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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青区杨柳青镇 2023 年防汛预案

一.总 则

1.1 编制目的

为有效应对和处置洪涝灾害等突发事件，做好杨柳青镇

防洪减灾工作，保证防汛抢险工作高效有序进行，最大程度

的避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保障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

发展，特制定本预案。

1.2 工作目标

按照区防汛抗旱指挥部的部署，认真贯彻“安全第一、

常备不懈、以防为主、全力抢险”的防汛方针，按照“全面

部署、确保重点、统一指挥、团结抗洪”的原则，建立健全

杨柳青镇防汛组织体系，全面落实各项防汛责任制及措施，

动员和组织一切力量，在做好预防工作的基础上，采取积极

有效的措施，尽可能避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1.3 编制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汛条

例》、《天津市河道管理条例》、《天津市防洪抗旱条例》、《天

津市蓄滞洪区管理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区防汛抗旱指

挥部相关防汛抢险预案。

1.4 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杨柳青镇辖区内突发性水灾害的预防和



应急处置。

1.5 工作原则

贯彻以人为本和行政首长负责制；坚持以预防为主、防

抢结合；坚持因地制宜、突出重点；坚持统一领导、统一指

挥、统一调度；坚持服从大局、分工合作、各司其职；坚持

公众参与、军民联防；坚持工程与非工程措施相结合等原则。

二.基本情况

2.1 地理位置

杨柳青镇位于西青区西北部，西、北方向与辛口镇、河

北省、武清区、北辰区接壤，东、南与中北镇、张家窝镇相

连。杨柳青镇系西青区委区政府所在地，经济、文化交流中

心，是西青区的西北大门。镇区域内一、二级河道分别为：

子牙河、中亭河、南运河、自来水河、卫河等，境内河道总

长 32.6 公里。

2.2 社会经济

全镇居民共 36817 户，户籍人口 105282 人，其中 25 个

行政村农业人口 30234 人。行政区域面积 6548.936 公顷，

可耕地面积 1.5 万亩，全镇年税收收入 11 多亿元。

2.3 防洪工程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

子牙河、中亭河两条一级河道流经我镇，界内有二级河

道三条（南运河、自来水河、卫河）。水利工程主要有：水

闸 10 座，排涝泵站 7 座（大柳滩泵站、十街泵站、穆家地



泵站、五街泵站、六街泵站、二街泵站、东园泵站）。

我镇的水利设施建设随着全镇整体经济实力的提升和

镇领导的关心支持，大部分水利设施进行了新建及更新，再

加上勤于保养、维护，以前设备老化问题得到解决，现在均

可正常开启使用。

我镇防汛的薄弱环节主要是东洼和莲花淀区域。因两区

域地势相对较低，容易造成积水。其中东洼排水主要是依靠

铁路排干，而该排干渠因京沪、津保建设中被占用，破坏了部

分河道水系，而水的出路就是外环河和子牙河，若两河禁排，

整个东洼6000余亩土地将无处排水；莲花淀排水主要是依靠莲

花淀中排干，受辛口镇河道过水断面窄的制约，河水无法及时

排出，该河汛期常处于高水位运行，对河两岸的农田造成很大

的威胁。

针对上述问题，若出现防汛紧急情况，我镇将在第一时间

向区防汛办申请，把东洼水排入子牙河；协调辛口镇疏通河道，

加大过水断面，缓解高水位压力。

2.4 主要交通设施

辖区内有津同公路（GD112）、京沪高速、西青道、柳口

路、柳霞路、京福公路（GD104）、津静公路等主要交通干线，

包括子牙河一经路立交桥、京福公路子牙河大桥、南运河桥、

大柳滩桥等主要交通设施。

2.5 地区防御重点

子牙河 7+000—18+500（11.5 公里）防汛右堤和中亭河

（10.137 公里）大堤是我镇的防御重点。



三.防汛组织体系与职责

3.1 杨柳青镇防汛组织体系及职责

3.1.1 杨柳青镇防汛组织体系

按照防汛抗洪行政首长负责制的要求，成立杨柳青镇防

汛指挥部：

总指挥：镇 长（负责全镇防汛抗洪工作）

副指挥：分管农业的副镇长（负责组织汛情检查及农业

产业园区及农田排涝；负责组织抢险、救灾的资金保障等工

作）

分管统战的党委副书记（负责组织防汛工作协

调、防汛宣传等工作）

分管政法的党委副书记（负责组织安保和社会

治安巡查等工作）

镇纪委书记（负责汛期违法违纪行为的查处和

履职情况督查追责等工作）

镇党委组织委员(负责综合执法局及各村（街）

应急队伍的组织协调等工作）

镇党委宣传委员(负责防汛宣传等工作）

镇东、镇西派出所所长（负责做好安保和社会

治安巡查等工作）

分管社区的副镇长（负责组织社区危房检查及

群众转移、安置和社区排涝等工作）



分管三产的副镇长（负责组织宾馆、酒店、商

铺等商户的防汛排涝工作，并负责协调宾馆、酒店安置受灾

转移的群众）

分管城建的副镇长（负责协助搞好镇区道路、

居民小区、施工工地的排涝、组织对危房检测监控、协调市

政排水等工作）

分管工业的副镇长（负责组织工业企业、工业

园区的防汛及排涝等工作）

镇武装部部长（负责组织应急队伍进行抢险救

灾等工作）

分管民政的副镇长（负责组织镇区易积水居民

区危房群众转移、安置和静海县蓄滞洪区转移群众的接收、

安置等工作）

分管安全的副镇长（负责协助组织特别重大灾

害、重大灾害应急处置工作，组织协调水旱灾害突发事件调

查评估。负责汛前、汛中及灾民安置点的食品、水、电、气

安全的保障、检查监督等工作）

成 员：梁浩、李晓飞、李泽涛、安广芝、刘少峰、

高宝利、杨树元、龙亚辉、徐义成、安琪、孙建全、赵玉霞、

吴恩军、方晓东、董建、毛俊博、李娟、陶健、周兴智、孙

思宏及 25 个村党组织书记和 17 个社区主任。

指挥部下设办公室，负责全镇防汛日常工作。办公室主

任由分管农业的副镇长兼任，副主任由梁浩、杨树元同志担

任，办公地点设在镇农业农村办。



杨柳青镇防汛抗旱指挥部是镇辖区防汛工作的常设机

构，行使辖区防汛指挥权，组织督促防汛工作的实施。其主

要职责包括：

（1）健全防汛组织机构，落实防汛职责，制定、实施

防汛抢险预案；

（2）及时传达有关洪涝灾情预警信息和上级指示精神，

执行上级要求的防汛救灾行动；

（3）组织做好防汛各项准备工作，组织抢险队伍，储

备抢险救灾物资，守护重点工程、部位，保障安全度汛；

（4）负责组织协调全镇防汛抢险救灾工作，安置疏散

灾民，设置避难场所，并做好群众食宿等相关工作；

（5）负责全镇灾后生产自救、慰问、安抚工作，认真

组织查灾、核灾，及时向上级报告灾情，接收、发放救灾物

品，保障灾民的基本生活。

3.1.2 杨柳青镇防汛抗旱指挥部各专业组职责

指挥部根据实际需要设立水情监控组、协调组、监督组、

抢险组、治安组、电力保障组、交通保障组、灾民安置组、

卫生防疫组、宣传教育组、资金和物资供应组、生产恢复组、

“三区”排水组等专业组。各专业组职责明确，分工合作，

保证必要时能各负其责，有条不紊地开展工作。

（1）水情监控组（由农村办牵头）

组 长：分管农业的副镇长

副组长：杨树元、各村（街）书记

成员单位：农村工作办公室、各村（街）



主要职责：及时传达有关洪涝灾情预警信息和上级指示

精神，通知各单位做好抗洪抢险救灾工作事项，及时为指挥

部提供有关决策依据，协调各机构的工作关系；及时了解水

情、灾情，向指挥部和上级有关部门汇报；及时将雨情、水

情、灾情、救灾办法和指挥部指令等通知各村及各有关单位；

严密监视洪水动向，组织做好灾情监控工作。

（2）协调组（由党建办牵头组成）

组 长：分管统战的党委副书记

副组长：梁浩、李晓飞

成员单位：党建办

主要职责：负责各部门及各村（街）、各社区之间的工

作协调，出现险情时把领导小组的指令及时下达到各部门，

各村（街）、社区。

（3）监督组（由镇纪委牵头组成）

组 长：纪委书记

副组长： 李泽涛

成员单位：镇纪委

主要职责：负责对各成员单位防汛工作监督、检查。

（4）抢险组（由镇武装部牵头组成）

组 长：武装部长

副组长：孙建全、毛俊博、各村（街）书记

成员单位：综合执法局、民兵预备役、各村（街）

主要职责：负责子牙河右堤、中亭堤、卫河及区防汛办

要求的堤岸抢险工作；组织演练抢险技能，发生险情时组织



进行人工和机械抢险。

（5）治安组（由综治办牵头组成）

组 长：分管政法的党委副书记

副组长：李益祥、陈润斌、刘少锋、孙建全

成员单位：镇东派出所、镇西派出所、社会治安综合治

理办公室、综合执法局

主要职责：在抢险时和出现水灾时保障社会治安，避免

出现混乱局面。

（6）电力保障组

组 长：孙思宏(城西供电分公司杨柳青供电服务中心

主任)

成员单位：杨柳青供电服务中心

主要职责：保障安全用电，检查、维修线路，保证供电。

在汛前消除各种隐患，并在抢险时解决好临时电源。

（7）交通保障组

组 长：周兴智（杨柳青交管大队队长）

成员单位：杨柳青交管大队

主要职责：保障汛期交通安全、道路畅通，发生险情时

为疏散群众提供必备的保证。

（8）灾民安置组（由民政办牵头组成）

组 长：分管民政的副镇长

副组长：李娟、高宝利、安广芝

成员单位：综合便民服务中心（民政）、社会事业发展和

管理办公室（社区、教育）、各村（街）、社区



主要职责：调剂、保障救灾物资的筹备和发放，做好本

镇蓄滞洪区、易积水区域的群众转移和静海区转移群众的接

收和安置工作；做好贫困户、军烈属及其他危漏民房和学校

房屋的检查工作，确保不出人身伤亡事故。

（9）卫生防疫组（由市容办牵头组成）

组 长：分管市容的副镇长

副组长：龙亚辉、孙超

成员单位：环境保护办公室（市容）、中医医院

主要职责：负责清理受灾区域的环境卫生，及时清除疫

病传播源，备足医疗用品，及时防治疫情，保障人民群众身

体健康。

（10）宣传教育组（由网信办牵头组成）

组 长：镇党委宣传委员

副组长：安琪

成员单位：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宣传）

主要职责：利用广播通讯向干部群众宣传防汛形势，宣

传抗灾的优秀典型，以反面人物和工作为警为鉴，及时发布

区、镇有关工作要求。

（11）资金、物资保障组（由财政办牵头组成）

组 长：分管财政的副镇长

副组长：徐义成、李娟

成员单位：财政和资产管理办公室（财政）、综合便民

服务中心（民政）

主要职责：出现特大灾情，储备物资严重不足时，提供



资金保障，筹集防汛救灾物资。

（12）生产恢复组（由企服牵头组成）

组 长：分管工业的副镇长

副组长：方晓东、董 建、杨树元、赵玉霞

成员单位：经济发展办公室（企业服务）、农村工作办

公室、经济发展办公室（三产）

主要职责：出现水害，在水害过后应迅速组织有关人员

协助各单位尽快恢复生产，减少水害损失。

（13）“三区”排水组（由城建办牵头组成）

组 长：分管城建的副镇长

副组长：吴恩军、董建、杨树元

成员：建设和管理办公室（城建）、经济发展办公室（企

业服务）、农村工作办公室

主要职责：城建办负责镇区内排水工作，做到雨后及时

排水，保障主干公路和地势低洼的居民区院内不积水；企服

负责工业园区内的排水工作；农村办负责组织农业园区的排

水工作。

（14）安全保障组（由安全办牵头组成）

组 长：武装部长

副组长：陶健

成员单位：公共安全管理办公室（安全办）

主要职责：协助组织特别重大灾害、重大灾害应急处置

工作，组织协调水旱灾害突发事件调查评估。负责防汛抢险

过程中的施工安全指导，检查监督等工作。



3.2 村级防汛组织体系及职责

辖区内 25 个村（街）设立防汛领导小组，组长由村委

会主任担任，成员由村两委班子成员组成，明确防汛职责，

按照村级防汛责任人及其具体职责搞好责任落实。

村（街）防汛领导小组职责为：

（1）熟悉镇防汛抢险预案，组织制定和落实本村的防

汛预案，建立村级抢险队伍；

（2）按照镇防汛抗旱指挥部指令，开展本村防汛抢险

救灾避险的具体工作；

（3）当接到镇防汛指挥部洪涝灾情预警信息时，村防

汛领导小组成员立即上岗到位，将预警信息传达到户、到人，

做好巡堤查险及人员转移准备等工作；

（4）做好本村群众和流动人口转移安置的宣传教育工

作，明确人员转移时间、地点、路线、召集人员和注意事项

等。当接到上级人员转移命令时，协助做好人员转移的具体

工作，迅速将危险区群众转移至安全的避灾场所；当出现交

通、信息中断或突发险情时，组织实施自主转移；

（5）当发生洪涝灾害时，发动群众及时开展抢险救灾

和自救互救，并及时将灾情报告镇防汛抗旱指挥部；

（6）配合镇防汛抗旱指挥部做好灾情统计和救济救助

工作。

3.3 中亭堤和子牙河左、右堤责任段

3.3.1 中亭堤责任段

0+000——1+500 堤段，责任单位一街村，责任人刘宗清；



1+500——2+100 堤段，责任单位六街村，责任人张译夫；

2+100——2+850 堤段，责任单位七街村，责任人宋亚宽；

2+850——3+200堤段，责任单位八街村，责任人王成；

3+200——3+690堤段， 责任单位九街村，责任人张伟；

3+690——4+020堤段， 责任单位十街村，责任人刘猛；

4+020——4+250堤段， 责任单位十一街村，责任人穆军；

4+250——4+600堤段， 责任单位十二街村，责任人林杰；

4+600——5+170 堤段， 责任单位十三街村，责任人黄世

好；

5+170——6+230堤段， 责任单位十四街村，责任人唐国

庆；

6+230——7+000堤段， 责任单位十五街村，责任人何斐

然；

7+000——8+020堤段， 责任单位十六街村，责任人杨俊

宝；

8+020——10+137堤段， 责任单位大柳滩村，责任人于树

根；

3.3.2子牙河右堤责任段

7+000——9+070堤段，责任单位东桑园村，责任人李悦勇；

9+070——9+760堤段，责任单位前桑园村，责任人汪悦；

9+760——10+680堤段，责任单位后桑园村，责任人李玉

生；

10+680——13+300堤段，责任单位东咀村，责任人任兆勇；

13+300——13+880堤段，责任单位西咀村，责任人张庆增；



13+880——14+570堤段，责任单位娄家院村，责任人李如

海；

14+570——15+850 堤段，责任单位二街村，责任人于洋；

15+850——16+430 堤段，责任单位三街村，责任人杨作仁；

16+430——17+120堤段，责任单位四街村，责任人王力；

17+120——17+930堤段，责任单位五街村，责任人徐文慧；

17+930——18+500堤段，责任单位隐贤村，责任人王振；

3.3.3子牙河左堤责任段，白滩寺村负责本村境内防洪堤

段，责任人王广宇；

四.预警及响应措施

4.1 当区防汛抗旱指挥部发布Ⅲ级、Ⅳ级预警时，启动

Ⅲ级响应

4.1.1 可能出现的灾害影响概述

辖区内部分农田可能发生沥涝（发生强降雨时），东洼

及莲花淀，处于地势低洼地区，但居民区尚不会发生危险。

4.1.2 防御措施

（1）在接到区防汛抗旱指挥部预警后，镇领导上岗到

位，严格执行 24 小时值班制度，随时掌握水情、雨情、险

情、灾情，并及时上报，做好上传下达。镇防办立即通知有

关部门、各村责任人及时进入防御状态，落实预警、防御等

各项工作。

（2）镇防指按照责任段组织口门管理单位、管理人员



对镇及以下管理的涵闸以及无明确管理单位的涵闸进行巡

查，并对存在问题的口门进行跟踪。

（3）镇防指严密注视水情、工情，对险工险段、闸涵

泵站等加强监测，视情况组织责任单位做好撤离准备和出险

口门封堵工作。

（4）对危险的路、桥及险工险段派出人员值勤，防止

不安全事故的发生，督促辖区内的企业等做好安全检查和防

范工作。

（5）对可能受淹泡地区的农作物、鱼塘，如即将收成

的，应立即组织群众抢收和捕捞鱼塘中的成鱼，尽量减少灾

害损失。

4.2 当区防汛抗旱指挥部发布Ⅱ级预警时，启动Ⅱ级响

应

4.2.1 可能出现的灾害影响概述

东洼、西洼地区由于排水河道断面小，水流不畅、渠道

改造等原因，当发布Ⅱ级预警时很可能出现水灾，但人口尚

不需转移，另外受子牙河、中亭河发生险情的影响，杨柳青

镇东淀地区内三街、六街、七街、八街、九街、十街、十一

街、十二街、十三街、十四街、十五街、白滩寺村、大柳滩

村、西咀以及东淀十二街苗圃地块、益利来养殖、德仁水产、

精武种猪等企业，有水灾淹没的危险，需准备通知转移流动

人口 402 人，东淀蓄滞洪区内的村（街）、单位负责落实转

移交通工具、路线和安置地点。

4.2.2 防御措施



(1）在接到区防汛抗旱指挥部预警后，镇领导上岗到位，

严格执行 24 小时值班制度，随时掌握水情、雨情、险情、

灾情，并及时上报，做好上传下达。

(2）镇包村干部要立即到所包的村（街），与村（街）

防汛责任人一起，组织人员对受子牙河、中亭河堤防发生险

情影响的区域进行巡查，加强观测，如发现异常情况立即组

织群众及流动人口，经中亭堤等撤退路线转移至镇内其他安

全地点。对受威胁企业根据安全检查情况，采取人员转移、

停产等措施，确保安全。

(3）按照镇防指命令，抢险组对相关跨河桥梁、堤防生

产交通豁口实施封堵，交通保障组对被洪水淹没的路、桥，

竖立警示标志，严禁行人过往，中亭堤实行交通管制。

(4）按照镇防指命令，水情监控组对存在问题的口门实

施专人值守，抢险组落实抢险人员、抢险物资，加强巡查和

检查，密切监视水情、工情变化，发现异常情况及时报告。

(5）按照镇防指命令，抢险组立即组织镇应急抢险队在

指定地点集结就位，对子牙河、中亭河沿线出险堤段，实施

工程抢险，并及时上报相关情况。治安保卫组负责维护防汛

抢险正常秩序。

4.3 当区防汛抗旱指挥部发布Ⅰ级预警时，启动Ⅰ级响

应

4.3.1 可能出现的灾害影响概述

除了转移Ⅱ级预警响应机制时的人口，还应转移东洼及

西洼内的常驻人口及流动人口，灾民安置组落实转移交通工



具、路线和安置地点。

4.3.2 防御措施

（1）根据区防汛指挥部指令发布紧急动员通告，镇全

体领导上岗到位，严格执行 24 小时值班制度，随时掌握水

情、雨情、险情、灾情，并及时上报，做好上传下达。动用

一切人力、物力、财力、投入抗洪抢险救灾。

（2）镇包村干部要立即到所包的村（街），与村（街）

防汛责任人一起，立即组织受到洪水直接威胁区域的群众转

移至镇区其他安全地点，同时，镇防指要组织危险区未转移

群众撤退到指定的安全地点，并做好有关安置工作。镇交通

保障组负责子牙河右堤及中亭堤等撤退道路的交通管制、限

行。

（3）转移安置组要组织做好转移群众的安置工作，及

时掌握各地安置灾民动态，确保受灾群众的日常生活所需，

解决衣、食、住等问题。同时负责未转移人员的日常生活与

转移安置组的信息畅通，确保留守人员安全。

卫生防疫组要做好转移群众的伤病员抢救工作，加强灾

区疫情监测和防御，指导医疗卫生防疫工作，防止疫情蔓延；

做好救灾防病宣传，做到灾后无大疫。

治安组要做好本镇受灾地区治安保卫工作。

（4）镇防指水情监控组组织群众和民兵上堤进行昼夜

巡查，密切监视水情、堤情变化，发现异常情况及时汇报并

处理。

（5）镇防指水情监控组配合区防指做好防汛抢险所需



土源及其它抢险物资的落实，并按照区防指的部署，调集镇

级抢险力量对出现的险情全力抢险，及时上报相关情况。

（6）镇防指组织和指导群众开展抗洪自救活动。

五.接收安置静海区转移群众任务

按照市、区防办的统一部署，静海区做为蓄滞洪区，一

旦发生洪水，部分街镇、村庄人口需要向各区组织转移，按

照区防指的安排部署，我镇接收、安置静海区王口镇蓄滞洪

区的转移群众总人数为 4683 人。接收、安置工作按照就近

转移，集中安置的原则进行部署。

六.杨柳青镇 2023 年“三区”防汛除涝

农村居住社区、示范工业园区、农业产业园区是我镇防

汛除涝重点区域，各相关单位不能有麻痹大意思想，不能存

在侥幸心理，要有防汛除涝的整体意识和思想观念，确保“三

区”防汛除涝工作能够顺利进行，促进“三区”建设又好又

快的发展。为此，特别制定“三区”防汛除涝应急预案如下：

6.1 成立杨柳青镇“三区”防汛除涝领导小组，统一领

导防汛工作。

领导小组人员构成如下：

组 长：镇长

副组长：分管农业、工业、城建、社区的副镇长



成 员：董 建 方晓东 高宝利

杨树元 吴恩军

6.2 成立“三区”防汛除涝专项应急小组。

6.2.1 示范工业园区

负责人：分管工业的副镇长

工业园区防汛除涝生产恢复组。组长：董建、方晓东

职责任务：

（1）负责工业园区内的沥水排除工作，组织相关村及相

关单位对园区内的主干管道、检查井、泵站及排水闸门进行

清理疏通，维修、维护及保养工作，确保汛期沥水排除顺畅，

泵站运转闸门启闭能够正常进行。

（2）落实好防汛物资储备和抢险队伍，在抢险时负责疏

通园区内的所有道路，保证抢险道路畅通无阻。

（3）如遇水害时迅速组织调动防汛抢险储备物资、机械、

车辆及防汛抢险队伍进行抢险救灾，使工业园区尽量减少因

水害造成的损失，尽快恢复生产。

6.2.2 居住社区

负责人：分管城建、社区的副镇长

居住社区排水及易积水居民区危房群众安置组。组长：

吴恩军、高宝利

职责任务：

（1）负责各社区内的沥水排除工作，协调市政等有关部

门利用一切保障措施，确保居民社区院内不出现严重积水。

（2）协调市政、社区、物业管理部门，对社区院内的支



干排水管道进行清理疏通工作，确保汛期沥水能够顺利排入

主管道内。

（3）联系市政部门落实好防汛储备物资、人员、机械、

车辆等，如出现水害时及时上报镇防办，并迅速组织防汛抢

险队伍进行抢险救灾工作，在保证人民生命财产不受到损害

的前提下，把水害造成的经济损失降到最低点。

（4）认真做好城镇易积水居民区危房群众安置工作，最

大限度地减少内涝灾害损失，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6.2.3 农业产业园区

杨柳青园艺科技博览园、杨柳青东洼、东淀和莲花淀农

业产业园以及各农业企业。

负责人：分管农业的副镇长

农业产业园区防汛除涝组。组长：杨树元

职责任务：

（1）全面负责杨柳青镇各产业园区内的沥水排除工作，

保证农业园区内不受淹，不形成严重积水并协助各农业企业

做好排涝工作。

（2）协调东洼、东淀产业园区及各农业企业，落实好防

汛物资储备工作，备好编织袋及土源，保证防汛除涝时物资、

机械、车辆能够及时到位。

（3）如出现水害时，迅速调动防汛物资，组织镇、村、

企业三级抢险队伍对设施农业周围及大棚入口处利用土袋

进行封堵，确保温室、大棚不受淹。



七.防汛物资储备情况

镇防汛办储备草袋、编制袋 52000 条，木桩（4—6m）

420 根，移动泵车 2 台套、各种潜水泵共 16 台、应急水泵

23 台套、便携式发电机 2 台套、救生衣 300 件、救生圈 150

个、军用雨衣 68 套、胶皮线 16 盘、12 号铅丝 14 盘，铁锨

500 把、洋镐 30 把、铁锤 30 把、断线钳 10 把、手扳锯 10

把、彩条布 16 件、充电头灯 150 个、移动电源 6 台套、防

汛沙袋 5200 个、21 件组合工具 2 套等。各村（街）、有关单

位也要储备充足的防汛物资，为平稳度汛提供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