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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数”而上 打造风险普查浙江样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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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至关重要，摸清自然灾害风险隐患底数是前提基础。2020年至2022年，全国开展第一次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工作。

东南沿海的地理位置、“七山一水二分田”的地形地貌、相对集聚的经济发展布局，一系列综合因素叠加，决定了浙江是一个自然灾害风险较高的省份。我省高度重视

普查工作，将其作为夯实基层基础、提升自然灾害科学防控能力的一项牛鼻子工程来抓。2020年8月，浙江省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以下

简称省普查办）成立。

砥志研思，精进不休。三年来，浙江依托数字变革的先发优势和牵引作用，坚持“边普查、边应用、边见效”，利用普查汇集的海量数据，深化普查成果转化应用，为有效

防范化解重大灾害风险提供科学决策依据，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一项项创新性举措、变革性实践、突破性进展、标志性成果在之江大地遍地开花，“浙”里以“数”为笔，奋力交出普查工作高分答卷，努力为推进“两个先行”奋斗目标绘

就高质量发展的安全底色、为全国普查提供浙江经验和浙江智慧。

浙江普查工作谋划早，起步快。
早在全国普查试点启动之前，我省就
全面总结灾害应对过程中的成功经
验，形成自然灾害防御“六个一”（识别
一张图，研判一张单，管控一张表，指
挥一平台，应急一指南，案例一个库）
工作成果，打通了数据壁垒，畅通了共
享渠道，为全省普查试点工作的顺利
开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2020 年 8 月 13 日，浙江成立由常
务副省长任组长的普查领导小组，将涉
及普查工作的25个省级部门纳入成员
单位，办公室设在省应急管理厅。全省
各级普查领导机构在当年年底前全部组
建到位，形成了全省上下联动一盘棋。

浙江创新机制，夯基垒台，立柱架
梁，把普查等自然灾害防治工作摆上
政治高位，发挥巡视“利剑”和考核“指
挥棒”作用，形成责任到边到底、任务
落实落地、考核量化闭环的工作格局。

争先创优，赛马比拼。浙江建立
健全“一地创新、全省共享”机制，对数
字化改革成效突出的地区在年度改革
考评中予以加分，营造比学赶超的浓
厚氛围，引导各地各部门深度挖掘普
查数据价值，打造最佳应用案例。

创新向上，多维支撑，浙江内外兼
修，构筑坚强有力的保障机制，组建
100余名专业人员组成的省级团队，同
时成立省级专家技术组，吸纳防灾减

灾、地理遥感、数字化建设等各领域的
专家，为各地有序开展风险普查提供
专业指导，省市县三级累计投入普查
专项经费 16 亿元，整合网格员、技术
人员、志愿者等各方力量，同向发力推
进普查工作；出台全国首部公共数据
地方性法规《浙江省公
共数据条例》，完善数
字 化 改 革 地 方 标
准，规范普查数据
成 果 生 产 、归
集 、汇 交 、共
享 、使 用 等
全 生 命 周
期管理。

全域全面 “四梁八柱”迅速搭建

浙江山地众多、河网密布、海域广
阔，自然灾害点多面广，而自然灾害风
险普查作为一项全新的工作，涉及范
围广、专业性强、技术要求高、采集数
据多，如何在短时间内高质量完成普
查工作？浙江迎难而上，各行业部门
协同作战，各县（市、区）从实际出发，
广泛运用高新技术，不断优化普查方
式，提升普查效能和精度。

针对平原、山区、沿海等不同地形
地貌灾害特点，浙江将临安区、苍南
县、遂昌县列为3个国家试点，平湖市、
温岭市列为2个省级试点，同步开展全
灾种全链条普查工作。

各级普查办切实履行统筹协调、
督查指导职责，实施专班实体化运作，
完善表格化、清单化、项目化管理机
制，按月列清单、按周抓落实。各行业
部门密切配合，从拓展普查范围、细化
普查精度、优化普查方式上抓实抓细
普查工作。省建设厅创新制定城市内
涝灾害风险普查实施方案与技术导

则，率先在全国开展城市内涝风险隐
患调查；省水利厅在国家任务基础上
新增69个县（市、区）8000余个重点防
御村落山洪灾害补充调查，细化普查
精度；省林业局自主研发外业调查
APP，实现野外火源和防灾减灾数据
落地上图；省气象局开发暴雨重现期
计算、风险区划数据成果标准化批量
处理应用，大幅提高数据处理和成果
汇交效率。

各级因地施策，普查工作走深走
实。“我们在各社区提供的家庭户员名
册中，采用等间距抽样法科学获取 49
个社区 1960 个家庭户为本次家庭减
灾能力调查对象，并且在每个家庭户
填写《家庭减灾能力调查表》时对其进
行一一指导，以此来确保数据的真实
性。”杭州市上城区普查办工作人员介
绍。

从黎明到深夜，从田间地头到生
产车间，全省各地普查人员马不停
蹄。6 万余个网格 33 万名网格员等基

层力量、710 余家技术支撑单位、7800
余名技术人员和 3000 余名志愿者参
与普查。

数据质量是普查的“生命线”。浙
江牢固树立质量至上的理念，按照“谁
调查、谁评估、谁质检、谁负责”的原
则，在普查数据源头采集、自我校验、
后期抽查审核等各个环节，建立问题
发现、整改、闭环机制，严格把控普查
数据质量。今年2月，我省顺利通过国
务院普查办应急管理调查数据实地核
查，抽查数据准确率达
到 98.8% 。 7 月 13
日 ，全 省 建 设 行 业
普 查 数 据 以 全

“A”成绩（城镇
房屋A+，农村
房 屋 A，市
政 设 施 A）
通过现场核
查，得到住建
部充分肯定。

高效高质 普查工作稳步推进

普查关键在质量,核心在应用。
在普查数据汇交共享的基础上，省普
查办确定了16个普查成果应用试点
县（市、区），场景应用由点成片，构建
防灾减灾数字化新格局。

如果台风、洪涝等极端天气来
临，怎样才能清楚掌握重点领域危

险区域人员的转移去向？“浙江
安全码”来帮忙。

“‘浙江安全码’是我们
借鉴防疫‘健康码’经验，

开发的一款应用于汛期
等紧急情况下人员转
移的数字化工具，工作

人员只要扫一扫被转移
人员手机端的安全码或

纸质安全码，就能实现对人
员转移的精准管控。”杭州市

临安区普查办工作人员介绍。

“浙江安全码”人员转移场景只
是省应急管理厅开发的“防汛防台在
线”应用中的五大场景之一，“风险五
色图”场景滚动发布动态综合风险预
警“五色图”，实现灾害风险靶向研
判；“风险清单”场景根据风险研判和
预警提醒，一键下发风险清单⋯⋯

“防汛防台在线”应用连续两年被评
为全省数字化改革“最佳应用”。聚
焦数字化改革主跑道，实用管用的防
灾减灾应用场景遍地开花。

省普查办统筹推进自然灾害、
安全生产等多领域普查成果应用，
鼓励基层揭榜挂帅、先行先试，以点
上的突破带动整体推进。舟山市避
灾安置场所智能管理系统、宁波海
曙区“防台减灾智治”场景应用平
台、湖州长兴县“植被风险一张图”、
嘉兴平湖市“城市防内涝”应用、绍
兴柯桥区山洪风险模型、台州黄岩
区自然灾害综合监测预警系统⋯⋯
普查成果全面转化。

值得一提的是，省应急管理厅
组织浙江大学韧性城市研究中心

团 队 开 发 了“REN 双 驱 动 引
擎”，综合集成算力、数据、算

法、模型，打造智慧化“减灾
大脑”，赋能“灾前—灾中—

灾后”全过程场景应用。今
年以来，“REN 双驱动引擎”在

“轩岚诺”“梅花”等台风防御实
战中不断自我矫正、迭代优化，精

准分析、智慧决策能力得到有效提
升。

要完善国家应急管理体系，提
高防灾减灾救灾和重大突发公共事
件处置保障能力。自然灾害防治没
有终点，普查工作需要持续深化。
浙江将把普查的理念、方法、路径、
技术手段贯穿运用到应急管理全过
程，把普查成果应用延伸拓展至经
济社会发展各方面，推动公共安全
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努力为
我省“两个先行”作出新的贡献。

共创共享 成果转化“量质齐升”

浙江已全面完成 10 个行业

数据调查采集和质检核查任务。

涉及 6 大灾种风险隐患致

灾要素、2200 余万幢房屋等重

要承灾体、7 万余条历史灾害和

15.9万条综合减灾能力数据。

普 查 总 体 调 查 进 度 已 达

100%（含数据质检进度），位居

全国前列。

链接·普查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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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图片由浙江省应急管理厅提供)((本版图片由浙江省应急管理厅提供本版图片由浙江省应急管理厅提供))

省自然资源厅 至以普查数据为基

础，持续迭代“地灾智治”数字化应

用，推动地质灾害风险防范治理全周

期数字化管理。

省交通运输厅 研发全省公路“数

智防灾减灾平台”，实现公路承灾体

精准定位、风险类别“四色标识”、自

动化监测预警和分析研判。

省水利厅 综合运用重点防御村落

山洪灾害调查成果，构建山洪灾害预

警体系。

省林业局 运用森林火灾风险区划

成果，优化“林火智治”数字化应用。

省地震局 推进“震灾风险防治在

线”数字化项目建设，推动普查成果

与震灾风险防治需求精准对接。

省气象局 基于雷电灾害普查成

果，在全国率先开展“标准地”区域雷

电灾害风险评估。

杭州市 推动普查成果在亚运会安

保中的应用，制定“杭州市亚运风控图”。

温州瑞安市 用房屋建筑调查成

果，计算企业安全生产综合风险指

数，实现 1.4 万余家工业企业安全生

产分级管控。

丽水龙泉市 重塑历史灾害具体

产生过程，深刻剖析洪涝灾害发生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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