

监测、预警是指对可能造成重大影响的有关突发事件信息进行

收集、分析，运用科学手段判断事件发展速度、方向和规模，并按

照预测结果作出预警的过程。

3.1 监测

3.1.1 政府监测

县各专项应急机构、应急工作牵头部门要认真监测、收集分析

各类突发事件信息，不需要实时监测的应急工作牵头部门要按要求

定期开展监控量测工作，及时分别逐级向上级报告，不得谎报、瞒

报、迟报、漏报。应急工作牵头部门应当及时分别向县总指挥部、

上级主管部门报告，对于较大、重大、特别重大情况，应及时向上

级指挥机构报告。

3.1.2 公众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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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组织发现突发事件信息，可以通过电话等形式向同级人

民政府、有关部门报告。对多发、易发的自然灾害、公共卫生事件，

各乡镇（街道）在村（居、社区）委员会或相关企业建立专职或兼

职信息报告员制度；生产经营企业应当向所在地政府有关部门、村

（居、社区）通报本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可能引发的事故灾难情况，

鼓励公民报警。

3.2 预警

3.2.1 预警级别

突发事件即将发生或发生的可能性增大时，县人民政府或有关

部门（单位）组织对突发事件信息的分析评估，预测突发事件发生

可能性的大小、影响范围和强度以及可能发生的突发事件级别。按

照突发事件的紧急程度、发展势态和可能造成的危害程度，其预警

级别分为一级、二级、三级和四级，分别用红色、橙色、黄色和蓝

色标示，一级为最高级别。

3.2.2 预警信息发布

本县可能发生一般（Ⅳ级）突发事件时，发布四级蓝色预警信

息，由突发事件发生地乡镇（街道）预警预测主管部门报县总指挥

部批准后发布；

如需发布三级及以上预警信息时，报请上级人民政府按照《陕

西省突发事件预警信息暂行管理办法》规定权限分级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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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警信息包括可能发生的突发公共事件类别、预警级别、起始

时间、可能影响范围、警示事项、应采取的措施和发布机关等。

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可以通过广播电台、电视、手机短信、网站、

微博、电子显示屏、电话、有线广播、报纸、农村大喇叭等相关手

段统一发布。

3.2.3 预警措施

发布预警信息后，有关部门要根据实际情况和分级负责的原则，

采取下列一项或多项措施：

（1）及时收集、报告有关信息，公布信息接报和咨询电话，向

社会公告采取的有关特定措施、避免或减轻危害的建议和劝告等；

（2）组织应急救援队伍和负有特定职责的人员进入待命状态，

动员后备人员做好参加应急救援和处置工作的准备；

（3）调集应急救援所需物资、设备和工具，准备应急设施和避

难场所，确保其处于良好状态、随时可以投入使用；

（4）加强对重点单位、重要部位和重要基础设施的安全保卫，

维护社会治安秩序；

（5）采取必要措施，确保交通、通信、供水、排水、供电、供

气等公共设施的安全和正常运行；

（6）转移、疏散或撤离易受突发事件危害的人员并予以妥善安

置，转移重要财产；

（7）关闭或限制使用易受突发事件危害的场所，控制或限制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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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导致危害扩大的公共场所的活动；

（8）有关乡镇（街道）和部门（单位）发布预警信息后，其他

相关乡镇（街道）和部门（单位）及时组织分析本地区和本行业可

能受影响的范围、程度等，部署有关防范性措施。

4.应急响应

4.1 信息报告

按照早发现、早报告、早分析、早预测、早处理的原则，由各

级政府、有关部门收集、报告对本县可能造成重大影响的有关突发

事件信息；各行业信息的采集、分析、预测由各相关部门负责；综

合类信息由县总指挥部办公室收集或通过有关部门报送。

4.1.1 信息报告的内容

（1）可能引发突发事件的信息；

（2）有关专项预案中涉及的监测、预警、应急响应、后期处置

等信息；

（3）突发事件在应急预案启动后的所有信息。

4.1.2 责任主体、渠道和方式

县信访局、县公安局、县民政局、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县水

利局、县林业局、县农业农村局、县应急管理局、县市场监督管理

局、县环境保护局、县气象局等单位是监测与报告突发事件信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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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主体，信息报告的方式主要有电话、书面及计算机网络三种方

式。信息监测主要有以下三个渠道：

（1）各级政府和各部门依托自身的基础信息监测系统实施常规

信息监测，并按要求进行报送，常规信息监测、报告的对象、程序、

时限等内容须在各专项应急预案中明确；

（2）对有征兆性或重点监控的事件，由责任单位专项监测与报

告，必要时，由县总指挥部、有关牵头部门组织专家咨询，提出咨

询报告；

（3）公众发现突发事件或事件征兆时，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向突

发事件接警单位报警，各责任单位应当结合突发事件应急工作需要，

建立突发事件接警机构，完善接警设施并向社会公布；现有的 110、

120、119、12369 等报警电话承担突发事件的接警职能。

4.1.3 信息报告的程序和时限

（1）程序

常规信息：县信访局、县公安局、县民政局、县自然资源和规

划局、县水利局、县林业局、县农业农村局、县应急管理局、县市

场监督管理局、县环境保护局、县气象局等部门是按照职责监测与

报告突发事件的主管部门，以上各主管部门依托自身建立的基础信

息监测系统，实施常规信息监测，并按规定将结果报告县人民政府

和上级主管部门。

重要信息：突发事件监测、预警各主管部门设立的各类重点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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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监控点，监测到突发事件发生征兆时，立即对事件性质、程度及

影响范围做出初步判断，并将信息报告其主管部门和县总指挥部，

通报县人民政府各有关部门。

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启动后，参加应急处置工作的各部门必须随

时将有关信息报县总指挥部办公室。

（2）时限

突发事件发生后，获悉突发事件发生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

应当立即向当地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报告，事发地乡镇政府（街道）

及各有关部门接到报告后，必须做好记录，立即核实情况，并在事

件发生后 30 分钟内上报县人民政府，最迟不超过 1 小时；重大、特

别重大突发事件发生后，应当在事件发生后 15 分钟内上报县人民政

府，紧急情况下，可先通过电话口头报告，随后及时报送书面信息。

上报突发事件的内容应包括：时间、地点、信息来源、基本情

况、事件性质、危害程度、发展趋势、已采取的措施及责任主体等，

并及时续报事件处置进展情况。

报告突发事件信息应做到及时、客观、真实，不得迟报、谎报、

瞒报、漏报。

法律、法规和规章对突发事件报告的时限、程序和内容另有规

定的，从其规定。

4.2 先期处置

（1）事发部门（单位）要立即组织本部门（单位）应急救援队



- 21 -

伍和工作人员营救受害人员，疏散、撤离、安置受到威胁的人员；

控制危险源，标明危险区域，封锁危险场所，采取其他防止危害扩

大的必要措施；向县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单位）报告。对因本部

门（单位）的问题引发或涉事主体是本部门（单位）人员的社会安

全事件，有关部门（单位）要迅速派出负责人赶赴现场开展劝解、

疏导工作。

（2）事发地村（居、社区）委员会和其他组织要按照县人民政

府的决定、命令，进行宣传动员，组织群众开展自救和互救，协助

维护社会秩序。

（3）事发地乡镇政府（街道）调动应急救援力量采取措施控制

事态发展，组织开展应急救援和处置工作，并及时向县政府报告。

（4）在境外发生涉及本县公民和机构的突发事件，县和相关乡

镇政府（街道）及有关部门（单位）要采取措施控制事态发展，组

织开展应急救援工作，同时按程序将有关情况报告县政府，由县人

民政府按规定上报市人民政府。

4.3 分级响应

本县一旦发生突发事件，按照分级响应的原则，启动相应级别

的应急预案进行处置。

发生一般（Ⅳ级）突发事件，由事发地乡镇（街道）启动应急

预案进行处置。及时控制事态，同时向县总指挥部办公室报告处置

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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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较大（Ⅲ级）突发事件，由县总指挥部启动相应预案进行

处置。责成县政府有关部门立即采取相应的应急措施，派出工作组、

专家组或有关部门负责人赶赴事发地进行指导和督查，调集专业处

置力量和抢险救援物资增援，及时向市政府和上级行业主管部门报

告处置情况。

发生重大（Ⅱ级）、特别重大（Ⅰ级）突发事件，须报告市人

民政府，并由市人民政府、省人民政府启动相应应急预案进行处置，

县相应指挥部配合上级指挥部参与应急处置。

4.4 指挥协调

（1）乡镇政府（街道）对辖区内突发事件的应对工作负责，并

指导相应部门（单位）开展处置工作。涉及两个以上行政区域的，

由县总指挥部负责；涉及其他县区行政区域的，由县人民政府另行

报请市级人民政府协调处置。

（2）超出事发地人民政府处置能力的，县总指挥部根据事发地

人民政府的请求，研究决定是否成立应急指挥机构，负责突发事件

指挥协调工作。

（3）需要县相关部门（单位）共同参与处置的突发事件，由相

关突发事件业务主管部门牵头，其他部门（单位）予以协助。省、

市属驻子洲有关单位应当依照法定职责，根据履行统一领导职责或

组织处置突发事件的人民政府的要求，予以配合和支持。

（4）应事发地乡镇政府（街道）请求，或县相关部门（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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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建议，或根据县政府领导指示，需要县人民政府处置的突发事件，

可视情况采取派出工作组、启动已有相关应急指挥机构、设立县人

民政府突发事件专项应急指挥机构、召开县人民政府常务会议等措

施，统一指挥或指导有关乡镇（街道）、部门（单位）开展处置工

作。

（5）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实行现场指挥制度，现场指挥全权

负责指挥现场应急处置。县总指挥部或者县专项应急指挥机构应当

按照相关应急预案中的应急响应启动现场指挥机制；未有相关应急

预案的，县人民政府根据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需要设立现场指挥

部，派出或指定现场指挥，负责统一组织、指挥现场应急救援工作。

4.5 处置措施

一旦接到各乡镇（街道）和部门发出的或者接到群众报警某地

发生较大级别以上的突发事件后，县总指挥部应立即召集全体成员

或相关人员、专家组进行研判，作出应急决策，根据作出的决定启

动相应预案，县总指挥部应指派或授权有关领导和相关部门负责人

及相关人员赶赴现场，成立现场指挥部（现场指挥部的具体名称和

设置地点根据处置工作需要由总指挥确定），调配所需应急物资，

开展应急处置；如事态无法得到有效控制，由现场指挥部向本级应

急领导指挥机构请示实施扩大响应。

现场指挥部指挥长由县总指挥部委派县级领导担任，副指挥由

事发地乡镇（街道）主要负责人和牵头部门负责人担任。现场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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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一般设置综合协调组、应急处置组、安全保卫组、医疗救护组、

后勤保障组、人员疏散组、舆论引导组、善后处理组、专家组等工

作组，根据突发事件处置工作的需要，由现场指挥部明确相关工作

组的职责并开展工作。

4.6 现场指挥部职责

执行县总指挥部处置突发事件的决策和命令；迅速了解突发事

件相关情况及已采取前期处置措施和工作开展情况，及时掌握事件

发展趋势，研判处置方案并指挥组织实施；及时将现场的重要情况

向县总指挥部汇报；组织协调安保、交通、卫生、防疫、物资等保

障；迅速控制事态，做好人员疏散和安置工作；做好善后处理工作，

防止事件出现次生、衍生和耦合事件；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4.7 扩大响应

当突发事件有扩大、发展趋势并难以控制时，由现场指挥部报

请县总指挥部决定扩大应急；扩大应急决定作出后，立即向市总指

挥部请求支援并由市总指挥部调集各种处置预备力量投入处置工

作。

4.8 信息发布与舆论指导

县委宣传部负责及时统一发布突发事件相关信息（包括动员公

告、事态发展等），负责对新闻媒体的采访报道活动实施管理和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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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信息发布形式主要包括授权发布、提供新闻通稿、组织报道、

接受记者采访、举行新闻发布会等，通过县和事发地主要新闻媒体、

重点新闻网站、有关政府网站和手机短信等发布信息。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编造、传播有关突发事件事态发展或应急

处置工作的虚假信息。

4.9 应急结束

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结束，或相关威胁和危害得到控制、消

除后，县总指挥部或者组织处置突发事件的专项指挥机构要停止有

关应急处置措施，采取或继续实施必要措施，防止发生自然灾害、

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的次生、衍生事件或重新引发社会安全事

件。现场应急指挥机构予以撤销。

同时，要及时将情况通知参与事件处置的各相关单位，必要时，

要通过广播电视台、电台等新闻媒体向社会发布应急结束信息。

5.恢复与重建

5.1 善后处置

受突发事件影响地区的人民政府要根据遭受损失的情况，制订

救助、补偿、抚慰、抚恤、安置等善后工作方案，对突发事件中的

伤亡人员、应急处置工作人员，以及紧急调集、征用有关部门（单

位）及个人的物资，要按照规定给予抚恤、补助或补偿，并提供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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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及司法援助，妥善解决因处置突发事件引发的矛盾和纠纷。有关

部门（单位）要做好疾病防治和环境污染消除等工作。协调保险监

管机构及时开展查勘和理赔工作。

5.2 调查评估

要及时组织查明突发事件的发生经过和原因，总结突发事件应

急处置工作经验教训，制订改进措施，对突发事件造成的损失进行

评估，并向上一级人民政府报告。

县应急指挥部办公室组织县各专项应急指挥机构及有关部门

（单位）每年第一季度对上年度全县发生的突发事件进行全面评估，

向县人民政府报告。

5.3 恢复重建

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结束后，县人民政府要立即组织制订恢

复重建计划，并向市级人民政府报告；要及时组织和协调受突发事

件影响地区公安、交通、水务、电力、住建等有关部门（单位）恢

复社会秩序，尽快修复被损坏的交通、通信、供水、排水、供电、

供气等公共设施。

县人民政府根据实际情况对需要支持的下一级人民政府提供资

金、物资支持和技术指导，组织其他地区提供资金、物资和人力支

援；需要市、县援助的，由事发地乡镇政府（街道）提出请求，县

有关部门（单位）根据调查评估报告和受灾地区恢复重建计划，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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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解决建议或意见，按程序报经县人民政府批准后组织实施或上报

市人民政府；县政府根据受突发事件影响地区遭受损失的情况，制

订扶持该地区有关行业发展的优惠政策。

6.应急保障

6.1 人力保障

专业应急救援队伍。加强公安、消防、医疗卫生、地震救援、

水上搜寻与救助、矿山救护、森林消防、防洪抢险、环境监控、危

险化学品事故救援、基础信息网络和重要信息系统事故处置，以及

水、电、油、气工程抢险救援等专业队伍和骨干力量建设；有关部

门（单位）要做好本领域专业应急救援队伍规划、布局，充分发挥

各自专业优势，经常性地开展协同演练，提高共同应对突发事件的

能力。

综合性应急救援队伍。县、乡镇两级人民政府要整合应急资源，

依托公安消防队伍或其他优势专业应急救援队伍，建立或确定综合

性应急救援队伍，配备必要的物资装备。

社会应急力量。县、乡镇两级人民政府要组织动员社会各方面

力量，建立基层专业应急救援队伍，完善信息报告员制度，加强日

常管理和培训；各村（居、社区）、各有关部门（单位）要制订相

关政策措施，鼓励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等参与应急救援工作，努

力提高应急队伍的社会化程度，形成群防群治队伍体系。

建立健全应急队伍县际间交流与合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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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财力保障

县人民政府要采取财政措施，保障突发事件应对工作所需经费。

县人民政府所需突发事件应急准备和救援工作资金，由县有关部门

（单位）提出，经县财政局审核后，按规定程序列入年度县级预算；

预防和应对突发事件所需资金，由县、镇两级人民政府按照“现行

事权、财权划分”的原则，纳入本级财政年度预算；各级财政的预

备费要优先保证应对突发事件的需要；县、镇两级人民政府及其财

政部门在突发事件发生后要简化财政资金的审批和划拨程序，保障

应急处置所需资金及时到位；突发事件对事发地经济社会造成严重

影响的，县、镇两级人民政府要根据企事业单位或个人的申请，开

展损失评估工作，并提出相应的扶持措施。

县、镇两级人民政府要组织监察、审计部门对捐赠款物的拨付

和使用等情况进行监察和审计，并及时向社会公开监察和审计结果。

鼓励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为突发事件应对工作提供物资、资

金、技术支持和捐赠。

鼓励保险公司开展产品和服务创新，为处置突发事件提供保险

服务。鼓励社会公众参与商业保险和参加互助保险，建立风险分担

机制。

6.3 物资保障

县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单位）根据要求，按照职能分工，负责

基本生活用品的应急供应、重要生活必需品的储备管理及其他应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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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援物资储备工作；确保应急所需物资和生活用品的及时供应，并

加强对物资储备的监督管理，及时予以补充和更新；有关部门（单

位）按照职能分工，加强相关类别应急物资和装备储备，完善应急

物资管理协调机制。

建立应急物资保障系统，完善重要应急物资的监管、生产、储

备、更新、调拨和紧急配送体系；县、镇两级人民政府及县发展和

改革局、民政局、卫生健康局、水利局、环境保护局、农业农村局、

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交通运输局等部门（单位）

建立实物储备与商业储备相结合、应急储备与应战储备相结合、生

产能力与技术储备相结合、政府采购与政府补贴相结合的应急物资

储备方式。

县、镇两级人民政府要鼓励和引导社区、企业事业单位和家庭

储备基本的应急自救物资和生活必需品。

6.4 医疗卫生保障

全县各级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要充分利用和整合现有卫生资源，

建立并完善专业化的卫生应急队伍，强化疾病控制和卫生防疫工作，

健全各乡镇（街道）、各部门（单位）联防联控工作机制；完善卫

生应急组织管理、应急指挥、监测预警等系统，建立急救资源数据

库，加强动态管理，全面提高公共卫生应急管理和应急处置能力。

6.5 交通运输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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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紧急情况下的综合运输管理，建立突发事件紧急运输保障

系统、社会交通运输工具征用机制和应急救援“绿色通道”机制，

实行突发事件紧急交通运输统一指挥调度。

6.6 人员防护保障

县人民政府要完善紧急疏散管理办法和程序，明确各级责任人，

确保在紧急情况下公众安全、有序转移或疏散到应急避难场所或其

他安全地带；为涉险人员和应急救援人员提供符合要求的安全防护

装备，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严格按照程序科学开展应急救援工作，

确保人员安全。

6.7 通信保障

县工业商贸局等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建立健全应急通信、应

急广播电视保障工作体系，完善公用通信网，建立有线和无线相结

合、基础电信网络与机动通信系统相配套的应急通信系统，健全应

急通信保障体系，确保突发事件应对工作的通信畅通。已建或拟建

专用通信网的部门（单位），要与通信部门及时沟通、协商，明确

应急通信保障工作中各自的职责，确保紧急情况下的协同运作。

6.8 公共设施保障

有关部门（单位）要按照职责分工，分别负责或协调电、油、

气、水的供给以及废水、废气、固体废弃物等有害物质的监测和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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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公共交通工具、公共场所和其他人员密集场所的经营单位或管

理单位要制订具体应急预案，为交通工具和有关场所配备报警装置

和必要的应急救援设备、设施，注明其使用方法，并显著标明安全

撤离的通道、路线，保证安全通道、出口的畅通；有关部门（单位）

要定期检测、维护其报警装置和应急救援设备、设施，使其处于良

好状态，确保正常使用。

县气象局负责气象服务保障工作，提供天气预报并加强对极端

天气的监测和预警；突发事件发生后，县气象局要及时提供事件发

生地及附近的天气情况，并尽快对未来天气情况进行预测预报。

6.9 科技支撑保障

采取扶持政策和优惠措施，鼓励和支持相关机构等培养应急管

理专门人才，开展公共安全领域的科学研究；加强公共安全综合研

究机构建设，积累基础资料，促进科技成果交流共享；研究制订促

进应急产业发展政策措施，鼓励、扶持教学科研机构和有关企业研

究开发用于突发事件预防、监测、预警、应急处置与救援的新技术、

新设备和新工具。

县人民政府要建立本行政区域应急平台和统一的数据库，并纳

入全县应急平台体系，实现市、县、镇应急平台和有关部门（单位）

应急平台互联互通，完善突发事件的监测监控、预测预警、应急值

守、信息报告、视频会商、综合研判、辅助决策、指挥协调、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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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用和总结评估等功能。

6.10 治安保障

突发事件发生后，由县公安局和事发单位负责治安保障，立即

在突发事件处置现场周围设立警戒区，做好现场控制、交通管制、

疏散救助群众、维护公共秩序等工作，避免次生灾害的发生。事发

单位、居民委员会负责配合公安部门和属地政府做好治安保障工作。

6.11 应急避难场所保障

县人民政府要按照省、市有关要求，建立或明确与人口密度、

县区规模相适应的应急避难场所，明确应急避难场所的管理部门（单

位），在应急避难场所设置统一、规范的明显标志，储备必要的物

资，并提供必要的医疗条件，保障在紧急情况下为群众提供疏散避

难和临时生活的安全场所。

县人民政府要组织应急管理局、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发展和改

革局、民政局等有关部门，制定本县应急避难场所规划、建设、管

理等规定。县民政局要建立应急避难场所信息数据库，加强避难场

所安全管理工作。应急避难场所主管单位要会同避难场所建设单位

制定管理办法和应急疏散预案，规范应急避难场所的管理。

7.预案管理

7.1 公众宣传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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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播、电视、报刊等新闻媒体要在全社会范围内广泛宣传各类

突发事件的危害性和妥善处置的重要性，紧急避险和紧急救助的有

关常识；村（居、社区）委会和企事业单位要充分利用墙报、板报

等多种形式，积极向公众宣传突发事件的基本常识。

把突发事件安全教育纳入中、小学学生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

提高应对危机和意识的能力。

7.2 预案培训

将突发事件管理纳入党政领导干部和公务员、事业单位人员培

训内容，应急处置各职能部门要有针对性的开展响应培训。

7.3 预案演练

县各专项指挥机构和相关部门、有关单位负责本系统、本领域、

本部门的应急演练工作，并加强对各地和企事业单位等基层单位应

急演练工作的指导，根据实际需要组织综合应急演练或功能性应急

演练；县应急管理局协助相关应急指挥机构或有关部门（单位）制

订应急演练计划并指导应急演练。

县、镇两级人民政府要结合实际，有计划、有重点组织有关部

门（单位）对相关预案进行演练，特别是对涉及领域多、需多方配

合的应急预案要开展综合性桌面演练和“双盲演练”。

县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单位）、乡镇政府要组织开展必要

的应急演练。村（居、社区）委会和企事业单位也要结合实际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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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演练。

7.4 预案修订

应急预案由其负责制定的部门负责修订。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应及时修订应急预案：

有关法律、法规、规章、标准、上位预案中的有关规定发生变

化的；

应急指挥机构及其职责发生重大调整的；

面临的风险发生重大变化的；

重要应急资源发生重大变化的；

预案中的其他重要信息发生变化的；

在突发事件实际应对和应急演练中发现问题需要进行重大调整

的；

应急预案制定单位认为应当修订的其他情况。

7.5 审批与备案

县总体应急预案应经县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后，以县政府名

义印发；专项应急预案应经县政府审批，必要时经县政府常务会议

或专题会议审议通过后，以县政府名义印发；部门应急预案应经部

门有关会议审议，以部门名义印发，必要时，可以由县政府办转发。

单位和基层组织应急预案的审批方式根据实际情况确定，由本

单位或基层组织主要负责人或分管负责人签发，以本单位名义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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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活动应急预案以活动主办或承办单位名义印发。

总体应急预案报榆林市政府备案；专项应急预案报县应急管理

局和陕西省、榆林市政府有关主管部门备案；部门应急预案报县应

急管理局备案。

7.6 责任与奖惩

根据有关规定，建立健全应急管理工作行政领导负责制和责任

追究制。

公众参加应急救援工作或协助维护社会秩序期间，其在本单位

的工资待遇和福利不变；对突发事件应急管理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

的先进集体和个人，给予表彰和奖励。

有下列情节之一的，对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单位）直

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未按规定采取预防措施，导致发生突发事件，或未采取必

要的防范措施，导致发生次生、衍生事件的；

（2）迟报、谎报、瞒报、漏报有关突发事件的信息，或通报、

报送、公布虚假信息，造成严重不良后果的；

（3）未按规定及时发布突发事件警报、采取预警期的措施，导

致损害发生的；

（4）未按规定及时采取措施处置突发事件或处置不当，造成不

良后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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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不服从上级人民政府对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的统一领

导、指挥和协调的；

（6）未及时组织开展生产自救、恢复重建等善后工作的；

（7）截留、挪用、私分或变相私分应急救援资金、物资的；

（8）不及时归还征用的部门（单位）和个人的财产，或对被征

用财产的部门（单位）和个人不按规定给予补偿的。

7.7 预案解释

本预案由县应急管理局负责解释。

7.8 预案实施时间

本预案自印发之日起实施。

附件：1.应急指挥组织体系框架图

2.专项预案及其指挥机构、主管部门

3.应急指挥部成员单位联系方式

4.应急专家库成员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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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级专项预案处置突

发事件组织机构（2）

县级专项预案处置突

发事件组织机构（n）

各成员单

位、部门

应急

联动

机构

附件

附件 1 应急指挥组织体系框架图

......

注：子洲县突发事件应急联动机构包括以下部门（单位）：驻

子洲县武警部队、民兵预备役部队及相邻县应急联动部门。

县总指挥部

（县级决策机构）县总指挥部办公室

（县应急管理局）
专家咨询委员会

县级专项预案处置突

发事件组织机构（1）

事发乡

镇、街道

现场指挥部

县突发事件应急管理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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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专项预案及其指挥机构、牵头部门

预案

类型

序

号
预案 指挥机构 牵头部门

自

然

灾

害

1 子洲县防汛抗旱应急预案 防汛抗旱应急指挥部 县水利局

2 子洲县森林火灾应急预案 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 县应急管理局

3 子洲县气象灾害应急预案 气象灾害应急指挥部 县气象局

4 子洲县地震应急预案 抗震救灾应急指挥部 县应急管理局

5 子洲县地质灾害应急预案 地质灾害应急指挥部
县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

6 子洲县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
自然灾害救助应急

指挥部
县民政局

事

故

灾

难

7 子洲县煤矿事故应急预案 煤矿事故应急指挥部 县工业商贸局

8 子洲县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预案
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

指挥部

县应急管理局9 子洲县非煤矿山事故应急预案
非煤矿山事故应急

指挥部

10 子洲县烟花爆竹事故应急预案
烟花爆竹事故应急

指挥部

11 子洲县建筑施工突发事故应急预案
建筑施工突发事故应急

指挥部 县住房和城乡

建设局
12 子洲县突发燃气安全事故应急预案

突发燃气安全事故应急

指挥部

13 子洲县供水系统突发事故应急预案
供水系统突发事故应急

指挥部
县供水公司

14 子洲县火灾事故应急预案 火灾事故应急指挥部 县应急管理局

15 子洲县大面积停电事件应急预案
大面积停电事件应急

指挥部
县供电公司

16 子洲县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

指挥部
县环境保护局

17 子洲县公路交通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公路交通突发事件应急

指挥部
县交通运输局

18 子洲县重大交通事故应急预案
重大交通事故应急指挥

部
县公安局

公 19 子洲县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 县卫生健康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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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案

类型

序

号
预案 指挥机构 牵头部门

共

卫

生

事

件

指挥部

20 子洲县食品安全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食品安全突发事件应急

指挥部
县市场监管局

21 子洲县突发重大动物疫情应急预案
突发重大动物疫情应急

指挥部
县畜牧兽医局

社

会

安

全

事

件

22 子洲县大规模恐怖袭击事件应急预案
大规模恐怖袭击事件

应急指挥部
县公安局

23 子洲县教育系统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教育系统突发事件应急

指挥部
县教育和体育局

24 子洲县粮食安全应急预案 粮食安全应急指挥部
县发展改革和科

技局

25 子洲县处置群体性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处置群体性突发事件

应急指挥部
县公安局

26 子洲县群体性上访事件应急预案
群体性上访事件应急

指挥部
县信访局

注：1.本表以外未明确主管部门的突发事件的预防和处置工作，由

有关职能部门负责。

2.在应急处置工作中，县人民政府根据需要，可对本表所列的

应急主管部门作出调整或补充。

3.随着应急管理体制的健全和实际情况的变化，突发事件的种

类及其响应的应急主管部门将不断补充、调整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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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应急指挥部成员单位联系方式

序号 应急职务 成员 值班电话（办公室）

1 应急指挥部总指挥 县长 7221518

2 应急指挥部副总指挥 分管副县长 7224048

3 应急指挥部成员 县政府办公室 7221201

4 应急指挥部成员 县委宣传部 7221032

5 应急指挥部成员 县总工会 7222234

6 应急指挥部成员 应急管理局 7230449

7 应急指挥部成员 财政局 7221494

8 应急指挥部成员 发展改革和科技局 7222083

9 应急指挥部成员 环境保护局 7221491

10 应急指挥部成员 农业农村局 7221129

11 应急指挥部成员 气象局 7222233

12 应急指挥部成员 市场监督管理局 7950609

13 应急指挥部成员 水利局 7221514

14 应急指挥部成员 文化和旅游文物广电局 7221076

15 应急指挥部成员 信访局 7223345

16 应急指挥部成员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7221244

17 应急指挥部成员 畜牧兽医局 7221506

18 应急指挥部成员 工业商贸局 7221313

19 应急指挥部成员
交通运输局 7221066

20 应急指挥部成员
教育和体育局 7221147

21 应急指挥部成员
林业局 7221084

22 应急指挥部成员
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7221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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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应急职务 成员 值班电话（办公室）

23 应急指挥部成员
公安局 7221031

24 应急指挥部成员
民政局 7222113

25 应急指挥部成员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7221158

26 应急指挥部成员
卫生健康局 7221175

27 应急指挥部成员
电力局 7221265

28 应急指挥部成员
中国电信子州分公司 7221337

29 应急指挥部成员
中国联通子州分公司 15619123264

30 应急指挥部成员
中国移动子州分公司 13572655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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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应急专家库成员清单

序号 姓名 专业领域 所属单位 单位地址 联系电话

1 闫多军 水利水电 水利局 子洲县城 15909284805

2 高 亚 水利工程 水利局 子洲县城 13038993125

3 马健 城镇燃气 住建局 子洲县城 13909127725

4 赵瑜 建筑施工 住建局 子洲县城 15929820444

5 曹庆安 天燃气 住建局 子洲县城 15091503550

6 曹喜林 燃气 住建局 子洲县城 13895689808

7 候建彪 气 象 气象局 子洲县城 13772393306

8 柴勇斌 非煤矿山 国土局 子洲县城 18992212244

9 刘冬梅 地质灾害 国土局 子洲县城 13209123285

10 马涛 特种设备 市场监管局 子洲县城 13992258428

11 高洁 特种设备 市场监管局 子洲县城 18891221905

12 张 琪 网络主管 移动公司 子洲县城 13474395996

13 周 宁 网络维护 联通公司 子洲县城 15619122324

14 刘海生 通信线路 电信公司 子洲县城 15332610326

15 封 波 烟花爆竹监督 应急局 子洲县城 13098249838

16 常向东 烟花爆竹 东财烟花爆竹 子洲县城 13991095819

17 马超 危险化学品 应急局 子洲县城 18142430921

18 陈玉苍 危险化学品 金源天然气 子洲苗家坪 18098012857

19 李军 危险化学品 金源天然气 子洲苗家坪 18791202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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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专业领域 所属单位 单位地址 联系电话

20 李平 危险化学品 中石油高渠 子洲高渠 13571254699

21 栾彬 煤矿监管 工贸局 子洲县城 18091259333

22 咸文瑞 永兴煤矿 工贸局 子洲县城 13891232810

23 张晓荣 道路运输 交运局 子洲县城 13389124600

24 加文 公路养护 交运局 子洲县城 15319629966

25 贺 信 城市供水 供水公司 子洲县城 13892262599

26 张希慧 电 力 供电公司 子洲县城 13892279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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