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漯河市自然灾害风险形势会商研判工作规范（试行）
（征求意见稿）

为进一步增强风险防范意识，统筹协调自然灾害风险防控

工作力量，建立健全自然灾害多行业（领域）的综合风险会商

研判机制，根据《突发事件应对法》《中共河南省委 河南省人

民政府关于推进防灾减灾救灾体制机制改革的实施意见》《国

家减灾委员会办公室 应急管理部关于进一步加强自然灾害风

险形势会商研判工作的通知》《河南省自然灾害风险形势会商

研判工作规范》等法律法规和相关规定，制定本规范。

一、适用范围

自然灾害综合风险会商研判，是指针对水旱灾害，台风、

暴雨、强对流、低温冷冻、暴雪、沙尘暴等气象灾害，地震灾

害，地面沉降、崩塌、滑坡等地质灾害，生物灾害，林业灾害

等自然灾害综合风险，及其可能引发的次生衍生灾害风险进行

会商研判。

二、会商类型

自然灾害综合风险会商研判主要包括常态会商、专项会商

和短临会商。

（一）常态会商

常态会商是指按月度、季度、年度，以及春节、“五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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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庆等重要节假日，全国两会等重大活动，在固定时间节点开

展的自然灾害综合风险会商，主要内容包括分析各类自然灾害

风险形势，综合研判自然灾害可能造成的不利影响，对比历史

同期自然灾害灾情特别是重大自然灾害情况，提出防范应对措

施建议。

（二）专项会商

专项会商是指对于台风、洪涝、干旱、森林火灾、低温雨

雪冰冻等重大自然灾害的趋势研判、过程会商，具体会商事宜

按照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市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市低温雨雪冰

冻指挥部相关规定办理。

（三）短临会商

短临会商内容包括极端天气过程情况、可能影响的重要承

灾体情况、自然灾害及可能引发的次生和衍生风险、有关地方

和部门采取的预警和应急响应措施等。根据自然灾害发生情况，

必要时加密会商频次。

三、会商组织

市减灾委员会办公室、市应急管理局负责组织重大自然灾

害综合风险会商研判，同时承担部门联络协调、改进会商内容

和形式、会商结果运用和发布等工作。

自然灾害综合风险会商参与部门包括市水利局、市自然资

源和规划局、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市城市管理局、市交通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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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局、市农业农村局、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市应急管理局、

市气象局等涉灾部门和相关行业部门，其他单位视具体情况确

定。根据实际需要，可邀请相关自然灾害专家及重点地区有关

人员参加。各相关单位应积极参与、主动配合，及时提供本行

业领域最新预测分析结果、灾害影响情况和下阶段关注重点，

共同推动自然灾害综合风险会商研判工作。

四、职责分工

为充分发挥部门联动作用，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参与

会商各相关单位根据职责分析不同种类灾害风险形势及存在的

风险隐患，提出防范应对措施，为减轻自然灾害综合风险工作

提供指导。

市水利局负责提供水情旱情、汛情等信息，分析研判水旱

灾害风险，提出水旱灾害预测预判意见和防范应对建议。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负责分析研判地质灾害防御的重点地

区、风险等级，提出地质灾害风险防范应对建议；负责提供森

林火灾、沙尘天气等林业灾情信息，提出防范应对建议。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负责提供城镇和农房损失灾情数据，

对灾后房屋进行安全评估，提出防范应对建议。

市城市管理局负责提供城市供水、道路、排水、供气、供

热等市政基础设施损失灾情数据，提出涉灾防范应对建议。

市交通运输局负责提供公路、桥梁、港口、航道等交通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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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设施损失灾情数据，提出交通运输领域涉灾防范应对建议。

市农业农村局负责提供农业气象灾害灾情信息，提出防范

应对建议。

市文化广播和旅游局负责提供公共文化场所、旅游景区、

文化娱乐场所、营业性演出和文化艺术旅游经营活动等自然灾

害风险，提出文化和旅游领域涉灾防范应对建议。

市应急管理局负责灾害综合风险分析研判和灾情统计分

析，发布灾害风险和预警信息，提出灾害综合风险防范应对措

施。

市气象局负责开展天气气候总体形势、重大灾害性天气过

程的分析研判和过程总结评估，提出气象灾害风险防范应对建

议。

五、会商流程

（一）常态会商

1.收集材料

各相关单位按照市减灾委办公室制定的年度会商计划（见

附件 1），提前准备相关内容，并以电子邮件方式按时向指定邮

箱提交本部门风险分析研判材料，提交材料的内容、格式见附

件 2。

2.会商研判

（1）市减灾委办公室综合梳理、汇总分析各相关行业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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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的研判材料，编制形成会商报告（征求意见稿）。

（2）市减灾委办公室视情召开线下会议或视频会议，召集

各相关行业部门讨论交流，讨论会商报告（征求意见稿），提出

修改意见建议，或书面反馈意见建议。

会议由市减灾委办公室主任或委托副主任主持。

市气象局介绍上一阶段天气气候情况，以及下阶段天气气

候趋势预测和常年同期情况；市水利厅介绍上一阶段水情、旱

情，及下阶段水情预测和常年同期情况；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介绍上一阶段地质灾害情况，及下阶段地质灾害趋势预测和常

年同期情况；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城市管理局、交通运输局、

农业农村局、文化广播和旅游局等相关行业部门介绍上一阶段

灾害影响情况及下阶段关注重点，提出防范应对措施建议；市

减灾委员会办公室、市应急管理局牵头组织相关部门分析研判

灾害综合风险形势、可能形成的灾害风险、次生、衍生灾害风

险以及需重点关注的区域，提出防范应对措施建议。

3.定稿签发

市减灾委办公室依据会商情况修改完善会商报告（征求意

见稿），形成会商报告（报批稿），报请市减灾委办公室主任或

副主任审核批准后，将会商报告报市委、市政府，发各县区减

灾委和市减灾委有关成员单位。

会商研判形成的、可以公开发布的风险预警信息，通过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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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渠道及时向社会发布，提醒公众做好防范准备。

（二）专项会商

专项会商按照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市森林防灭火指挥部、

市低温雨雪冰冻指挥部相关规定开展。

（三）短临会商

短临会商因其对时效性要求更高，实际开展中依据气象等

部门的预警信息，直接召集主要行业部门开会，快速进行灾害

风险形势研判，提出防范应对措施，形成风险提示后经市减灾

委办公室主任或副主任同意，由相关渠道及时向社会发布。

六、工作要求

（一）市减灾委办公室要协调加快我市自然灾害综合风险

普查成果落地应用和数据共享，加强利用历史灾情和承灾体数

据，提高会商成果的精准性。

（二）各相关行业部门要高度重视，加强组织领导，指定

不少于 1 名风险会商研判联络员，按照会商计划，及时开展本

行业领域风险分析研判，按规定时间提供本部门分析研判材料，

参加会商研判，并对会商报告中本部门的相关内容负责。

（三）市减灾委办公室要充分利用会商成果，为市委、市

政府有效应对自然灾害提供决策依据，对各有关部门风险进行

提示。各有关部门要利用好会商研判成果，完善本行业领域内

风险防控措施，做好自然自然灾害防范应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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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全年自然灾害综合风险会商计划

2.灾害综合风险分析研判提交材料表及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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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全年自然灾害综合风险会商计划
会商类型 会商阶段 阶段重点 研判时段 研判重点任务 提交资料时间 完成时限

常态

年度 年度概况 1月－12月

1. 总结上一年度本省自然灾害情况。

2. 研判本年度气象灾害、水文灾害（洪涝、暴雨、大

风、冰雹、低温、冰雪、高温、大雾、干旱等），地

震地质灾害（地震、崩塌、滑坡、地面沉降等），生

物灾害（植物病虫害等）、林业灾害情况。

3. 防范应对措施。

上一年度 12 月

25 日前
1月上旬

季度 季度概况 每季度

1. 近年同期、近期自然灾害情况。

2. 研判本季度自然灾害风险及其引发的多种次生、衍

生灾害事故风险。

3. 防范应对措施。

上一季度最后一

个月 25日前

1月、4月、

7月、10 月

上旬

月度 月度概况 每月

1. 近年同期、近期自然灾害情况。
2. 研判本月自然灾害风险及其引发的多种次生、衍生

灾害事故风险。
3. 防范应对措施。

上一月25日前 每月 1日

重要节假

日和重大

活动期间

重要节假日

和重大活动

期间概况

春节、五一、

国庆、全国两

会

1. 近年同期自然灾害情况。

2. 研判近期自然灾害风险及其引发的多种次生、衍生

灾害事故风险。

3. 防范应对措施。

重大节假日或重

大活动5日前
5日内

短临 短临
发生极端天

气时
适时

极端天气带来的自然灾害风险，引发的多种次生、衍

生灾害事故风险以及防范措施。

接到减灾办通知

1日内
3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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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自然灾害综合风险分析研判提交材料表

单位名称（盖章） 时间： 年 月 日

会商类型 会商阶段

一、近年同期

受自然灾害

影响情况

有□无□（请先勾选；如有，请填写具体内容。内容

包括但不限于：发生的时间、灾种、影响程度、造成

的损失等）

二、自然灾害

风险或次生

衍生灾害风

险分析

（请逐条填写阶段时间内本行业领域内自然风险或由

此产生的次生衍生灾害风险具体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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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防范应对

措施

四、工作建议

有□无□（请先勾选；如有，请填写具体内容）

填表人： 联系电话：

备注：1.此表盖章扫描件同 word 版同时提交到邮箱：

lhjianzaiban@163.com。邮件主题格式为：会商材料+

单位名称。

2.如填不下，增加表格对应栏目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