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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达州市位于四川盆地东北部，地处大巴山南麓，地跨秦巴山

区和四川盆地两大地貌单元，地势东北高（大巴山区），西南低

（盆地丘陵区），受地质环境条件控制以及强降雨天气影响，山

洪地质灾害发生频率较高，是全省山洪地质灾害多发和易发区域

之一。尤其是近年来，达州市多次遭受极端强降雨，山洪地质灾

害多发频发，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造成重大威胁。推动实施

山洪地质灾害避险搬迁，是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让受威

胁群众远离灾害威胁、改善当地生产生活条件最直接最有效的重

大举措。 

为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

救灾重要论述，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来川视察重要指示精神，

深入实施“四化同步、城乡融合、五区共兴”发展战略，按照省委、

省政府和市委、市政府关于实施山洪地质灾害避险搬迁工程的决

策部署，在全面开展山洪地质灾害避险搬迁摸底调查基础上，根

据《四川省“十四五”地质灾害防治规划》《四川省受山洪地质灾

害威胁村（居）民避险搬迁总体规划（2023—2027 年）》《达州

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

标纲要》《达州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达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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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灾害全域综合整治五年行动计划（2021—2025年）》等相关

文件要求，结合达州实际，制定本规划。规划期为 2023—2027

年，基准期为 2023 年，实施范围包括各县（市、区）和达州高

新区、达州东部经开区。 

可以根据突发山洪地质灾害紧急避险搬迁进行调规，实施动

态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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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基本情况 

 

第一节  地理位置 

达州市位于四川省东北部，地理坐标北纬 30°38＇～32°21＇，

东经 106°38＇～108°32＇。北与陕西省汉中市、安康市毗邻，南

与广安市接壤，西邻巴中市和南充市，东接重庆市万州区和涪陵

区。行政辖 2区 4县 1市及 2个市直园区，分别为通川区、达川

区、渠县、宣汉县、大竹县、开江县、万源市、达州高新区、达

州东部经开区。全市东西绵延 180千米，南北长 225千米，幅员

面积 16588平方千米，2023年末常住人口 537万人。 

达州市地处川渝鄂陕四省结合部和长江成渝经济带，位于中

国西部四大名城—成都、重庆、西安、武汉交汇辐射的腹心地带。 

 

图 1-1 达州市区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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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社会经济 

达州市是四川省的人口大市、资源富市、工业重镇、交通枢

纽和革命老区，享有“巴人故里、红色达州、中国气都”之称。成

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万达开川渝统筹发展示范区、新时代西部大

开发、支持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等重大国家战略在达州交汇叠加。 

根据地区生产总值（GDP）统一核算初步结果，2023 年达

州市 GDP2656.7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 6.5%。其

中，第一产业增加值 440.5 亿元，增长 3.4%；第二产业增加值

896.1亿元，增长 7.0%；第三产业增加值 1320.1亿元，增长 7.5%。

三次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 9.6%、35.5%和 54.9%。三

次产业结构由上年的 17.3:36.5:46.2调整为 16.6：33.7：49.7。人

均地区生产总值 49755元，增长 7.0%。 

 

第三节  工作基础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防汛减灾和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省

委、省政府将其作为“生命工程”“底板工程”持续推动。2014年以

来，在省委、省政府的大力支持下，达州市全面开展了以调查评

价、监测预警、综合治理和能力建设为核心的地质灾害综合防治

体系建设。《四川省“十四五”地质灾害防治规划》和《四川省地

质灾害全域综合整治三年行动计划（2021—2023年）》实施以来，

全市共筹措资金 47769.55 万元，其中争取中央和省级财政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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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 40959.8 万元，发行一般债券 5025 万元，县（市、区）和

市直园区财政自筹 1784.75 万元，整体超额完成 2021—2023 年

地质灾害全域综合整治三年行动计划任务；其中：完成重大地质

灾害工程治理及排危除险 148处，占任务数（43处）的 344.2%；

避险搬迁 2949户，占任务数（2935户）的 100.5%；消除隐患点

数量 698 处，占任务数（636 处）的 109.7%；减少受威胁人数

26252人，占任务数（22306人）117.7%。 

目前，我市已形成较为完善的避险搬迁工作机制和管理制

度，建立了地质灾害避险搬迁项目库以及项目立项、申报、实施

和验收等工作机制，并具备统一的省级专项资金补助标准，为避

险搬迁规划编制、审批、实施提供了制度保障。多年的探索实践，

取得了显著的防灾减灾成效，积累了宝贵的经验，群众认同感强、

满意度高，为深入推进山洪地质灾害避险搬迁奠定了坚实基础。 

 

第四节  面临形势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防灾减灾救灾作出重

要指示，提出“两个坚持、三个转变”防灾减灾救灾理念；党的二

十大报告指出，要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提高防灾减灾救灾

能力，这为我市做好山洪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省

第十二次党代会和省委十二届二次全会强调，把防风险、保安全

作为底线任务，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提高地质灾害防治、防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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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旱能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四川。这为我市做好受山洪地质

灾害威胁村（居）民避险搬迁工作指明了方向。 

当前，我市避险搬迁工作已进入“深水区”，坚持“避让优先、

应搬尽搬、能搬则搬”原则做好受山洪地质灾害威胁村（居）民

避险搬迁工作，但仍面临诸多困难、问题和挑战。一是搬迁难度

加大。经过多年搬迁，目前经济条件较好、安置用地协调难度较

小、搬迁意愿较强的受威胁村（居）民大多数已搬离危险区，未

搬迁的受威胁村（居）民家庭大多数经济条件较差、搬迁意愿不

高，搬迁实施难。二是资金来源相对单一。目前，我市山洪地质

灾害避险搬迁主要靠省级 3.5万元至 4万元每户的补助，仅占搬

迁村（居）民平均建房成本的 20%左右，大部分地方政府补助偏

低、投入不足，特别是受建筑材料及人工价格上涨等因素影响，

搬迁资金筹措压力较大。三是资源约束日益凸显。规划涉及应搬

迁村（居）民约 76.8%集中居住在中低山地、丘陵地区，就近安

置选址空间受限，加之城镇化加速推进，新增建设用地日益紧张，

大部分搬迁安置需调整承包地、宅基地或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安

置用地协调难度大。四是政策合力尚未形成。受山洪地质灾害威

胁村（居）民避险搬迁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作，亟须在生产资料

协调、基础设施保障、公共服务配套、就业创业扶持等方面形成

政策合力、发挥聚合效应，确保避险搬迁工作顺利实施。 

当前，我市正处在全面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成势见效的



 

 
- 10 - 

关键时期，防风险、守底线、保安全任务艰巨繁重，亟需进一步

提升全市防灾减灾能力。做好受山洪地质灾害威胁村（居）民避

险搬迁工作是防范化解重大灾害风险、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

全最直接有效的重要举措，有利于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确保受

威胁村（居）民远离山洪地质灾害威胁，切实增强人民群众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以高水平安全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 



 

 
- 11 - 

 

第二章  总体要求 

 

第一节  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

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重要论述，

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和市委、市政府关于加强防汛减灾和山洪

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决策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预

防为主、防胜于救”，遵循“避让优先、应搬尽搬，统筹推进、分

步实施”的总体要求，以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满足人民

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充分尊重群众意愿，紧

密结合新型城镇化、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优化国土空间布局、

增强资源要素保障、加大投入和后续发展扶持力度，着力从源头

防范化解灾害隐患风险，为受威胁群众创造良好的生产生活条

件，坚决打好山洪地质灾害避险搬迁攻坚战、持久战，确保“搬

得出、稳得住、能发展”，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群众安

居乐业筑牢安全屏障。 

 

第二节  基本原则 

——以人为本，安全第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实现受威胁村（居）民远离山洪地质灾

害威胁为目标，着力降低山洪地质灾害隐患风险，维护人民群众

生命财产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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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让优先，应搬尽搬。坚持以防为主，对地质灾害隐患

点和极高、高危险区（风险区）以及极高、高风险山洪灾害危险

区受威胁村（居）民优先实施避险搬迁，做到应搬尽搬。充分尊

重群众搬迁意愿和风俗习惯，合理确定搬迁安置方式，加强社会

风险防范，确保平稳有序搬迁。 

——统筹规划，分步实施。坚持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充分

考虑地区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在政策制定、资金保障、产业发展、

就业扶持、节约集约用地等方面统筹谋划，按轻重缓急分阶段有

序推进。 

——政府主导，分级负责。坚持省级统筹、市级主责、县级

主体，建立党委政府组织领导、行业部门分工协作、群众参与的

工作体系，强化责任落实、监督检查、绩效考核、激励奖惩，确

保按期高质量完成避险搬迁任务。 

 

第三节  编制依据 

1．《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四川省受山洪地质灾害

威胁村（居）民避险搬迁总体规划（2023—2027 年）的通知》（川

办发〔2023〕34 号） 

2．《四川省“十四五”地质灾害防治规划》 

3．《四川省自然资源厅 四川省水利厅关于印发〈四川省山

洪地质灾害避险搬迁工作方案〉的通知》（川自然资发〔2022〕

50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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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四川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印发〈四川省地质灾害防治项目

管理办法〉的通知》（川自然资规〔2020〕7号） 

5．《地质灾害防治条例》 

6．《四川省地质环境管理条例》 

7．《中共四川省委关于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

以县域为重要切入点扎实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决定》 

8．《达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达州市地质灾害全域综

合整治五年行动计划（2021—2025 年）的通知》（达市府办发

〔2022〕8号） 

9．《达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

五年远景目标纲要》 

10．《达州市受山洪地质灾害避险搬迁摸底调查表》 

11．《达州市各县（市、区）1:50000地质灾害风险调查评价

成果》 

 

第四节  规划目标 

到 2027 年底，通过实施山洪地质灾害避险搬迁，动态销号

我市地质灾害隐患点约 183处，降低地质灾害极高、高危险区（风

险区）等级约 41 处；动态清零极高风险山洪灾害危险区，降低

山洪灾害危险区等级约 16处（表 2-1、表 2-2、表 2-3）。搬迁村

（居）民居住安全得到有效保障，生产生活条件明显改善，内生

发展动力持续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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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  动态销号183处地质灾害隐患点统计表 

序号 地区 
隐患点
数（处） 

隐患点
类型 

隐患点名称 
搬迁 

户数 

1 达州高新区斌郎街道办河东社区木堂寺滑坡 57 

2 达州高新区斌郎街道办石沟村 3组周家山滑坡 2 

3 达州高新区幺塘乡幺店子社区 6组小槽滑坡 3 

4 达州高新区河市镇新桥村 1组横路院子滑坡 16 

5 达州高新区河市镇金银村 7组罐长沟滑坡 20 

6 达州高新区河市镇成都社区 3组龙家院子滑坡 9 

7 达州高新区金垭镇火炭岩村 2组哑子湾滑坡 1 

8 达州高新区金垭镇火炭岩村 6组石院墙滑坡 2 

9 

达州 

高新区 
9 应搬点 

达州高新区金垭镇火炭岩村 3组小家岩滑坡 2 

10 达州东部经开区福善镇四合村 4组周家湾长田坡滑坡 1 

11 
应搬点 

达州东部经开区福善镇四合村 5组石家梁滑坡 2 

12 达州东部经开区福善镇关家村 2组斑竹湾滑坡 1 

13 达州东部经开区亭子镇大风社区 13组严家沟滑坡 1 

14 

达州东部

经开区 
5 

其他 

愿搬点 达州东部经开区福善镇莲花村 1、2、3组吕家院子地面

塌陷 
1 

15 通川区磐石镇谭家沟村 2组青杠树滑坡 1 

16 通川区碑庙镇千口 12组村大岩滑坡 2 

17 通川区江陵镇和平村 8组张家院子滑坡 6 

18 通川区江陵镇和平村 7组中扁滑坡 1 

19 通川区江陵镇集山村杨家河滑坡 7 

20 通川区磐石镇金龙村新田坝滑坡 2 

21 通川区蒲家镇宝石村 3组刘家河滑坡 15 

22 通川区北山镇北江村 4组刘家坡滑坡 8 

23 通川区江陵镇集山村 4组杨家湾滑坡 9 

24 通川区双龙镇石门村 7组磨子坪滑坡 2 

25 通川区东岳镇龙兴村 5组上水湾滑坡 4 

26 通川区凤北街道肖公庙社区 3组梅子岩滑坡 4 

27 通川区北山镇铁佛村 7组马桑嘴滑坡 6 

28 通川区罗江镇金凤村 8组何家坡滑坡 14 

29 通川区双龙镇三太场村 12组李家湾滑坡 9 

30 通川区凤北街道办事处石龙溪社区1组天音桥滑坡 26 

31 

通川区 23 愿搬点 

通川区凤北街道办事处徐家坝社区长五间滑坡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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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地区 
隐患点
数（处） 

隐患点
类型 

隐患点名称 
搬迁 

户数 

32 通川区江陵镇集山村六、八组杜家院子滑坡 1 

33 通川区安云乡大尖村二、六组二台滑坡 1 

34 通川区安云乡佛岩村二、五组黄家扁滑坡 5 

35 通川区双龙镇海棠溪村七组陈家岩滑坡 4 

36 通川区梓桐镇洞沟村 4组孙国民房前滑坡 2 

37 

通川区 23 
其他 

愿搬点 

通川区江陵镇草庙村 5组张家咀中扁滑坡 2 

38 
达川区三里坪街道办事处七里社区 5小区万担窝 

滑坡 
13 

39 
达川区三里坪街道办事处七里社区 3小区覃家湾 

滑坡 
3 

40 达川区明月江街道办事处新学村 6组杨家山滑坡 3 

41 达川区渡市镇白腊村 5、6组杨家大院子滑坡 11 

42 达川区渡市镇新安村 1组刘家院子滑坡 6 

43 达川区渡市镇红星村 2组周家湾滑坡 74 

44 达川区景市镇一佛村 2组二道沟滑坡 13 

45 达川区景市镇文家场村 11组堰沟边滑坡 48 

46 达川区百节镇肖家村 9社杨柳沟滑坡 2 

47 达川区双庙镇燕山村 5组广东湾滑坡 3 

48 达川区大树镇九龙村 7组邓家坡滑坡 13 

49 达川区龙会乡沿溪口村 2组九大处滑坡 6 

50 达川区罐子镇沿溪河村 5组刘述明房屋后滑坡 3 

51 达川区石梯镇田家店村 5组乌龟石滑坡 5 

52 达川区石梯镇银铁社区 1组粮站背坎下滑坡 1 

53 达川区渡市镇渡市社区 6组高兴水库滑坡 8 

54 达川区景市镇皂角村 3社月亮湾滑坡 13 

55 达川区渡市镇金盘村 1组侯家山滑坡 7 

56 达川区南岳镇文峰村 6组许家梁滑坡 5 

57 达川区桥湾镇瑶坪村 1组严家面滑坡 31 

58 达川区景市镇文家场村 9、10、11组石拱门地面塌陷 133 

59 达川区桥湾镇钟山村 13组老学校滑坡 6 

60 

达川区 36 应搬点 

达川区桥湾镇亮垭村 8组大沙田滑坡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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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地区 
隐患点
数（处） 

隐患点
类型 

隐患点名称 
搬迁 

户数 

61 达川区景市镇一佛村 2组柏家院子崩塌 8 

62 达川区杨柳街道办事处两角村 4组两角寨地面塌陷 11 

63 

应搬点 

达川区景市镇文家场村 8组山洞岩地面塌陷 79 

64 达川区三里坪街道千丘村 6组千丘塝滑坡 1 

65 达川区桥湾镇钟山村 8组陈家坡滑坡 9 

66 达川区赵家镇龙洞坝村 5组大地坝滑坡 3 

67 达川区百节镇肖家村 8组大院子滑坡 1 

68 达川区龙会乡张家山村 9组王家山滑坡 13 

69 达川区百节镇乌梅山村 4社凉水井滑坡 2 

70 达川区石梯镇盘龙村 10组许峰寨崩塌 6 

71 
达川区景市镇柳树湾村 4、5、6组大垭街道旁地面 

塌陷 
1 

72 达川区景市镇寨子村 1、2、3组柏树塘地面塌陷 2 

73 

达川区 36 

其他 

愿搬点 

达川区罐子镇大田坝村 1、2、3、4组山河面地面 

塌陷 
1 

74 万源市白果镇庞家梁村梨儿垭组陈家新房子滑坡 5 

75 万源市白果镇钟停坝村杉树梁组杉树梁滑坡 2 

76 万源市固军镇柿树坪村凉水井组甘家营滑坡 4 

77 万源市河口镇东林村冉家沟组冉家沟滑坡 31 

78 万源市青花镇枣树坪村枣树坪组枣树坪滑坡 3 

79 万源市石塘镇杉林湾村东山坡组长坪滑坡 24 

80 万源市石塘镇杉林湾村东山坡组砖瓦子坪滑坡 26 

81 万源市石塘镇双合村吴家坡组吴家坡滑坡 28 

82 万源市石窝镇兰草溪村行舟坝组行舟坝滑坡 5 

83 万源市石窝镇兰草溪村赵玉沟组邓家扁滑坡 9 

84 万源市铁矿镇泥溪沟村罗家河坝组庙基坪滑坡 4 

85 万源市长坝镇白燕溪村宋家沟组庙儿杆滑坡 2 

86 

万源市 13 应搬点 

万源市白果镇长洞湖村范家湾组范家湾滑坡 8 

87 宣汉县南坝镇董坪村 1组小湾滑坡 16 

88 宣汉县清溪镇茶店村 7组彭家山滑坡 32 

89 宣汉县上峡镇赫天池村 7组马家坡滑坡 14 

90 宣汉县龙泉土家族乡扇坡村 1组毛家湾滑坡 7 

91 

宣汉县 5 应搬点 

宣汉县东乡街道樟木沟村 9组谢家河滑坡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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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地区 
隐患点
数（处） 

隐患点
类型 

隐患点名称 
搬迁 

户数 

92 大竹县安吉乡繁荣村 8组大梨树滑坡 4 

93 大竹县高穴镇金马社区 1组水码头滑坡 3 

94 

应搬点 

大竹县清水镇云雾村 4组五煤厂滑坡 13 

95 大竹县八渡乡华兴村 6组钟家塝滑坡 5 

96 大竹县八渡乡华兴村 8组方沟滑坡 4 

97 大竹县柏林镇白马村 9组敖家垭口滑坡 8 

98 大竹县柏林镇观音村 11组麻布梁滑坡 6 

99 大竹县柏林镇三江村 9组陈家沟滑坡 4 

100 大竹县观音镇双溪村 11组胡家湾崩塌 3 

101 大竹县庙坝镇太平村 10组长岗岭滑坡 11 

102 大竹县庙坝镇欢喜坪村 2组白槽滑坡 6 

103 大竹县欧家镇高松村 7组中家窑场滑坡 3 

104 大竹县清河镇柏家村 1组张家湾滑坡 1 

105 大竹县清河镇龙洞坝村 10组丁家营滑坡 1 

106 大竹县清河镇沙坝村 2、3组白果坝滑坡 3 

107 大竹县清河镇龙洞坝村 5组蹍子膀滑坡 3 

108 大竹县清河镇双龙寨村 7组于家岩滑坡 8 

109 大竹县石河镇中峰村 3组长田坎滑坡 1 

110 大竹县石河镇前进村 2组大双井滑坡 2 

111 大竹县石桥铺镇工农村 7组二岩滑坡 2 

112 大竹县石桥铺镇小桥村 8组狮子头崩塌 3 

113 大竹县童家镇童家村 6组王家垭口滑坡 3 

114 大竹县文星镇红五月村 4组茶尔岩滑坡 6 

115 大竹县文星镇红五月村 4组大林滑坡 8 

116 大竹县永胜镇茨竹村 6组欧家院子滑坡 19 

117 大竹县永胜镇茨竹村 8组大石板滑坡 34 

118 大竹县中华镇黄家村 4组井水湾崩塌 3 

119 大竹县中华镇茶园村 3组彭家老屋滑坡 2 

120 大竹县中华镇中华村 9组朱家沟滑坡 3 

121 大竹县周家镇清凉村 1组偏岩石滑坡 1 

122 

大竹县 31 

其他 

愿搬点 

大竹县竹阳街道莲印龙潭社区 7组尹家湾滑坡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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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地区 
隐患点
数（处） 

隐患点
类型 

隐患点名称 
搬迁 

户数 

123 开江县灵岩镇分水岭村 7组白杨坪滑坡 12 

124 开江县灵岩镇分水岭村 1组青龙嘴滑坡 16 

125 开江县灵岩镇分水岭村 7组打儿窝滑坡 3 

126 开江县灵岩镇土地坪 2组华佗寺滑坡 4 

127 开江县淙城街道办黄泥沟村 1组大羊马寨滑坡 6 

128 开江县梅家乡大堰塘村 10组二梯坪滑坡 8 

129 开江县梅家乡大堰塘村 1组吴家院子滑坡 10 

130 开江县梅家乡大堰塘村 1组朱家湾滑坡 27 

131 

开江县 9 应搬点 

开江县梅家乡大堰塘村 4组曲家河沟滑坡 13 

132 渠县三汇镇大盘村 8组猫垭口崩塌 11 

133 渠县临巴镇老龙村 7组付家沟滑坡 12 

134 渠县三汇镇长久村 3组张耳山滑坡 9 

135 渠县岩峰镇清贤村 7组香炉山滑坡 3 

136 渠县万寿镇立石村 5组黄家坪滑坡 5 

137 渠县万寿镇曹家村 3组哇哇石滑坡 2 

138 渠县万寿镇灵感社区 7组石湖湾滑坡 13 

139 渠县万寿镇磨盘村 2组大坪地滑坡 4 

140 渠县涌兴镇石龙村 6组竹叶湾滑坡 9 

141 渠县岩峰镇书湾村 6组亢家嘴滑坡 4 

142 渠县卷硐镇向桥村 4组唐家沟滑坡 4 

143 渠县巨光乡锅滩村 3组赵家湾滑坡 3 

144 渠县清溪场镇渌沼村 7组鹿道石滑坡 8 

145 渠县报恩乡金竹村 6组居石寨滑坡 3 

146 渠县万寿镇万寿社区 3组鹰嘴岩滑坡 5 

147 渠县青龙镇汤家村 7组刘家湾滑坡 7 

148 

应搬点 

渠县丰乐镇大湾村 9组吴家河滑坡 32 

149 渠县东安镇凉井 5组李家岩滑坡 4 

150 渠县三汇镇山青村 2组奔陡崖滑坡 2 

151 渠县青龙镇汤家村 1组雀儿包坎下滑坡 3 

152 

渠县 52 

其他 

愿搬点 

渠县三汇镇龙眼村 1组龙眼窝滑坡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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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地区 
隐患点
数（处） 

隐患点
类型 

隐患点名称 
搬迁 

户数 

153 渠县丰乐镇黎乐村 7组赵角堡滑坡 1 

154 渠县丰乐镇川燕村 4组鸡公岭滑坡 2 

155 渠县三板镇大石社区 5组任家岩崩塌 2 

156 渠县临巴镇锡溪社区 8组郭家坟滑坡 1 

157 渠县渠江街道珠山村 6组肖家湾滑坡 2 

158 渠县清溪场镇安乐村 6组黄角咀滑坡 9 

159 渠县文崇镇谭坝村 4组杨家沟滑坡 1 

160 渠县临巴镇龙潭村 2组新龙湾滑坡 2 

161 渠县三汇镇龙眼村 4组大湾滑坡 2 

162 渠县天星街道燕山村 6组黄山坡滑坡 1 

163 渠县万寿镇寨子村 2组大河沟滑坡 2 

164 渠县天星街道燕山村 5组郭家山滑坡 4 

165 渠县临巴镇麻园村 1组郭木匠梁滑坡 1 

166 渠县三汇镇龙眼村 2组三道拐滑坡 6 

167 渠县万寿镇曹家村马象背滑坡 5 

168 渠县万寿镇曹家村 4组黄家沟滑坡 1 

169 渠县三汇镇白蜡社区 5组童家山滑坡 5 

170 渠县贵福镇金垭村 5组大顶坡滑坡 2 

171 渠县贵福镇登粱村 5组豌秋田滑坡 3 

172 渠县青龙镇汤家村 1组麦家湾滑坡 2 

173 渠县岩峰镇书湾村 4组硝洞崖滑坡 6 

174 渠县大义乡五星村 4组喻家大院子滑坡 4 

175 渠县大义乡五星村 5组喻家湾滑坡 3 

176 渠县贵福镇花石村 6组柳家山滑坡 4 

177 渠县李渡镇灯台村 7组河街滑坡 5 

178 渠县岩峰镇大田村 1组祖香庙滑坡 1 

179 渠县文崇镇庙坝村 5组双龙湾滑坡 4 

180 渠县三汇镇汇北社区 3组青龙嘴滑坡 1 

181 渠县大义乡庙沟村 4组桃子坡滑坡 3 

182 渠县大义乡庙沟村 5组杨家坪滑坡 1 

183 

渠县 52 
其他 

愿搬点 

渠县万寿镇大坪村 4组董家沟滑坡 2 

备注：数据来源为山洪地质灾害避险搬迁摸底调查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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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达州市地质灾害极高、高危险区（风险区）统计表 

极高、高危险区（风险区） 
序号 地区 

总数（个） 面积（平方千米） 

1 达川区 13 30.708 

2 大竹县 0 0 

3 达州高新区 0 0 

4 达州东部经开区 0 0 

5 开江县 17 2.277 

6 渠  县 0 0 

7 通川区 0 0 

8 宣汉县 11 1.304 

9 万源市 0 0 

合计 达州市 41 34.289 

备注：数据来源为各县（市、区）1:50000地质灾害风险调查评价成果 

 

表 2-3  16 处需搬迁山洪灾害危险区统计表 

序号 地区 危险区名称 
风险 

等级 

搬迁

户数 

1 达州高新区斌郎街道斌郎社区 7组场镇山洪灾害危险区 高风险 1 

2 

达州 

高新区 达州高新区斌郎街道石沟村 6组活水沟山洪灾害危险区 高风险 3 

3 通川区金石镇七里村十组原高洞村六组山洪灾害危险区 高风险 3 

4 
通川区 

通川区金石镇七里村九组原高洞村三组山洪灾害危险区 高风险 3 

5 万源市大竹镇白杨溪村 1组山洪灾害危险区 高风险 30 

6 万源市官渡镇二沟河村 9组张家院子组山洪灾害危险区 高风险 21 

7 

万源市 

万源市石塘镇柳树村 6组字库梁山洪灾害危险区 高风险 18 

8 宣汉县上峡乡杨柳关村 6组吕家河坝山洪灾害危险区 高风险 11 

9 宣汉县南坝清新桥社区 3组蒋家河沟山洪灾害危险区 高风险 9 

10 宣汉县土黄镇大房村一组长坪沟山洪灾害危险区 高风险 4 

11 

宣汉县 

宣汉县天生镇峨城社区 1组大堰桥山洪灾害危险区 低风险 4 

12 大竹县石河镇老乡政府双拱村 4社山洪灾害危险区 高风险 2 

13 大竹县庙坝镇太平村 10社邱家坝山洪灾害危险区 中风险 1 

14 

大竹县 

大竹县石河镇双拱村 7社甘家坝山洪灾害危险区 中风险 1 

15 开江县新宁镇胡家沟村 2组刘长仕山洪灾害危险区 低风险 1 

16 
开江县 

开江县任市镇高洞村 4组石灰窑子山洪灾害危险区 高风险 2 

备注：数据来源为山洪地质灾害避险搬迁摸底调查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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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搬迁对象和任务 

 

第一节  搬迁对象选择 

根据山洪地质灾害避险搬迁摸底调查成果，结合我市山洪地

质灾害防治工作实际情况，选取符合条件的受山洪地质灾害威胁

的村（居）民开展避险搬迁工作。 

——按紧迫程度选择。对于临灾征兆明显、危险性大、治理

难度大、治理费用高、威胁对象以农村分散住户为主，工程治理

效益低或无法治理的地质灾害点，考虑采用避险搬迁手段进行防

治。 

——按威胁重点选择。避险搬迁手段主要适用于广大农村分

散住户生命财产安全受山洪地质灾害威胁的情况，对个别威胁农

村学校、乡镇企事业单位等地质灾害点，应在与工程治理方案进

行技术经济对比的条件下考虑是否搬迁。 

——按利于发展选择。考虑采用避险搬迁手段进行防治的地

质灾害点应符合“搬得出、稳得住、能发展”的条件，首先考虑搬

迁户意愿，并保障搬迁后住户生产生活条件能得到改善或与原来

相当。 

——按环境保护选择。对局部由于陡坡耕作导致植被破坏、

水土流失加剧、生态环境条件恶化，泥石流、滑坡和崩塌等地质

灾害频发的地段，按照“先搬迁，再恢复”的原则，优先考虑避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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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迁，结合生物工程措施等进行生态恢复和地质灾害防治。 

 

第二节  地质灾害避险搬迁对象 

根据《四川省受山洪地质灾害威胁村（居）民避险搬迁总体

规划（2023—2027 年）》，达州市地质灾害避险搬迁任务为 1860

户。 

通过达州市地质灾害避险搬迁摸底调查，全市地质灾害隐患

点“应搬点”101处，受威胁群众 1243户 4169人，其中愿意搬迁

901户 2910人（占 72.5%），紧迫性排序为：紧迫 112户 410人，

较紧迫 789户 2640人，一般 342户 1119人；地质灾害隐患点其

他愿意搬迁对象为 312户 1084人。地质灾害极高、高风险区应

搬 107 户 333 人，地质灾害风险区其他愿搬 198 户 674 人（表

3-1）。 

综上，全市地质灾害避险搬迁对象为 1860户 6260人，涉及

通川区、达川区、万源市、宣汉县、大竹县、开江县、渠县等 7

个县（市、区）和达州高新区、达州东部经开区。其中，地质灾

害隐患点避险搬迁对象 1555 户 5253 人（占 83.6%）；地质灾害

危险区（风险区）避险搬迁对象 305户 1007人（占 16.4%）（表

3-1）。 

从区域分布看，北部大巴山中低山区（万源市、宣汉县）397

户 1463人（占 21.3%）；中部低山区（达川区、通川区、达州高

新区、达州东部经开区）838户 2789人（占 45.1%）；南部平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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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谷区（渠县、大竹县）454户 1533人（占 24.4%）；东部方山

丘陵区（开江县）171户 475人（占 9.2%）（表 3-1）。 

从行政区划看，达川区、大竹县、渠县、宣汉县均超过 200

户，占 65.8%；达州高新区、开江县、通川区、万源市 4个县均

超过 100户，占 33.0%；达州东部经开区为 23户，占 1.2%（表

3-1）。 

从搬迁意愿看，有搬迁意愿的共 1512户 4984人（含“应搬”

范畴中有搬迁意愿对象 1002 户 3226 人和其他有搬迁意愿对象

510户 1758人），占 81.3%。 

从紧迫程度看，紧迫的 119户 436人，较紧迫的 1206户 4047

人，一般的 535户 1777人，分别占 6.4%、64.8%、28.8%。 

从安置意向看，分散安置 1106 户 3832 人（占 59.5%）；集

中安置 407户 1350人（占 21.9%）；市场化安置 347户 1078人

（占 18.6%）（表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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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地质灾害避险搬迁对象汇总表 

地质灾害隐患点避险搬迁对象统计 地质灾害风险区避险搬迁对象统计 

 地区 

地质

灾害

搬迁

总数

（户） 

地质

灾害

搬迁

总数

（人） 

应搬点

（户） 

应搬点

（人） 

应搬户

数占比 

其他愿

搬点

（户） 

其他愿

搬点

（人） 

其他愿

搬点户

数占比

（%） 

极高、

高风险

区应搬

（户） 

极高、

高风险

区应搬

（人） 

极高、

高风险

区应搬

户数占

比（%） 

风险区

其他愿

搬（户） 

风险区

其他愿

搬（人） 

风险区其

他愿搬户

数占比

（%） 

达州高新区 112 379 112 379 100.00% 0 0 0.00% 0 0 0.00% 0 0 0.00% 

达州东部 

经开区 
23 68 20 59 86.96% 3 9 13.04% 0 0 0.00% 0 0 0.00% 

通川区 148 466 133 417 89.86% 15 49 10.14% 0 0 0.00% 0 0 0.00% 

达川区 555 1876 492 1658 88.65% 39 123 7.03% 17 67 3.06% 7 28 1.26% 

万源市 183 659 151 565 82.51% 0 0 0.00% 0 0 0.00% 32 94 17.49% 

宣汉县 214 804 82 314 38.32% 0 0 0.00% 29 106 13.55% 103 384 48.13% 

大竹县 222 765 20 55 9.01% 157 587 70.72% 0 0 0.00% 45 123 20.27% 

开江县 171 475 99 270 57.90% 0 0 0.00% 61 160 35.67% 11 45 6.43% 

达州市 

渠  县 232 768 134 452 57.76% 98 316 42.24% 0 0 0.00% 0 0 0.00% 

合计 1860 6260 1243 4169 66.83% 312 1084 16.77% 107 333 5.75% 198 674 1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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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地质灾害避险搬迁对象安置意向汇总表 

安置意向 地质灾害 

避险搬迁 

对象合计 
分散 集中 市场化 序号 地区 

（户） （人） （户） （人） （户） （人） （户） （人） 

1 达州高新区 112 379 112 379 0 0 0 0 

2 
达州东部经

开区 
23 68 20 59 0 0 3 9 

3 通川区 148 466 148 466 0 0 0 0 

4 达川区 555 1876 115 473 215 706 225 697 

5 万源市 183 659 183 659 0 0 0 0 

6 宣汉县 214 804 201 759 13 45 0 0 

7 大竹县 222 765 163 572 4 10 55 183 

8 开江县 171 475 103 279 37 107 31 89 

9 渠  县 232 768 61 186 138 482 33 100 

合计 达州市 1860 6260 1106 3832 407 1350 347 1078 

 

第三节  山洪灾害避险搬迁对象 

根据《四川省受山洪地质灾害威胁村（居）民避险搬迁总体

规划（2023—2027 年）》，达州市山洪灾害避险搬迁对象为 114

户。 

通过达州市山洪灾害避险搬迁摸底调查，全市共摸清高风险

山洪灾害危险区应搬对象为 107户 422人，中、低风险危险区其

他建议搬迁对象 7户 35人。 

按区域分布，北部大巴山中低山区（万源市、宣汉县）搬迁

对象约 97户 398人（占 85.1%）；中部低山区（达川区、通川区、

达州高新区、达州东部经开区）10户 34人（占 8.8%），南部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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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岭谷区（渠县、大竹县）4户 18人（占 3.5%）；东部方山丘陵

区（开江县）3户 7人（占 2.6%）（表 3-3）。 

从数量划分看，搬迁对象总数在 20 户以上的县（市、区）

有万源市、宣汉县搬迁对象约 97户（占 85.1%），5—20户的有

通川区搬迁对象约 6户（占 5.3%），其余县（市、区）纳入避险

搬迁规划的搬迁对象总数均在 5户以下（占 9.6%）（表 3-3）。 

从行政区划看，万源市、宣汉县均超过 25户（占 85.1%）；

达州高新区、通川区、大竹县、开江县均不超过 10户（占 14.9%）

（表 3-3）。 

表 3-3  山洪灾害避险搬迁对象汇总表 

山洪灾害避险搬迁对象统计 

 地区 

山洪灾

害搬迁

总数

（户） 

山洪灾

害搬迁

总数

（人） 

应搬点

（户） 

应搬点

（人） 

应搬户

数占比 

其他愿

搬点

（户） 

其他愿

搬点

（人） 

其他愿

搬点户

数占比 

达州 

高新区 
4 9 4 9 100.00% 0 0 0 

达州东部

经开区 
0 0 0 0 0 0 0 0 

通川区 6 25 6 25 100.00% 0 0 0 

达川区 0 0 0 0 0 0 0 0 

万源市 69 262 69 262 100.00% 0 0 0 

宣汉县 28 136 24 115 85.71% 4 21 14.29% 

大竹县 4 18 2 7 50.00% 2 11 50.00% 

开江县 3 7 2 4 66.67% 1 3 33.33% 

达州市 

渠县 0 0 0 0 0 0 0 0 

合计 114 457 107 422 93.86% 7 35 6.14% 

从搬迁意愿看，有搬迁意愿的共 38 户 166 人（含“应搬”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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畴中有搬迁意愿对象 31户 131人和其他有搬迁意愿对象 7户 35

人），占 33.3%。 

从紧迫程度看，较紧迫的 107 户 422 人（占 93.9%）；一般

的 7户 35人（占 6.1%）。 

从安置意向看，分散安置 1户 3人（占 0.9）%；集中安置 8

户 29人（占 7.0%）；市场化安置 105户 425人（占 92.1%）（表

3-4）。 

表 3-4  达州市山洪灾害避险搬迁安置意向统计表 

安置意向 山洪灾害避险

搬迁对象合计 分散 集中 市场化 序号 地区 

（户） （人） （户） （人） （户） （人） （户） （人） 

1 达州高新区 4 9 0 0 0 0 4 9 

2 
达州东部经

开区 
0 0 0 0 0 0 0 0 

3 通川区 6 25 0 0 6 25 0 0 

4 达川区 0 0 0 0 0 0 0 0 

5 万源市 69 262 0 0 0 0 69 262 

6 宣汉县 28 136 0 0 0 0 28 136 

7 大竹县 4 18 0 0 0 0 4 18 

8 开江县 3 7 1 3 2 4 0 0 

9 渠  县 0 0 0 0 0 0 0 0 

合计 达州市 114 457 1 3 8 29 105 425 

 

第四节  搬迁任务 

5年规划期通过分阶段实施，共避险搬迁安置受威胁村（居）

民约 1974户 6717人；其中地质灾害避让搬迁约 1860户 626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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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 94.2%），山洪灾害避让搬迁约 114户 457人（占 5.8%）。 

第一阶段任务（2023—2025 年）：按照“紧迫优先、应搬优

先”原则，用 3 年时间，完成地质灾害隐患点和极高、高危险区

（风险区）受威胁村（居）民搬迁安置约 1513户 5095人；完成

山洪灾害危险区受威胁村（居）民搬迁安置约 44户 189人。 

第二阶段任务（2026—2027年）：用 2年时间，完成紧迫程

度一般且有搬迁意愿的地质灾害隐患点和中、低危险区（风险区）

受威胁村（居）民搬迁安置约 347户 1165 人；完成山洪灾害危

险区受威胁村（居）民搬迁安置约 70户 268人，详见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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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搬迁安置 

 

第一节  避险搬迁安置方式 

搬迁方式分为整点（区）搬迁和局部搬迁两种。鼓励对处于

地震断裂带附近、治理费效比差、治理工程受损且修复难度大的

地质灾害隐患点、山洪灾害危险区和成灾风险高、生存环境较差、

可持续发展难的地质灾害危险区（风险区）受威胁村（居）民实

施整点（区）搬迁。对整点（区）搬迁以外其他符合搬迁条件的

受威胁村（居）民实施局部搬迁。 

安置方式应因地制宜采取集中安置、货币化安置、分散安置

和其他安置相结合的方式实施搬迁安置，鼓励有条件的地区采用

集中安置、货币化安置。 

集中安置。结合县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及乡镇村级片区国土

空间规划，以当地特色产业、乡村旅游业等为支撑，引导群众向

县城、集镇、产业园、已有安置区、中心村集中安置。 

货币化安置。由当地政府统筹相关资金和政策，充分利用商

品房、棚改存量房和保障性住房等资源，鼓励进城落户，通过市

场购买或租赁等多种方式进行安置。 

分散安置。主要以自建住房等方式分散安置。鼓励各地通过

依法回购、改建已建安置区空置房屋、闲置乡村办公用房等住房

资源进行安置。 

其他安置。主要以自主选择投亲靠友等方式安置。鼓励各地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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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社会福利机构对符合供养条件的孤寡老人、残疾人等进行安置。 

 

第二节  选址建设 

选址要求。安置点应科学选址，尽量避让永久基本农田、生

态保护红线等敏感区域，不占或少占耕地。紧密衔接国土空间规

划尤其是乡镇国土空间规划，与新型城镇化建设和乡村振兴规划

等相衔接，以群众“搬得出、稳得住、能发展”为目标，推动搬迁

“三靠”（靠园区、靠景区、靠社区）、“三进”（进县城、进集镇、

进中心村和聚居点），坚决避免因规划调整、山洪地质灾害威胁

造成“二次搬迁”。拟建新址必须选择在地震断裂带、地质灾害隐

患点和危险区（风险区）以及山洪灾害危险区之外的安全区域，

集中安置项目应开展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评价和国土空间开发适

宜性评价、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确保新址安全。新址应尽可能

靠近原址，方便生产、生活习俗，尽量避免跨越行政区。新址应有

利生产、生活条件的改善与提高，做到“搬得出、稳得住、能发展”。 

建设要求。坚持规模适宜、功能合理、宜居宜业的要求，充

分考虑搬迁群众经济条件，合理确定人均住房面积，严格控制建

造成本。新建住房结构设计应执行相关建筑规范和技术标准，严

控切坡建房，确保住房质量和安全。集中安置点应尊重地域文化、

传承民族特色，采取统规自建为主的方式进行建设。 

 

第三节  基础配套 

对新建集中安置区的，按照“规模适宜、功能合理、经济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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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环境整洁、宜居宜业”的原则，由各县（市、区）人民政府

和市直园区管委会统筹配套建设水、电、路、网及垃圾、污水处

理等基础设施。在发挥现有公共服务设施能力的基础上，由各县

（市、区）人民政府和市直园区管委会统筹，充分依托城镇（中

心集镇）、产业园区已有公共服务设施有利条件，充分衔接城镇

（中心集镇）、中心村建设规划、产业园区规划，合理规划建设

完善教育、卫生、文化、体育以及商业网点、便民超市、集贸市

场等公共服务设施。 

 

第四节  鼓励租购 

按照市场配置资源和政府补助相结合的原则，鼓励避险搬迁

户通过市场购买或租赁住房等多种方式解决居住问题。支持各地

统筹相关政策和资金，充分利用当地商品房和保障性住房存量，

根据群众意愿，明确搬迁时序，通过优惠购置商品房和保障性住

房方式，安置受山洪地质灾害威胁群众。 

 

第五节  复垦整治 

避险搬迁群众迁出后，需按规定拆除迁出地住房及庭院等附

属设施，并注销不动产权证等证书。当地政府应按照“宜耕则耕、

宜林则林、宜草则草”的原则，组织对搬迁群众原有宅基地等建

设用地，以及腾退、废弃土地进行复垦或还林还草，适宜耕作的

优先用于补充耕地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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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资金筹措 

 

按照“省级补助、地方配套、金融支持、群众自筹”的原则，

多元化筹措避险搬迁资金。 

对已申请到增发 2023 年国债重点自然灾害综合防治体系建

设工程补助资金（地质灾害综合防治体系建设工程）的地质灾害

避险搬迁项目，国家已按 13.5万元/户的标准给予补助，县（市、

区）和市直园区须按上级要求进行配套。该资金应严格按照国、

省、市财政部门相关规定，由县（市、区）人民政府、市直园区

管委会统筹使用。 

对未享受增发 2023 年国债重点自然灾害综合防治体系建设

工程补助资金（地质灾害综合防治体系建设工程）的山洪地质灾

害避险搬迁项目，根据省财政统筹中央和省级资金，按照一般地

区一般户 3.5万元/户，民族地区（含民族地区待遇县）及一般地

区低保户 4万元/户的标准给予山洪地质灾害避险搬迁基础补助，

依据各县（市、区）和市直园区规划任务及年度任务完成情况，

依据“分类分层补助、政策统筹协调、次年考核激励、逐年升档

补差”方式，全力争取省级考核激励，向搬迁任务重的地区倾斜。 

根据《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四川省受山洪地质灾

害威胁村（居）民避险搬迁总体规划（2023—2027年）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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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办发〔2023〕34 号）相关规定，各县（市、区）和市直园

区要全力完成避险搬迁任务，积极争取省级考核奖补。具体奖补

标准如下：一般地区县（市、区）累计完成避险搬迁任务 49 户

以下，每户奖补 0.5万元；50户—99户，奖补到县 65万元；100

户—199户，奖补到县 135万元；200户—499户，奖补到县 280

万元；500户—999户，奖补到县 725万元。民族地区（含民族

待遇县）县（市、区）累计完成避险搬迁任务 49 户以下，每户

奖补 1万元；50户—99户，奖补到县 85万元；100户—199户，

奖补到县 175 万元；200 户—499 户，奖补到县 360 万元；500

户—999户，奖补到县 925万元。 

对于山洪灾害与地质灾害重叠区，建议采用“就高”原则补

贴，重叠区由县（市、区）级相关部门共同认定。 

在省级基础补助和考核激励的基础上，各县（市、区）人民

政府和市直园区管委会统筹本级财力，整合相关渠道资金，用好

财税金融支持政策，加大避险搬迁资金筹措力度，综合考虑区域

发展水平、安置资源条件、工程建设成本等因素，制定本地区避

险搬迁补助标准，并向社会公告。鼓励各县（市、区）和市直园

区在做好风险评估防范基础上，依法统筹安排地方政府债券、运

用银行贷款等方式，支持符合条件的山洪地质灾害避险搬迁项目

实施。 

本次达州市地质灾害避险搬迁 1860 户、山洪灾害避险搬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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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户中，除宣汉县地质灾害避险搬迁 214户、山洪灾害避险搬

迁 28户为民族地区，其余的地质灾害避险搬迁 1646户、山洪灾

害避险搬迁 86 户均位于一般地区。按照各县（市、区）和市直

园区完成避险搬迁任务，相应以中省资金、省级考核激励资金、

2024年度地质灾害避险搬迁国债资金及地方财政自筹资金测算，

需求资金总计 12452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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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政策支持 

 

第一节  拓宽资金筹措渠道 

用好支农支小再贷款、再贴现等货币政策工具，引导金融机

构加大对山洪地质灾害避险搬迁及集中安置区后续发展项目和

受山洪地质灾害威胁村（居）民信贷资金支持力度。引导保险机

构加大对山洪地质灾害避险搬迁项目的支持力度，灾（险）情发

生后及时建立绿色理赔通道，加快保险理赔进度，提高理赔效率。

引导政府性融资担保公司加大对避险搬迁支持力度，支持财政、

国资等相关部门弱化盈利考核要求。支持探索盘活利用腾退土地

的市场化路径，筹集搬迁安置建设资金。符合条件的进城落户避

险搬迁户可申领租赁补贴。积极引导企业、个人等开展捐助或援

建。 

 

第二节  保障搬迁用地需求 

指导各县（市、区）和市直园区尽快报批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乡村片区国土空间规划，科学划定灾害安全防护范围，合理布局

避险搬迁集中安置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探索建设紧凑型村

庄。用好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避险搬迁村庄和集镇具备

复垦条件的，可纳入增减挂钩项目实施，产生的增减挂钩节余指

标可按规定进行流转交易。避险搬迁农房建设新增建设用地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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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使用国家单列安排的宅基地计划指标解决；采用集中安置

的，由省级统筹，全额保障年度计划指标。纳入增减挂钩项目实

施的，可使用复垦产生的指标保障。搬迁安置用地报批时按“占

一补一、占优补优、占水田补水田”的原则，在本区域内落实耕

地占补平衡，确实无法落实的，可由县（市、区）和市直园区按

相关规定，向市自然资源规划局提出指标借支申请，约定指标归

还期限；逾期未全部归还的，直接从该地区全域内补充耕地储备

库中直接扣还。仍无法落实的，由市自然资源规划局按照相关规

定向自然资源厅申请借支。可将符合条件的避险搬迁迁出区和迁

入区纳入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试点实施范围，在确保耕地数量有增

加、质量有提升、生态有改善的前提下，编制永久基本农田调整

方案，按程序报批。建立健全新增城镇建设用地规模与避险搬迁

人口落户城镇数量挂钩机制，加大用地计划指标对避险搬迁人口

大县的倾斜支持力度。 

 

第三节  加强基础设施配套 

对山洪地质灾害避险搬迁集中安置点，可按规定统筹涉农资

金，加大配套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力度。结合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推动避险搬迁新建安置区向城镇基础设

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可延伸覆盖区域集中，合理配建完善教育、医

疗、养老、托育、商贸物流等生活服务设施，强化县城和产业园

对集中安置区后续产业的辐射带动能力，推动特色产业可持续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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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采取扩建等方式建设集中安置区的，可结合安置区人口规模

及分布、风俗习惯等因素，在原有配套设施上进行改造提升，满

足搬迁群众公共服务需求。根据集中安置点人口规模、地理位置

等情况，指导属地合理分类设置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对需开展环

评的项目，指导县（市、区）和市直园区生态环境部门开辟绿色

通道，提前介入、超前服务，加快推进环评审批。支持符合条件

的集中安置点防洪工程建设，纳入相关规划推动实施；指导做好

集中安置点水源水量论证，配套完善供水设施设备，保障群众生

活用水；开辟绿色通道加快办理集中安置区、集镇迁改建水土保

持方案审批手续；避险搬迁户自建房需用砂石的，经所在乡镇人

民政府核实后在河道采砂规划规定的可采区和可采期采挖。支持

符合条件的集中安置点外联公路纳入交通有关规划或专项方案，

加快推进建设，并按照有关政策予以资金支持。 

 

第四节  提升持续发展能力 

支持有条件有意愿的避险搬迁村（居）民进城落户，对在迁

入地落户的实行“一站式”户口迁移和居住证办理服务。因地制宜

发展特色产业，协调重大工程建设、政府购买服务等项目，鼓励

搬迁群众融入迁入地发展，扩大群众就地就近就业机会。支持利

用衔接资金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优先支持避险搬迁中的脱贫

户（含监测帮扶对象）发展到户产业和庭院经济。推动公共就业

服务向乡村延伸，把就业服务功能作为搬迁安置点综合服务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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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的重要内容。山洪地质灾害避险搬迁点脱贫人口通过有组织

劳务输出到户籍所在县以外就业的，给予不超过 400 元/人一次

性求职创业补贴；对跨省就业的脱贫人口适当安排一次性铁路、

公路和水运（路）交通补助。加大对搬迁任务较重地区的就业创

业补助资金支持力度，支持在集中安置点设立公共就业服务站或

服务窗口，提供就业创业政策咨询、就业失业登记等“一站式”

服务。因地制宜合理开发乡村公益性岗位，优先安置符合条件的

搬迁脱贫人口特别是弱劳力、半劳力，按规定给予岗位补贴。将

避险搬迁安置户随迁子女义务教育纳入公共财政保障范围，安置

地政府负责为随迁子女提供就近就便的普惠性学前教育和公办

义务教育学位，保障其入园入学需求。通过“全程网办”和“一址

多照”等登记便利化改革措施，为避险搬迁造成经营困难的小微

市场主体，提供包括歇业登记在内的优质服务。鼓励和支持易地

安置户参加养老保险，对其中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低保

对象、特困人员、返贫致贫人口、重度残疾人等，由财政按规定

为其代缴养老保险费。在不新增政府隐性债务的前提下，引导银

行业金融机构加大集中安置区后续发展信贷投入。 

 

第五节  强化合法权益保障 

依法保障避险搬迁群众在迁出地农村原有合法耕地、林地、

草场等承包经营权以及各类农牧业补贴和生态补偿等权益，不得

强行要求搬迁群众转让在农村的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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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收益分配权，或将其作为进城落户条件。允许进城落户的农村

避险搬迁村民依法自愿有偿退出宅基地。探索整合利用腾退宅基

地和碎片化集体建设用地，推动土地流转。做好迁出地和迁入地

间各类社会保障政策转移接续工作，确保避险搬迁群众医疗保

险、养老保险、城乡低保等应保尽保。有条件的地方可通过采购

意外伤害保险、商业护理保险等方式，提升困难避险搬迁群众保

障水平。 

 

第六节  落实搬迁税费优惠 

依法依规落实相关税费政策，对纳税人因山洪地质灾害造成

重大损失、纳税确有困难的，依法按规定减（免）征房产税、城

镇土地使用税，对经审批搬迁的农村居民在规定标准以内占用耕

地新建自用住宅，依法按规定免征耕地占用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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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保障措施 

 

第一节  加强组织领导 

在省级指导下，实行市级为主体、县级具体抓落实的工作机

制，统筹协调部署各项任务，确保高质量完成目标任务。市级负

责建立健全山洪地质灾害威胁村（居）民避险搬迁工作机制，细

化分解工作任务，层层压实责任，强化工作调度。市级有关部门

（单位）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加强协同配合和政策衔接，形成

工作合力。县级党委、政府负责具体组织实施相关工作。市直园

区管委会依照法定权限以及依法受委托行使的行政权力要求，做

好代管区域内避险搬迁工作。乡镇（街道）党（工）委、政府（办

事处）在搬迁过程中要充分发挥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

模范作用，做好群众动员和政策解释工作，团结带领群众建设宜

居宜业和美乡村。 

 

第二节  强化协同联动 

按照“省级总体规划+市级专项规划+县级年度实施方案”的

工作架构，统筹推进避险搬迁工作。各县（市、区）和市直园区

负责编制本级受山洪地质灾害威胁村（居）民避险搬迁年度实施

方案，负责资金筹措、组织动员、安置选址及评估、旧房拆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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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统筹做好补助资金发放、土地调整、迁出区生态修复和土

地复垦、户籍迁移、就学就医、社会保障、社会治理等相关工作。

市级专项规划和县级年度实施方案，按规定报同级政府批复同意

后向上一级自然资源、水利主管部门备案。规划期内，对因地震、

暴雨等诱发山洪地质灾害的新增避险搬迁任务，纳入灾后恢复重

建规划或动态纳入地质灾害防治年度实施方案，积极争取上级避

险搬迁补助政策。规划实施结束后，将山洪地质灾害避险搬迁任

务继续纳入常态化工作予以实施。 

 

第三节  严格监督考核 

将受山洪地质灾害威胁村（居）民避险搬迁纳入市级年度民

生实事。建立健全避险搬迁督查通报机制，动态开展监测监管和

风险评估。落实最严格的避险搬迁销号、降等制度，按照“清单

制”要求，建立避险搬迁对象管理动态销号清单；按照“上图入库”

要求，细化并规范新房建设、搬迁入住、旧房拆除、恢复耕种等

阶段的工作流程、监测跟踪制度，强化避险搬迁过程管理，确保

规范实施。2025 年底，将开展规划实施中期评估，对避险搬迁

任务完成情况较差的县（市、区）和市直园区，暂缓安排避险搬

迁补助资金，并于规划实施完毕后，在规划任务总数内据实清算。

进一步加强避险搬迁项目和资金管理，确保避险搬迁资金专款专

用，不得以任何形式截留、挤占和挪用，坚持公开透明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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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觉接受社会和群众监督。对虚报冒领、挤占挪用避险搬迁资金

等违纪违法行为零容忍，依法依规追责问责。 

 

第四节  广泛宣传动员 

加强对避险搬迁工作的宣传和政策解读，充分发挥机关、企

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基层党组织、新闻媒体等的作用，结合

“3·22”世界水日、“4·22”世界地球日、“5·12”防灾减灾日和“6·25”

全国土地日等节点，开展多层级、多渠道、多形式的宣传动员，

积极争取基层干部群众的理解和支持。及时总结新做法、新成效，

推广经验示范，为全面深入推进避险搬迁工作营造良好舆论环境

和社会氛围。 

 

附表：达州市受山洪地质灾害威胁村（居）民避险搬迁任务

分解表（2023—202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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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达州市受山洪地质灾害威胁村（居）民避险搬迁任务分解表 

（2023—2027 年） 
单位：户 

第一阶段（2023—2025 年）目标 第二阶段（2026—2027 年）目标 避险搬迁对象 

总计 2023 年计划搬迁 2024 年计划搬迁 2025 年计划搬迁 2026 年计划搬迁 2027 年计划搬迁 
序号 地区 

地质 

灾害 

山洪 

灾害 

地质 

灾害 

山洪 

灾害 

地质 

灾害 

山洪 

灾害 

地质 

灾害 

山洪 

灾害 

地质 

灾害 

山洪 

灾害 

地质 

灾害 

山洪 

灾害 

1 达州高新区 112 4 112 0 0 3 0 1 0 0 0 0 

2 
达州东部经

开区 
23 0 3 0 17 0 0 0 3 0 0 0 

3 通川区 148 6 100 0 19 1 14 2 10 1 5 2 

4 达川区 555 0 456 0 32 0 27 0 20 0 20 0 

5 万源市 183 69 72 0 41 18 38 2 16 24 16 25 

6 宣汉县 214 28 7 0 74 13 30 0 53 4 50 11 

7 大竹县 222 4 153 0 20 1 4 1 20 1 25 1 

8 开江县 171 3 108 0 36 1 16 1 0 1 11 0 

9 渠  县 232 0 73 0 36 0 25 0 58 0 40 0 

合  计 1860 114 1084 0 275 37 154 7 180 31 167 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