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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南瑶族自治县三江镇大龙村“4·20”突发性

自然灾害调查评估报告

2024 年 4 月 20 日，连南瑶族自治县三江镇大龙村因突发强

降雨致泥石流灾害，造成 3 人死亡、2 人失联。

灾害发生后，省委副书记、省长王伟中，市委书记殷昭举，

市委副书记、市长温文星专门作出批示，市委市政府主要负责同

志靠前指挥，及时成立处置工作领导小组，全力以赴组织搜救失

联人员，统筹推进救援及善后工作。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法律法规规定和

省三防办挂牌督办要求，清远市人民政府成立了由副市长任组

长，市应急管理局、市公安局、市自然资源局、市水利局、市林

业局、市气象局、市总工会和连南县政府、应急、消防等多个单

位派人组成的连南瑶族自治县三江镇大龙村“4·20”暴雨灾害

调查评估组（以下简称调查评估组），开展调查评估工作。调查

评估组在连南县政府及公安部门前期调查工作的基础上，通过勘

验事故现场、调查有关单位、查阅相关资料并询问有关人员，查

明了灾害发生的原因、经过、人员伤亡情况以及灾害防御应对情

况，分析了灾害暴露出的突出问题和教训，提出了加强和改进工

作的措施建议。现将灾害评估报告如下：

一、灾害相关情况及灾害形成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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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情况

1.事发地情况。事发地位于连南瑶族自治县三江镇大龙村委

会行政边界内的苦竹坑地段，距离大龙村委会约 10km，土地权属

属于三江镇内田村委会，面积约 2000 多亩，属村集体用材林地，

林种为人工商品林。事发地地处南岭南部，山高路陡，多沟壑；

位于田藤冲水系，经过水坑汇入大龙河流向东陂河。事发地地处

偏僻，无公网通讯信号。事发地北侧山峰海拔 888m，高差 258m；

南侧山峰海拔 1188m，高差 558m。两侧山峰坡度大部分为 45°左

右，部分为 30°左右。事发地上游集雨面积为 4.5km
2
，主要有北

西向和近东西向 2 条冲沟。

2.事发地林木采伐情况。一是林木采伐审批情况。事发地山

场权属为三江镇内田村委黄六村民小组（该范围内涉及 34 宗 22

户村民），经村民申请、三江镇林业站初审，连南县自然资源局

（县林业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等规定审核后于 2023

年 5 月、7 月和 9 月相继核发林木采伐许可证，共计批准大龙村

苦竹坑地块 2071.65 亩，林木 9658.2 立方米。三江镇林业站在

发证前与相关林木采伐申请人逐一签订《提醒函》，明确告知林

权所有者和采伐者在伐区进行采伐作业的有关规定及注意事项。

二是林木采伐监管情况。2023 年 8 月 9 日，连南县自然资源局（县

林业局）联合三江镇林业站对大龙伐区进行检查。三江镇林业站

多次组织工作人员根据林业采伐监管要求，利用无人机对大龙伐

区进行航拍，及时了解采伐情况。三是林木转让情况。三江镇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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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村委黄六村民小组山场权属代表人唐某勇和房某光于2023年3

月与社会老板张某中签订《活木采购合同》，统一将该范围内成

品林杉木转卖给张某中，并交由其承包进行采伐。为便于开展采

伐工作，张某中在伐区开通了生产便道，并搭建工棚(图 1 中 A

区)实施采伐作业。

3.事发地人工造林项目情况。

《广东省林业局关于下达 2024 年营造林生产计划的通知》

下达连南县财政投入人工造林2000 亩，低质低效林改造 5830亩，

连南县自然资源局（县林业局）将涉事山场列入人工造林项目。

2024 年 1 月,连州市明发园林绿化有限公司中标承接到连南

县自然资源局采购的连南县 2024 年森林质量精准提升人工造林

及低质低效林改造项目（包括三江镇大龙村人工造林 2050 亩、

低质低效林改造 5830 亩），合同标的 476.91 万元。其中，三江

镇大龙村人工造林项目于 2024 年 2 月中旬进场，在事发地主沟

左侧台地搭建简易帐篷区域(图 1 中 B 区)供作业人员居住。

2024年 4月 20日 4时左右,事发地因突发局部强降雨引发泥

石流突然冲击做饭工棚和简易帐篷区域(图 1 中 B 区),造成 3 人

死亡、2 人失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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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发前工区布置情况（图 1）

3.涉事人工造林项目参建各方情况。

（1）建设单位：连南县自然资源局（县林业局），县林业

主管部门，连南县 2024 年森林质量精准提升人工造林及低质低

效林改造项目业主。

（2）施工单位：连州市明发园林绿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明

发公司)，具有造林绿化施工丙级资质，法定代表人:吴某富，实

际负责人：吴某明。

（3）劳务分包人：张某，明发公司将连南县三江镇大龙村

人工造林 2050（亩）标的劳务分包给张某实施（口头约定），未

签订委托合同和安全生产管理协议。

（4）劳务承包人：唐某，张某将项目劳务分包给唐某并签

订《连南县三江镇大龙村造林施工协议》，唐某负责安排工人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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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5）监理单位：广联生态建设（广东）有限公司，具有造

林绿化监理丙级资质，法定代表人:谢某。

(二）灾害发生经过

1.雨情水情及地形地貌

（1）雨情：4 月 1 日 8 时～19 日 8 时,连南瑶族自治县连续

降雨,大龙气象站(距离事发地直线距离约 5 千米)累计降雨量

228.1 毫米。19日 8时—20日 5时,大龙气象站累计降雨量 109.2

毫米。事发前后约 6 小时(19 日 23 时—20 日 5 时),大龙气象站

累计降雨量 36.4 毫米,其中 1 小时最大降雨量 11.7 毫米。根据

气象雷达反演事发地 6小时累计降雨量 73.2 毫米,其中 1小时最

大降雨 29.18 毫米。据推算,事发地 24小时降雨量不到 5年一遇。

据生还者回忆,20 日 3 时左右,事发地下了很大雨。

（2）水情：事发地流域内无实测水位、流量资料。采用广

东省洪峰流量经验公式法推算设计洪水,当发生 5 年一遇的设计

洪水时,工棚所在断面的水位为 590.14 米(国家 85 高程,下同),

低于工棚(图 1中 B区)处高程 590.3 米、做饭棚处高程 590.9 米。

另外,事发后位于主沟边A区的伐木工棚未遭破坏,排除因山洪暴

涨冲毁工棚的可能。据生还者回忆,事发前(3 时半至 4 时)查看主

沟水位未及工棚底部。计算结果与生还者回忆可以互相印证。

（3）地形地貌：连南县位于南岭东西向复杂构造带，整个

地势北、西、南高，向东部低山丘陵倾斜。多为崇山峻岭，地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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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割深，多呈“V”字型，区内最高山峰在北部的大雾山，海拔

为 1659.3m。根据资料统计，区内海拔 500～1000m 的高山有 83

座，1000m 以上的高山有 161 座，贯通调查区的南部、西部和北

部，地势逐渐向东倾斜，属于中山、低山和丘陵地貌。形态与南

岭构造带和地层岩性等有密切的关系，是内、外动力地质作用的

结果，按其成因又可分为：构造侵蚀、构造剥蚀、溶蚀堆积、侵

蚀堆积四种类型，各种地貌类型按其形态特征又可细分为中山、

低山、丘陵、丘陵溶蚀洼地和河谷平原。

2.灾害发生经过。2024 年 4 月 19 日晚，7 名工人（唐某等 7

人）在大龙村委苦竹坑的简易帐篷（居住工棚）休息；4 月 20 日

凌晨 3 时许，事发地突发局地强降雨，且因大龙村 4 月以来遭受

连续降雨，事发地周边山体含水量趋于饱和，强降雨迅速汇流，

形成包含水流、已砍伐树木树枝和冲刷流失泥土碎石等的混合

流，混合流在主沟的管涵处形成阻塞体,壅水至一定高度后,阻塞

体瞬间崩塌,混合流冲击导致在简易帐篷（居住工棚）休息的 7

名工人遭受灾害。其中唐某被冲走 10 多米抓住一根木材没被推

走，盘某抓住其手臂躲过突发水流冲击，脱险后 2 人爬上山坡避

灾，天亮后返回事发地，发现居住工棚及其余 5 人均已不见，2

人便先行离开寻求救援。因沿途道路已全部坍塌无法通行且通讯

中断，2 人爬山绕行回大龙村，直到 20 日下午 16 时许，2 人走

路去到三江镇大龙村东风自然村女工友房某家后逐级上报事件

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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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发现场环境示意图（图 2）

（三）致灾成灾原因

1.持续降雨和短时强降雨是灾害发生的重要诱因。前期持续

降雨导致山体表土含水量饱和,孔隙水压力和动水压力加大,抗

剪强度降低,下滑力增加,浅层滑坡风险增大。短时强降雨诱发浅

层表土、滑坡土石和采伐的树木树枝形成泥石流造成冲击。

2.采伐改变地形地貌及留下的树木树枝为泥石流形成提供

了客观条件。事发地树木被大量采伐,南侧冲沟因采伐作业修筑

土质便道导致山坡植被和排水方式破坏,裸露山坡多,土层薄弱,

浅层滑坡风险增大,在强降雨天气下极易发生滑坡和泥石流;大

量砍伐的树木树枝弃置在山坡,为阻塞体形成和壅高增加了危险

性。

3.降雨冲刷形成的泥石流堵塞管涵及阻塞体崩塌是灾害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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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直接原因。事发地山高坡陡,坡面汇流速度快,洪峰模数大,

局部短时强降雨产生的水流带动崩滑土石和树干树枝形成的泥

石流,在主沟的管涵处形成阻塞体,壅水至一定高度后,阻塞体瞬

间崩塌,泥石流的强大冲击力直接摧毁工棚。

4.工棚选址不当存在安全隐患。人工造林项目负责人和“工

头”防灾避险意识淡薄,工棚选址在山谷低矮岸坡和路涵下游,离

主沟水面高差小、距离近,存在严重安全隐患;同时,对强降雨造

成灾害的认识不足,在先后收到相关部门和监理单位的电话、微

信等临灾预警“叫应”调度后,未严格执行政府部门关于防强降

雨撤离户外作业人员的指示,贻误了造林工人转移避险时机。

（注：以上四点致灾成灾原因来源于《广东省水利厅连南瑶

族自治县“4·20”泥石流灾害技术复盘报告》）

二、灾害应对处置情况

（一）预警信息发布、调度部署、转移避险工作开展情况

连南县党政主要负责同志以及分管负责同志多次召开防汛

救灾工作调度会，对抓好防汛救灾工作作出具体安排，副市长、

县委书记闵飞于 4 月 4 日、11 日、16 日等多次深入各镇地质灾

害点、交通工程项目现场、水利设施、景区景点等一线督导防汛

救灾工作；县长房志荣于 4 月 7 日、8 日、12 日等多次到各镇地

质灾害点、企业、产业基地、景点、河流等地调研指导防汛救灾。

广泛动员各级各部门做好转移群众、抢通清淤、抢排积水等工作，

共派出党员突击队 4314 人次、网格员 4000 人次，发现汛期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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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患 546 宗，转移群众 1163 人次。

连南县三防办（县应急管理局）于 1 月 22 日印发《关于开

展 2024 年汛前防汛防风工作大检查的通知》，提前部署开展防

汛备汛工作；于 3 月中旬对全县七个乡镇全覆盖开展防汛备汛专

项检查。连南县三防指挥部根据气象预警情况及时启动应急响

应，2024 年及时启动应急响应 9 次，其中防汛应急响应 7 次（含

2 次响应升级）。

连南县自然资源局（连南县林业局）入汛至今，发布地质灾

害风险预警 21 次，发送预警短信 21 条 21774 人次，预警区域涉

及全县 7 个镇。在此期间，全县共出动人数 577 人次，巡查地灾

点 37 个 565 处次，组织转移人数 130 户 338 人。

连南县气象部门及时发布气象灾害预报预警信息，4 月份以

来发布气象预警 40 余次，气象预警决策短信 13 条覆盖约 9.3 万

人次，强对流天气提醒 6 条覆盖约 96.6 万人次。其中，4 月 19

日至 20 日，发布或更改预警信号 8 次，其中雷雨大风黄色预警

信号 1 次、暴雨黄色预警信号 3 次、暴雨橙色预警信号 3 次、暴

雨红色预警 1 次；手动提醒和叫应 52 人次、自动叫应 21 人次。

（二）应急处置与人员搜寻

1.应急处置情况。

接报后，清远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第一时间对抢险救援作

出安排部署；连南县委县政府立即启动应急响应机制，清远市副

市长、连南县委书记闵飞，县委副书记、县长房志荣，县委常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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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务副县长李万全，副县长吴健平等立即组织应急、消防、属地

三江镇前往大龙村事发地开展应急处置，设立现场指挥部，研究

制定搜救方案，组建了现场救援、物资保障、医疗保障、舆情研

判、安抚对接、交通管控、信息发布等 7 个工作组，迅速调度人

员力量、应急物资，并部署开展具体搜救工作。

4 月 20 日晚，市委市政府专门派出工作组，率领市应急管理

局、市消防救援支队、市综合应急救援中心连夜驰援连南开展救

援工作。

4 月 20 日晚 8 时左右，现场指挥部先行组织救援队 70 余人

沿着事发地所在河流向事发地方向搜寻，截至 20 日 23 时，未发

现失联人员。因所在地区山高坡险、雨势较大且夜晚视线差、进

山通道坍塌等不利因素，为确保搜救人员安全，避免次生灾害风

险，经现场指挥部研究决定，下半夜暂停搜救。4 月 21 日天亮后，

现场指挥部继续组织搜寻。

4 月 21 日起，市委副书记、市长温文星，省三防指挥部督导

（清远）工作组长、省住建厅党组成员、总工程师陈天翼，市委

常委、常务副市长黄建平，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雷虎，市应急

管理局局长黄永华等先后抵达连南瑶族自治县三江镇大龙村，现

场调度指挥，科学开展应急处置和人员搜救工作。

4 月 21 日晚上，公安机关依法控制涉事企业负责人及相关责

任人员。

2.人员搜救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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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20 日以来，现场指挥部根据事发地的具体情况，经充分

研判分析，部署分 4 个区、12 条线路全面组织开展徒步搜救工作，

由清远市消防救援支队、清远市综合应急救援中心、连南县应急

管理局、三江镇主要领导任分区指挥长，组织 12 个组，安排市

县应急管理、消防、公安、矿山救援队伍、镇村半专业队和佛山

雄鹰救援队、清远水松救援等队以及广州无人机、卫星通讯移动

基站等，截至 4 月 30 日累计投入搜救人员约 2600 人次全面开展

搜救；经过不间断搜救，4 月 23 日 14 时 30 分，于距离事发地下

方 50 米处，挖掘发现被掩埋的邓某、盘某 2 名失联人员（已失

去生命体征），4 月 24 日 10 时 45 分，在距离事发地下方 1.3 千

米处石缝中，发现 1 名失联人员盘某（已失去生命体征）。

5 月 1 日起，由市综合应急救援中心、连南县应急救援大队

和连南县消防救援大队等专业救援单位每日轮流组织 10 人的专

业人员携带搜救装备持续开展精准搜救行动。

5 月 15 日，专家组根据现场勘查和研判分析，认为后续搜寻

到剩余失联人员可能性小，搜救工作已无实际作用，建议终止搜

救。结合专家意见和实际情况，现场指挥部终止搜救工作。

3.善后工作情况。一是及时研究部署，4 月 20 日以来，现场

指挥部多次召开调度会议进行研究部署，要求三江镇、三排镇、

县委政法委等单位迅速摸清失联人员信息情况，“一户一专班”

对接跟进做好失联人员家属安抚工作；二是注重人文关怀，事发

后，连南县根据失联人员家属的意愿，在三江镇大龙村现场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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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就近设置了一个家属安置场所，让失联人员家属就近等待，及

时通报救援消息，并让失联人员家属现场感受党委政府全力组织

救援的工作情况；三是做好善后处置，成立了 1 个善后处置工作

领导小组，下辖安抚化解组、舆情应对组、维稳组等 3 个工作组，

组建工作专班 5 个，“一户一专班”做好善后处置工作，统筹抓

好死者家属权益维护、舆情管控、维稳等工作。协调用工单位、

责任人及保险公司等紧密筹措善后处置资金 370 万元，并全部发

放到位。组织县委网信办、县公安局网警大队、属地镇党委政府

扎实做好舆情风险监测，做好舆情风险管控。

4.应急处置评估。清远市委市政府、连南县委县政府坚持“人

民至上、生命至上”，坚决贯彻落实省领导指示批示要求，及时

启动应急响应机制，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靠前指挥、科学决策，

迅速组织各级应急、消防、公安等部门和社会救援力量开展科学

救援、安全施救，现场搜救处置措施得当，信息报告及时，善后

工作有序，在应急处置中无次生灾害、无衍生事故、无疫情发生，

无负面涉稳舆情，无出现上访等群体性事件。

三、调查发现的主要问题

（一）管理人员及从业人员安全意识不强，灾害常识和应急

避险意识欠缺

1.临时工棚选址不当。工棚选址在山谷低矮岸坡和路涵下

游，离主沟水面高差小、距离近，布置不合理，为灾害的发生留

下了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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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防灾避险意识不强。大龙山营造林项目 14 日开始共 14 人

在现场作业，19 日上午，现场施工负责人唐某没有组织撤离（根

据脱险者唐某笔录，19 日下午之前，唐某没有说过天气不好要下

山回家；根据脱险者盘某笔录，想着不下雨就去干活，唐某没有

明确必须马上走），6 名女工（根据笔录，原因为“下大雨干不

了活”）征得唐某同意后走路离开回家，7 名工人因离家路远没

有回家留宿在工棚，忽视了强降雨可能带来的危险。

3.应急避险意识不足。20 日凌晨 3 点左右留在工棚的人员在

听到雨声很大后就不敢睡觉，期间有人走出工棚查看水情，并起

来聊天，但没有及时向高处安全位置转移。

（二）项目管理存在问题

1.项目施工企业存在劳务分包和转包行为，现场施工管理不

够到位。连州市明发园林绿化有限公司（公司实际负责人吴某明、

公司法人吴某富）在项目中标（2024 年 1 月 25 日签订合同）后，

将连南县三江镇大龙村人工造林 2050（亩）标的劳务分包给张某

实施（口头约定），未签订委托合同和安全生产管理协议，张某

又将项目劳务分包给唐某并签订《连南县三江镇大龙村造林施工

协议》，签订日期为 2024 年 2 月 16 日。连州市明发园林绿化有

限公司对劳务分包单位的安全防范工作统一协调、管理不到位，

张某未驻场管理，唐某安全意识淡薄。4 月 17 日至事发，张某通

过电话、微信多次向唐某提出撤离要求（但张某未直接进现场组

织转移），唐某作为现场负责人没有组织涉事施工人员撤离避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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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失了撤离避险的机会，导致 7 人遭遇险情，造成 3 人死亡、2

人失联，只有 2 人脱险。

2.监理公司存在转包行为，监理职责落实不够到位。连南瑶

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局（县林业局）通过省中介超市直接选取的方

式，选取广联生态建设（广东）有限公司为“连南县 2024 年人

工造林及低质低效林改造”项目监理单位，并签订《连南县 2024

年人工造林及低质低效林改造委托监理合同》；广联生态建设（广

东）有限公司又将项目交与邓某[注册有广联生态建设（广东）

有限公司韶关市分公司，查其社保实际为广州花木兰绿化有限公

司人员）]。邓某无林业技术资格和监理从业资格（其提供的监

理员证书，经查询有效期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已过期），依

据国家林业局 2002 年发布的《林业生态工程建设监理实施办法》

和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制定的《林业生态工程施工监理技术规

程》，邓某不具备营造林工程监理资格。截至事发，监理公司对

涉事工棚搭建问题未有效督促整改，收到项目业主要求人员撤离

等预警信息，未有效督促并确认施工人员转移。

四、有关单位的责任及处理建议

（一）涉事企业、人员主体责任不落实

1.连州市明发园林绿化有限公司。作为中标施工单位，违反

《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九条、《广东省林业局造林管理办法》第

三十一条规定，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安全防范和防灾减灾工作

要求落实不到位,未将责任传导到施工一线；将涉事造林项目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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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分包给张某,但“一分了之”,对造林项目安全防范和防灾减灾

工作没有跟踪了解,对天气预警信息和行业监管部门（业主单

位）、监理单位的工作提醒重视不足,对涉事项目执行“人员撤

离”要求失管失察。

2.张某。承接人工造林劳务分包并再次分包，违反《安全生

产法》第四十九条、《广东省林业局造林管理办法》第三十一条

规定，作为分包人落实安全防范、防灾减灾工作不力，责任压力

传导和应急措施不到位，对唐某未及时执行“人员撤离”时没有

果断采取措施，错失撤离时机。

3.唐某。作为涉事项目现场负责人，违反《安全生产法》第

二十一条、《广东省林业局造林管理办法》第三十一条规定，住

地工棚选址不合理,风险意识淡薄、侥幸心理严重,敷衍上一级分

包人张某连续转来的预警信息和转移避险指令,未及时执行“人

员撤离”要求,导致造成严重后果。

4.广联生态建设（广东）有限公司。作为监理单位，违反《林

业生态工程施工监理技术规程》第六点第三项、《广东省林业局

造林管理办法》第十四条规定，监理工作履职不够到位,未督促

施工单位对工棚设置问题整改到位,未有效督促施工单位组织人

员及时撤离。

5.邓某。广联生态建设（广东）有限公司韶关市分公司负责

人，作为涉事项目监理工作负责人，违反《林业生态工程施工监

理技术规程》第六点第三项、《广东省林业局造林管理办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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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条规定，履行监理工作职责不够到位。

（二）行业监管责任落实不够到位

连南瑶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局（县林业局）。根据《连南瑶族

自治县自然资源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南办

发〔2021〕2号），该局加挂县林业局牌子，主要职责之一为“负

责组织开展林业生态修复和造林绿化工作”。该局履行行业主管

部门工作职责不够到位,督促施工、监理等项目参建方落实主体

责任不力。

（三）处理建议

1.建议追究刑事责任人员

（1）吴某富。连州市明发园林绿化有限公司法人，履行企

业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工作职责不到位，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

连南县公安机关已依法对其采取取保候审的强制措施。建议由连

南县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2）吴某明。连州市明发园林绿化有限公司实际负责人，

履行企业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工作职责不到位，涉嫌重大责任事

故罪，连南县公安机关已依法对其采取取保候审的强制措施。建

议由连南县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3）张某。涉事项目分包人，对涉事项目管理不到位，未

有效督促落实人员撤离，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连南县公安机关

已依法对其采取取保候审的强制措施。建议由连南县司法机关依

法追究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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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唐某。涉事项目分包人和现场负责人，现场管理不到

位，未落实人员撤离，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连南县公安机关已

依法对其采取取保候审的强制措施。建议由连南县司法机关依法

追究刑事责任。

除以上人员外，对于其他涉事人员是否构成犯罪，建议由连

南县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开展调查。

2.建议给予行政处罚的单位

（1）连州市明发园林绿化有限公司。作为施工单位，主体

责任落实不到位,对劳务分包单位的安全统一协调、管理不到位,

将涉事造林项目劳务分包给张龙,但未签订委托合同和安全生产

管理协议,对造林项目安全防范和防灾减灾工作没有跟踪了解,

对涉事项目执行“人员撤离”要求失管失察,违反《安全生产法》

等法律法规相关规定。建议由连南县自然资源局（县林业局）对

该公司进行行政处罚。

（2）广联生态建设（广东）有限公司。作为监理单位，监

理工作履职不够到位,未督促施工单位对工棚设置问题整改到位,

未有效督促施工单位组织人员及时撤离，违反《安全生产法》等

法律法规相关规定。建议由连南县自然资源局（县林业局）对该

公司进行行政处罚。

3.建议给予行政处罚的个人

（1）谢某。广联生态建设（广东）有限公司法人，履行企

业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工作职责不到位，违反《安全生产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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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法规有关规定。建议由连南县自然资源局（县林业局）对其

进行行政处罚。

（2）邓某。广联生态建设（广东）有限公司韶关市分公司

负责人，作为涉事项目监理工作负责人，履行监理工作职责不够

到位，违反《安全生产法》等法律法规有关规定。建议由连南县

自然资源局（县林业局）对其进行行政处罚。

4.对相关部门及人员问责建议

连南瑶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局（县林业局）落实行业和业主监

管责任不够到位，未压实企业主体责任。调查组已按程序把相关

材料移交纪检监察部门，对相关责任单位责任人问责意见，由纪

检监察部门提出。

五、主要教训

（一）对自然灾害的极端危害性认识不足,存在侥幸心理和

麻痹心态

行业主管部门防汛工作机制实际落实存在差距，尤其是对

“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的避险要求落实不够到位。涉

事企业相关人员缺乏风险意识和底线思维,对自然灾害极端危害

性认识不足,忽视暴雨、地质灾害等预警预报信息,存在侥幸心理

和麻痹心态，对涉事项目撤离人员的要求执行不坚决。

（二）企业防汛主体责任不落实,“叫应”机制落实不到位

施工单位对涉事项目“一分了之”，对行业主管部门发出的

汛期安全防范告知书以及暴雨、山洪、地质灾害预警信息无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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衷,未发出明确撤离避险指令,没有跟踪了解落实情况，至事发时

仍未落实“必要时停工撤离”等要求。监理单位对涉事施工人员

撤离问题,未有效督促落实到位。涉事项目管理人员、施工人员

安全意识淡薄，事发前已收到预警，却依然没有组织撤离、主动

撤离避险，责任层层失守,企业末端防汛责任严重缺位。行业主

管部门督促落实有盲区，虽多次通过面谈、微信、电话要求涉事

项目组织人员撤离,但未跟踪核实，转移避险工作未形成完整闭

环。

（三）项目参建各方日常履职不够到位,未有效形成合力

行业主管部门作为业主，虽然先后对该项目检查、沟通多次,

但未有效压实施工单位、监理单位等主体责任。施工单位违反安

全防范责任书要求,将人工造林项目劳务分包后便对该项目安全

防范工作置之不理。监理单位对涉事工棚搭建位置不合理问题,

未有效督促整改到位。

六、防范及改进措施建议

（一）加强领导，明确责任

各地各有关部门、有关单位要牢固树立“防大灾、抗大灾”

思想，切实加强对防灾救灾工作的领导，汛期要对本地区、本行

业、本部门各类自然灾害防范应对工作进行安排部署，确保责任

明确、措施落实；各地各部门要切实落实《清远市自然资源局强

降雨期间地质灾害防御快速预警响应工作方案》和《清远市突发地

质灾害应急预案》文件要求，严格执行防灾救灾责任制，把责任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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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到基层，落实到人，落实到工作的每一个环节；要严格落实责任

对接“三个联系”和特殊群体临灾转移“四个一”机制，按照“坚

决转、及时转、全面转、强制转”的原则，组织危险区域人员转移

避险。

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举一反三，尽快研究制定野外作业

安全工作指引；要加强野外施工作业场所选址管理,建立完善工棚

营地选址灾害评估机制;要建立针对野外作业人员的预警反馈校核

机制,多形式确认作业人员安全转移到位。

（二）加强监测，强化预警预报工作

气象、水文、应急、自然资源等部门要密切监视天气、雨情、

汛情、地质灾害险情的发展变化，做好预测预报工作，着力提高

强降雨、局地山洪、突发地质灾害预测预报的准确性和时效性。

对重点区域、重点时段、重点工程、重点部位、重大隐患要加密

监测，落实群专结合的监测措施。要加强分析会商，全面准确掌

握各类险情、灾情的发生发展趋势。一旦出现异常天气、汛情、

地质灾害险情，要及时发布预警信息。

（三）严密排查，全面消除安全隐患

强降雨或其他极端天气来临前，各地各有关部门、有关单位

要集中力量对山区公路、旅游景区、水利设施、输电线路沿线、

居民住宅等重点区域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点进行巡查、

排查、复查；做好山洪易发区、危险校舍、简易工棚、矿山及尾

矿库、危化品堆放场所、堆土场、农村危房及病险水库等重点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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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隐患点的排查整治。

（四）加强宣传，提高全民防灾减灾意识

各地各有关部门、有关单位要充分利用各种方式，开展内容

丰富、群众喜闻乐见的防灾减灾宣传活动。通过广播电视、手机

短信、报纸、墙报、专栏、宣传车等形式做好汛期灾害防范知识

宣传工作，提高全社会的灾害应对意识和防范能力。组织开展“全

国防灾减灾日”、“安全生产月”、“全国消防日”等主题活动，

通过广泛宣传教育，切实提高公民防灾避险意识和自救互救能

力。特别要加强对流动人员、外出务工人员、户外作业人员、“驴

友”等群体的宣传教育,强化山区极端天气、山洪地质灾害科普宣

传和风险警示教育,推动防灾常识、主动避险意识“入脑入心”。

（五）强化值班值守，保障政令信息畅通

各地各有关部门、有关单位要落实领导带班和干部24小时值

班制度，落实专人值班，确保指挥有力，信息畅通，处置迅速。

一旦出现灾情，能够及时上报，迅速处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