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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四川是典型的山洪地质灾害易发多发区和生态环境脆弱区ꎬ

是全国山洪地质灾害最为严重的省份ꎮ 尤其是近年来ꎬ我省多次

遭受强烈地震和极端强降雨ꎬ高山峡谷区、盆周山区、地震灾区等

区域成灾风险不断加剧ꎬ山洪地质灾害多发频发ꎬ给人民群众生命

财产安全造成重大威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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ꎬ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来川视察重要指示精神ꎬ深入

实施“四化同步、城乡融合、五区共兴”发展战略ꎬ按照省委、省政

府关于实施山洪地质灾害避险搬迁工程的决策部署ꎬ在全面开展

山洪地质灾害避险搬迁摸底调查基础上ꎬ根据«四川省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 «四川

省“十四五”自然资源保护和利用规划» «四川省“十四五”地质灾

害防治规划» «四川省“十四五”水安全保障规划»ꎬ制定本规划ꎮ

规划期为 ２０２３ 年至 ２０２７ 年ꎮ

—４—



第一章　 基本情况

第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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ꎬ省

委、省政府将其作为“生命工程” “底板工程”持续推动ꎮ ２００７ 年ꎬ

四川在全国率先实施地质灾害避险搬迁安置工程并纳入“十大惠

民行动”ꎮ ２０１４ 年以来ꎬ在财政部、自然资源部等国家部委的大力

支持下ꎬ四川在全国率先开展以调查评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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ꎮ 截至 ２０２０ 年末ꎬ

累计投入中央和省级财政地质灾害防治专项资金 ４２ ９ 亿余元ꎬ避

险搬迁受威胁村(居)民 １６ ８ 万余户、６３ ８ 万余人ꎮ ２０２１ 年以来ꎬ

四川进一步加大防汛减灾和地质灾害防治力度ꎬ经省委深改委会

议审议通过ꎬ省政府印发实施«四川省地质灾害全域综合整治三年

行动计划(２０２１—２０２３ 年)»ꎬ提出“以搬为主、搬治结合”的思路ꎬ

多元化筹措资金 ７ 亿余元ꎬ避险搬迁受威胁村(居)民 １ ２ 万余户、

４ ６ 万余人ꎮ

通过实施地质灾害避险搬迁工程ꎬ使 ６８ 万余人彻底远离地质

灾害威胁ꎬ“十三五”以来ꎬ年均因灾伤亡人数较“十一五” “十二

五”期间分别大幅降低 ８２ ９％ 、７５ ９％ ꎬ搬迁村(居)民生产生活条

件明显改善ꎬ有力助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ꎬ取得了良好的经济社

会效益ꎮ 目前ꎬ我省已形成较为完善的避险搬迁工作机制和管理

制度ꎬ建立了地质灾害避险搬迁项目库以及项目立项、申报、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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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验收等工作机制ꎬ并制定统一的省级专项资金补助标准ꎬ为避险

搬迁规划编制、审批、实施提供了制度保障ꎮ 多年的探索实践ꎬ取

得了显著的防灾减灾成效ꎬ积累了宝贵的经验ꎬ群众认同感强、满

意度高ꎬ为深入推进山洪地质灾害避险搬迁奠定了坚实基础ꎮ

第二节　 面临形势

党的十八大以来ꎬ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防灾减灾救灾作出重

要指示ꎬ提出“两个坚持、三个转变”防灾减灾救灾理念ꎻ党的二十

大报告指出ꎬ要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ꎬ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ꎮ

这为我省做好山洪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ꎮ 省第十二

次党代会和省委十二届二次全会强调ꎬ把防风险、保安全作为底线

任务ꎬ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ꎬ提高地质灾害防治、防汛抗旱能力ꎬ建

设更高水平的平安四川ꎮ 这为我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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ꎮ

当前ꎬ我省避险搬迁工作已进入“深水区”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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ꎬ从源头上破解“反复受灾、反复投入、反复治理”困

局ꎬ有效防止因灾致贫、因灾返贫ꎬ仍面临诸多困难、问题和挑战ꎮ

一是搬迁难度加大ꎮ 经过多年搬迁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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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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ꎬ搬迁实施难ꎮ 二是资金来源相对单一ꎮ 目前ꎬ我省地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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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害避险搬迁主要靠省级 ３ ５ 万元至 ４ 万元每户的补助ꎬ仅占搬

迁村(居)民平均建房成本的 ２０％ 左右ꎬ山洪灾害尚无补助标准和

资金渠道ꎬ大部分地方政府补助偏低、投入不足ꎬ特别是受建筑材

料及人工价格上涨等因素影响ꎬ搬迁资金筹措压力较大ꎮ 三是资

源约束日益凸显ꎮ 规划涉及的搬迁村(居)民有 ８６％ 集中在高山

峡谷区和盆周山区ꎬ就近安置选址空间受限ꎮ 加之城镇化加速推

进ꎬ新增建设用地日益紧张ꎬ大部分搬迁安置需调整承包地、宅基

地或占用基本农田ꎬ安置用地协调难度大ꎮ 四是政策合力尚未形

成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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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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ꎬ确保避险搬迁工作顺

利实施ꎮ

当前ꎬ我省正处在迈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四川新征程

的关键时期ꎬ防风险、守底线、保安全任务艰巨繁重ꎬ亟需进一步提

升全省防灾减灾能力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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ꎬ有利于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ꎬ确保受威胁

村(居)民远离山洪地质灾害威胁ꎬ切实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

福感、安全感ꎬ以高水平安全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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ꎬ深入学习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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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ꎬ

认真落实省委、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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ꎬ坚持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 “预防为主、防胜于

救”ꎬ遵循“避让优先、应搬尽搬ꎬ统筹推进、分步实施”的总体要

求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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ꎬ充分尊重群众意愿ꎬ紧密结合新型城镇化、宜

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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ꎬ着力从源头防范化解灾害隐患风险ꎬ

为受威胁群众创造良好的生产生活条件ꎬ坚决打好山洪地质灾害

避险搬迁攻坚战、持久战ꎬ确保“搬得出、稳得住、能发展”ꎬ为全省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群众安居乐业筑牢安全屏障ꎮ

第二节　 基本原则

———以人为本ꎬ安全第一ꎮ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ꎬ更

好统筹发展和安全ꎬ以实现受威胁村(居)民远离山洪地质灾害威

胁为目标ꎬ着力降低山洪地质灾害隐患风险ꎬ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

产安全ꎮ

———避让优先ꎬ应搬尽搬ꎮ 坚持以防为主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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ꎬ做到应搬尽搬ꎮ 充分尊重群众

搬迁意愿和风俗习惯ꎬ合理确定搬迁安置方式ꎬ加强社会风险防

范ꎬ确保平稳有序搬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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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筹规划ꎬ分步实施ꎮ 坚持立足当前、着眼长远ꎬ充分考

虑地区资源环境承载能力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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ꎬ按轻重缓急分阶段有序

推进ꎮ

———政府主导ꎬ分级负责ꎮ 坚持省级统筹、市级主责、县级主

体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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ꎬ强化责任落实、监督检查、绩效考核、激励奖惩ꎬ确保按期高

质量完成避险搬迁任务ꎮ

第三节　 规划目标

到 ２０２７ 年底ꎬ通过实施山洪地质灾害避险搬迁ꎬ动态销号地

质灾害隐患点约 ４０００ 处ꎬ降低地质灾害极高、高危险区(风险区)

等级约 １０００ 处ꎻ动态清零极高风险山洪灾害危险区ꎬ降低山洪灾

害危险区风险等级约 ５００ 处ꎮ 搬迁村(居)民居住安全得到有效保

障ꎬ生产生活条件明显改善ꎬ内生发展动力持续增强ꎮ

第三章　 搬迁对象和任务

第一节　 搬迁对象

　 　 满足地质灾害治理难度大或治理费效比高、地质灾害治理工

程受损且修复困难、处于断裂带附近 ３ 项条件之一的受威胁村

(居)民ꎻ地质灾害极高、高危险区(风险区)内靠山临崖、高陡斜坡

(边坡)、沟谷沟口等受威胁村(居)民ꎻ极高风险山洪灾害危险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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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受威胁村(居)民ꎻ高风险山洪灾害危险区中治理难度大或治理

费效比高ꎬ且有搬迁条件的受威胁村(居)民ꎻ其他受山洪地质灾

害威胁并有搬迁意愿的村(居)民ꎮ

第二节　 地质灾害避险搬迁对象

截至 ２０２３ 年 １ 月ꎬ全省地质灾害避险搬迁对象约 ５ １ 万户、

１９ ３ 万人ꎬ涉及 ２１ 个市(州)、１６１ 个县(市、区)、１３９９ 个乡镇ꎮ 其

中ꎬ地质灾害隐患点避险搬迁对象 ３ ５ 万户、１３ ２ 万人ꎬ占 ６８ ６％ ꎻ

地质灾害危险区 (风险区) 避险搬迁对象 １ ６ 万户、６ １ 万人ꎬ

占 ３１ ４％ ꎮ

从区 域 分 布 看ꎬ 川 西 高 山 峡 谷 区 １ ３ 万 户、 ５ ８ 万 人ꎬ 占

２５ ５％ ꎻ龙门山区、秦巴山区 ２ １ 万户、７ 万人ꎬ占 ４１ ２％ ꎻ攀西地区

１ ０ 万户、４ １ 万人ꎬ占 １９ ６％ ꎻ川东川南低山丘陵区 ０ ７ 万户、２ ４

万人ꎬ占 １３ ７％ ꎮ

从行政区划看ꎬ绵阳市、巴中市、阿坝州、甘孜州、凉山州均超

过 ５０００ 户ꎬ占 ６６ ９％ ꎻ平武县、北川县、峨边县、通江县、石棉县、汶

川县、茂县、黑水县、泸定县、金阳县、木里县 １１ 个县均超过 １０００

户ꎬ占 ４２ ５％ ꎮ

从搬迁意愿看ꎬ有搬迁意愿的共 ３ 万户、１０ ７ 万人(含“应搬”

范畴中有搬迁意愿对象和其他有搬迁意愿对象)ꎬ占 ５８ ９％ ꎮ

从紧迫程度看ꎬ紧迫的 ０ ５ 万户、１ ９ 万人ꎬ较紧迫的 ２ 万户、

７ ６ 万 人ꎬ 一 般 的 ２ ６ 万 户、 ９ ８ 万 人ꎬ 分 别 占 ９ 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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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９ ２％ 、５１ ０％ ꎮ

从安置意向看ꎬ分散安置 ３ ８ 万户、１４ ３ 万人ꎬ占 ７４ ５％ ꎻ集中

安置 １ ３ 万户、５ 万人ꎬ占 ２５ ５％ ꎮ

第三节　 山洪灾害避险搬迁对象

截至 ２０２３ 年 １ 月ꎬ山洪灾害避险搬迁对象约 ０ ８２ 万户、３ ３

万人ꎮ 按区域划分ꎬ甘孜州、阿坝州、凉山州搬迁对象约 ０ ５４ 万户

(占 ６５ ９％ )、２ ４ 万人ꎮ

从数量划分ꎬ搬迁对象总数在 １０００ 户以上的市(州)有绵阳

市、凉山州(户数占 ７４ ５％ )ꎬ３００—１０００ 户的有甘孜州、阿坝州(户

数占 １１ ８％ )ꎬ其余纳入避险搬迁规划的市搬迁对象总数均在 ３００

户以下(户数占 １３ ７％ )ꎮ

第四节　 搬迁任务

５ 年规划期通过分阶段实施ꎬ共避险搬迁安置受威胁村(居)

民约 ５ ９ 万户、２２ ６ 万人ꎮ

———第一阶段任务(２０２３—２０２５ 年):按照“地震灾区优先、紧

迫优先、应搬优先”三个优先原则ꎬ用 ３ 年时间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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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 ６ 万

户、１４ １ 万人ꎻ完成极高、高风险山洪灾害危险区受威胁村(居)民

搬迁安置约 ０ ２４ 万户、０ ９ 万人ꎮ

———第二阶段任务(２０２６—２０２７ 年):用 ２ 年时间ꎬ完成紧迫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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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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５ 万户、５ ２ 万人ꎻ完成中、低风险

山洪灾害危险区受威胁村 (居 ) 民搬迁安置约 ０ ５８ 万户、２ ４

万人ꎮ

第四章　 搬迁安置

第一节　 搬迁方式

　 　 搬迁方式分为整点(区)搬迁和局部搬迁两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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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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ꎮ

第二节　 安置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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ꎬ鼓励有条件的地区采用集中安置、货币

化安置ꎮ

集中安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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ꎬ以当地特色产业、乡村旅游业等为支撑ꎬ引导群众向县

城、集镇、产业园、已有安置区、中心村集中安置ꎮ

货币化安置ꎮ 由当地政府统筹相关资金和政策ꎬ充分利用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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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房、棚改存量房和保障性住房等资源ꎬ鼓励进城落户ꎬ通过市场

购买或租赁等多种方式进行安置ꎮ

分散安置ꎮ 主要以自建住房等方式分散安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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ꎮ

其他安置ꎮ 主要以自主选择投亲靠友等方式安置ꎮ 鼓励各地

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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ꎮ

第三节　 选址建设

选址要求ꎮ 安置点应科学选址ꎬ尽量避让永久基本农田、生态

保护红线等敏感区域ꎬ不占或少占耕地ꎮ 紧密衔接国土空间规划

尤其是乡镇国土空间规划ꎬ与新型城镇化建设和乡村振兴规划等

相衔接ꎬ以群众“搬得出、稳得住、能发展”为目标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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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ꎬ坚决避免因规划调整、山洪地质灾害威胁造成“二次

搬迁”ꎮ 对于集中安置项目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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ꎬ有效规避地震断裂

带、地质灾害隐患点和危险区(风险区)以及山洪灾害危险区等潜

在威胁ꎮ

建设要求ꎮ 坚持规模适宜、功能合理、宜居宜业的要求ꎬ充分

考虑搬迁群众经济条件ꎬ合理确定人均住房面积ꎬ严格控制建造成
—３１—



本ꎮ 新建住房结构设计应执行相关建筑规范和技术标准ꎬ严控切

坡建房ꎬ确保住房质量和安全ꎮ 集中安置点应尊重地域文化、传承

民族特色ꎬ采取统规自建为主的方式进行建设ꎮ

第四节　 复垦整治

避险搬迁群众迁出后ꎬ需按规定拆除迁出地住房及庭院等附

属设施ꎬ并注销不动产权证等证书ꎮ 当地政府应按照“宜耕则耕、

宜林则林、宜草则草”的原则ꎬ组织对搬迁群众原有宅基地等建设

用地ꎬ以及腾退、废弃土地进行复垦或还林还草ꎬ适宜耕作的优先

用于补充耕地资源ꎮ

第五章　 资金筹措

按照“省级补助、市县配套、金融支持、群众自筹”的原则ꎬ多

元化筹措资金ꎮ

省财政统筹中央和省级资金ꎬ按照一般地区一般户 ３ ５ 万元 /

户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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ꎬ并根据省级避险搬迁

补助标准变化进行调整ꎮ 省级考核激励采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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ꎬ区分民族地区和一

般地区ꎬ分类分层设定奖补标准ꎬ向民族地区、搬迁任务重的地区

倾斜ꎻ奖补标准注重与地震灾后农房重建省级补助政策的统筹协

调ꎻ根据县(市、区)截至上年末累计完成任务量所在档次给予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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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ꎻ县(市、区)累计完成任务量所在档次提升的ꎬ按照各档次间奖

补资金差额予以补差ꎮ

在省级基础补助和考核激励的基础上ꎬ市县两级政府统筹本

级财力ꎬ整合相关渠道资金ꎬ用好财税金融支持政策ꎬ加大避险搬

迁资金筹措力度ꎮ 鼓励各地在做好风险评估防范基础上ꎬ依法统

筹安排地方政府债券、运用银行贷款等方式ꎬ支持符合条件的山洪

地质灾害避险搬迁项目实施ꎮ

第六章　 支持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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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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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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ꎬ灾(险)情发生后及

时建立绿色理赔通道ꎬ加快保险理赔进度ꎬ提高理赔效率ꎮ 引导政

府性融资担保公司加大对避险搬迁支持力度ꎬ支持财政、国资等相

关部门弱化盈利考核要求ꎮ 支持探索盘活利用腾退土地的市场化

路径ꎬ筹集搬迁安置建设资金ꎮ 符合条件的进城落户避险搬迁户

可申领租赁补贴ꎮ 积极引导企业、个人等开展捐助或援建ꎮ

第二节　 保障搬迁用地需求

指导市(州)、县(市、区)尽快报批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乡村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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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国土空间规划ꎬ科学划定灾害安全防护范围ꎬ合理布局避险搬迁

集中安置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ꎬ探索建设紧凑型村庄ꎮ 用好

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ꎬ避险搬迁村庄和集镇具备复垦条件

的ꎬ可纳入增减挂钩项目实施ꎮ 产生的增减挂钩节余指标可按规

定进行流转交易ꎮ 避险搬迁农房建设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指标使用

国家单列安排的宅基地计划指标解决ꎻ采用集中安置的ꎬ由省级统

筹ꎬ全额保障年度计划指标ꎮ 纳入增减挂钩项目实施的ꎬ可使用复

垦产生的指标保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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ꎬ在本区域内落实耕地占补平衡ꎬ确实无

法落实的ꎬ由市(州)在本辖区内统筹调剂落实ꎬ仍无法落实的ꎬ可

按相关规定向自然资源厅申请借支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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ꎬ在确保耕地

数量有增加、质量有提升、生态有改善的前提下ꎬ编制永久基本农

田调整方案ꎬ按程序报批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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ꎬ加大用地计划指标对避险搬

迁人口大县的倾斜支持力度ꎮ

第三节　 加强基础设施配套

对集中安置点ꎬ可按规定统筹涉农资金ꎬ加大配套基础设施建

设投入力度ꎮ 结合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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ꎬ合理配建完善教育、医疗、养老、托育、商贸物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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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服务设施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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ꎬ推动特色产业可持续发展ꎮ 采取扩建等方式建设集中

安置区的ꎬ可结合安置区人口规模及分布、风俗习惯等因素ꎬ在原

有配套设施上进行改造提升ꎬ满足搬迁群众公共服务需求ꎮ 根据

集中安置点人口规模、地理位置等情况ꎬ指导属地合理分类设置基

层医疗卫生机构ꎮ 对需开展环评的项目ꎬ指导市县两级生态环境

部门开辟绿色通道ꎬ提前介入、超前服务ꎬ加快推进环评审批ꎮ 支

持符合条件的集中安置点防洪工程建设ꎬ纳入相关规划推动实施ꎻ

指导做好集中安置点水源水量论证ꎬ配套完善供水设施设备ꎬ保障

群众生活用水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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ꎻ避险搬迁户自建房需用砂石的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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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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ꎬ加快推进建设ꎬ并按照有关政策予以资金支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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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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ꎮ 因地制宜

发展特色产业ꎬ协调重大工程建设、政府购买服务等项目ꎬ鼓励搬

迁群众融入迁入地发展ꎬ扩大群众就地就近就业机会ꎮ 支持利用

衔接资金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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ꎮ 推动公共就业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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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向乡村延伸ꎬ把就业服务功能作为搬迁安置点综合服务设施建

设的重要内容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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ꎬ给予不超过 ４００ 元 / 人一次性求

职创业补贴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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ꎮ 加大对搬迁任务较重地区的就业创业补助

资金支持力度ꎬ支持在集中安置点设立公共就业服务站或服务窗

口ꎬ提供就业创业政策咨询、就业失业登记等“一站式”服务ꎮ 因

地制宜合理开发乡村公益性岗位ꎬ优先安置符合条件的搬迁脱贫

人口特别是弱劳力、半劳力ꎬ按规定给予岗位补贴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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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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ꎬ保障其入园入学需求ꎮ 通过“全程网办”和“一址多照”等登记

便利化改革措施ꎬ为避险搬迁造成经营困难的小微市场主体ꎬ提供

包括歇业登记在内的优质服务ꎮ 鼓励和支持易地安置户参加养老

保险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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ꎬ由财政按规定为其代缴养老保险

费ꎮ 在不新增政府隐性债务的前提下ꎬ引导银行业金融机构加大

集中安置区后续发展信贷投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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ꎬ不得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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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要求搬迁群众转让在农村的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

益分配权ꎬ或将其作为进城落户条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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ꎮ 探索整合利用腾退宅基地和

碎片化集体建设用地ꎬ推动土地流转ꎮ 做好迁出地和迁入地间各

类社会保障政策转移接续工作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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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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ꎬ提升困难避险搬迁群众保障水平ꎮ

第六节　 落实搬迁税费优惠

依法依规落实相关税费政策ꎬ对纳税人因山洪地质灾害造成

重大损失、纳税确有困难的ꎬ依法按规定减(免)征房产税、城镇土

地使用税ꎬ对经批准搬迁的农村居民在规定标准以内占用耕地新

建自用住宅ꎬ依法按规定免征耕地占用税ꎮ

第七章　 保障措施

第一节　 加强组织领导

　 　 实行省级指导、市县级为主体、县级具体抓落实的工作机制ꎬ

统筹协调部署各项任务ꎬ确保高质量完成目标任务ꎮ 省直有关部

门(单位)各司其职、各负其责ꎬ加强协同配合和政策衔接ꎬ形成工

作合力ꎮ 市级党委、政府对本辖区受山洪地质灾害威胁村(居)民

避险搬迁工作负总责ꎬ建立健全工作机制ꎬ细化分解工作任务ꎬ层

层压实责任ꎬ强化工作调度ꎮ 县级党委、政府负责具体组织实施相
—９１—



关工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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ꎬ做好群众动员

和政策解释工作ꎬ团结带领群众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ꎮ

第二节　 强化规划实施

建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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ꎬ统筹推进避险搬迁工作ꎮ 根据省级总体规划ꎬ分解市级

目标任务ꎬ建立监督检查、绩效评价、奖惩激励等制度ꎮ 市级负责

编制本级专项规划ꎬ分解县级目标任务ꎬ细化配套政策、考核验收、

奖惩激励等制度ꎮ 县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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ꎬ负责资金筹措、组织动员、安置选

址及评估、旧房拆除等工作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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ꎮ 市级专项规划和县级年度实施方案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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ꎮ 规划

期内ꎬ对因地震、暴雨等诱发山洪地质灾害的新增避险搬迁任务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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ꎬ

省级给予基础补助ꎬ不享受省级考核激励奖补ꎮ 规划实施结束后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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ꎮ

第三节　 严格监督考核

将受山洪地质灾害威胁村(居)民避险搬迁纳入省级年度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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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实事ꎮ 建立健全避险搬迁督查通报机制ꎬ动态开展监测监管和

风险评估ꎮ 落实最严格的避险搬迁销号、降等制度ꎬ按照 “清单

制”要求ꎬ建立避险搬迁对象管理动态销号清单ꎻ按照“上图入库”

要求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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ꎬ强化避险搬迁过程管理ꎬ确保规范实

施ꎮ ２０２５ 年底ꎬ将开展规划实施中期评估ꎬ对避险搬迁任务完成情

况较差的县(市、区)ꎬ暂缓安排省级避险搬迁补助资金ꎬ并于规划

实施完毕后ꎬ在规划任务总数内据实清算ꎮ 要进一步加强避险搬

迁项目和资金管理ꎬ确保避险搬迁资金专款专用ꎬ不得以任何形式

截留、挤占和挪用ꎬ坚持公开透明的原则ꎬ自觉接受社会和群众监

督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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ꎬ

依法依规追责问责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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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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ꎬ结合“３２２”

世界水日、“４２２”世界地球日、“５１２”防灾减灾日和“６２５”全

国土地日等节点ꎬ开展多层级、多渠道、多形式的宣传动员ꎬ积极争

取基层干部群众的理解和支持ꎮ 及时总结新做法、新成效ꎬ推广典

型经验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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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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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１ 四川省受地质灾害威胁村(居)民避险搬迁任务分

解表(２０２３—２０２７ 年)

２ 四川省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居)民避险搬迁任务分

解表(２０２３—２０２７ 年)

３ 四川省受山洪地质灾害威胁村(居)民避险搬迁省

级考核激励标准

４ 名词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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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四川省受地质灾害威胁村（居）民避险搬迁任务分解表（2023－2027 年）
单位：户

序号 市（州） 总计

阶段目标

备注第一阶段（2023—2025 年） 第二阶段（2026—2027 年）

2023 年 2024 年 2025 年 合计 2026 年 2027 年 合计

1 成都市 1419 236 260 400 896 300 223 523

2 自贡市 166 7 19 68 94 59 13 72

3 攀枝花市 289 35 42 40 117 100 72 172

4 泸州市 320 143 95 51 289 31 0 31

5 德阳市 175 69 51 30 150 25 0 25

6 绵阳市 6165 866 1298 2000 4164 1033 968 2001

7 广元市 839 523 116 80 719 70 50 120

8 遂宁市 431 59 147 130 336 55 40 95

9 内江市 1269 154 582 459 1195 54 20 74

10 乐山市 2086 35 788 942 1765 188 133 321

11 南充市 2881 318 853 1323 2494 220 167 387

12 宜宾市 901 148 330 216 694 150 57 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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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市（州） 总计

阶段目标

备注第一阶段（2023—2025 年） 第二阶段（2026—2027 年）

2023 年 2024 年 2025 年 合计 2026 年 2027 年 合计

13 广安市 1064 93 460 429 982 52 30 82

14 达州市 1860 1239 111 163 1513 180 167 347

15 巴中市 5257 460 1664 1940 4064 600 593 1193

16 雅安市 2975 1335 270 259 1864 585 526 1111

17 眉山市 241 28 60 70 158 53 30 83

18 资阳市 35 2 23 10 35 0 0 0

19 阿坝州 6808 100 2462 2150 4712 1396 700 2096

20 甘孜州 6651 835 1480 1764 4079 1572 1000 2572

21 凉山州 9358 800 2389 2919 6108 2277 973 3250

合计 51190 7485 13500 15443 36428 9000 5762 147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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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四川省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居）民避险搬迁任务分解表（2023－2027 年）
单位：户

序号 市（州） 总计

阶段目标

备注第一阶段（2023—2025 年） 第二阶段（2026—2027 年）

2023 年 2024 年 2025 年 合计 2026 年 2027 年 合计

1 成都市 57 15 7 13 35 22 22

2 自贡市 0 0 0

3 攀枝花市 4 4 4 0

4 泸州市 0 0 0

5 德阳市 94 9 23 32 29 33 62

6 绵阳市 1746 359 230 299 888 430 428 858

7 广元市 103 21 31 52 32 19 51

8 遂宁市 155 31 23 42 96 29 30 59

9 内江市 6 0 6 6

10 乐山市 39 39 39 0

11 南充市 27 8 8 16 5 6 11

12 宜宾市 127 17 16 43 76 14 37 51

13 广安市 0 0 0

14 达州市 114 37 7 44 31 39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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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市（州） 总计

阶段目标

备注第一阶段（2023—2025 年） 第二阶段（2026—2027 年）

2023 年 2024 年 2025 年 合计 2026 年 2027 年 合计

15 巴中市 136 21 37 58 38 40 78

16 雅安市 262 107 70 177 12 73 85

17 眉山市 7 2 1 3 2 2 4

18 资阳市 0 0 0

19 阿坝州 385 77 129 118 324 42 19 61

20 甘孜州 587 19 75 111 205 190 192 382

21 凉山州 4386 15 165 176 356 2077 1953 4030

合计 8235 572 850 983 2405 2959 2871 5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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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四川省受山洪地质灾害威胁村（居）民避险搬迁省级考核激励标准

民族地区（含民族待遇县）县（市、区）到县奖补标准

累计完成避

险搬迁任务

（户）

49 户以下 50-99 100-199 200-499 500-999 1000-1999 2000-2999 3000-3999 4000 以上

奖补标准

（万元）
1 万元每户 85 175 360 925 1900 3900 6000 8000

一般地区县（市、区）到县奖补标准

累计完成避

险搬迁任务

（户）

49 户以下 50-99 100-199 200-499 500-999 1000-1999 2000-2999 3000 以上

奖补标准

（万元）
0.5万元每户 65 135 280 725 1500 3100 4800



附件 ４

名词解释

１ 山洪地质灾害:指山洪灾害和地质灾害的统称ꎮ

２ 避险搬迁:指将受山洪地质灾害威胁的分散农户、村庄、城

镇及乡集镇部分居民搬迁至具有生产、生活条件的安全适宜地带

进行安置ꎮ

３ 紧迫程度:指根据山洪地质灾害活动性、临灾征兆等因素ꎬ

对避险搬迁对象按轻重缓急进行的排序ꎮ 紧迫程度划分为紧迫、

较紧迫、一般三级ꎮ

４ 地震灾区:本规划特指 ２０２２ 年 “６１” 芦山地震灾区、

“６１０”马尔康地震灾区、“９５”泸定地震灾区ꎮ

５ 盆周山区:四川盆地周边邛崃山、岷山、龙门山、秦岭、米仓

山、大巴山、华蓥山、乌蒙山和大小凉山及其毗邻地区的总称ꎮ

６ 高山峡谷区:分布在四川省青藏高原东缘部分区域ꎬ包含

四川省行政区划的阿坝州和甘孜州ꎮ

７ 龙门山区:分布在青藏高原东缘与四川盆地交错接触带ꎬ

包含四川省行政区划的成都市、绵阳市、德阳市、乐山市、雅安市、

眉山市ꎮ

８ 秦巴山区:位于秦岭、大巴山及其毗邻地区ꎬ包含四川省行

政区划的广元市、达州市、巴中市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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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攀西地区:位于四川省西南部ꎬ包含四川省行政区划的攀

枝花市和凉山州ꎮ

１０ 低山丘陵地区:西迄龙泉山脉ꎬ东止华蓥山ꎬ北起大巴山ꎬ

南抵长江以南ꎮ 包含四川省行政区划的自贡市、泸州市、遂宁市、

内江市、南充市、宜宾市、广安市和资阳市ꎮ

１１ 民族地区:指以少数民族为主聚集生活的地区ꎮ 包含四

川省行政区划的阿坝州、甘孜州、凉山州各县(市)ꎬ绵阳市北川

县ꎬ乐山市马边县、峨边县ꎮ

１２ 民族地区待遇县:指享受少数民族地区政策待遇的非民

族地区县(区)ꎮ 包含四川省行政区划中的攀枝花市仁和区、米易

县、盐边县ꎬ泸州市叙永县、古蔺县ꎬ绵阳市平武县ꎬ乐山市金口河

区ꎬ宜宾市珙县、筠连县、兴文县、屏山县ꎬ达州市宣汉县ꎬ雅安市荥

经县、汉源县、石棉县、宝兴县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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