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云南省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

第 8 期

云南省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
综合风险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1年8月16日

目 录

 云南省迅速贯彻落实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电视

电话会议精神

 国务院普查办主任郑国光率调研组赴云南调研指导自

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工作

 云南省普查办 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联合印发《云南省

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宣传工作方案》

 云南省普查办各部门工作动态

 各地要闻

 截至 7 月底各州市普查工作进展情况



2

云南省迅速贯彻落实全国自然灾害综合
风险普查电视电话会议精神

云南省委、省政府迅速贯彻落实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

合风险普查工作电视电话会议部署要求，于7月5日、7月8日

分别召开省委常委会议和省政府常务会议认真学习贯彻落

实李克强总理有关重要批示精神，听取全省自然灾害综合风

险普查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全省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

等工作。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科学高效做好自

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工作，提升全社会抵御自然灾害的综合

防范能力。

国务院普查办主任郑国光率调研组赴

云南调研指导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工作

7月25日，国务院普查办主任郑国光率调研组赴云南省

昭通市调研指导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工作，云南省普查办

汇报了我省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工作推进情况。郑国光主

任对我省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工作表示肯定，并要求按照

国务院普查办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工作电视

电话会议精神，认真抓好全国第一次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

工作，圆满完成好各项普查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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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领导
小组办公室 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联合印发
《云南省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

普查宣传工作方案》

按照《国务院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领导小

组办公室 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印发<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

综合风险普查宣传工作方案>的通知》（国灾险普办发〔2021〕

11号）要求，为切实做好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

的宣传动员工作，省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领导

小组办公室、省委宣传部联合制定了《云南省第一次全国自

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宣传工作方案》，于7月14日印发至各

州（市）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领导小组、省第

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各州

（市）委宣传部及省级各主要新闻单位，同时督促各级、各

有关部门结合本地区、本单位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云南省普查办各部门工作动态

应急部门：一是组织各省级牵头部门参加国务院普查办

第4次普查办主任暨省级技术组普查工作视频会议，研究部

署下步重点工作。二是举办全省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应急

管理系统清查工作培训班，下发开展清查有关工作的通知，

督促各级各部门推进清查工作。截至目前，全省清查总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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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758条，15个州（市）、128个县（市、区）的清查目录已

完成审核上报，陇川、梁河两个县区数据已通过县级审核，

处在州级审核阶段；瑞丽、芒市因疫情原因，暂未开展清查

工作。三是督促各州（市）普查办尽快启动开展第一次全国

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工作，进一步推进全省自然灾害综合

风险普查工作。四是积极与省财政对接落实省本级和省对下

普查经费、督促各州（市）、县（市、区）普查办加强向当

地党委政府的汇报，尽快落实普查经费，切实做好地方资金

保障。五是云南省应急厅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全省自然灾

害综合风险普查情况。

水利部门：一是开展试点工作。省水利厅召开水旱灾害

风险普查工作推进会议，决定在昆明市寻甸县开展普查试点

工作，并组织省市技术专家团队到寻甸县调研、部署试点工

作。同时省水文局联合丽江水文分局、大理水文分局在金沙

江干流上段和冲江河石鼓段开展试点工作，以探索中小河流

洪水淹没图和洪水风险区划编制技术方法。二是修订《云南

省水旱灾害风险普查实施方案》。根据水利部审查《云南省

水旱灾害风险普查实施方案》提出的咨询意见，组织技术支

撑单位对实施方案进行修订。三是做好经费落实。省水利厅

积极与省财政厅、省普查办对接沟通，协调普查经费事宜，

已向省普查办上报经费申请表。目前，省级财政拨付工作经

费 273.46 万元。四是做好软件系统部署。省级技术支撑单

位和寻甸县已下载安装最新软件系统，已落实专人负责指导

州市级开展软件系统安装使用。完成了水利普查数据认领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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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入。

气象部门：一是印发《关于全面推进全省气象灾害综合

风险普查工作的通知》，贯彻落实全国、全省自然灾害综合

风险普查相关会议精神和工作部署。二是召开全省气象灾害

综合风险普查电视电话会议，推动全省气象灾害综合风险普

查工作全面开展。三是根据中国气象局编制印发的全国气象

部门普查实施方案，编制《云南省气象局气象灾害综合风险

普查实施方案（修订版）》，下发全省气象部门。四是根据

《云南省气象局气象灾害综合风险普查实施方案（修订版）》，

按照全省气象部门普查任务，重新测算普查经费，并将经费

需求报省应急厅。

林草部门：一是组建领导机构，成立专家组，确定技术

指导单位；二是工作方案己编制；三是预算报告己申报；四

是实施方案和细则已完成编制；五是可燃物布点正在推进

中。

自然资源部门：完成建水县、双柏县和盈江县三个试点

县的普查工作，并按有关规定和程序完成了成果数据的汇

交。全面启动剩余 126 个县（市、区）和 2 个地方行政区的

普查工作，各县（市、区）通过公开招标、竞争性谈判等方

式已落实普查工作承担单位。

交通部门：7 月 7 日，参加交通运输部召开的第一次自

然灾害综合风险公路水路承灾体普查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会

议充分肯定我省普查试点阶段的工作，会后下发云南省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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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查账号，省交通运输厅已完成普查账号分配工作，健全完

善了数据采集部、省、市、县 4 级组织架构，我省公路承灾

体普查工作已进入全面实施阶段。

住建部门：一是督促指导试点 3 州 3 县住房城乡建设部

门开展房屋建筑和市政设施县级普查数据质检工作。截至目

前，3 个试点县县级数据质检核查工作已完成，德宏州州级

数据质检审核工作已完成。二是启动省级质检核查第三方服

务政府采购工作，基本完成招标工作，制定省级质检核查工

作方案。三是开展普查系统省级部署测试协调工作，起草全

省住房城乡建设领域自然灾害风险普查工作指南。

地震部门：一是按照中国地震灾害防御中心部署和安

排，组织震灾中心和昆明所两家局属事业单位开展试点工作

数据成果汇交工作，实现普查数据共享。二是组织局属有关

单位和人员参加地震系统全国试点总结暨全国普查工作推

进会议（视频）。三是局领导带队赴红河州、普洱市、临沧

市、保山市部分县区开展地震灾害风险普查工作调研指导。

四是组织相关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参加中国地震局在杭州

举办的培训。五是按照省普查办的安排，进一步修改完善我

省地震灾害风险普查工作任务经费预算，并报省普查办。

各地要闻

7月30日，玉溪市普查办组织各县（市、区）普查办开

展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清查工作业务培训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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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专题对清查工作业务及填报系统进行讲解培训，并对当

前及下一阶段普查重点工作进行研究部署。

（玉溪市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办）

7月19日，丽江市普查办下发《丽江市第一次全国自然

灾害综合风险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开展清查有关工作

的通知》，安排部署了丽江市应急管理系统调查任务清查工

作。7月21日，丽江市一区四县进行了普查应急系统清查调

查工作专题培训，丽江市应急系统清查工作正在稳步推进。

（丽江市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办）

7月，昭通市普查办开展县（市、区）普查工作推进情

况督导检查，听取各县（市、区）普查办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和困难，并提出工作建议。

（昭通市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办）

7月22日，怒江州召开了全州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

风险普查工作视频会议，全州各级普查办及各部门成员单位

共计163名工作人员参加本次会议。7月23日，怒江州普查办

印发了《怒江州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领导小组

办公室关于开展怒江州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

清查工作的通知》（怒灾险普办〔2021〕3 号），对怒江傈

僳族自治州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清查工作进

行了部署，在全州各级普查办和第三方技术组的共同努力

下，怒江州基本完成了清查阶段的工作。

（怒江州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办）

7月16日，曲靖市普查办召开全市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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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座谈研讨会议。7月23日，曲靖市普查办

开展了曲靖市第一次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工作专题会议。

（曲靖市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办）

7月8日，普洱市普查办组织开展全市自然灾害综合风险

普查工作业务培训会。7月15日，普洱市政府组织召开了普

洱市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工作推进会议。

（普洱市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办）

7月15日，昆明市普查办组织各县（市）区、市级有关

单位参加昆明市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电

视电话会议。7月29日，昆明市普查办组织开展市级层面风

险普查综合减灾能力清查调查培训。

（昆明市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办）

截至7月底各州市普查工作进展情况

详见附表。

报：国务院普查办，省普查领导小组组长，副组长

送：各州（市）普查领导小组及组长、副组长，省普查办各

成员单位，省应急管理厅各位厅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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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州市普查工作进展情况（截至7月31日）

州市

州市普查办

是否组建普

查专班

已召开州

市、县级

会议数量

州市级经费

申报落实情

况

县级经费申报

落实情况

州市级培训

次数

（人次）

县级培训次数

（人次）
其他

昆明 是 18次
财政下达初

期预算限额

2000万。

五华区、晋宁

区落实部分经

费，其他县区

在申请中。

260 850

昭通 是

14次（市级

3次、县级

11次）

已报请政府

研究，已转

财政提意见

鲁甸县已落实

普查经费200
万元；水富市

已落实普查经

费150万元

850 679

曲靖 否

5次（市级2
次，县级3

次）

已完成市级

预算编制，

并正在申报

各县已完成预

算编制，正在

申报

1111 194

玉溪 否 1次

市政府第68
次常务会议

已经同意纳

入同级经费

保障

无 44 480

编制《玉溪市第一次全国自然灾

害综合风险普查清查部分技术指

南》；市政府第68次常务会议听

取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工作情

况汇报。



10

保山 是 9次
已落实前期

工作经费50
万

已向政府及相

关部门汇报
89 411

楚雄 是

25次（州级

3次，县级

22次）

无

元谋2020年落

实启动经费20
万元

65 472

楚雄州委于7月14日召开231次常

委会，听取全州防灾减灾救灾及

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工作情况

汇报。

红河
仅有蒙自市

组建
8次 已报政府及

财政待批

全州将开展的

12的县市仅有

开远纳入100
万元

362 550

文山 是

21次（州级

1次，县级

20次）

未落实 未落实 30 240

普洱 是
3次（市级3

次）

正在开展预

算编制

正在开展预算

编制
135 286

西双

版纳
是 5次

已汇总各牵

头部门经费

测算表，待

州普查办会

商后行文报

请州政府研

究

已汇总各牵头

部门经费测算

表

51 66 7月26日组织召开全州应急系统

清查视频工作会议。

大理 是
15次（州级

3次，县级
无

漾濞县：列入

预算60万元。
100 364 专题向州政府常务副州长汇报普

查工作开展情况，对接财政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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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次） 云龙县：财政

预算经费30万
元。

进一步落实普查经费。

德宏 否
1次（州级1

次）
未落实 未落实 0 0

丽江 否 4次

已落实市级

应急系统普

查专项经费

70万

未落实 135 380

怒江 是

7次（州级1
次，县级6

次）

未落实 未落实 43 139

迪庆 是

6次（州级3
次，县级3

次）

无

三县市均已申

报经费，但尚

未落实。

81 176
向常务副州长汇报风险普查工作

的开展情况和面临的问题。与财

政对接，以期解决工作经费。

临沧 是 16次 20万元

双江县50万
元，其余7县
（区）正在申

报中

408 45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