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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市长清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济长政办字〔2021〕12 号

济南市长清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济南市长清区 2021 年地质灾害防治

方案的通知

各街道办事处、镇人民政府，区政府有关部门：

《济南市长清区2021年地质灾害防治方案》已经区政府同意，

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济南市长清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 年 8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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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市长清区 2021 年地质灾害防治方案

为做好 2021 年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最大限度地减少地质灾害

可能造成的损失，根据《地质灾害防治条例》《济南市地质灾害防

治管理办法》《济南市地质灾害防治规划（2013-2025）》《济南市

地面沉降规划（2016-2025）》《济南市长清区地质灾害防治规划

（2017-2025 年）》《山东省 2021 年地质灾害防治方案》《济南市

2021 年地质灾害防治方案》等制定本方案。

长清区地处鲁中山区北侧山区与平原交接地带，地形地貌变

化较大，地质构造复杂。受人类工程活动及自然因素的影响，区

内地质灾害时有发生。主要地质灾害类型有：崩塌、滑坡、泥石

流、地面塌陷、地裂缝等。

一、2021 年地质灾害的重点分布

根据我区地质环境条件、地质灾害类型、分布特征，结合往

年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经验，今年我区仍有发生地质灾害的可能性，

需保持高度警惕。

我区正常年份雨季于 6 月初开始，9 月底结束，期间为地质灾

害重点防范期。根据地质环境条件和地质灾害类型、分布及特点，

经调查分析，我区局部区域具有地质灾害致灾地质条件，在自然

因素和人为因素的作用下，有发生地质灾害可能性的地质灾害隐

患区域主要分布如下：

（一）南部山区崩塌、滑坡、泥石流地质灾害

主要包括张夏街道梨枣峪村、王泉村、大娄峪村及万德街道

拔山村。该区域内地形地貌变化较大，地质构造复杂，裂隙发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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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谷纵横，河流源短流急。区域内多有第四系松散堆积物，遇较

强的降雨过程，易突发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

（二）山前平原地区岩溶塌陷地质灾害

该地区岩溶地下水丰富，开采水源地较多，地下水水位变幅

较大，主要水源地如：长孝水源地、济西水源地都位于该地区。

目前岩溶塌陷虽然不发育，但随着地下水的大量开采，易诱发岩

溶塌陷。

二、2021 年地质灾害隐患点减灾防灾对策

经排查，我区共发现 48 处地质灾害隐患点（详见附表），在

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的作用下，有发生地质灾害的可能。各街道

办事处、镇政府和区政府相关部门要组织对已发现的地质灾害隐

患点划定危险区域，明确防治责任，制定防治措施，并督导落实

到位。各责任主体要做好地质灾害警示、值守、监测、巡查、预

警、避让、治理等工作，确保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结合排查情

况，确定 2021 年需要重点防范 3 处地质灾害隐患点如下：

（一）长清区张夏街道办事处大娄峪村不稳定边坡

位于张夏街道办事处大娄峪村，地理坐标：东经 116°56′

37″，北纬 36°26′11″。村民削坡建房形成高陡边坡，边坡为

第四系冲洪积、残坡积物构成，较松散，在降雨、震动等作用影

响下，容易失稳发生灾害，威胁下方附近村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目前，正在开展受威胁人员搬迁工作。

防治责任单位：张夏街道办事处。

防治措施：划定地质灾害危险区，并予以公告；加强监管，

禁止在地质灾害危险区内爆破、削坡、进行工程建设以及从事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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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可能引发地质灾害的活动；加强警示、监测、巡查、预警、群

测群防等地质灾害防范工作，制定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尽快

完成受威胁村民搬迁避让工作。

（二）长清区万德街道办事处卞庄村北山体崩塌

位于万德街道办事处卞庄村北，地理坐标：东经 117°00＇

55″，北纬 36°19＇46″。该崩塌点岩性为二长花岗岩，危岩体

裂隙发育，呈陡立状，危险性大，主要威胁山坡下村民的生命和

财产安全。

防治责任单位：万德街道办事处。

防治措施：划定地质灾害危险区，并予以公告；加强监管，

禁止在地质灾害危险区内爆破、削坡、进行工程建设以及从事其

他可能引发地质灾害的活动；加强警示、监测、巡查、预警、避

让、群测群防等地质灾害防范工作，制定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

（三）长清区张夏街道办事处上龙华村土质不稳定边坡

位于张夏街道办事处上龙华村村北，地理坐标：东经 116°

52′27″，北纬 36°27′23″。边坡长约 1km，立面高低起伏较

大，高约 4-10m，坡度为 70°-90°，局部坡顶处为负坡，坡上及

坡下均有居民居住，威胁居民约 7 户。受当地村民削坡建房影响，

边坡高陡，坡面垂向节理发育，裂隙切割土体深度约 1-5m，形成

不稳定斜坡，存在崩塌隐患。且边坡下方有当地村民在抗日战争

时期所挖掘空洞，据初步统计，空洞约有六处。由于坡体高陡，

且上方房屋建筑距离边坡顶部边缘处最近距离约 5-10m，坡体下方

房屋距离坡体仅约 5-10m。一旦发生崩塌将对坡上坡下房屋和居民

生命财产构成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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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治责任单位：张夏街道办事处。

防治措施：划定地质灾害危险区，并予以公告；加强监管，

禁止在地质灾害危险区内爆破、削坡、进行工程建设以及从事其

他可能引发地质灾害的活动；加强警示、监测、巡查、预警、避

让、群测群防等地质灾害防范工作，编制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

三、地质灾害防治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落实防灾责任

各街道办事处、镇政府和区各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地质灾害

防治工作，加强组织领导，建立主要领导负责制。要列支地质灾

害防治专项资金，确保辖区和相关领域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顺利

实施。要建立健全区、街镇、村（居）三级群测群防体系，组织、

监督落实好防范和治理措施。各有关职能部门要按照调整后的“三

定”方案，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共同做好地质灾害防治工作。

1.各级政府为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责任主体，对辖区内地质

灾害防治工作负总责。要落实好各项地质灾害防治制度和防范措

施，组织做好地质灾害隐患排查，发现隐患及时纳入群测群防体

系，逐一确定防治责任单位，并将排查结果和防治责任、防治措

施列入区年度地质灾害防治方案。汛中，组织做好监测、巡查、

预警预报、避让等防范工作和应急处置工作。汛后，加强核查总

结。要建立健全地质灾害调查评价体系、监测预警体系、防治体

系、应急体系，安排专项资金，保障地质灾害调查、监测预警、

应急处理、工程治理及搬迁避让工作的开展。

2.区自然资源局负责协调、指导和监督地质灾害防治工作。

3.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负责做好房屋建设领域的地质灾害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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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工作。

4.区城乡水务局负责做好因水利设施建设诱发的地质灾害防

治工作和对水利设施安全构成威胁的地质灾害的防范工作。开展

水库、河道等管理范围内的山体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

隐患的排查，落实监测、巡查、防范和治理措施。

5.区交通运输局负责做好因普通国省道建设诱发的地质灾害

防治工作和对普通国省道安全运行构成威胁的公路用地范围内地

质灾害防范工作。一是组织开展国道、省道沿线地质灾害隐患排

查、巡查工作，发现险情，及时采取防范措施，做好监测和预警

预报工作，并在隐患路段设立醒目的警示牌，提醒过往行人和车

辆注意；二是监督济南大西环高速路建设、国道、省道建设及施

工单位，在选择临时办公、工棚选址及设备安置场地时，必须避

开公路沿线附近地质灾害危险点；三是坚决杜绝挖坡修路，破坏

地质环境，诱发地质灾害的行为，对因济南大西环高速路建设、

国道、省道建设形成的高陡边坡和不稳定斜坡，要责成建设或项

目法人单位及时治理，确保地质灾害治理工程和公路工程同时设

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四是对国道、省道两侧岩石破碎、

易发生岩体崩落的路段，要及时封闭路面，设置牢固的坡面防护

系统，防止地质灾害的发生。同时，要监督、指导各街道办事处

（镇）交通运输部门做好农村公路沿线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督促

责任单位落实警示、监测、巡查、预警、避让等防范措施和防护

加固、危岩排险和应急处置等治理措施。配合交警部门及时封锁

因地质灾害引发的危险路段，避免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6.区教育体育局负责组织做好在校师生的地质灾害防治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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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培训工作；发现学校校园内及周边地质灾害可疑情况及时向

当地政府和有关部门通报。

7.区园林和林业绿化局负责区属公园、景区和长清区林场地

质灾害防治工作。

8.区应急局负责制定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综合协调应急

预案衔接工作，组织开展预案演练；组织指导协调地质灾害的应

急救援；组织开展地质灾害突发事件的调查评估工作；督促正在

生产的非煤矿山企业对所形成的采空区，制定并落实治理方案。

9.区发展改革局负责把好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审批关，在地

质灾害易发区内进行工程建设应当在前期研究阶段进行地质灾害

危险性评估，并将评估结果作为可行性研究报告（或项目申请报

告）的组成部分；可行性研究报告(或项目申请报告)未包含地质

灾害危险性评估结果的，不得批准其可行性研究报告（或项目申

请报告）。

10.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第二分局负责把好项目规划审批关，

建设项目规划时，应核实现场情况，应尽量远离山体和地质灾害

隐患区，避免切坡建设引发地质灾害的行为发生；位于地质灾害

易发区内的建设项目，在办理建设项目《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等审批程序时，要将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报告作为要件，并充分

考虑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报告的结论及建议，合理开展规划工作。

11.区文化和旅游局负责对从事旅游服务的企事业单位和从

业人员进行防灾知识培训，在游览时间、路线和景点选择上，要

特别注意避开容易发生地质灾害的暴雨期和存在地质灾害隐患的

地段，避免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12.其他有关部门要依照相关规定负责本系统、本单位因工程



— 8 —

建设引发的地质灾害的预防预警、治理等工作。

（二）年度防治方案和应急预案

按照《地质灾害防治条例》，各街镇应在排查的基础上，尽快

完成 2021 年度地质灾害防治方案编制，明确、细化防治责任和措

施。要制定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并开展应急演练，确保预案

的可操作性。对各地质灾害隐患点，应组织当地乡镇政府（街道

办事处）、有关部门、责任单位逐点制定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

明确受威胁范围、监测预报方式、预警信号、撤离路线、避灾防

灾地点、应急抢险措施和各环节责任人等，并在适当范围内组织

应急演练，提高应急反应能力。

（三）全面提升地质灾害防治能力

为群测群防员配备必要的监测设备，进行事前培训，提高基

层监测人员的辨灾、避灾和应急处置能力。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要

加强对地质灾害隐患点监测防范工作的指导，确保“防灾工作明

白卡”和“避险明白卡”及时发放到位。

（四）推进地质灾害搬迁避让和灾害治理工作

做好地质灾害隐患点调查认定与核销工作，因自然因素原因

造成的地质灾害防治问题，要明确地方政府治理主体责任,采取监

测预警、工程治理、搬迁避让等有效防治措施；对工程建设、矿

产资源开发等人为活动引发的地质灾害，要按照“谁引发、谁治

理”的原则，督促相关责任人落实地质灾害防治责任。对 2012 年

以来财政投入的地质灾害工程治理和避险搬迁项目要进行全面梳

理，及时验收和销号，未完成的要加快推进。对未治理、新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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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质灾害隐患点，要采取监测、工程治理或搬迁避让等措施，

避免或降低灾害风险。

（五）强化防范，严防削坡建房诱发地质灾害

做好地质灾害易发区农村建房规划选址的地质灾害危险性评

估工作，确保选址建设安全，严禁削坡建房诱发地质灾害，要对

削坡建房引发灾害隐患情况进行全面排查，建立责任追究制度，

从源头上有效遏制削坡建房引发地质灾害的发生。

（六）加强会商，实现汛期防灾减灾信息交流互通

各有关部门要加强与气象部门合作，优化数据支撑和预警模

型，不断提高地质灾害监测预警预报的精准水平。进一步完善地

质灾害预警预报机制，提升基层预警信息发布传播及接收应用能

力，切实做到早预警、早准备、早撤离，最大限度地避免地质灾

害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七）强化宣传培训工作

开展地质灾害防治技术骨干和重要地质灾害点群测群防员应

急防治技术培训。通过视频图册、现场讲解、集中培训、发放“避

险明白纸”等多种形式开展地质灾害防治科普宣传，增强地质灾

害隐患区群众的识灾、避灾、防灾意识和能力，营造全社会共同

参与地质灾害防治的氛围，不断提升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水平。

附件：长清区地质灾害隐患点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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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清区地质灾害隐患点汇总表
编号 地理位置 灾害类型 责任主体 备注

1 张夏街道梨枣峪 滑坡

张夏街道办事处

2 张夏街道杨家泉南公路南 崩塌

3 张夏街道王家泉村 滑坡

4 张夏街道莲台山 崩塌

5 张夏街道大娄峪 不稳定斜坡

6 张夏街道驻地东南铁路东 滑坡

7 张夏街道井字东、西北 滑坡

8 张夏街道宋家庄北 滑坡

9 张夏街道西野老村西南 崩塌

10 张夏街道花岩寺东南山沟 泥石流

11 张夏街道诗庄南滑坡 滑坡

12 张夏街道井峪村东山崖 崩塌

13 张夏街道积家峪村北 崩塌

14 张夏街道长湾村 崩塌

15 张夏街道杜家庄 泥石流

16 张夏街道刘家沟 泥石流

17 张夏街道三尖台 泥石流

18 张夏街道上龙华村村北 崩塌

19 张夏街道周家安村 不稳定斜坡

20 张夏街道纸坊村 崩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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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万德街道灵岩寺一线天北山坡 崩塌

万德街道办事处

22 万德街道六律庄北 滑坡

23 万德街道灵岩村南 滑坡

24 万德街道蚂蚁洞南 滑坡

25 万德街道武家庄 崩塌、泥石流

26 万德街道张庄路公路旁（风情 8号路） 崩塌

27 万德街道辛庄 崩塌

28 万德街道卞庄村东路北山体 崩塌

29 万德街道卞庄北山体 崩塌

30 万德街道西房庄 泥石流

31 万德街道三合庄-徐庄公路 崩塌

32 万德街道李家峪西南山体 滑坡、崩塌

33 万德街道上营村西山体 崩塌

34 万德街道王仙庄东南、东北山体 崩塌

35 万德街道黄豆峪村东、西山 崩塌

36 万德街道万药路公路旁 崩塌

37 五峰山街道德王墓 滑坡

五峰山街道办事处

38 五峰山街道润玉泉东北山体 崩塌

39 五峰山街道香炉山 滑坡

40 五峰山街道马岩寺西北 崩塌

41 五峰山街道五峰山街西南 滑坡

42 五峰山景区 崩塌

编号 地理位置 灾害类型 责任主体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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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马山镇鹰嘴子山西侧、东侧 滑坡
马山镇政府

44 马山镇马山 崩塌

45 双泉镇马山头东北山头 崩塌

双泉镇政府46 双泉镇陈沟村东马万山、麻风病院北 崩塌、滑坡

47 双泉镇庞庄 395 高地 滑坡

48 孝里镇潘庄 岩溶塌陷 孝里镇政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