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菏区政发〔2023〕9 号 

 

 

菏泽市牡丹区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 2023 年牡丹区黄河滩区蓄滞洪运用 

预案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各街道办事处，区政府各部门： 

现将修订后的《2023 年牡丹区黄河滩区蓄滞洪运用预案》印

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菏泽市牡丹区人民政府     

2023 年 6 月 14 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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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牡丹区黄河滩区蓄滞洪运用预案 

 

为确保滩区蓄滞洪运用前人员安全、及时转移和黄河滩区滞

洪工程的正常运用（滞洪、滞沙），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明

确黄河滩区的基本功能和作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黄河保护法》《蓄滞洪区运用补偿暂行办法》

（2000 年 5 月 27 日国务院令第 286 号发布），特制定牡丹区黄

河滩区蓄滞洪运用预案。 

一、黄河滩区概况 

（一）自然地理特征。 

牡丹黄河现行河道是 1855 年河南省兰考县铜瓦厢决口改道

后形成的，河道全长 19 公里。左岸为濮阳县，右岸为牡丹区，

上接东明县，下连鄄城县，两岸均为平原地带，为由游荡型河道

向弯曲型河道转变的过渡型河段，两岸堤距 6 公里至 8 公里，纵

比降约 1/8000，主河槽宽 0.6 公里至 0.8 公里。现行河道河床一

般高于两岸地面 3～4m，设计防洪水位高于黄河大堤背河地面

8～10 米，已形成“槽高、滩低、堤根洼、堤外更洼”的“二级悬河”

的危险局面。 

滩区的主要地貌有险工、控导工程、生产堤、避水台、道路、

串沟、洼地、堤河等。控导工程一般布置在河流弯道处，起到控

导主流、稳定河势和护滩保堤的作用。生产堤主要分布在老滩区

与嫩滩分界处，堤高一般为 2～3 米。串沟是历史上大堤决口、

漫滩时水流集中冲刷形成的。堤河是由于修堤取土和泥沙淤积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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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的洼地，堤河大部分与串沟相通，大水时堤河先进水，阻断

滩区到大堤的交通道路，给群众的迁安撤退带来很大困难。 

（二）社会经济情况。 

牡丹区黄河滩区，包括岔河头和张闫楼两处滩区，滩区总面

积 22.4 平方千米，其中耕地面积 19.2 平方千米。滩区涉及村庄

19 个，人口 23666 人，耕地面积 2.88 万亩。截至目前滩区内村

庄已全部搬迁。 

滩区经济以农业为主，经济基础薄弱。据不完全统计，黄河

滩区内有渠系建筑物、桥梁、机井、输电线路等固定资产。 

（三）历史漫滩运用情况。 

牡丹区黄河滩区在1975、1976、1982、1996、1998、2002年

洪水期间进水受灾，累计受灾人口6.5万人，淹没耕地4.12万亩，

倒塌房屋2625间，水毁桥闸35座、机井535眼等，累计经济损失

1.427亿元。滩区的应用，对削峰滞洪起到了重要作用；洪水漫滩

后大量泥沙在宽河段滩地落淤，降低了进入窄河段水流的含沙量，

有利于窄河段的冲刷，从而维持了下游窄河道的过洪能力。 

（四）洪水风险概况。 

牡丹区位于黄河下游，漫滩洪水主要来自黄河中游地区：一

是河口镇至龙门区间（简称河龙间）；二是龙门至三门峡区间（简

称龙三间）；三是三门峡至花园口区间（简称三花间）。三个不

同来源区产生的洪水以多种不同的组合形式形成黄河下游的大

洪水和特大洪水。 

三门峡、小浪底、故县、陆浑、河口村、万家寨等水利枢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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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已经建成投入运用，水库联合调度运用可以对小浪底水库以

上的来水充分发挥调蓄作用，削减洪峰流量，减小洪水对下游防

洪的威胁。但小浪底至花园口区间（简称小花间）无工程控制区

暴雨强度大、汇流快、洪峰预见期短，经水库调控后花园口站100

年一遇洪峰流量仍达15700立方米每秒。如果发生此级洪水，我

区黄河滩区将全部受淹，堤防工程全部偎水，防洪形势十分严峻。 

根据黄河水利委员会水科院关于各级洪水预估水位和牡丹

黄河滩区实际情况，对黄河滩区各级洪水的蓄洪面积、蓄水容量

进行了分析计算。预计当花园口站发生6000立方米每秒洪水时，

牡丹区岔河头滩、张闫楼滩部分被淹，漫滩面积1.56万亩；当花

园口站发生8000立方米每秒洪水时，牡丹区岔河头滩、张闫楼滩

大部分被淹，漫滩面积2.74万亩；当花园口站发生10000立方米每

秒洪水时，牡丹区黄河滩区全部被淹，漫滩面积3.36万亩。 

洪水风险图，不同量级洪水淹没情况（范围和水深）、危险

程度分区、淹没损失评估见附图或附表。 

（五）防洪工程情况。 

牡丹区黄河防洪工程主要包括临黄堤14.893公里，3处险工，

1处控导工程，1座涵闸。 

1.防洪工程现状。 

（1）堤防工程。 

黄河下游堤防是抗御洪水主要屏障。牡丹区黄河现有设防大

堤14.893公里，起止桩号为217+968～232+861，设防标准为防御

花园口站洪峰流量22000立方米每秒，相应高村站流量20000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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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每秒；堤顶高程66.53～64.96米（1985国家高程基准，下同），

堤顶宽度12米，临背河边坡1:3；堤防高度临河7.5～10.5米，背河

8～13米，临河护堤地宽度7～30米，背河护堤地宽度10米，临背

河地面高差2～4米。主要附属设施有树株、排水沟、辅道等。

217+968～218+855、223+600～227+980、230+400～232+861堤段

临河栽植宽 30米的防浪林，背河有宽 80～ 100米淤背区，

217+968～232+861段堤顶已硬化，路面宽度6米。 

（2）险工、控导工程。 

目前牡丹区黄河共有险工3处，控导1处，坝岸140道（段），

垛6个，工程总长度13.75公里，裹护长度10.896公里，坝岸结构

为乱石坝。其中刘庄险工56道坝岸，工程长度4770米，裹护长度

4488米，备防石17363.14立方米；贾庄险工30道坝岸，6个垛，工

程长度3640米，裹护长度3289米，备防石13680.66立方米；张闫

楼控导32道坝，工程长度2520米，裹护长度1909米，备防石5763

立方米。高寨险工22道坝，工程长度2820米，裹护长度1210米。 

险工控导基本情况统计表 

工程名称 工程处数 
工程长度

（米） 

坝、岸、垛数量（道、段） 裹护长

度（米） 
备注 

坝 护岸 垛 

险工 3 11230 88 20 6 8987  

刘庄险工 1 4770 40 16  4488  

贾庄险工 1 3640 26 4 6 3289  

高寨险工 1 2820 22   1210  

控导 1 2520 32   1909  

张闫楼控导 1 2520 32   1909  

（3）涵闸工程。 



    — 7 —    

现有刘庄引黄涵闸1座，刘庄闸始建于1979年，位于大堤桩

号221+080处，设计引水流量80立方米每秒，设计防洪水位63.53

米，设计灌溉面积96万亩，结构形式为三孔桩基开敞式。 

引黄涵闸工程情况统计表 

涵闸名称 所在堤防 堤防类别 桩号 涵闸结构 
设计 

流量(立方米每秒) 

闸门结构

型式 
备注 

刘庄 黄堤 Ⅰ级 221+080 桩基开敞式 80 钢闸门  

2.防洪工程存在的主要问题。 

（1）黄堤226+500～228+650段：其中227+550-228+650为历

史老口门，226+500-227+500段在1996年8月，距背河堤脚60米外

出现水井涌水现象，虽经多年淤蛰，地下土壤可能仍不密实，可

能出现渗水和管涌险情。 

（2）刘庄险工：刘庄险工为新加高改建坝，基础薄弱，未

经大水考验。 

（3）贾庄险工：坝岸根基薄弱，缺石量较大。贾庄险工设

防标准不足，没有达到险工设计标准，一旦来大洪水，极易造成

洪水漫顶。 

二、运用准备 

（一）指挥机构。 

滩区运用是一项涉及面广，情况复杂，责任性强的工作，关

系社会经济稳定大局，责任重大，为切实做好黄河滩区运用的指

挥调度，区、镇街、行政村分别建立组织。 

1.滩区运用指挥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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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落实责任，加强领导，汛前牡丹区防汛抗旱指挥部（以

下简称区防指）成立滩区运用指挥部，指挥由政府主要负责领导

或分管领导担任，成员由区应急管理局、区发改局、区交通运输

局、市公安局牡丹分局、区卫健局、区农业农村局、区财政局、

供电、区工信局、区教育和体育局、区融媒体中心、区人武部、

黄河河务等部门和李村镇的负责人组成。滩区运用指挥部在同级

防汛指挥部的领导下，负责滩区蓄洪运用工作。 

滩区运用指挥部办公室设在各镇街应急管理部门。 

2.牡丹区滩区运用指挥部的职责。 

（1）负责滩区运用的预警发布和信息传递。 

（2）领导和协调全区的迁移安置工作，制定迁移安置方案，

研究部署洪水期间的救护措施，督促、检查、落实救护工作。 

（3）做好滩区群众的迁移安置和救灾工作，在洪水期间和

洪水过后，安排好群众生活，搞好灾区生产自救，保持社会稳定。 

（4）向区委、区政府和上级有关部门报告滩区灾情及救护

工作中出现的重大问题。 

（5）及时解决救护中急需解决的重大问题和临时应急事项。 

（6）组织力量转移灾民，救护伤病员，处理善后事宜，保

证灾民有临时住所、有饭吃有衣穿、有干净水喝、有病能医、孩

子能上学。 

3.部门责任分工。 

（1）区应急管理局、区发改局。 

负责滩区受灾运用后受灾补偿调查和滩区受灾群众的安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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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助工作，及时调集分配灾民的生活必需物资；及时统计救灾物

资接受与发放情况，并及时向区防指及上级应急部门报告。 

（2）区卫健局。    

负责灾区的卫生防病和受伤群众的医疗救护，及时有效开展

各项救灾防疫工作，保障灾区公众的生命安全和身心健康。 

（3）区工信局。                                                                                                                                                                                                                                                                                                                                                                                                                               

负责黄河滩区防汛救护期间的通信保障。 

（4）区交通运输局。 

负责交通工具落实和群众转移工作，根据各滩区情况，调集、

补充车辆和船只，并负责落实维修撤退道路。 

（5）供电部门。 

负责电力供应，保证必需的生活用电；负责黄河跨越电力线

路的抢险和抢修，保障安全可靠供电。 

（6）区财政局。 

负责滩区受灾运用后救灾经费的监督使用。 

（7）市公安局牡丹分局。 

负责救护安全保卫工作，维护交通治安秩序，保障救护车辆

和防汛抢险车辆通行。 

（8）区农业农村局。 

负责组织指导滩区灾后农业救灾、生产恢复，做好救灾种子、

化肥、农药、动物疫病防治药物的储备、调集和管理，做好排水

机械的检修、组织调度。配合有关部门落实灾害减负政策。 

（9）区黄河河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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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黄河水情、汛情信息的收集和传递，向区防指、滩区运

用指挥部和各有关部门提供黄河水情、汛情及洪水预报等信息。 

（10）区融媒体中心。 

负责按照防指要求及时向公众发布黄河汛情信息，跟踪报道

黄河防汛抢险活动，向社会宣传黄河防汛抢险、抗灾自救知识。 

（11）区人武部。 

组织民兵力量配合地方有关部门完成抢修抢险、群众救护等

抗洪救灾任务；负责联系和协调支援部队完成抢险救灾行动。  

（12）李村镇。 

李村镇成立滩区运用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由镇长汤平担任，

成员由办公室、应急管理、工信、公安、自然资源、卫健、供电

等部门的负责人组成，办公室设在李村镇政府，具体负责滩区运

用及救护措施的制定与落实。 

（二）抢险救生队伍。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汛条例》规定，“防汛工作实行各级

人民政府行政首长负责制，实行统一指挥，分级分部门负责。各

有关部门实行防汛岗位责任制”。因此，李村镇镇长为滩区运用工

作的责任人，对滩区群众救护负全面责任；各有关单位根据分工，

在当地防指的统一部署下，团结一致，调动全社会力量，最大限

度地避免和减少人员伤亡，减轻财产损失。 

汛前，李村镇以基干民兵为主，组建 50 人的抢险救生队。

区政府机关及企事业单位视情安排一定力量，支援滩区救护。区、

李村镇滩区运用指挥部结合本地实际情况，采取得力措施，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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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护计划，成立专门的滩区水上救护队，落实救生工器具。 

当预报发生漫滩洪水时，滩区运用指挥部领导全部上岗到位，

严格领导带班和值班制度。情况紧急的，由省防总协商北部战区

和省军区，调动解放军支援；需调动武警部队由市政府首长批准

调用辖区内的武警部队支援。 

（三）防汛物资准备。 

黄河防汛物资的储备由国家常备防汛物资、社会团体储备防

汛物资和群众备料三部分组成。 

1.国家常备防汛物资。 

国家常备防汛物资，指黄河部门常年储备的防汛机械设备、

料物、器材、工具等。主要物资由区黄河防汛办公室(以下简称区

黄河防办）按照规定的储备定额和需要，统一储备。牡丹区刘庄

仓库储备国家防汛物资十余种，其中：石料 3.68 万立方米，铅丝

9.5 吨，发电机组 33 千瓦等。牡丹区黄河防汛石料分布在各险工、

控导工程坝面，位于牡丹区黄河大堤沿线和控导工程上，是黄河

抢险应急和先期投入的主要物资来源。 

2.社会团体储备物资。 

社会团体储备物资是指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为

支援黄河防汛筹集的可用于防汛抢险的物资。主要包括：铅丝、

编织袋、绳类、帐篷、木桩、油锯、钢管、砂石料、土工布、复

膜编织布、发电机组、照明设备、救生衣、挖掘机、装载机、推

土机、自卸车、吊车、平板拖车、运输车、客车、手持照明灯、

雨具等。汛前，由区防指下达储备任务，落实备料的品种、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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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和责任，并由区防指在汛前进行检查。洪水期间视水情、工

情及防守抢险需要由区防指调用。 

3.群众备料。 

群众备料主要由所辖镇街的村队群众储备柳（秸）料、木桩、

铁锨、运输车辆、斧头、锯、镐等常用抢险物料和小型抢险工具、

运输车辆。汛前，由所在区、镇街、行政村向群众发放备料通知

单并按单户进行登记、造册、号料，落实地点、数量和运输措施。 

4.社会团体备料原则。 

社会团体备料和群众自筹料物都是按照“备而不集，用后付款”

的原则，落实到单位和各家各户进行登记造册，挂牌号料，随时

听调，及时运往防汛抢险地点，满足抗洪抢险的急需。 

黄河国家常备防汛物资统计表 

序号 物资名称 计量单位 数量 

1 石料 立方米 36806.80 

2 铅丝 吨 9.50 

3 麻料 吨 5.09 

4 帐篷 顶 2 

5 抢险活动房 个 2 

6 土工布 平方米 1500 

7 复膜编织布 平方米 3200 

8 冲锋舟 艘 1 

9 发电机组 千瓦 33 

10 抢险照明车 套 1 

11 木桩 根 1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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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黄河防汛群众料物分配表 

镇街名称 

柳（秸）

料（万公

斤） 

木桩（根） 铁锨（把） 
斧头、锯、

镐等（把） 

运输车辆

（辆） 
备注 

李村 35 1300 265 100 20  

高庄 15 750 125 40 15  

吴店 15 750 125 40 15  

小留 5 300 75 20 10  

黄堽 5 300 75 20 10  

牡丹 5 300 75 20 10  

王浩屯 5 300 75 20 10  

胡集 5 300 75 20 10  

大黄集 5 300 75 20 10  

安兴 5 300 75 20 10  

沙土 5 300 75 20 10  

何楼 5 300 75 20 10  

皇镇 5 300 75 20 10  

都司 5 300 75 20 10  

小计 120 6100 1340 400 160  

 
 

备注：柳料、木桩可以是正在生长的树木，抢险需要时临时

采伐；运输车辆指群众自有的汽车、三轮车等机动车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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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黄河防汛社会团体防汛料物及车辆代储分配表 

单位料物 

铅丝 
编织袋 

(或麻袋) 
绳类 帐篷 木桩 油锯 钢管 砂石料 土工布 

复膜编

织布 

发电

机 

照明设

备 
救生衣 挖掘机 装载机 推土机 

自卸汽

车 
吊车 

平板

拖车 
运输车 客车 

手持照

明灯 
雨具 

吨 条 吨 顶 根 把 根 吨 平方米 平方米 千瓦 台套 件 台 台 台 辆 台 台 辆 辆 个 件 

区市场监管局 22          20         1  800 1400 

区供销联社      19   16000 5600          1    

区发改局  36000         10 15        1    

区税务局           10 30        2    

区交通运输局        300   20 15  11 12 6 37 4 4 18 16   

区卫健局            5        1    

区物资服务中

心 
  17   18 430    20 10        1    

区水务局     1600      20   11 6 6    2    

区民政局    65       30 10 1300       4    

合计 22 36000 17 65 1600 37 430 300 16000 5600 130 85 1300 22 18 12 37 4 4 31 16 800 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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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宣传。 

抗洪抢险、救灾信息发布实行新闻发言人制度，各级滩区运

用指挥部明确一名指挥或副指挥做为新闻发言人。黄河水情、警

报发布等信息由各级滩区运用指挥部统一发布和管理。未经新闻

发言人审核的信息，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对外发布。 

三、人员转移安置 

（一）通讯报警。 

1.警报发布。 

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纸、手机短信、网络、派人送信等

方式发布水情信息、转移命令等，并掌握反馈信息，使滩区内每

个人都能在最短的时间内了解洪水信息和转移工作的各项要求。 

区防指的常务副指挥长或由其指定人为牡丹区黄河滩区人

员转移警报发布人，李村镇分指挥部的指挥长或由其指定人为该

镇黄河滩区人员转移警报发布人，区、李村镇警报发布人均负责

本辖区人员转移的发布，并对上一级负责。 

警报发布以区为单位。警报发布人职责及其履行职责的步骤

如下： 

洪水的预测预报是群众转移的重要依据。区黄河防办应及时

向行政首长报告汛情，传递洪水信息。 

区防指常务副指挥长接到区黄河防办传递的洪水预报情报

后，及时向区防指指挥长（区长）汇报，并组织召开区防指领导

成员会议，落实各有关部门转移救护的任务和责任。指令广播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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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台、通信部门、李村镇防汛指挥部，利用电话、电视、广播等

方式，发出洪水预报和转移救护警报。指令李村镇和有关部门责

任人上岗到位，保证在接到洪水预报后 1 小时内把洪水预报传达

到李村镇防汛指挥长和有关单位、部门责任人。根据最新洪水预

报、本区河道的水位表现和本区河段河势情况，确定需要转移的

人员，下达指令（同时上报省黄河防办备案），实施转移救护工

作。 

2.报警方式。 

报警方式以电话、广播、电视、手机短信、网络和无线通信

为主。发布重要防汛信息时，充分利用电视、报纸、广播等新闻

媒体和电话、网络和手机等现代通信工具，及时发布滩区转移预

警信号。区滩区运用指挥部派出专用宣传车进滩区巡回报警。如

出现预警信号中断，警报信息无法传达时，李村镇要派出专门人

员，将警报内容通知到滩区内每个人，绝不允许出现信息死角。 

3.报警信号分级。 

当花园口站流量小于 4000 立方米每秒时，属于正常河道行

洪，不发布报警信号。当花园口站流量大于 4000 立方米每秒时，

根据洪水流量大小、水位表现和滩区漫滩进水情况发布报警信号。

报警信号分为： 

漫滩预警信号：接到滩区可能发生漫滩洪水的预报，由市滩

区运用指挥部发布预警信号。区滩区运用指挥部应在接到预报后

4 个小时内通知到群众，发布内容应当包括洪水流量，出现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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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漫滩的滩区名称等。 

转移安置待命信号：当预报滩区将发生洪水漫滩，滩区群众

需要紧急转移安置时，由市滩区运用指挥部发布转移安置待命信

号，让滩区内的群众做好转移准备。转移安置待命信号应在发布

后 3 个小时内通知到转移群众。 

转移安置行动信号：当市滩区运用指挥部根据洪水情报分析，

滩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受到洪水严重威胁，研究决定实施转移安

置时，由区滩区运用指挥部立即发布转移指令。行动信号应在发

布后 2 个小时内通知到每一个需要转移的群众。 

4.联络方式。 

一是市话公网，指挥中心与各级防指领导及各成员单位、驻

军之间采用公用通信网的座机电话、手机联络。二是黄河专网，

省、市、区黄河防汛指挥中心利用程控交换系统通过微波联系，

实现无线传输。 

接到洪水预报以后，各级防汛指挥部之间可采用电话、手机

和计算机网络等方式随时联系，将水情、防汛指令、转移安置等

信息传达到各级防汛责任人。区、李村镇、村三级干部采取分片

包干、包户、包人头的办法，逐户、逐人通知居民，形成省、市、

区、镇、村五级责任联动机制，确保防汛信息及时传递，不留死

角。 

参加抗洪救灾指挥人员的手机、车载台等通信器具由滩区运

用指挥部统一登记备案，所有防汛专用通信工具抗洪救灾期间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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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保持开机。 

当出现通信信号中断等极端情况时，由各级防汛指挥部负责

落实海事卫星电话、无线电台、对讲机等无线通信设备，首先保

证各级防汛指挥部之间的通信联络。海事卫星电话、无线电台、

对讲机等无线通信设备，由通信部门落实，并报防汛指挥部备案。

防汛指挥部和救护现场指挥之间的联系尽量采用对讲机等无线

通信设备，由于条件限制无法实现的，由各级防汛指挥部安排专

门的车辆和人员，采取派人送信的方式进行联络，传达防汛指令。

向各村发布的转移指令由李村镇通过派人送信的方式传达，再由

各村村干部传达到滩区群众。 

（二）转移安置。 

1.总体原则。 

当发生防御标准内洪水时，确保滩区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当

发生超标准洪水时，尽最大努力，千方百计确保群众生命安全、

财产少受损失。 

2.转移安置负责人及其职责。 

转移安置工作始终在区防指统一领导下进行，采取分级分部

门负责的办法，坚持以人为主、兼顾财产的原则，由区防指和李

村镇政府组织实施。 

李村镇要制定具体转移措施，主要包括：转移时机、转移方

式（区内就近转移和区外转移）、转移路线、交通工具、安置地

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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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村镇镇长为镇转移负责人，履行职责的步骤：接到洪水预

报或群众迁移指令后，利用电话、包村干部直接送达等方式，保

证在1小时内把洪水预报或群众转移指令传达到村长和包村干部，

部署实施转移工作。 

各村村主任为村转移负责人，履行职责的步骤：包村干部接

指令后要在1小时内到位，村主任采取喇叭广播、逐户通知等方

式，保证在1小时内把洪水预报传达到每户，动员需转移群众按

照既定程序转移，指挥群众在洪水到来之前转移出滩区。 

3.转移安置任务。 

我区黄河滩区转移安置的任务是：确保滩区人民生命安全，

在此前提下，主要财产尽量少受损失。一旦发生大洪水，迅速将

群众转移到安全地带。 

（三）生活保障。 

区防指成立后勤保障组，由区政府办公室明确一名负责人任

组长，区应急管理、发改、卫健、交通运输、财政、公安等有关

部门负责人组成，负责黄河滩区的生活保障。在各级行政首长的

统一领导下，按照分级负责、密切配合的原则，以政府保障为主

线，各部门按照各自部门的业务范围做好所分管的保障工作，一

级保障一级，即区、镇、村分级保障，一级对一级负责。 

区应急管理、发改等部门要安排好受灾群众的基本生活保障，

让群众有饭吃、有水喝、有衣穿；转移的群众要尽量安置到滩外

村民家中，房屋不足的可适当筹备部分帆布蓬、苇席或塑料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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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资，搭建临时安置房；灾民所需衣被由商业部门采购和社会捐

赠结合起来筹备；防疫、治病药品由卫生防疫部门筹备提供。 

相关单位、负责人及保障转移安置群众基本生活的具体职责。

包括：人均每日生活基本定额；临时住房、粮食、饮用水、衣被、

药品、燃料等生活必需品的筹集和发放方式。 

（四）交通及治安保障。 

交通工作由区交通运输局负责，调运撤退转移车辆并确保撤

退转移畅通。 

治安工作由市公安局牡丹分局负责，其职责是保护滩区转移

人员的人身、财产安全及转移过程的秩序稳定。李村镇派出所、

法庭担负具体指导转移人员治安保障。 

（五）医疗救助。 

区防指成立卫生防疫领导小组，由区卫健局负责卫生知识的

宣传、药品供应和检疫救护，并组成医疗队巡回检查指导，李村

镇医院具体负责实施。 

根据不同流量级的洪水，组织抢险伤病人员的医疗、救护和

险情发生地及其区域内的卫生防疫和防护。发生洪水及时与市卫

生部门联系，做到医生、护士、药物、车辆等落实到位。根据需

要，采取定点医疗和巡视医疗相结合，各类防汛队伍应配备卫生

人员和必备药品，解决常见病和轻伤的治疗，对严重伤病者及时

送往镇街、区、市医院治疗。同时，还要做好外迁群众和撤离途

中的医疗救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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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特殊情况的保障措施。 

1.通讯中断保障措施。 

通讯工作由区工信部门负责协调，如果遇到特殊情况，导致

通讯中断。电信部门成立临时指挥小组，配备专业技术人员，准

备两部移动式车载通讯设备，保障通讯畅通。并配备高性能对讲

机，保证通讯畅通。 

2.道路中断保障措施。 

一旦大水来临，人员未及时撤出，但道路已中断，李村镇准

备船只4只，用于人员转移。 

四、滩区运用 

（一）启用条件和运用方式。 

黄河下游河槽流量超过下游滩区平滩流量时，下游滩区就具

备了启用条件。目前当花园口流量在平滩流量以下时，下游滩区

无蓄滞洪任务。当花园口洪水流量在 4000 立方米每秒以上时具

有蓄滞洪任务。但通过对三门峡、小浪底、故县、陆浑等水库的

科学调度，在保证黄河大堤安全的前提下，可减少洪水给黄河下

游滩区带来的灾害。 

（二）进退洪运用。 

滩区进洪受小花间无控区来水和小浪底水库运用影响。 

1.进洪方式：在不同量级洪水进入牡丹区河道后，随着洪水

位的抬高，当主槽水位高于滩唇时，该自然滩就具备了进洪条件，

若该自然滩内没有生产堤和围堤等建筑物挡水时，洪水将漫滩，



  — 22 — 

属于自然进洪。若该自然滩内有生产堤和围堤等，若因蓄滞洪需

要时，可将生产堤破口，从口门进洪，即为人为进洪。当发生较

大洪水时，随着洪水位的抬高，黄河下游各自然滩内大部分生产

堤和围堤将漫顶进洪，即为自然进洪。 

2.退洪方式：当黄河河道主河槽洪水位消退后，滩区内的水

位高于主槽内水位时，滩区就具备了退洪条件。滩区积水由退水

口门自然排出或由引黄涵闸排入黄河大堤外的河道中，属于自然

退洪。当自然排洪受到生产堤、围堤、滩唇等障碍物阻挡时，滩

区运用指挥部要组织机械和人工采取开挖渠道、破除末端生产堤、

抽水排涝等措施排水，属人工退洪。 

我区河道横比降远大于纵比降，自然滩进洪后，由于滩唇高

仰，当河道洪水消退后，自然滩内的洪水不能自然排入主槽，自

然滩退水只能在自然滩下首设置移动泵站、开挖引渠进行提水或

引水退洪，以免影响冬季小麦种植。 

（三）应急抢险和救生。 

1.工程抢险。 

洪水进入黄河下游河道后，当洪水不出河槽时，仅控导护滩

工程偎水或出现险情，随着洪水位的升高，黄河大堤和险工开始

偎水或出现险情，控导工程、险工和黄河大堤可能出现的险情及

抢护方法如下：  

（1）险工、控导工程。 

根石坍塌、坦石下蛰险情。此类险情的抢护方法为：当根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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坍塌不太严重，采用定点抛铅丝笼墩或散石抢护，当根石走失严

重，采用柳石搂厢或柳石枕进行抢护。 

坝岸基础淘塌险情。此类险情的抢护方法为：抛块石、抛铅

丝笼、抛柳石枕。 

墩蛰险情。此类险情的抢护方法为：柳石搂厢法、柳石混厢

法。 

（2）黄河大堤。 

渗水险情。此类险情的抢护方法为：临河土工膜截渗、背河

梢料反滤、透水后戗。 

管涌险情。此类险情的抢护方法为：反滤铺盖、反滤围井。 

漏洞险情。此类险情的抢护方法为：塞堵漏洞、软帘盖堵、

临河月堤、反滤围井。 

风浪淘刷险情。此类险情的抢护方法为：挂柳防浪、挂枕防

浪、土袋防浪、柳布防浪。 

溃口险情。黄河堤防溃口的应对措施可概括为“裹”、“拦”、

“导”、“分”、“堵”、“排”、“围”七个方面的内容。其中“裹”、“导”、

“堵”为历史上采用的传统堵口措施。“拦”指利用黄河中游干支流

水库拦蓄洪水，尽可能减小下游河道流量，为堵口复堤创造小流

量过程。 

水库拦洪原则为：由于小浪底水库位置最靠近下游，且具有

较大的防洪库容，下游任何位置一旦出现决口，一般应关闭闸门；

三门峡水库防洪库容也较大，可根据小浪底水库的拦蓄能力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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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控泄；陆浑、故县库容有限，可根据水库蓄水情况，选择有

利时机适当拦洪。 

“分”指利用决口口门上游的分滞洪区或引黄涵闸分滞黄河洪

水，以减少洪泛区淹没面积和进一步减小河道流量，为堵口合龙

创造条件。 

“排”指利用泛区内现有河道、引水渠等泄水设施使溃堤洪水

尽量外排，以减少泛区淹没水深和淹没历时。 

“围”指利用地形或已有挡水建筑物加高成临时围堤，保护重

点城市和重要工矿企业。或利用洪泛区内有利地形抢修临时挡水

工程，与“排”结合减少泛区淹没面积和利于排水。 

2.防洪工程抢险人员组织。 

一般险情由李村镇防汛指挥部负责防守，李村镇带队国家干

部组织巡堤查险人员进行抢护，带队国家干部现场指挥，区河务

局职工现场技术指导。 

较大险情由区防指负责防守，指挥长现场指挥，区河务局技

术负责人现场技术指导。区防指组织群众防汛队伍进行抢护，请

专业机动抢险队支援。 

重大险情，请求市政府成立市、区领导参加的临时抢险指挥

部，指挥长由市长担任，并现场指挥，河务局成立专家组负责技

术指导。抢险方案由指挥长签署并负责实施。必要时请求部队支

援。 

黄河专业机动抢险队在省内抢险调遣，由省黄河防办下达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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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命令，跨省抢险调遣，由黄河防汛总指挥部下达调度命令。 

调用部队参加抗洪抢险，一般由区防指提出，并报市防汛指

挥部同意，再报省防汛总指挥部转请省军区统一协调，按部队调

动程序办理。紧急情况下，也可直接向当地驻军求援，但必须同

时按程序上报备案。 

3.人员救生。 

滩区进水后，区防指要组织专门人员对滩区的情况进行巡查，

发现有滞留人员时，要及时上报，并由区防指组织人员对滞留在

滩内人员进行实施救助，直到脱离危险，到达安全地带，确保人

员安全。 

五、善后 

（一）滩区运用补偿。  

2011 年，国务院批准了《关于黄河下游滩区运用补偿政策意

见的请示》（财农〔2011〕95 号），一旦黄河下游滩区蓄滞洪运

用，将按照《关于印发黄河下游滩区运用财政补偿资金管理办法

的通知》（财农〔2012〕440 号）规定的补偿范围、程序、职责、

标准和要求给予补偿。 

1.滩区内具有常住户口的居民（以下简称区内居民），因滩

区运用造成的一定损失，由中央财政和省级财政共同给予补偿。 

2.滩区运用后区内居民遭受洪水淹没所造成的农作物（不含

影响防洪的水果林及其他林木）和房屋（不含搭建的附属建筑物）

损失，在淹没范围内的给予一定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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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情况不补偿：一是非运用导致的损失；二是因河势发生

游荡摆动造成滩地塌陷的损失；三是控导工程以内受淹的损失；

四是区内各类行政事业单位、各类企业和公共设施的损失；五是

其他不应补偿的损失。 

3.农作物损失补偿标准，按牡丹区统计部门上报的前三年（不

含运用年份）同季主要农作物年均亩产值的 60～80%核定。居民

住房损失补偿标准，按主体部分损失价值的 70%核定。居民住房

主体部分损失价值，由区财政部门、水利部门会同有关部门确定。 

滩区运用后享受国家统一建房补助政策的区内居民，其住房

损失不予重复补偿。 

（二）水毁工程修复。 

水毁工程修复工作由区防指统筹安排。 

1.区黄河河务部门要组织人员对防洪工程的水毁情况进行普

查、统计和上报，并及时组织修复。 

2.区交通运输局负责对滩区内蓄滞洪运用期间的交通道路等

设施的水毁情况进行普查、统计和上报，并及时组织修复。 

3.区工信局负责对滩区内蓄滞洪运用期间的通信等设施的水

毁情况进行普查、统计和上报，并及时组织修复。 

4.区发改局负责对滩区内蓄滞洪运用期间的电力等设施的水

毁情况进行普查、统计和上报，并及时组织修复。 

5.区水务局负责对滩区内蓄滞洪运用期间的水利工程设施

（不含蓄滞洪工程）水毁情况进行普查、统计和上报，并及时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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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修复。 

 

附件：1.牡丹区黄河滩区基本情况表 

2.牡丹区黄河滩区社会经济情况统计表 

3.牡丹区黄河滩区历年运用情况统计表 

4.牡丹区滩区各级洪水淹没情况预估表  

5.牡丹黄河滩区水位、面积、蓄水量关系表  

6.牡丹黄河滩区流量、面积、蓄水量曲线图 

7.牡丹区黄河滩区淹没范围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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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牡丹区黄河滩区基本情况表 

滩区名称 牡丹区黄河滩区 
安全设施解决人口

（人） 
  

所在市县 菏泽市牡丹区 
运用时需转移人口

（人） 
 

设计蓄滞洪水位（米） 
59.44-62.41（1985 国家

高程基准） 
通讯设施 电话、手机等 

设计蓄滞洪量（亿立方米） 0.53 报警设施 
电话、电视、

广播 

淹没面积（平方千米） 22.4 船只（只）  

耕地（万亩） 2.88 
撤退

道路 

条数  

地面高程范围（米）              

注明高程系 

58.21～59.20    

(1985 国家高程基准） 
长度（公里）  

运用几率   

黄河

堤防 

堤顶高程（米） 66.53～64.96 

涉及区

域 

镇（个） 1 
设防黄堤长

（米） 
14893 

行政村（个） 14 堤顶宽（米） 12 

自然村（个） 20 防洪标准 
高村站：
20000m³/s 

人口（万人） 2.3666 备注： 

区内 

人口（万人）  

行政村（个）  

自然村（个）  

安全区    

（围村

堰） 

安全区（处） 

无 
围堤长（米） 

堤顶高程（米） 

可安置人口（人） 

避水楼

（房） 

座数 

无 安全层面积（平方米） 

可安置人口（人） 

安全台      

（村

台） 

座数 

无  高程（米） 

面积（万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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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安置人口（人）  

附件 2 

牡丹区黄河滩区社会经济情况统计表 

序

号 
项  目 

计量单

位 
社会经济情况 

1 城  镇 个 1 

2 村  庄 个  

3 人  口 万人  

4 牲  畜 头  

5 耕地面积 万亩 2.88 

6 粮食年产量 万吨 5.26 

7 食油年产量 万千克   

8 棉花年产量 万千克   

9 渔业年产量 万千克 0.4 

10 林木年产量 
万立方

米 
0.04 

11 重要企业     

12 重要道路     

13 重要桥粱     

14 农业年总产值 亿元 1.26 

15 工业年总产值 亿元 0.02 

16 固定资产值 亿元 0.61 

17 社会资产值 亿元 1.88 

18 经济发展模式   以粮食作物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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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产业结构形式   
粮食作物与经济作物 

比例为 30：1 

20 人均年收入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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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牡丹区黄河滩区历年运用情况统计表 

 

年份 
蓄滞洪
次数 

花园口站流量
(m³/s) 

滩内受灾村庄
(个) 

滩内受灾人
(万人 ) 

淹没耕地
(万亩 ) 

倒塌房屋 

(万间 ) 

财产损失
(万元 ) 

1975 1 7580  0.35 0.4  800 

1976 1 9210 4 0.35 0.4  1500 

1982 1 15300 4  1.3  1500 

1996 1 7860   0.72  2800 

1998 1 4660   0.72  6700 

2002 1 3080   0.58  970 

        

        

        

        

合计 6  8 0.7 4.12  14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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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牡丹区滩区各级洪水淹没情况预估表 

 
 

县名 
涉水镇 

街(个) 

涉及滩 

区(个) 

涉及村 

庄(个) 

涉水村庄 
涉及人口

(万人) 

滩内人口

(万人) 

涉及滩内

人口(万

人) 

漫滩面积

(万亩) 

淹没耕地

(万亩) 

淹没老滩

耕地(万

亩) 

需迁移人

数(万人) 

经济损失

(万元) 
进水村 

庄(个) 

人口

(人) 

水围村 

庄(个) 

人口 

(人) 

6000 立方米每秒洪水淹没情况预估表 

牡丹区 1 2 20     0.83   1.56 1.34 0.85  23080 

8000 立方米每秒洪水淹没情况预估表 

牡丹区 1 2 20     1.99   2.74 2.52 2.03  63120 

10000 立方米每秒洪水淹没情况预估表 

牡丹区 1 2 20     2.37   3.36 2.88 2.39  64176 

12370 立方米每秒洪水淹没情况预估表 

牡丹区 1 2 20     2.37   3.36 2.88 2.39  65510 

15700 立方米每秒洪水淹没情况预估表 

牡丹区 1 2 20     2.37   3.36 2.88 2.39  66708 

22000 立方米每秒洪水淹没情况预估表 

牡丹区 1 2 20     2.37   3.36 2.88 2.39  67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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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牡丹区黄河滩区水位、面积、蓄水量关系表 

 

6000 立方米每秒流量级洪水 

序

号 
滩区名称 

滩区总面积 

（万亩） 

水位 

（米） 

平均水

深（米） 

蓄洪面积

（万亩） 

蓄洪量 

（亿立方米） 

 牡丹区蓄滞洪区 3.36 59.26-60.25 1.05 1.56 0.1092 

1 岔河头滩区 0.91 60.07-60.25 1.02 0.38 0.0258 

2 张闫楼滩区 2.45 59.26-59.83 1.06 1.18 0.0834 

8000 立方米每秒流量级洪水 

序

号 
滩区名称 

滩区总面积 

（万亩） 

水位 

（米） 

平均水

深（米） 

蓄洪面积

（万亩） 

蓄洪量 

（亿立方米） 

 牡丹区蓄滞洪区 3.36 59.95-60.94 1.74 2.74 0.3169 

1 岔河头滩区 0.91 60.76-60.94 1.72 0.67 0.0768 

2 张闫楼滩区 2.45 59.95-60.52 1.74 2.07 0.2401 

10000 立方米每秒流量级洪水 

序

号 
滩区名称 

滩区总面积 

（万亩） 

水位 

（米） 

平均水

深（米） 

蓄洪面积

（万亩） 

蓄洪量 

（亿立方米） 

 牡丹区蓄滞洪区 3.36 60.29-61.28 2.08 3.36 0.4659 

1 岔河头滩区 0.91 61.10-61.28 2.08 0.91 0.1262 

2 张闫楼滩区 2.45 60.29-60.86 2.08 2.45 0.3397 

12370 立方米每秒流量级洪水 

序

号 
滩区名称 

滩区总面积 

（万亩） 

水位 

（米） 

平均水

深（米） 

蓄洪面积

（万亩） 

蓄洪量 

（亿立方米） 

 牡丹区蓄滞洪区 3.36 60.55-61.54 2.34 3.36 0.5249 

1 岔河头滩区 0.91 61.36-61.54 2.35 0.91 0.1426 

2 张闫楼滩区 2.45 60.55-61.12 2.34 2.45 0.3823 

15700 立方米每秒流量级洪水 

序

号 
滩区名称 

滩区总面积 

（万亩） 

水位 

（米） 

平均水

深（米） 

蓄洪面积

（万亩） 

蓄洪量 

（亿立方米） 

 牡丹区蓄滞洪区 3.36 60.89-61.88 2.68 3.36 0.6009 

1 岔河头滩区 0.91 61.70-61.88 2.69 0.91 0.1632 

2 张闫楼滩区 2.45 60.89-61.46 2.68 2.45 0.4377 

22000 立方米每秒流量级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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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滩区名称 

滩区总面积 

（万亩） 

水位 

（米） 

平均水

深（米） 

蓄洪面积

（万亩） 

蓄洪量 

（亿立方米） 

 牡丹区蓄滞洪区 3.36 61.32-62.31 3.11 3.36 0.6973 

1 岔河头滩区 0.91 62.13-62.31 3.12 0.91 0.1893 

2 张闫楼滩区 2.45 61.32-61.89 3.11 2.45 0.5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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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牡丹区黄河滩区淹没范围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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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人武部。 

菏泽市牡丹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 年 6 月 14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