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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南市气象灾害防御办法

（2022年12月12日淮南市人民政府第28次常务会议通过，

现予公布，自 2023 年 2 月 1 日起施行。）

第一条 为了加强气象灾害防御，避免和减轻气象灾害造成

的损失，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

《气象灾害防御条例》《安徽省气象灾害防御条例》等有关法律、

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的气象灾害防御活

动。

本办法所称气象灾害，是指台风、暴雨、暴雪、寒潮、高温、

低温、干旱、大风、雷电、冰雹、大雾、霾等造成的灾害。

第三条 气象灾害防御应当遵循以人为本、科学防御、部门

联动、社会参与的原则。

第四条 市和县、区人民政府应当加强气象灾害防御工作的

组织、领导和协调，完善气象灾害综合防御体系，将气象灾害防

御工作纳入本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所需经费纳入本级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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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预算。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建立健全气象灾害防御工作

机制，做好气象灾害应急演练、气象灾害防御知识宣传工作，协

助气象主管机构、应急管理等部门，开展应急联络、信息传递、

灾情报告和灾情调查等工作。

村（居）民委员会应当协助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做好

气象灾害应急演练、气象灾害防御知识宣传工作。

第五条 市、县气象主管机构负责管理和监督本行政区域内

灾害性天气的监测、预报、预警，以及气候可行性论证、气象灾

害应急服务和风险评估、人工影响天气、雷电灾害防御等工作。

区人民政府应当明确负责气象灾害防御工作的部门，在市气

象主管机构指导下开展工作。

教育体育部门负责组织指导学校（含幼儿园）做好气象灾害

防范应对工作。

民政部门负责做好气象灾害影响地区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

保障等工作。

应急管理部门负责组织、指导、协调气象灾害及其引发的安

全生产类、自然灾害类次生灾害应急救援，依法核查和统一发布

灾情，建立应对极端天气的停工停业停课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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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有关部门和单位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做好气象灾害防御

相关工作。

第六条 市和县、区人民政府以及有关部门应当采取多种形

式，组织开展气象灾害防御知识的宣传普及，提高社会公众的防

灾减灾意识和应急避险能力。

气象主管机构应当利用新媒体平台和科普教育基地、气象台

站等多种形式开展气象灾害防御知识科普宣传。

鼓励单位和个人通过新媒体平台等多种形式开展气象灾害

防御知识科普宣传，依法参加气象灾害防御志愿服务活动。

第七条 气象灾害防御纳入社区综合防灾减灾和网格化管

理体系。气象主管机构应当会同应急管理等有关部门对相关人员

进行业务培训。

第八条 市和县、区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会同气象主管机

构根据本办法规定，确定气象灾害防御重点单位，经同级人民政

府同意后向社会公布。

第九条 确定气象灾害防御重点单位应当综合考虑以下因

素：

（一）单位所处区域的气象灾害风险等级；

（二）单位的位置及其所处区域的地形、地质、地貌、气象、



淮南市人民政府规章

X
淮南市人民政府发布

- 4 -

环境等条件；

（三）单位的性质、规模、生产特性；

（四）遭受灾害性天气影响时可能造成的损失程度。

第十条 下列单位可以确定为气象灾害防御重点单位：

（一）学校（含幼儿园）、医院以及火车站、高速公路、客

运车站和客运码头等人员密集场所的经营管理单位；

（二）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等危险化学品的生产、储存、运

输或者销售单位；

（三）重大基础设施、大型工程、公共工程等在建工程的业

主单位；

（四）煤炭、电力、燃气、供水、通信、广电等对国计民生

有重大影响的企事业单位；

（五）旅游景区、风景区的经营管理单位，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

（六）大型生产单位或者劳动密集型企业；

（七）渔业捕捞、船舶运输等经营管理单位；

（八）其他因气象灾害容易造成人员伤亡、较大财产损失或

者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单位。

第十一条 本办法第十条所列并且曾经发生气象灾害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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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生、衍生灾害，造成人员伤亡或者较大财产损失的单位应当确

定为气象灾害防御重点单位。

第十二条 气象灾害防御重点单位应当明确气象灾害防御

责任人及其职责，确定防御重点部位，制定气象灾害应急预案。

应急管理部门、气象主管机构应当对气象灾害防御重点单位

的防御准备工作进行指导。

第十三条 市和县、区人民政府以及有关部门，应当根据气

象灾害防御规划，结合本地气象灾害的特点和可能造成的危害，

组织制定相应的气象灾害应急预案，报上一级人民政府、有关部

门备案。

第十四条 市和县、区人民政府应当依据市气象灾害防御规

划要求，加密布设气象监测设施，完善气象灾害监测体系。

市、县人民政府应当保障气象灾害监测设施建设用地，并将

其纳入年度供地计划。

第十五条 气象主管机构所属气象台站应当依法发布灾害

性天气预报、警报和气象灾害预警信号，其他单位和个人不得向

社会发布灾害性天气预报、警报和气象灾害预警信号。

第十六条 广播、电视、报纸、通信运营企业等应当依法播

发或者刊登灾害性天气警报、气象灾害预警信号，并根据当地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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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台站要求及时播发或者刊登。

台风橙色、红色或者暴雨、暴雪红色预警信号生效后，广播、

电视应当滚动播出预警信号、天气实况和防御指引等相关信息。

通信运营企业应当建立气象灾害预警信息快速传播绿色通道，通

过手机短信向预警区域内的手机用户播发气象灾害预警信息。

气象主管机构所属气象台站应当通过微信公众号、微博等新

媒体平台发布气象预报、气象灾害预警信息。

鼓励单位和个人通过微信、微博等新媒体平台，以转发的形

式及时、准确、规范地传播气象灾害预警信息。

第十七条 有关单位和个人接收到灾害性天气警报和气象

灾害预警信号后,应当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做好气象灾害防御工

作。

第十八条 市和县、区人民政府以及有关部门应当根据灾害

性天气警报、气象灾害预警信号和可能造成的危害，根据气象灾

害应急预案启动标准，及时启动相应级别的应急预案，向社会公

布，并报告上一级人民政府。

第十九条 市和县、区人民政府根据气象灾害应急处置的需

要，可以依法采取下列措施：

（一）组织人员撤离、疏散，转移重要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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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闭或者限制使用易受气象灾害危害的场所;

（三）通知停工、停业、停课;

（四）实行交通管制;

（五）临时征用房屋、运输工具、设施设备和场地等，启用

应急救援物资和应急避难场所；

（六）防止发生次生、衍生灾害的必要措施；

（七）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措施。

第二十条 市和县、区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气象主管机构提供

的灾害性天气发生、发展趋势以及灾情发展等情况，及时调整气

象灾害应急响应级别或者作出解除气象灾害应急措施的决定，向

社会公布，并报告上一级人民政府。

第二十一条 人工影响天气作业发生安全事故时，市、县人

民政府和有关部门应当及时组织救援和处置，并向上一级人民政

府和气象主管机构报告。

第二十二条 气象灾害应急处置工作结束后，灾害发生地人

民政府应当组织有关部门、单位对气象灾害造成的损失进行调

查、核实、评估，组织受灾地区尽快恢复生产、生活、工作和社

会秩序，制定恢复重建计划，并向上一级人民政府报告。

第二十三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的行为,依照有关法律、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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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章规定进行处罚。

第二十四条 淮南经济技术开发区、淮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安徽（淮南）现代煤化工产业园区和毛集社会发展综合实验

区管理委员会参照区人民政府气象灾害防御职责，做好气象灾害

防御工作，并明确负责气象灾害防御工作的部门，在市气象主管

机构指导下开展工作。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自 2023 年 2 月 1 日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