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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引言 

山西是全国地震活动频繁、地震灾害最严重的 

省份之一，历史上一次死亡5 000人以上的地震就有 

8次。全省77％ 的国土面积、7O％ 的国民生产总值 

和 6O％ 的人口处于地震高烈度区，震情也就是山 

西的省情。在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中，地震部门应 

该首先强化机遇意识、发展意识、大局意识和责任意 

识，在抓住机遇、发展 自己的同时，服务大局、服务经 

济建设。重要的是寻求发展的切人点。山西和西部缺 

什么?我们认为最缺乏的是法制意识、思想观念和制 

度保障。在东部地区政府依法行政的水平较高，民众 

的法制意识也较强，政府行为依据法律和制度的多 
一 些。而山西和西部各省官本位思想较严重，“人 

治”的成分多一些。特别是我国的防震减灾法制建 

设起步较晚，政府依法管理防震减灾的意识和社会 

依法参与防震减灾的意识不够强，离“有法必依”还 

相差较远。因此，山西和西部防震减灾事业发展的根 

本之路就是强化全民法制意识，推进政府依法行政。 

1 思路 

防震减灾法制建设 ，立法是前提，普法是基础， 

执法是关键，监督是保障。首先，我们理清工作思路， 

把推进依法行政，加强社会管理作为山西全省防震 

减灾事业长远发展的一件根本大事，提到全局的重 

要议事日程上，贯穿于全省防震减灾三大工作体系 

建设的各个方面、各个环节中。其次，围绕中国地震 

局、省政府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的总体要求做好规划， 

结合山西省实际，制定了依法行政的长期和阶段性 

目标及措施，一年一个主题，突出重点，兼顾其他。分 

别于 2002年至 2005年相继开展了防震减灾“立法 

年”、“执法年”、“普法年”和“监督年”活动，引起了 

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为山西省防震减 

灾事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一个崭新的发展平台。今 

年，省委依法治省领导组办公室和省地震局将结合 

“四五”普法总结进行全省防震减灾法制工作表彰， 

将这四年的法制工作划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2 做法 

2．1 立法年 

2002年为立法年，主要任务是修订《山西省防 

震减灾暂行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立法要讲究 

质量，特别是地方立法要有地方特色，要有可操作 

性，要对上位法进行细化和补充。基于以上原则，我 

们不仅做到速度快，《条例》修订当年立项当年通过 

当年实施，而且质量高，修订后的《山西省防震减灾 

条例》被中国局评为防震减灾优秀成果二等奖，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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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人大、政府、地震局“三满意”，特别是市县地震 

局非常满意。比如《条例》明确了地震部门是政府防 

震减灾工作的执法主体；明确了各级政府都要建立 

防震减灾领导机构，较好的解决了多主体和单一主 

体的问题；明确了县级以上地震工作部门审核抗震 

设防要求；明确了各级防震减灾领导机构审查地震 

应急预案等。为山西防震减灾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法 

律依据。 

2．2 执法年 

执法年主要抓了四方面工作 ：一是明确法定职 

责和行政执法权限；二是建立各项制度，规范执法行 

为；三是强化执法培训，提高队伍素质；四是加强执 

法力度，做到敢于、善于执法。先后开展了各级地震 

部门法定职责的分解和自查工作；制订了一系列与 

行政执法责任制配套的8项制度；出台了五个办法。 

中国地震局在“三定”方案中为我局设置了专门的 

地震行政执法总队。我们对执法总队进行了科学定 

位，并指导市一级成立执法支队。先后举办了两次百 

人执法培训班，考试合格颁发执法证和监督证。我省 

现有行政执法主体单位47个，行政执法人员329人， 

行政执法监督人员49人。据初步统计，近三年来全 

省依法查处各类违法案件 60余起，主要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案件受理后经调查取证，初市立案，下发责 

令改正通知书，在规定的期限内改正，免于行政处 

罚。此类案件占多数，约40件。第二类是案件受理后 

经调查取证，初审立案，下发责令改正通知书、行政 

处罚事先告知书、行政处罚决定书后 ，在规定的期限 

内改正，给予行政处罚。此类案件近20件。第三类是 

立案后当事单位或当事人拒不履行处罚决定的，申 

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此类案件有4件。以上执法案 

件无一引起行政诉讼或行政复议。执法的过程也是 

普法的过程，在取得良好社会效益的同时，也问接的 

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 

2．3 普法年 

普法年活动得到了省人大、省依法治省领导组 

的大力支持。省依法治省领导组办公室向全省印发 

了《关于做好防震减灾法律法规宣传工作的意见的 

通知》。各市结合本地实际相继制定和印发了普法 

年实施意见和方案。我们的原则是 ：普法年活动要做 

到三个结合。一是与社会宣传相结合(如“3．1”《防 

震减灾法》实施 日、“7．28”唐I 地震纪念 日、“9． 

1”《山西省防震减灾条例》实施 日和“12．4”全国法 

制宣传 日等)；二是与科普宣传相结合；三是与重点 

宣传相结合。开展了有针对性的宣传活动：一是针对 

社会公众的防震减灾法律法规、科普知识网上有奖 

答题竞赛活动；二是针对政府有关部门、企事业组织 

的领导和干部职工编写 的《防震减灾法规知识百 

问》；三是针对重点部门主要领导的普法座谈。事实 

证明，有重点、有层次、有针对性的宣传是最佳方式。 

2．4 监督年 

监督年的工作贯穿于执法年和普法年。最重要 

的工作即各级人大的执法检查和调研。连续三年分 

别进行了省人大的防震减灾执法检查、全国人大教 

科文卫委、国务院法制办、中国地震局联合检查组的 

执法检查和省人大的执法调研，分别对全省 1 1个市 

进行了实地检查。地震部门积极主动配合人大做好 

检查前、中、后的各项工作。检查前，为检查组提供详 

实的基础资料，根据存在问题提出检查方案建议；检 

查中，选好展现成绩和暴露问题的不同实地检查点， 

精心组织汇报和座谈；检查后，协助起草反馈意见， 

以省政府办公厅名义发文，突出问题，“指名道姓”， 

限期整改。人大的执法检查与调研带动了市级人大 

的检查与监督。国家、省、市三级人大的执法检查，引 

起省、市、县三级政府和有关部门领导对防震减灾工 

作的高度重视，对全省的防震减灾工作起到了极大 

的推动作用。 

3 成效 

通过防震减灾“立法年”、“执法年”、“普法年” 

和“监督年”活动的开展，从根本上解决了一些多年 

的难题，推动了省、市、县三个层次的防震减灾工作。 

3．1 省级 

首先，极大的增强了省级领导和有关部门防震 

减灾法制意识，对防震减灾工作加强了领导。近几年 

来政府或政府办公厅就防震减灾工作所发的文件是 

以往的 3倍，省级领导参加有关防震减灾会议和活 

动的次数也大大增多，平均每年 6次左右。此外依据 

《山西省防震减灾条例》成立的省防震减灾领导组 

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凡是规范政府部门行为的 

文件，但又够不上省政府发文的，由领导组发文，如 

地震应急检查工作制度等。第二，机构和经费问题取 

得了突破性进展。省编办下发了《关于完善设置县 

(市、区)地震工作机构的通知》，要求重点监视防御 

区和烈度七度以上地区的县 (市、区)机构单独设 

置，正科级建制。省财政增加了人员地方补贴和防震 

减灾工作专项经费，保证了省防震减灾指挥中心的 

运转。第三，建立了地震应急救援体系。2004年省级 

地震灾害紧急救援队正式成立，并建立了省地震应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第4期 樊 琦等：山西省防震减灾法制建设与依法行政 369 

急救援联席会议制度。依据《条例》规定，省贯彻实 

施《行政许可法》领导组还批准了由防震减灾领导 

组审查地震应急预案为省防震减灾六项行政许可事 

项之一。 

3．2 市级 

首先，增强了政府领导对防震减灾工作的重视 

程度，为地震部门充实了班子，增加了编制，还向社 

会公开招聘业务管理骨干，改变了人员结构，提高了 

队伍素质。其次，实现了防震减灾经费纳人年度财政 

预算的定量化。有 5个市以财政收人的0．1‰ ～ 

0．5‰；4个市以人均0．1～0．2元；一个市以每县每 

年不低于3万元的不同形式实现了纳人财政预算。 

专项的投人也大大增加，全部落实了中国局网络项 

目的配套经费。第三，推进了三大体系的建设。各市 

分别建立了数字化地震台网、遥测水网、电磁波网 

等，有的市实现了政府对企业台的双重管理。各市都 

加强了抗震设防要求的管理，均列人政府的行政审 

批程序，并稳驻当地政府行政审批大厅。三个市成立 

了地震执法支队，加大了执法力度。据不完全统计， 

截止2004年底市级管理抗震设防要求项 目700多 

项，两个市进行了震害预测。全省已有5个市建成防 

震减灾指挥中心，5个市正在立项建设 ；各市局都更 

新或配备了应急车，并建立了应急通讯网络；有的市 

还成立了综合救援队和志愿者队伍，并进行了单项 

和综合的地震应急演练。 

3．3 县级 

在原来 1 19个县只有 53个独立机构的基础上， 

经落实省、市编办“关于完善设置县(市 、区)地震工 

作机构的通知”，位于重点监视防御区的97个县的 

独立机构陆续得到解决 ，今年底可望全部解决。多数 

县列人财政年度预算，经费从无到有，从少到多。部 

分县由县政府调剂了办公场所，改善了办公条件。许 

多县购置了监测仪器，增设了观测手段，依法加强了 

抗震设防要求的管理。有的县成立了地震执法大队， 

有十几个县和几十个乡开始了农村民居抗震设防试 

点工作；几十个县购置了应急车和通讯工具；有的县 

成立了几十支地震志愿者队伍，并进行了大型演练。 

4 体会 

回头看这四年走过的每一个法制工作环节和解 

决的每一个问题，我们深深体会到： 

(1)既不能对防震减灾法制工作认识不到位， 

重“钱”轻“法”；也不能将法制工作与其他工作割裂 

开来，就“法”抓“法”。“法”是我们地震人的命， 

“法”是我们事业的根，“法”是防震减灾工作的纲， 

纲举才能目张。 

(2)在依法行政全面推进的大环境下，各级政 

府及领导的依法行政观念和大局意识、责任意识正 

在不断增强。我们必须抓住机遇，采取有效形式，加 

强对各级领导的普法和宣传。了解了才能重视，重视 

了就会支持。 

(3)地震工作部门管理防震减灾事务，离不开 

政府的领导，离不开人大的监督。管理、领导、监督， 

三者缺一不可。必须加强沟通 ，形成合力。 

在新时期、新形势下 ，我们面临着许多新要求、新任 

务，我们必须强化依法管理社会的意识，必须按照法 

定职责去决策和管理防震减灾事务，必须将法治贯 

穿于防震减灾各项工作中，促进防震减灾事业的全 

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j 坐  坐 坐  坐 坐 — j ， j ，j j j j j j j j j j j j j 堂  j 紫 掌 ，I 

致 歉 声 明 

本人在《西北地震学3／~．))2005年第3期发表的《对宁夏中卫南F∞。左旋逆走滑发震断层长度的确定》一 

文，是因提职称急需一篇论文，未与任何人协商抄录了兰州地震工程研究所2002年编写的《黄河黑山峡两坝 

址构造稳定性对比研究》报告初稿中有关章节，本人 系项 目组一般工作人员，仅是完成了室内部分辅助工 

作，在未征得项目负责人、项 目合作单位及其它作者的同意下擅 自作主发表，并将与该项 目无关的张向阳的 

名字署上，这是非常错误的，也是我极端个人主义的表现，当时本人并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事后才认识 

到这是一种剽窃行为，构成严重的知识侵权。在此，本人对项目组、项目合作单位及文章中其他成员表示诚挚 

的歉意，并愿意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责任。请与黑山峡项目有关的单位和个人能原谅我的过失，我将吸取这 

次错误的教训，深刻反省自己，保证今后不在犯类似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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