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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城县严把“四关”抓好灾情源头数据质量

赣州市石城县地处赣闽交界，境内以山丘地貌为主，地

表起伏较大，地表环境复杂，地质灾害点广布，自然灾害风

险交织。近两年，先后发生风雹、洪涝、雪灾等自然灾害，

造成直接经济损失达 2.013 亿元。为适应灾情管理的新形势

新要求，石城县始终将灾情数据质量作为灾情管理工作的重

中之重，严格从四个方面全过程抓好灾情源头数据质量，实

现灾情管理规范化、高效化和体系化。

一、严把数据“报送关”。一是压实责任链条。认真落

实应急管理部《防范和惩治统计应急管理统计造假弄虚作假

的责任规定》等要求，严格执行灾情统计制度规定，按照“谁



— 2 —

主管、谁负责，谁统计、谁负责”的原则，明确县、乡、村

三级负责灾情数据统计工作的领导干部职责，建立并落实灾

情信息“逐级签字、逐级负责”制度，坚持基层自报与县减

灾办指导上报相结合，坚决防止虚报、瞒报、漏报、迟报灾

情。二是规范报灾流程。建立全县报灾工作群，要求各乡镇

在灾害发生后 1.5 小时内将初报核心指标上报至工作群内；

续报时，及时补充完善灾情指标；核报时，县乡两级派人现

场核查、入户调查，进一步核准灾情数据。县应急管理部门

安排专人值守业务系统，完成灾情的初报、续报及核报，保

证灾情报送渠道畅通。三是细化台账管理。全面规范乡、村

灾害损失台账的建立、审核、上报等，形成每村每户的灾害

损失台账，保证灾害损失数据源头自上而下可追溯。每次灾

害发生后，各乡镇、村级灾害信息员都填报了灾情指标统计

表，及时标明受灾农户信息、损失情况、受灾类别，并附有

受灾图片或视频，全面做好记录、整理、完善、归档，确保

灾情数据有料可查、有据可依。

二、严把数据“审核关”。一是强化属地管理。要求各

乡镇明确一名分管领导对本辖区内各类灾情的统计上报统

筹管理。在续报、核报时，灾害信息员及时收集汇总各村灾

情，涉及转移避险人口、农作物受灾面积、绝收面积、基础

设施损失等数据，及时与水利、自然资源、农业农村等涉灾

部门做好沟通对接，核定源头数据，由乡镇领导签字后，统

一向县各涉灾部门报送，做到口径一致。二是强化线上甄别。

加强灾情信息综合管理，应急管理部门建立严格的数据审核

机制，根据降雨量、降雨强度与各乡镇上报的灾情报表，进

行对比分析，判断是否符合逻辑；通过浏览受灾图片或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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迅速准确判断当地受灾情况，对异常数据第一时间反馈、分

析和核实，及时纠正错误数据，切实把好数据审核关口。三

是强化现场核查。灾情稳定后，县减灾委组织应急管理、交

通、农业农村、自然资源等成员单位分组分片区深入各乡镇

和农户家中，对农业、农房、水利设施、道路交通、基础设

施等受灾具体点位，对照前期报送的灾害损失台账，逐项核

查评估，细致分析评估灾害损失情况，防止虚假数据和夸大

灾情，确保数据真实可靠。

三、严把数据“会商关”。一是建立会商制度，建立自

然灾害灾情会商研判制度，充分发挥减灾委综合协调作用，

加强部门协调联动，落实专人负责，定期或不定期召开会商

会议，及时掌握灾情动态，共同研究应对措施，形成工作合

力，提高灾情数据准确性。二是畅通共享渠道。通过报灾工

作群，组织水利、农业农村、交通、住建等各部门灾害信息

员对乡镇所报的转移避险安置人口、农作物受灾、基础设施

受灾、家庭财产损失等各自职责的灾情数据进行审核，互相

通报各自部门所掌握的自然灾害情况，对存在异议的数据进

行线上会商，数据更新及核报时，采取线下集中会商，确保

灾情纵向、横向高度统一，切实杜绝数据混乱、情况不准、

口径不一等现象。三是注重成果反馈。每期会商会议后，针

对不同类型的灾情及时进行总结分析，分享工作经验及存在

的不足，并以工作快报、灾情专报等形式向县委、县政府汇

报。坚持客观准确、口径一致的原则，会商决议一旦形成，

各部门灾情信息数据的核定和上报以会商结果为准，及时向

社会公布，接受社会监督，不得擅自更改，确保灾情会商的

数据详实、指标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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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严把队伍“素质关”。一是优化队伍结构。依托现

有网格优势，探索整合村级安全生产管理员、灾害信息员、

气象信息员、山塘水库管理员等对象，统一整合设立村级专

职应急管理员，实现“多员合一、一专多能”，大多数由当

地村书记或村干部担任，有效避免岗位变动频繁出现工作断

档的情况。二是勤抓业务培训。通过以会带训、视频培训等

多种形式开展培训，每年至少举办一次业务专题培训班，召

集各乡镇分管领导、灾害信息员及部门业务骨干参加，精心

挑选培训课题，邀请省、市专家进行辅导授课及报灾案例实

操教学，发放应知应会手册，为灾害信息员传经送宝、解答

疑惑。三是建立激励机制。为灾害信息员发放补助资金，配

备必要的防护装备和器材，减轻灾害信息员人身风险；加大

宣传引领力度，对灾害信息员及时准确报送灾情、有效排查

风险隐患、协助开展救灾救助等方面的做法，择优向上级推

荐典型案例，提高工作积极性和责任心。今年以来，全县 4

个成功避险案例得到应急管理部风险监测和火灾综合防治

司点名通报表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