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5 | 011

防汛抗旱与水旱灾害风险管理的探讨
章梅 1，屠建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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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自然灾害是危害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重点威胁，以洪水和旱涝等灾害最为严重，这也为防汛抗旱工作提出了新的挑

战。聚焦现实情况，当前防汛抗旱与水旱灾害风险管理工作中，依然存在诸多问题，可能对灾情的排除带来不利影

响。本文将结合相关问题，针对性提出提高防汛抗旱与水旱灾害风险管理的策略，希望为相关人士带来切实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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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Natural disasters are the key threats to the safety of people's lives and property, with floods and 

droughts being the most severe, which poses new challenges for flood control and drought resistance 

work. Focusing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there are still many problems in the current flood control and 

drought resistance and water and drought disaster risk management, which may bring adverse effects 

on the elimination of disasters. This article will combine the relevant problems and put forward targeted 

strategies to improve flood and drought resistance and waterlogging and drought disaster risk 

management, hoping to bring practical help to relevant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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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当前防汛抗旱和水旱灾害风险管理存在的问题

（一）作人员防汛抗旱意识不强

工作人员防汛抗旱意识，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防汛抗旱工作

的落实。当前正是气候变化相对不稳定的年代，极端天气出现的

频率也逐渐增加，即使从历史记录上看，一些地区并没有较大汛

情灾害，工作人员也同样需要引起高度重视。但是聚焦于实际情

况，一些工作人员做了诸多工作，但是由于没有切实见到汛情灾

害，导致未能深刻体会每项工作的重要意义。时间一长，一些工

作人员会感觉自身工作走形式特点相对明显，没有树立防汛抗旱

的应有意识。真正遇到汛情灾害时，也无法在短时间内做出正确

应对，自救能力也难以达到应有标准 [1]。

（二）防汛抗旱制度不完善

一些防汛抗旱单位即使依照上级单位要求，落实相关工作，

但是在长久工作中，未能加强对工作的总结，也没有细化防汛抗

旱工作要求，相关工作要求依然是一片空白。也存在一些单位，

未能重视防汛抗旱工作要求的转变，对人员工作综合素质的提升

重视程度不足，导致一些工作制度，在现代化工作要求面前，显

得过于陈旧。与此同时，一些单位尽管能够意识到制度完善的作

用，但是在制度制定层面过于想当然，未能结合本单位可调配力

量，以及其他条件的限制，导致制度可执行性大打折扣。

（三）防汛抗旱信息化程度不足

信息化技术既能有效预警即将到来的汛情，也能够方便工作

人员相关工作的开展，提高防汛抗旱工作效率。但是一些防汛抗

旱单位，由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不高，上级部门无法拨出足够资

金，用以支持信息化系统的建设和完善。且在工作方式上，一些

单位人员未能认识到信息化技术的价值，学习技术操作的意愿不

强，单位内部一些部门之间的信息交换渠道也并不畅通，难以保

证信息沟通的统一性。一些单位也并没有同步落实信息化人员培

养工作，导致防汛抗旱工作难以真正发挥信息化优势 [2]。

二、提高防汛抗旱与水旱灾害风险管理的策略

（一）强化工作人员防汛抗旱意识

防汛抗旱单位应当注重宣传教育，通过报纸、电视和广播等

媒介，开展宣传活动，宣传并普及各类防汛抗旱知识，使群众能

够掌握防汛抗旱技能，进而充分配合管理工作的开展。单位内部

需要每隔一段时间，组织抗灾的针对性演练，使抗灾意识深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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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同时，防汛抗旱单位需要加强和社区的联系，组织居民，提

高居民自救和互相救助的能力。

此外，为提高工作人员防汛抗旱积极性，单位需要重视奖励

机制的构建，针对积极配合并取得成绩的个人和团队，应当不吝

表彰，并在单位内树立榜样作用，引导其他工作人员。反之，对

于引发严重后果，或者对防汛抗旱不重视的个人和团队，应当多

加问责，树立工作人员较强的抗灾意识 [3]。

（二）针对性完善防汛抗旱制度

防汛抗旱制度是各项工作的指导性文件，有助于防汛抗旱水

平的提升。制度需要落实各方防汛抗旱工作主体的协调和调度，

这样在灾情预警的第一时间，工作人员能够快速反应，并做出正

确处置决策。与此同时，防汛抗旱制度需将队伍建设，以及群众

宣传教育纳入到基本要求之中，令应急处置水平针对性提升，并

重视群众宣传教育，使群众自救能力与灾害防范意识得到全面强

化。制度需明确不同级组织结构，包括工作领导小组、指挥部、

有关部门和具体执行队伍。各级组织人员需要各司其职，具体而

言，工作领导小组需做好不同方面工作的统筹协调，完成总体工

作计划制定的同时，对计划执行情况进行监督 [4]。工作指挥部除

了对灾害监测预警进行负责，还需要对现场工作进行处置和调

度。有关部门需要结合岗位要求，对专业工作负责，并对指挥部

下达的工作指令，给予高度配合。抗旱队伍则需要落实具体处置

工作，着力排除灾害隐患。

工作流程方面，制度需要对灾害监测预警、预案制定、预案

响应及启动、调度协调和整改总结等做出明确规定。具体而言，

工作人员应当每隔一段时间，对旱季、汛期水文、气象信息进行

整理和汇总，判断后续灾情走势以及灾情可能带来的严重影响，

并结合预测趋势和监测结果，完成防汛抗旱预案的制定。灾情一

旦出现，应当第一时间将预案启动，并依照预案内容要求，组建

抗旱队伍，落实物资调配。调度协调方面，工作人员应当结合灾

情排除现场情况，合理配置各项资源，并对救援措施进行调整。

救援工作结束之后，相关人员应当重视经验教训的总结，以及预

案的后续完善，再遇到下次类似的灾情，可以做到快速反应，实

现救灾效率的全方位提升。针对不同灾害，应急处置的重点方向

也会存在一定差异。如果是干旱或暴雨导致的水污染，应当重视

水源的净化。如果是河面水位上涨或暴雨导致的洪涝灾害，应快

速进行排涝和抗洪工作。如果是气候干旱导致的森林火灾，应当

准备足够的消防设备，方便救火工作的有序开展 [5]。

制度同样规定对防汛抗旱单位工作的监督检查要求，单位每

隔一段时间需要进行系统考核评估，一旦发现问题，应当第一时

间整改。同时需要对防汛抗旱单位的应急处置情况进行抽查，保

证各项工作能够妥善落实。此外，防汛抗旱单位应当组织专家督

导防汛抗旱工作的开展，并参考专家意见和建议，对防汛抗旱工

作进行改进。

物资方面，防汛抗旱单位应当结合防汛抢险的工作需求，足

额储备防汛物资，并建立物资管理制度。防汛抗旱阶段各项工作

所需的物资，都需要由领导小组集中管理和负责。所有用到的物

资，都应当做入库记录，设置专门的仓库保管员，起到妥善保管

的效果。仓库管理应保证账物一一对应，并依照规格、种类和用

途等整齐堆放，保证存取的便利性和可靠性。若在防汛抗旱阶段

需要追加物资，涉及物资增减等，需要由防汛小组统一整理并申

请领导批准。所有防汛抗旱物资都应当有专门用途，不能随意更

改用途。物资的使用应当提前申请领导小组批准，领导小组需在

书面文件上签字，个人或科室在未经允许的情况下不能擅自使

用。如果涉及物资调用，仓库应当基于领导小组的指令，保证发

放工作的统一进行 [6]。发放之后应当对数量进行充分核对，对于

遗漏情况应及时补充，避免数量和品种出现错误。在紧急情况

下，可以先通过电话联系，后续再补办书面申请记录，方便后续

结算。防汛抗旱工作结束之后，仓库应当统计物资发放情况，并

尽力做好物资的回收工作，并注重手续办理，以便于后续结算。

防汛储备物资应当以年度为单位进行核算和结算，结合实际需

求，以及当年余留的物资情况，做好下年度物资添置计划 [7]。

（三）着力提升防汛抗旱信息化水平

当前技术发展背景下，各类信息技术，包括人工智能、物联

网、大数据、云计算等，也能够为防汛抗旱技术的优化带来新的

契机。防汛抗旱单位应当树立高度信息化意识，建设并完善防汛

抗旱工作系统，涵盖更多内容，保证技术的先进性，从而全方位

提升防汛抗旱工作的智能化水平。建设目标旨在实现技术资源到

实际应用方向的转变，从原有顶层设计转变到底层构建，令信息

化系统可以增强自身问题处理和解决的能力，达到自主学习的效

果，从而满足防汛抗旱工作的现代化要求。

信息化建设的工作具体而言，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首先，

需要树立对信息技术的重视程度，依托于人工智能、大数据、云

计算等技术的优势，做好信息化建设规划，对当前防汛抗旱工作

重点和难点进行梳理，落实智能化顶层设计，依照顶层设计，完

成智能化应用方案的制定。其次，在传统识别方法的基础上，应

重点建设符合智能化要求的识别和感知体系。这就需要相关人

员，能够发现并活用各类信息技术优势，提高信息采集的智能化

水平，一旦遇到汛情，暴雨天等，系统可以从速对相关信息做出

判断，并通过数据库收集和储存信息，强化预警和识别险情的能

力 [8]。另外，在传统防汛抗旱工作基础上，还需要重视各类信息

化设施的建设。在有线监测设备的基础上，还需要发挥卫星网络

的监测优势，集成技术，保证应急通信通道通畅。针对各类洪水

灾害，包括泥石流、山洪、暴雨等，需要建立智能感知系统，系

统需要参考历年数据，明确即将要采取的防汛抗旱方法。同时需

要基于大数据技术模型，做智能化预测，完成洪涝计算模型的

建立，从而达到准确预警的目的。最后，在汛情灾害易于出现

的区域，应当针对性开展试点工作，收集试点灾害防治的相关信

息，以供后续同类型灾害防治工作的开展，保证防汛抗旱工作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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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9]。

需要注意的是，技术的应用主体始终是人，因此在引进和使

用信息化技术的同时，也不能忽视对人员的培养。培养重点需提

高工作人员的信息素养，工作人员需树立较强的信息意识，提高

学习各类信息化技术，以及操作信息化系统的积极性。防汛抗旱

单位也需要树立人才观念，构建并完善现有人才选拔机制，如果

需要外部招聘，则需要将人才的信息化素质，作为重要考核点。

久而久之，就可以实现人才团队的建设，扩充人才数量 [10]。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当前防汛抗旱与水旱灾害风险管理存在的问题，

主要集中于人员意识不强，制度不够完善，以及信息化程度不足

等方面，值得相关单位高度重视。防汛抗旱单位应当加强宣传，

树立人员较强的防治观念，并着重完善制度，引进信息技术，培

养信息化人才，从而提高防汛抗旱与水旱灾害风险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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