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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前言 

甘肃省酒泉市的防震减灾工作在省委、省政府 

的领导下，在省地震局的指导帮助下，认真践行“三 

个代表”重要思想，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 

观，贯彻落实“预防为主、防御与救助相结合”的防 

震减灾工作方针，坚持“监测预报是基础、抗震设防 

是重点、应急救援是关键”的工作思路，始终把防震 

减灾工作当作事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事关以 

人为本的执政理念的一件大事来抓。按照四大战略 

要求，依靠防震减灾法律法规，依靠科学技术进步， 

依靠各级政府职能的发挥，依靠社会各界及公众的 

积极参与，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地震监测预报、震灾预 

防和地震应急三大工作体系。 

酒泉市地处青藏块体东北缘，位于祁连山、阿尔 

金山两大地震活动断裂带的交汇部位，是我国大陆 

地震活动最强烈的地区之一 ，全市 80％ 的城镇乡 

村都处于 Ⅶ 度以上的高烈度区。以酒泉市为主的河 

西西部地区一直被省地震局确定为地震重点监视防 

御区，今年又被国家确定为注意监视防御区。面临严 

峻的地震环境和形势，防震减灾工作任务十分繁重。 

1 履行政府职能，加强领导，推进防 

震减灾能力建设 

酒泉市委、市政府十分重视防震减灾工作，不断 

加强对防震减灾工作的领导 ，把防震减灾工作纳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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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加大投入，摆上重要议事 

日程 ，切实抓好防震减灾各项工作。市县两级落实分 

级管理，建立岗位责任制 ，工作有人管、有位置、有作 

为、有效益。2004年度获全省防震减灾工作综合评 

比第一名，全国市(地)防震减灾综合评比二等奖。 

在防震减灾能力建设上主要抓了以下工作。 

(1)不断提高对防震减灾工作重要性的认识。 

近年来我市一直被国家和省地震局确定为地震重点 

监视防御区和地震注意监视区。国内外及我市的多 

次震灾实例使我们清醒地认识到，防震减灾工作关 

系到经济建设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关系到社会生 

产生活秩序的稳定，关系到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的 

安全。抓好防震减灾工作 ，是促进全市经济建设和社 

会发展的重要前提。多年来我们牢固树立“坚持经 

济建设同减灾一起抓”的指导思想，各级政府把防 

震减灾工作列入重要议事 日程，建立健全了防震减 

灾工作领导小组制度。市县政府经常听取地震部门 

的工作汇报和对震情形势的预测意见，为地震部门 

协调解决工作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及时安排部署 

防震减灾工作。市政府每年都把地震部门的工作任 

务及目标纳入年度 目标管理责任书中进行考核，有 

力地促进了防震减灾事业的发展。 

(2)建立健全全市防震减灾工作体系。全市建 

立健全了防震减灾工作体系，成立了以各级政府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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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领导为组长，地震、计划、建设、民政、卫生、电信等 

部门负责人为成员的防震减灾工作领导小组。在发 

生破坏性地震时，该小组即是抗震救灾指挥部，地震 

部门为该小组的办事机构。在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实 

行由防震减灾工作领导小组统一组织协调，各主管 

部门分工管理，各负其责的管理体制。市防震减灾工 

作领导小组定期召开成员会议，组织学习有关防震 

减灾工作法规，研究讨论防震减灾工作规划、规章， 

协调防震减灾工作方针、政策、法规及工作任务的贯 

彻落实。目前我市7个县市区都设立了地震局，驻酒 

大型企业设有抗震办公室。 

(3)编制规划，明确防震减灾目标。1995年根据 

国务院提出的我国防震减灾十年目标和省政府下发 

的《甘肃省防震减灾十年 目标实施纲要》，制定了 

《酒泉市防震减灾“九五”计划和十年目标规划》，并 

纳入全市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2001年初按照省地 

震局的安排和要求，编制了《酒泉市防震减灾“十 

五”计划和2015年远景目标规划》，使我市防震减 

灾工作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相衔接，保证了其发 

展的可持续性。 

(4)加大投入力度，狠抓项目建设 ，保障防震减 

灾事业稳步发展。近年来在市财政十分困难的情况 

下，先后投入 20余万元建立了具有国内先进水平的 

酒泉金 1井和玉门青6井地下流体遥测台，完成了肃 

州区、敦煌市、玉门市等电磁波观测手段的数字化改 

造。国家“十五”数字地震网络项 目建设中，市、县 

(市、区)政府又配套 65．8万元，完成了酒泉市信息 

服务节点、测震、强震、地震前兆等 16个台(项)的 

新建、改建、扩建工作。 

2 加强地震监测预报网络建设 ，努力 

提高地震预报水平 

(1)加强地震监测预报台网建设。地震监测预 

报是防震减灾工作的基础，对提高防震减灾能力具 

有重要作用。面对我市严峻的地震形势，各级政府高 

度重视，不断加大投入。2003年在市地震局、敦煌莫 

高窟、四。四厂建立了强震台网；改造完善了酒泉金 

1井和玉门青6井地下流体数字遥测台；完成了肃州 

区水氡及肃州区、敦煌市 、玉门市、阿克塞县电磁波 

数字化改造。2004年中国地震局和省地震局为我市 

安排了国家“十五”数字地震观测网络建设项目4 

种 16个观测点(站)，项目总投资401．20万元。该数 

字地震观测网络建成后，我市地震监测将全部实现 

数字化，覆盖率达 100％。地震部门严格执行地震监 

测台项分级管理的有关规定，建立健全岗位责任制， 

坚持周、月会商制度，坚持震情值班制度。根据观测 

资料和经验，对全市的震情提出会商意见或震情趋 

势报告，先后较好地预报了2002年 12月 14日玉门 

5．9级地震、2003年 7月 18日肃南 4．6级地震和 

2004年 2月25日青海德令哈5．0级地震，得到了省 

地震局的肯定。 

(2)加强地震监测设施和观测环境保护工作。 

为了使我市境内的地震监测设施和观测环境不受人 

为破坏，全市地震部门坚持把学习、宣传、贯彻实施 

《地震监测条例》作为防震减灾法规宣传的一项重 

要内容来抓。市地震局主动与公安、计划、城建、规 

划、法制等部门协调，印发了《关于加强我市地震监 

测设施与地震观测环境保护工作的通知》，通报了 

我市所有地震监测台站的地理位置及保护范围，要 

求各有关部门配合做好保护工作。与此同时，在完成 

酒泉金 1井观测点监测环境保护区设立的基础上， 

对新建的观测台站全部办理了土地使用证，使全市 

的地震监测台站用地合法化。 

(3)切实加强群测群防工作。认真贯彻“社会 

参与、共同抵御”的战略要求，动员全社会共同参与 

防震减灾工作。近年来我们积极推进“三网一员”建 

设，即地震宏观测报网、地震灾害速报网和地震知识 

宣传网，设置防震减灾助理员。首先在全市7县(市、 

区)，81个乡镇和 19个街道办事处设立了地震宏观 

异常测报点和防震减灾联络员98人，制定了防震减 

联络员及宏观测报点《管理办法》和《工作职责》，并 

对联络员进行了业务知识培训 ，为地震宏观前兆异 

常观测和及时上报提供了保障。其次加强了震情、灾 

情信息速报网建设，制定了全市《地震灾情速报工 

作实施细则(试行)》，保证震情、灾情信息在第一时 

间及时汇总上报。第三加强防震减灾知识社会宣传， 

提高全民的防震减灾意识 ，编印了《酒泉市防震减 

灾工作宣传提纲》等宣传材料五万余册(份)，供群 

测群防工作人员和社会各界宣传使用。针对不同的 

宣传对象，积极探索在校园、社区和农村进行防震减 

灾科普知识宣传的路子。本着“教育一人、带动全 

家、从小抓起、终身受益”的目的，教育、科技、地震 

三部门共同抓学校防震减灾科普知识宣传教育示范 

基地。以新世纪花园为试点 ，充分利用老年自乐班宣 

传防震、避险、自救互救知识，启动社区地震救援志 

愿者队伍建设。利用三下乡、庙会、集市等有利时机， 

发放宣传材料、播放地震科普知识影片，不断提高农 

村民众的防震减灾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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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强化抗震设防要求管理工作，提高 

建设工程抗震设防能力 

(1)依法行政，推进建设工程抗震设防及地震 

安全性评价法制化管理工作。为了依法做好全市建 

筑工程抗震设防要求及地震安全性评价工作，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地震安全性评价 

管理条例》、《甘肃省防震减灾条例》及《甘肃省建设 

工程场地地震安全性评价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 

市政府制定了《酒泉市建设工程场地地震安全性评 

价管理办法》及其《实施细则》，将抗震设防要求管 

理和“安评”工作纳人了基本建设管理程序。市地震 

局有关建设工程项目抗震设防要求的审核、备案和 

地震安全性评价结果的审定等7项行政许可事项被 

确认为首批进人政务大厅的部门及审批事项。 

(2)抓好城市地震安全工程建设。结合酒泉市 

地域辽阔的实际，采取城市和农村统一，市与县 

(市、区)统一、工矿企业和地方统一的城市、乡村、 

市“三位一体”的做法，完成了《酒泉地区(市、县) 

抗震防灾规划》，并经专家审定，政府审批，付诸实 

施。在完成新城开发区地震小区划的基础上，对部分 

人口密集的住宅小区开展了地震动参数复核，为建 

设工程提供料科学合理的抗震设防要求结果。 

(3)积极推进农村小康民居地震安全工程建 

设。我市大部分人口生活在农村，长期以来由于经济 

社会发展相对滞后，农村民居基本处于不设防状态， 

地震灾害严重威胁广大农民的居住安全。2002年 12 

月 14日玉门市 5．9级地震时，在距震中较近的玉门 

市区没有房屋倒塌的现象，而距震中较远的赤金、玉 

门镇等地的农村民房有墙倒屋塌现象。据统计，2002 

年全市农村住房中砖混结构住房比重为5％；砖木 

结构住房比重为 11％；砖土木结构住房比重为 60 

％；土木结构住房比重为24％。按照全面建设农村 

小康社会的住房标准(人均钢筋砖住房面积达到 30 

m )衡量，全市只有 16％ 的农户住上了标准化较高 

的小康房，还有84％ 的农户，约 12万套左右的农村 

住房需要改造或建设。 

从 2003年起，我市把农村小康民居地震安全工 

程建设作为推进农村全面小康社会的切人点，着力 

组织实施农村小康民居地震安全示范工程。经过两 

年的建设，全市共建成标准化农村小康地震安居示 

范点 103个，示范户 5 964户，带动农户改造住房 

10 094户，总建筑面积达 110万 m ，总投资近 6亿 

元。全市农村砖木、砖混结构住房比重由2002年的 

16％ 提高到了26．6％。今年计划完成 4千余户农 

村小康民居地震安全工程。我们的主要做法一是结 

合当前农村小康住宅建设，逐步实施农村民居地震 

安全工程，尽快改变农村民居基本不设防的状况，提 

高农民的居住安全水平；二是建筑工程设计单位组 

织专门力量，设计多套明确标注抗震设防参数的科 

学合理、经济适用、符合当地风俗习惯、能够达到抗 

震设防要求的不同户型结构的农村民居建设图集， 

经小康办、建设、规划、地震等部门审定后，供村民选 

用；三是在批准宅基地时积极推荐具备抗震能力的 

样板房屋供建设者参选 ；四是对地震多发区、高危险 

区进行地震动参数复合，加大对农村建筑工匠的培 

训、技术指导和服务，努力提高农居建设施工质量； 

五是加大抗震设防知识及重要性的宣传力度，切实 

把防震抗震知识普及到乡(镇)、村及农户，使广大 

农民把建设安全农居变为维护 自身生命安全的自觉 

行动；六是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通过政策引导和 

扶持，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采取政府补一点、自己筹 
一

点、银行贷一点的措施，在资金上支持“农村小康 

民居地震安全示范工程”。 

4 突出重点，因地制宜，加强地震应 

急工作体系建设 

(1)进一步完善破坏性地震应急预案。今年按 

照省防震减灾领导小组的要求，结合我市的实际情 

况，重新修订了《酒泉市破坏性地震应急预案》。全 

市各级政府和市防震减灾领导小组成员单位相继制 

定了本单位本系统的地震应急预案，对各类地震事 

件的应急措施、应急机构和职责做出明确规定。全市 

共汇编各级应急预案 261份，建立了地震应急预案 

上报备案制度，初步形成了市、县(市、区)两级预案 

体系。与此同时全市地震系统也加强了应急制度建 

设，市地震局制定了《酒泉市地震系统地震应急预 

案》，并组织多次学习。 

(2)建立地震应急通讯网络。为了做到地震应 

急工作上下联动、快速高效 ，印制了市、县(市 、区) 

防震减灾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及地震部门主要人员应 

急通讯录，建立了地震应急通讯网。该网由固定电 

话、短波电台(固定电台和车载电台)、移动电话地 

震专网及互联网组成。 

(3)狠抓地震应急物资的落实。按照地震应急 

工作的要求，市政府先后为地震部门拨款20余万 

元，建立了地震应急备震库，购置了部分地震应急物 

资，补充完善了震害预测数据库，地震快速反应能力 

明显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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