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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文件
聊自然资规发〔2023〕21 号 签发人：李其超

聊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关于印发《聊城市 2023 年地质灾害防治方案》

的通知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属开发区管委会，市政府各部门、

各直属机构，各大企业，各高等院校：

《聊城市 2023 年地质灾害防治方案》已经市政府同意，现

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聊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3 年 6 月 12 日

（此件主动公开）



— 2—

聊城市 2023 年地质灾害防治方案

为切实做好 2023 年全市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最大限度地减

少或避免地质灾害造成的损失，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

全，根据《地质灾害防治条例》、《山东省地质环境保护条例》、

《山东省地质灾害防治规划（2013-2025 年）》及《聊城市地质

灾害防治规划（2012-2025 年）》、《聊城市地面沉降防治规划

（2018-2025 年）》，制定本方案。

一、2022 年地质灾害发生概况

2022 年度全市平均降水量为 801.2 毫米，较常年（558.7 毫

米）偏多 242.5 毫米。全年全市未发生地质灾害。

二、2023 年地质灾害发展趋势预测

（一）我市地质灾害发生总体趋势

我市地貌条件比较简单，以黄河冲积平原为主，只在东阿

沿黄河北岸零星分布数个石灰岩剥蚀残丘，崩塌、滑坡、泥石

流等地质灾害发生的可能性极小。随着我市经济社会的快速发

展，对资源的开发利用需求明显增强，重大工程建设显著增加，

由于煤矿地下开采和其他不合理的工程建设活动，以及部分地

区长期以来深层地下水开采产生的地下水漏斗和浅层地下水水

位的周期性波动，存在产生地面沉降、地裂缝、地面塌陷等地

质灾害隐患的可能性。

（二）地质灾害隐患空间分布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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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地面沉降隐患主要分布在冠县城区、临清市城区、茌平城

区、鲁西化工工业园区及其附近区域。地面沉降因其不均匀和

不可逆性，会给城市建筑、道路、桥梁、供排水系统和输气管

线等工程造成潜在威胁。

2.地裂缝隐患处于临清市松林镇尚官营村。2001 年，临清

市松林镇尚官营村出现地裂缝，造成几十户居民房屋受损，无

人员伤亡。目前，临清市松林镇尚官营村地裂缝受威胁群众搬

迁避让工作已全部完成，临清市政府责成松林镇政府指派专人

对临清市松林镇尚官营村地裂缝威胁区域进行 24 小时看护，确

保今后无群众在此区域内居住、生产、生活，但地裂缝隐患仍

然存在，主要对其范围内上部建筑包括民房、水利设施、人员

及交通安全构成威胁，仍需密切关注，加强监测。

3.历史上地面塌陷在临清市、东阿县、高新区均有发生，

预测 2023 年地面塌陷在全市范围内仍存在发生的可能性。地面

塌陷主要对其上部建筑、农田以及区域内人员等构成威胁。

（三）地质灾害隐患时间分布预测

地面沉降为缓变性地质灾害，地裂缝、地面塌陷具有偶然

性，发生时间不可预测。在 3 月份至 6 月份期间，由于地下水

水位变幅较大，地质灾害发生的可能性增加。

三、2023 年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

根据《聊城市地质灾害防治规划（2012-2025 年）》、《聊城

市地面沉降防治规划（2018-2025 年）》，以及近年来开展的县

（市、区）地质灾害巡查、监测等资料，确定 2023 年全市地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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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害重点防治区如下：

（一）地面沉降易发区

临清市城区及松林镇、老赵庄镇、刘垓子镇、唐园镇、尚

店镇、八岔路镇、烟店镇、潘庄镇周边区域、高唐县城区及梁

村镇、尹集镇周边区域、冠县城区及北馆陶镇、清水镇、万善

乡、东古城镇、店子镇、斜店乡、梁堂镇周边区域，莘县魏庄

镇、大王庄镇、王奉镇周边区域，茌平区城区和胡屯镇、冯官

屯镇、杜郎口镇、博平镇东部周边区域、东阿县高集镇周边区

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顾官屯镇周边区域。地面沉降因其不

均匀和不可逆性，会给城市建筑、道路、桥梁、供排水系统和

输气管线等工程造成潜在威胁。（详见《聊城市地质灾害易发区

分布图》）

主要危害特征：主要对地表，特别是城市建筑、道路桥梁、

供排水系统及防洪系统等构成较大威胁。

（二）地裂缝易发区

临清市松林镇尚官营村周边区域（详见《聊城市地质灾害

易发区分布图》）。

主要危害特征：主要威胁地面建筑物、道路、桥梁、管道

等设施。

（三）地面塌陷易发区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九州街道徐田村、临清市青年街道寺

上村、东阿县刘集镇小赵村、东阿县刘集镇刘集村（详见《聊

城市地质灾害易发区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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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危害特征：主要威胁地面建筑物、道路、桥梁、管道、

农田及相关设施。

四、2023 年地质灾害防治措施

（一）落实防治主体责任

对因自然因素、历史遗留等原因形成的地质灾害隐患，当

地政府是防治责任主体，要采取监测预警、工程治理、搬迁避

让等措施进行防治；对因工程建设、矿产资源开发、地下水过

量开采等人为活动形成的地质灾害隐患，按照“谁引发、谁治

理”的原则，督促相关责任人落实防治责任。（市自然资源和规

划局牵头）

（二）强化部门责任落实和联动协作

1.组织编制地质灾害防治方案并指导实施，组织指导地质灾

害调查评价、隐患排查，指导开展群测群防、专业监测和预报

预警、地质灾害治理等工作，做好地质灾害应急救援技术支撑，

监测地下水过量开采引发的地面沉降等地质问题。（市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牵头）

2.当地政府是防治责任主体的地质灾害治理项目，按照财

政事权与支出责任一致原则，将地质灾害防治资金纳入本级年

度预算。（市财政局牵头）

3.加强中小学周边、公路、铁路沿线施工、运行可能引发

的地质灾害隐患点调查、排查、监测预警、治理工作。（市教育

和体育局、市交通运输局、中国铁路济南局集团有限公司聊城

工务段分别牵头，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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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加大房屋建筑施工等可能引发的地质灾害的排查、治理

力度。（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牵头，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配合）

5.加强水库大坝工程建设及运营可能引发的地质灾害隐患

点排查、治理工作。（市水利局牵头，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配合）

6.适时组织地质灾害应急演练，及时开展应急救援等相关应

急处置工作。（市应急管理局牵头）

7.分析研判气象信息，及时制作预警产品，联合发布地质

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牵头、市应急管理局、

市气象局配合）

（三）重点工作

1.加强地质灾害防治基础建设。进一步健全完善地质灾害防

治技术支撑体系，加强市、县驻地专业技术队伍建设，推进各

级地质灾害防御技术装备保障能力建设，提升地质灾害防治技

术支撑能力。（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牵头，市应急管理局配合）

2.提升地质灾害应急救援水平。适时组织地质灾害应急演

练，使群众熟悉预警信号、逃生路线、避险场所，提高应急处

置快速反应能力。加强地质灾害发生趋势研判，必要时及时调

集应急队伍、救援物资，组织群众撤离，做好应急处置。（市应

急管理局牵头，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配合）

3.做好重要地质灾害隐患点防治工作。对重要地质灾害隐

患点开展工程治理、群测群防、监测巡查等防治工作。对确需

治理的重要地质灾害隐患点，要尽快组织实施，及时消除隐患；

对暂时不能开展工程治理的地质灾害隐患点，要采取群测群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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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巡查等措施，避免或降低灾害风险。（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牵头）

4.做好地面沉降监测。配合省自然资源厅进一步完善鲁西、

鲁北平原区地面沉降监测体系，为地面沉降防控提供准确、可

靠的监测数据。（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牵头）

5.提升地质灾害预警时效。进一步完善“人防+技防”预警

体系，做好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会商和预警信息发布工作。

健全完善地质灾害预警“叫应”机制，确保既能“叫醒”也有

“回应”，预警防范信息及技术支撑体系全链条高效闭环运行。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牵头，市气象局配合）

6.严格汛期值班值守和信息报送。加强汛期 24 小时联合值

班值守，完善值班值守工作制度及灾情报送制度，提高信息报

送的时效性、准确性，及时启动应急救援响应。（市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市应急管理局牵头）

7.强化宣传培训工作。开展地质灾害防治知识进社区、进

学校、进企业等宣传活动，重点对群测群防员、社区居民、中

小学师生普及防灾减灾知识，动员全社会共同关注和参与地质

灾害防治工作。（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牵头）

市汛期地质灾害防治值班电话：

白天：8321989

夜间：8312653

附件：聊城市地质灾害易发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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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聊城市地质灾害易发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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