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沭减办发〔2021〕3 号

关于印发《临沭县 2021 年一季度自然灾害

风险形势分析报告》的通知

县减灾委员会成员及相关单位，各镇（街）：

1 月 25 日，县应急局、县减灾委办公室组织县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林业发展中心）、县水利局、县农业农村局、县地震台、

县气象局等部门，对我县 2020 年自然灾害情况进行了总结交流，

并对 2021 年一季度自然灾害形势进行会商研判，形成了《临沭

县 2021 年一季度自然灾害风险形势分析报告》， 现印发给你们，

请结合各自实际做好分析研判和防范应对工作。

临沭县减灾委员会

2021 年 1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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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沭县 2021 年一季度自然灾害风险形势

分析报告

1 月 25 日，县应急局、县减灾委办公室组织县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林业发展中心）、县水利局、县农业农村局、、县地震台、

县气象局等部门，对我县 2020 年自然灾害情况进行了总结交流，

并对 2021 年一季度自然灾害形势进行会商研判。

一、2020 年度自然灾害发生和应对情况

2020 年我县平均降水量为 1024.2 毫米，较历年（857 毫米）

偏多 19.5%，未突破历史极值（1974 年 1320.8 毫米）。今年汛期

雨水偏多，突发局地强对流过程多，暴雨日数 3 天,日降水量最

大为 92.4 毫米，出现在 7 月 22 日。暴雪日数 1 天，降水量 10

毫米，出现在 12 月 29 日。2020 年我县成灾气象灾害主要为暴雨

洪涝，共发生了 2 次洪涝气象灾害，分别是“7.23”和“8.14”

洪涝灾害，尤其是“8.14”洪涝灾害，造成农田积水，农作物受

灾，部分家庭财产、基础设施和公益设施等受损，给人民生活、

工农业生产和 交通运输等方面带来一定影响。

2020 年气象局共发布节假日天气预报 8 期，春运专报 40 期，

麦收气象服务专报 12 期，空气污染扩散气象条件预报 366 期，

雨情 110 期，联合县应急管理局发布重要天气预报 30 期，台风、

暴雨、暴雪、冰雹、大风、寒潮、道路结冰、高温、大雾、雷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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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各类预警信号 61 期。通过手机短信云 MAS 平台、微信群、qq

群、微信公众号和国家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平台发布决策服务

信息二十万余人次。

2020 年度我县共有 3 处地质灾害隐患点，分别是（1）临沭

县玉山镇朱仓围里村不稳定斜坡 ，（2）临沭街道山里村崩塌地

质灾害隐患点，（3）青云镇王庄塌陷区，其中第（1）和（3）处

县自然资源规划局已现场勘察过已经治理，不存在隐患。

2020 年度，全县共发生两次有感地震，分别是：8 月 5 日 7

时 41 分，发生 1.2 级地震；12 月 18 日 1 时 42 分发生 1.9 级地

震（1 时 45 分发生 1.2 级余震一次），部分居民反映有震感，无

房屋设施损坏。

2020 年，据农业部门调查分析，病虫草鼠害发生面积 216.52

万亩次，防治 191.37 万亩次，挽回粮食损失 1.07 万吨，油料 0.85

万吨，确保了粮食和主要农产品的有效供给。2020 年全县粮食面

积 78.09 万亩，总产达 31.58 万吨，比去年增加 1.11 万吨。

二、2021 年度气候趋势预测

1 月：预计平均降水量 8~10 毫米，大部地区较常年（14.3

毫米）偏少 2~3 成；平均气温-1.0~0℃，接近常年（-0.6℃）。

2 月：预计平均降水量 10~15 毫米，大部地区较常年（19.9

毫米）偏少 2~3 成；平均气温 2.5~3.5℃，较常年（2.0℃）略偏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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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预计平均降水量 25~30 毫米，大部地区较常年（22.8

毫米）偏多 1~2 成；平均气温 7.0~8.0℃，接近常年（7.0℃）。

三、自然灾害风险预测

综合研判，2021 年第一季度自然灾害风险总体较往年基本持

平，不排除发生极端天气事件的可能，局地可能发生雪灾、风灾、

低温冻害、季度末轻度干旱、森林火灾等自然灾害。

（一） 地质灾害：地质灾害总体趋势接近常年。

我县是非地质灾害易发区，地质灾害以滑坡为主，在一些陡

坡区域，土体土质疏松，在强降水、重力的影响下，岩土体易失

稳，易发生土体滑坡。目前我县有 1 处地质灾害隐患点：临沭街

道山里南村西滑坡，计划于 2021 年进行治理，初步预算总投资

70 万元，预计 2021 年 12 月完成。

（二）森林火灾：防火形势严峻。

森林防火已进入关键时段，随着气温逐渐攀升，林区积雪融

化，阵风天气持续时间长，林下可燃物干燥，火险等级较高，森

林防火形势严峻。通过近期的督导检查，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一是防火责任落实不够有力。虽然各镇街建立了防火责任制

台账，但工作基本流于形式，个别镇街重视程度不高，措施不力，

包防责任仅落在纸上，没有形成真正的包防工作机制；有的防火

检查站管理不规范，进山检查流于形式，收缴火种不仔细、不彻

底，有的甚至存在空岗、漏岗现象。

二是对本辖区防火形势研判不充分。达不到底数清、情况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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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重大火险隐患排查不到位，没有有效的管控措施。

三是“四清”工作进展缓慢。“四清”工作已安排多次，镇

街进展不一，有的镇街行动迟缓，甚至没有开展。

四是护林员值班值守作用还需进一步提升。个别镇街护林员

不能到岗到位，日常巡查有缺失。

五是重点林区可燃物载量较大。经过多年封山育林，苍马山、

冠山等重点林区乔木、灌木、杂草丛生，枯枝落叶逐年累积，再

加上今年雨水充沛，植被生长旺盛，林下可燃物载量急剧增加，

一旦发生火灾，强度高、蔓延快，扑救难度大。

六是火源管控难度较大。人为用火仍是引发森林火灾的主要

因素，冬春季节节假日较多，返乡祭祖活动增多，祭祀用火、春

耕用火等管控难度大。

（三）林业有害生物灾害方面趋势预测如下：

一是美国白蛾、杨小舟蛾等。发生面积持续上升，局部地区

呈现爆发趋势。通过 2020 年秋季越冬蛹基数调查，全县各镇（街）

蛹的基数较春季均有所增加，其中玉山镇、石门镇等与江苏省接

壤区域爆发可能性极大，发生面积较 2020 年预计增加超 5000 亩。

二是松材线虫病。虽然前期积极开展防控，但根治难度大。

面临的形势仍然严峻，一季度因为气温低，虫情不会爆发，但随

气温升高，线虫病会传播，预计今年病枯死松木在 2 万株左右。

三是日本松干蚧。预计发生面积 1800 余亩，涉及小班 11 个。

（四）农业生物灾害：轻度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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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农业生产情况看，第一季度主要是大雪、低温寒潮天气

对设施农业应影响，充分做好设施农业的防风加固、增温保暖工

作，及时清扫积雪，确保设施蔬菜、草莓等安全生长。大田农作

物病虫害发生较轻，旺长小麦的叶片可能存在低温冻伤风险。

（五）水旱灾害：轻度发生。

2021 年第一季度水旱灾害风险总体较往年基本持平，防洪工

程预判本季度不会发生大的自然灾害。但不排除发生极端天气事

件的出现，局地可能发生雪灾、旱灾等自然灾害。预测因冬季蒸

发量小等因素，到本季度末东北部山丘区可能发生轻度干旱。

（六）地震灾害：2021 年一季度，我县及邻区发生中强地震

的可能性不大，但存在发生有感地震的可能，地震台将加强震情

监测预警，做好应急处置准备工作。

四、对策建议

（一）做好气象灾害监测预警和防范应对工作。守好防灾减

灾救灾第一道防线，密切监测天气形势，加强寒潮、强降雪、低

温冻害、大风和大雾等灾害性天气的预警预报，要防范其对农业、

畜牧业，特别是对春运交通运输的影响。

（二）加强水旱灾害防范工作。严格按照水库调度运用计划

做好水库安全蓄水及运行管理工作，实行水资源统一管理和合理

调配，按照“先生活、后生产、保重点、讲效益”的原则统筹调

度、分配水源，确保现有水源发挥最大效益。加强预报预警和监



7

测预警，全面落实水利工程“三个责任人”，加强应急抢险物资

储备，扎实开展防洪检查，持续开展防洪宣传培训演练，提升防

灾减灾能力

（三）加强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编制《临沭县地质灾害

防治方案》，并按方案要求落实相关防治措施。加大地质灾害隐

患点排查力度，对重要地质灾害隐患点进行监测和预警，完善警

示标志，广泛进行宣传，提升社会公众自救互救知识技能。

（四）进一步加强森林火源管控。一是落实责任。要健全包

防责任体系，切实做到山有人管、林有人看、责有人担。二是强

化宣传。要充分利用广播、微信、宣传车、张贴标语、悬挂横幅、

发放明白纸等多种方式加大对森林防火知识和典型案例的宣传

力度，切实提高群众的森林防火意识。三是加强火源管控。重点

区域重点防范，针对林区、墓地等重点部位进行重点巡查全天巡

护。要落实护林员的待遇，加强对护林员、防火检查站工作人员

的监督管理，确保值班值守到位，发挥好关卡作用，切断进山火

源。四是扎实开展“四清”工作。确保道路、林区、墓地周边应

清尽清，不留死角。五是充实设备装备。按照省、市规定的标准

要求，配备扑火工具，做到分类存放、定期维护保养，确保能够

随时调用。六是严守值班制度，保障信息畅通。严格落实森林防

火值班制度，确保信息传达通畅，突发情况处理及时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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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做好农林业有害生物灾害防范应对。林业病虫害方面：

一是强化监测普查，及时排除疫情。利用林场职工、护林员巡山，

加大监测普查，做到及时发现、及时报告、及时除治。二是强化

检疫，防止带疫物品流入、流出。对来自疫区的松科植物、松木

及电缆光缆盘、木质包装材料等，加强检疫检查，严禁疫木及其

木质包装材料的非法调运，对可疑物品及时进行除害处理。三是

积极进行松材线虫病综合防控。一方面 1—3 月份组织注施药预

防，另一方面严格按照除治方案加大病死树除治力度，减少传播

源。四强化宣传，增强群众知晓度。多措并举，宣传病虫害的危

害性和防控措施。五是强化资金保障。积极争取各级防控资金，

将病虫害防治列入专项工作预算，配套防控经费，提高除治标准。

农业病虫害方面：重点抓好农田杂草的防控，压低田间杂草基数，

密切关注小麦条锈病、蚜虫、红蜘蛛发生动态，做好田间调查监

测，确保第一时间发现和及时防控

（信息公开形式：不予公开）

抄报：市减灾委员会办公室。

抄送：县减灾委员会成员及相关单位，各镇（街）

临沭县减灾委员会办公室 2021 年 1 月 26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