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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 应急管理部办公厅关于

加强城市排水防涝应急管理工作的通知
建办城函〔2023〕152 号

各省、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应急管理厅，北京、天津、上海市水务局、应急管理局，重庆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

会、应急管理局，海南省水务厅，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应急管理局：

为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工作要求，按照《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 国家发展改革

委办公厅关于做好 2023 年城市排水防涝工作的通知》（建办城函〔2023〕99 号）要求，请各地进一步完善排水防涝应

急机制，做好城市排水防涝应急管理，加强应急处置协同联动，切实保障城市安全度汛。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加强省级统筹，建立跨区域应急协调联动机制

各地要明确省、市两级排水防涝责任人并向社会公开。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城市内涝治理的实施意见》

（国办发〔2021〕11号）要求，落实省负总责、城市具体落实的管理体制。各省（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水务）部

门要摸清本地区城市应急抽排设备、应急救援人员底数，建立本省（自治区）跨区域应急协调联动机制，按照一定半径，

在区位适中的若干城市建立省内区域统筹应急中心，实行省内统筹、统一指挥、统一调度，一旦本地区城市出现内涝灾

害、且当地应急力量无法有效应对时，立即启动应急响应，安排周边城市就近支援，做好全省“一盘棋”统筹调度。

二、强化部门协同，及时应急响应

各城市排水主管部门要加强与交通、水利、应急、能源、气象、消防等部门的协调配合，建立会商研判、抢险救

援、信息通报等工作机制，精准研判暴雨、台风等气象灾害形势，科学预判灾害损失、需要动员的应急力量规模、是否

需要省级部门协调支援等情况，明确城市排水主管部门应急响应启动条件。达到启动条件时立即启动本部门应急响应，

并提请同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针对城市内涝灾害，启动相应等级应急响应。

三、完善应急预案，有效应对风险

各城市排水主管部门要组织修订城市排水防涝应急预案，主要包括城市内涝灾害基本情况、组织体系和职责、预

防预备、监测预警、应急响应、抢险救援、应急保障、灾后恢复等内容，并做好与本级防汛应急预案的衔接，报本级防

汛抗旱指挥机构审批印发。要将灾后复盘和应急预案修订结合起来，应急处置结束后，及时查找应急预案的不足并加以

完善。要合理确定省、市、区（县）、街道（镇）、社区等不同层级排水防涝应急预案的编制深度，避免“上下一般粗”。

各城市排水主管部门要结合历史上发生过的积水内涝事件，查找风险隐患区域，有条件的地区可结合郑州“7·20”特

大暴雨、历史上本地最大降雨数据叠加模拟，准确掌握本地涝情风险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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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加强应急队伍建设，强化关键部位防范措施

各地要组织相关单位组建应急抢险专业队伍，加大装备投入，加强日常培训和宣教。开展应急演练和应急抢险时，

要做好现场安全管理，严格遵守操作规程，落实安全措施，避免一线作业人员伤亡等安全事故发生。针对地下空间出入

口、下穿隧道、地铁站口等涝情风险高的地区，及时储备防淹、防倒灌应急物资。认真落实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推进城市

基础设施生命线安全工程现场会议部署要求，结合本地实际，通过数字化手段加强对排水防涝设施、易涝点的智慧化监

控，防范化解积水内涝风险。

五、立足实战需要，加强应急演练

地方各级排水主管部门要定期组织应急演练，既要开展规定情境演练，又要开展事前不通知参演单位演练时间、

地点和演练内容的“双盲”演练。省级演练要侧重提高发生重大内涝灾害时跨区域调动能力，开展应急指挥推演。市、

县级演练要注重贴近实战，强化排水、应急管理部门与相关部门的协调联动。排水设施运营维护单位演练要注重提高人

员对抢险装备运输、使用的熟练程度。街道、社区、重点单位等基层演练要注重事前防范、转移避险措施运用，鼓励群

众、本单位员工等积极参与，提高群防群控、自救互救能力。

各地要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进一步做好城市排水防涝应急管理工作，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周密安排

部署，确保城市安全度汛。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

应急管理部办公厅

2023 年 6 月 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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