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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监测预警
第 2024026 号

漯 河 市 减 灾 委 员 会 办 公 室

漯河市应急救援总指挥部办公室 2024年 9月 16日

台风“贝碧嘉”风险预警

据漯河市气象局 2024年 9月 16日发布的《重要天气报告》

（第 18期）：据最新资料分析，今年第 13号台风“贝碧嘉”

已于今天早晨 07时 30分以强台风级（14级，42米/秒）在上

海浦东临港新城登陆，登陆后继续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

渐减弱。受外围螺旋云系及台风低压环流影响，17 日至 18 日

我市将出现明显的降水大风天气，降水主要集中在 17 日下午

到 18 日，并伴有 4-5 级偏北风，阵风 7 级左右。

当前正值中秋假期，需高度重视、严密监测台风移动的路

径，做好防雨防风准备工作，需防范风雨天气对秋作物收获、

道路交通、旅游出行、安全生产等的不利影响。由于第 13号台

风“贝碧嘉”路径预报有很大的不确定性，需密切关注市气象

台发布的最新天气预报、气象灾害预警信号和气象风险提示，

做好防范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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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预报如下：

9月 16日：多云间晴，偏北风 3-4级，21/28℃；

9 月 17 日：阴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偏北风 4-5 级，

22/26℃；

9月 18日：阴有中到大雨，东北风 2-3级，23/25℃。

防御指南：

1.压紧压实责任。各县区政府、功能区管委会及相关部门要

密切关注天气相关预警信息，及时加强会商研判和防范应对，树

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切实履职尽责、靠前指挥，必要时采取

“停课、停工、停产、停运、停业”等刚性措施，减少各类受台

风过境影响引起的突发事件和生产安全事故。

2.加强宣传引导。气象、应急部门要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

注台风发展态势，加强实时气象信息监测和分析研判，提高精准

度、延长预见期，做好递进式气象服务，强化短临预警、精准预

警。宣传部门和新闻媒体要全覆盖发布、传播预警信号和提醒信

息，利用广播、电视、网络、微信、短信等渠道将预警信号和提

醒信息传播到每家每户，引导群众在台风过境期间做好防范准

备，非必要不外出。

3.突出重点防范。城管部门要加强全市重点区域、城市易涝

点、桥涵等区域的巡查力度，点位责任人、抢排设备、抢险队伍

要提前预置到位。对辖区内的户外广告、灯箱招牌等悬挂物及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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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等照明设施设备要及时做好防风加固、消除隐患。农业农村部

门要组织专家技术组指导农户及时对果树苗木和农业设施进行

防风加固；要重点关注农田渍涝风险区，加强农田排渍涝工作，

减少受灾面积。住建部门要对老旧小区、危旧房屋、自建房等加

强排查，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隐患。提醒高层住宅居民务必妥善安

置易受大风影响的室外物品。交通部门要组织应急运输车辆，做

好防汛物资运输、抢险救援力量投送、大规模人员转移避险、大

规模滞留人员疏散安置准备；要对国道、省道、县乡道路边坡、

桥梁进行再检查，发现隐患立即排除；做好公交站、客运站防涝

排水和公交车、出租车紧急避险。公安、交通、城管、路灯管理

部门要加强交通设施、道路电杆等安全管理，对影响道路交通安

全或易引发险情的障碍物进行排查清除，完善道路安全设施。公

安交警部门要向社会发布道路两侧允许停车的公告，明确专人负

责信号灯管控，确保随时断电；做好交通引导和交通管制，及时

设置警示标志，必要时果断实施硬隔离。文广旅、市场管理部门

要监督各景区全面排查整改安全隐患，严防次生灾害发生。商务

部门要加强大型商超地下空间管控，及时组织人员避险。应急、

住建、城管、消防等部门要加强对工矿商贸、危化、建筑施工等

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和整治，抓好城市地下空间、涉水工程、

在建工地和低洼易涝等高危区域巡查防守和人员避险转移工作，

坚决守住不发生群死群伤的金标准。其他有关部门要加强对本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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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领域的隐患排查和风险管控，落实防范措施，必要时停工停产，

防止次生灾害事故发生。供电部门、通管办要加强电力、通信设

施检查和电网运营监控，及时排查消除隐患；要加强对强对流天

气引发的停电、通信故障的排查修复；发生大面积断电、断网时，

要优先保障重要部门电力供应。沿河属地政府及水利、水文、河

道等部门要加强对重点水域的安全管理，加强巡堤查险，避免台

风过境期间在河道内从事相关活动，防止溺水现象发生。

4.做好个人防护。广大群众要实时关注台风预警信息，合理

安排行程，提前准备好食物、饮用水、应急照明灯具以及必须的

药品等应急物品；强降雨时段尽量减少外出，及时关闭门窗，身

处户外时要尽快进入能避雨、避雷、防风的场所；行车时要放低

车速，注意保持车距，不要急踩刹车，不要将车辆停在高楼、大

树下方，避免在大树、屋檐等区域停留，远离广告牌、临时搭建

物、断头电线，绕开积水区。如果身处危险位置，不能及时转移

时，应尽量联络救援人员，告知具体位置，以便在出现突发情况

时，能够及时获得救援。

5.加强应急值守。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应急值班值守工

作，严格落实领导干部带班、关键岗位 24 小时值班制度，保证

通讯畅通，做好突发事件信息报送和应急处置工作。各级各类专

业应急救援队伍和社会救援力量要做好应急备战备勤，确保遇有

突发紧急情况能够快速出动、有效处置。广大居民群众遇有紧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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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或发现安全隐患，请及时向属地政府和有关部门报告，以便

及时处置和抢险救援。各级各部门要及时查灾核灾，如实准确上

报灾害信息。

报：市委、市政府、省应急管理厅

发：市应急救援总指挥部、市减灾委各成员单位，各县区、功

能区减灾委员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