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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南县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

关于印发 《衡南县县级饮用水水源地突发

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的通知

县直相关部门,相关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 :

《衡南县县级饮用水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已经

县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同意,现予以印发,请认真遵照执行。

附:衡南县县级饮用水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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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

衡南县县级饮用水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

应 急 预 案

1 总则

1.1编制目的

为切实做好衡南县县级饮用水水源地污染防治工作,苌 采

供水安全,建立健全应对集中式饮用水源地突发环境事△
=立

急机制,提高政府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维护社会稳定,促进

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保障公众生命健康和扌丰安全 ,

高效、有序地组织预防、控制和解除突发事件危∴;结合近年

来衡南县县级饮用水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应急三作实际,编制

形成了 《衡南县县级饮用水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1.2工作原则

(1)以 人为本,预防为主。加强对集中式饮用水污△=
监测、监控并实施监督管理,建立集中式饮用水源地乏Ⅰ预噎

事件风险防沧体戢 将应对突发事件的各项工作落
=三

≡常詈

理之中,积极预防∷及时控制、消除隐患,提高∷Ⅰ锭吡理题

发事件的能力,尽可能地避免或减少突发事
J二 万可三。泄鲒碱

减轻突发事件遭蠛的影响和损失,最大程芟△熳瑗⊥=吱 蜷胱亍

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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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分类管理,属地为主。在县政府统一领导下,加强

部门之间的沟通协作,提高快速反应能力。针对事件特点,实

行分类管理,充分发挥部门专业优势,采取准确、有效的应对

措施。充分发挥地方政府职能作用,属 地为主,实行分级响应。

(3)平战结合,科学处置。积极做好应对集中式饮用水

源地突发环境事件的物资和技术准各,加 强培训演练,充分利

用现有专业应急救援力量 ,·整合监测网络,引 导鼓励实现一专

多能,发挥经过专门培训的应急救援力量的作用。

(4)依法规范,加强管理。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加强集

中式饮用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管理,维护公众的合法权

益,使应对突发水污染事件的工作规范化、制度化、法制化。

(5)快速反应,协 同应对。加强集中式饮用水源地突发

环境事件的应急处置队伍建设,建立各相关部门的协调联动机

制,充分发挥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志愿者队伍的作用,形

成统一指挥、功能齐全、运转高效的集中式饮用水源地突发环

境事件应急管理机制。

1.3编制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国家突发环境事件

应急预案》、《集中式地表水饮用水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

案编制指南 (试行)》 等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 F̈

1.4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衡南县县级饮用水水源地(衡南县湘江饮用

水水源地和衡南县耒水饮用水水源地)及其周边突然发生或者



可能发生造成水污染事件,影响衡南县居民饮水安全,对衡南

县社会稳定、政治安定构成威胁,有 重大社会影响的衡南县县

级饮用水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的应急工作。

2 应急指挥体系及职责

2.1应 急指挥体系

衡南县人民政府设立衡南县县级饮用水水源地突发环境

事件应急指挥部 (以下简称
“
应急指挥部

”),由 县人民政府县

长任指挥长,分管副县长任副指挥长,县政府办公室、县委网

信办、县应急管理局、市生态环境局衡南分局、县气象局、县

发展和改革局、县财政局、县商务和粮食局、县科技和工业信

息化局、县公安局、县交通运输局、县卫生健康局、县住旁和

城乡建设局、县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县水利局、县农业农

村局、县民政局、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县消防救援大队、县自

来水公司、国网衡南供电分公司、县地方海事处、相关乡镇人

民政府 (近尾洲镇、栗江镇、向阳街道、松江镇、云集镇、茶

市镇、冠市镇、江口镇、相市乡)等单位负责人为指挥部成员。

衡南县县级饮用水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指挥部办公

室设在市生态环境局衡南分局,由 市生态环境局衡南分局局长

兼任办公室主任。

发生突发环境事件时,成立应急处置现场指挥部,由 应急

指挥部及其办公室有关人员组成,负责现场决策、指挥和信息

上报工作。



2.2应 急指挥部职责

2。 2.1应 急指挥部

(1)贯彻执行国家有关衡南县县级饮用水水源地突发环

境事件应急工作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湖南省、衡阳市以及本

县有关规定 ;

(2)配合湖南省和衡阳市环境应急指挥机构,组织、协

调衡南县县级饮用水水源地·I级环境事件调查和应急处置工

'作 ;统一指挥协调衡南县县级饮用水水源地 H级环境事件调

查和处置工作 ;

(3)及 时制定处置方案,研究处理衡南县县级饮用水水

源地突发环境事件的重大事项,向 县政府及市政府有关部门报

告应急处置工作进展情况 ;

(4)组织协调有关成员单位做好衡南县县级饮用水水源

地突发环境事件的应急保障、救助支援工作 ;

(5)发 生衡南县县级饮用水水源地 H级环境事件时,设

立现场应急救援指挥部 ;

(6)负 责衡南县县级饮用水水源地 H级环境事件有关信

息的发布 ;

(7)受上级委托处置衡南县县级饮用水水源地 I级环境

事件。

2.2。 2应急指挥部办公室

(1)执行应急指挥部的决定和指示 ;

(2)负 责协调和督促检查衡南县县级饮用水水源地内乡     ,



镇人民政府、县直各部门应急管理工作,协调、组织有关方面

研究提出的县应急管理的政策、规定和规划建议 ;

(3)协调各成员单位履行本预案中的职责 ;

(4)承担组织评估、修订本预案的具体工作 ;

(5)聘请相关领域的专家,组建衡南县县级饮用水水源

地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专家组 ;

(6)协助县人民政府处置衡南县县级饮用水水源地突发

环境事件,协调指导衡南县县级饮用水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的

预防预警、应急演练、应急处置、调查评估、信息发布、应急

保障和县外助援等工作。

2.2.3指挥部成员单位及职责

详见附件一。

2.2.4应 急处置现场指挥部

(1)贯彻国家应急工作方针,根据县政府应急工作原则

和方案,组织有关职能部门对事故发生地区进行技术支持和支

援 ;

(2)领导和协调衡南县县级饮用水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

应急工作,部署县政府交办的有关工作 ;

(3)及时了解掌握集中式饮用水源突发环境事件事故情

况,根据情况需要,向县政府报告事故情况和提出应急措施的

建议 ;

(4)组织协调指挥部各职能组按照预案迅速开展抢险救

灾工作,力 争将损失降到最低程度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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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根据事故发生状态,统一部署抢险预案的实施工作 ,

并对应急工作中发生的争议采取紧急处理措施 ;

(6)在本行政区域内紧急调用各类物资、设备、人员和

占用场地,在事故处理后及时归还或给予补偿。做好稳定社会

秩序和伤亡人员的善后和安抚工作 ;

(7)组织事故应急技术研究和应急知识宣传教育等工作 ;

(8)负 责衡南县县级饮
·
用水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应急信

'息的接收、核实、处理、传递、通报、报告 ;

(9)其他有关衡南县县级饮用水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应

急的重要事项 ;

(10)如 已发生二次危害,立 即组织相关部门采取有效措

施控制事态发展。

2.2.5现场指挥部组成

现场指挥部下设专家咨询小组、宣传报道小组、综合协调

小组、应急监测小组、污染控制小组、医疗救治小组、治安维

护小组、后勤保障小组、善后处理小组、事故调查小组等 10

个应急处置工作小组,作为衡南县县级饮用水水源地突发环境

事件应急处置实施机构。对应工作小组及主要职责详见附件



专家咨询小组

综

合

协

调
小

组

宣

传

报

道

小

组

应

急

监

测

小

组

污
染

控

制

小

组

医
疗

救

治

小

组

治

安

维

护

小

组

后

勤

保

障

小

组

善

后

处

理

小

组

事

故

调
查

小

组

图⒉2-1 现场指挥部组织结构图

3 预防与预警机制

3.1监测和风险分析

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应会同有关成员单位根据各自职责,按

照
“
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

”
的原则,做好辖区内集中式地

表水饮用水水源地的环境信息及常规环境监测数据的收集、综

合分析及风险评估工作。当发生突发事件时,做到及时到达现

场、及时测出数据、及时提供可靠权威信息,根据污染具体情

况,实施动态跟踪监测、水质水量同步监测手段。

生态环境部门要加强日常环境监测,利用现代信息技术 ,

对可能导致突发环境事件的风险信息加强收集、分析和研判。



3.2预防与应急准备工作

3.2.1水源地基本情况调查

生态环境部门对县级饮用水水源地基本情况进行调查。调

查内容包括:水质状况调查、风险源调查、管理状况调查。

3.2.2饮用水水源地水质监测

市生态环境局衡南分局对衡南县耒水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和衡南县湘江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水质状况进行监测,建立常规

监测制度,按监测项目及频次要求,定期对水源地水质、水量

开展常规监测,并与卫生健康、水利等部门的监测数据加强沟

通联动。

3.2.3预案体系建设

市生态环境局衡南分局负责组织编制和完善衡南县县级

饮用水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定期开展应急演练。根

据预案的演练情况,进一步完善风险防范措施,提高风险防控

水平,消 除或减少对水源地的潜在影响。

3.2.4饮用水源地污染防治

饮用水源地污染防治的目的是为了有效减少和防止饮用

水源地内的各种污染源保障饮用水源水质。采取的各种污染防

治措施如:加 强饮用水源地的面源管理和生态恢复建设;做好

水源地周边生态林的生态保护和水土保持工作,禁止破坏植被

和非更新性砍伐林木等一切破坏水环境生态平衡的行为等。



3。 3预警预防

3.3.1预警启动条件

下列情形均可作为预警启动条件。

(1)通过信息报告发现,在一级、二级保护区内发生突

发环境事件。

(2)通过信息报告发现,在二级保护区上游汇水区域 4

小时流程范围内发生固定源或流动源突发环境事件,或污染物

已扩散至距水源保护区上游连接水体的直线距离不足 100米

的陆域或水域。

(3)通过信息报告发现,在二级保护区上游汇水区域 8

小时流程范围内发生固定源或流动源突发环境事件,或污染物

已扩散至距水源保护区上游连接水体的直线距离不足 ⒛0米

的陆域或水域,经水质监测和信息研判,判 断污染物迁移至取

水口位置时,相应指标浓度仍会超标的。

(4)通过监测发现,水源保护区或其上游连接水体理化

指标异常。

①在二级保护区内,出 现自动站水质监测指标超标或生物

综合毒性异常,经实验室监 (复 )测确认的。

②在二级保护区上游 8小时流程范围内,出 现水质监测指

标、有毒有害物质或生物综合毒性异常,且污染物浓度持续升

高的。

③在二级保护区上游 4小时流程范围内,出 现水质监测指

10



标、有毒有害物质或生物综合毒性异常的。

(5)通过监测发现,水源保护区或其上游连接水体感官

性状异常,即水体出现异常颜色或气味的。

(6)通过监测发现,水源保护区或其上游连接水体生态

指标异常,即水面出现大面积死鱼或生物综合毒性异常并经实

验室监测后确认的。

3.3.2预警分级

按照严重性、紧急程度和可能波及的范围,突发环境事件

预警级别分为二级:红色 I级预警、橙色 H级预警。

红色 I级预警:当 污染物已进入 (或 出现在)水源保护区

或其上游连接水体,且专家咨询小组研判认为对水源地水质影

响可能较大时、可能影响取水时,为红色预警。

橙色 H级预警:当 污染物迁移至水源地应急预案适用的

地域范围,但水源保护区或其连接水体尚未受到污染,或是污

染物已进入水源保护区上游连接水体,但 专家咨询小组研判认

为对水源地水质影响可能较小、可能不影响取水时。

3.3.3预警行动

预警信息发布后,视情况采取以下措施 :

(D分析研判。组织专业技术人员及专家,及时对预警信

息进行分析研判,预估可能的影响范围和危害程度。

(2)防 范处置。迅速采取有效处置措施,控制事件苗头。

(3)应 急准备。提前疏散、转移可能受到危害的人员;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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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应急救援队伍进入待命状态;对可能导致突发环境事件发生

的企业加强环境监管。

(4)舆论引导。及时准各发布事态最新情况,公布咨询电

话,组织专家解读。加强相关舆情监测,做好舆论引导工作。

3.3.4预警的发布与解除

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对收集到的各种信息进行处理和综合

分析,预测、判断将要发生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I级集中式饮用

水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时,应 立即报请应急指挥部并提出发布

意见,并报请县人民政府确认,由 县人民政府立即发布红色预

警公告。

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对收集到的各种信息进行处理和综合

分析,预测、判断将要发生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I级集中式饮用

水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时,应 立即报请应急指挥部并提出发布

意见,并报请县人民政府确认,由 县人民政府立即发布红色预

警公告。

预警信息发布单位要密切关注事件进展情况,并依据事态

变化,适 时调整预警级别,并将调整结果及时通报各相关单位。

有事实证明不可能发生衡南县县级饮用水水源地突发环

境事件或者危险已经解除的,由 应急指挥部办公室提出解除意

见并经相应层级部门审批后,立 即宣布解除预警,终止已经采

取的有关紧急措施。

预警信息的发布、调整和解除可通过广播、电视、报刊、



通信、信息网络、警报器、宣传车或组织人员逐户通知等方式

进行,对老、幼、病、残、孕等特殊人群以及学校等特殊场所

和警报盲区应当采取有针对性的公告方式。

4 应急响应

4.1应 急响应级别

H级环境事件:应 急指挥部立即启动 H级应急响应,组

织实施应急救援,并迅速将有关情况报告县政府。

I级环境事件:应 急指挥部立即启动 I级 应急响应,组织

实施应急救援,并迅速将有关情况报告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指

挥部和县政府、市政府。

4.2信息报告与通报

4.4.1报告时限和程序

突发环境事件发生后,突发环境事件责任单位、责任人应

立即向负有监管责任的政府部门报告。负有监管责任的政府部

门接到突发环境事件报告后,1小时内组织核查并向同级政府

报告,同 时向上一级主管部门报告。紧急情况下,可 以越级上

报。

4.4.2报告方式及内容

初报包括:衡 南县县级饮用水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的发生

时间、地点、初步原因、类型、污染源、主要污染物质、事件

造成的危害程度、影响范围等情况。

续报包括:在初报的基础上报告有关确切数据及对初报情



况的补充和修正,以及事件发生的原因、过程、进展情况及采

取的应急措施、措施效果等基本情况。

处理结果报告应当在初报和续报的基础上,报告处理事件

的措施、过程和结果,事件潜在或间接的危害、社会影响、处

理后的遗留问题,参加处理工作的有关部门和工作内容,出 具

有关危害与损失的证明文件等详细情况。

4。 3响应措施

4.3.1现场应急处置

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

(1)对 固定源突发环境事件,应尽快采取关闭、封堵、收

集、转移等措施,切断污染源或泄漏源。

(2)对道路交通运输过程中发生的流动源突发事件,可启

动路面系统的导流槽、应急池或紧急设置围堰、闸坝等,对污

染源进行围堵并收集污染物。

(3)对水上船舶运输过程中发生的流动源突发事件,主要

采取救援打捞、油毡吸附、围油栏、闸坝拦截等方式,对污染

源进行围堵并收集污染物。

(4)启 动应急收集系统集中收集陆域污染物,设立拦截设

施,防止污染物在陆域漫延,组织有关部门对污染物进行回收

处置。

(5)根据现场事态发展对扩散至水体的污染物进行处置。



4.3.2应 急监测

根据事故污染物的性质、扩散速度、事件发生地的气象条

件和地理特点,制订应急监测方案,调 配应急监测设备、车辆 ,

及时准确检测,为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决策提供依据。

4.3。 3市场监管和调控

加强对重要生活必需品等商品的市场监管和调控。禁止或

限制受污染饮用水的生产、
·
加工、流通和食用,防范因突发环

境事件造成的集体中毒等。

4.3。 在信息发布和舆论引导

主动、及时、准确、客观地向社会发布突发环境事件和应

对工作信息,澄清不实信息,正确引导社会舆论。

4.3.5维护社会稳定

加强受影响地区社会治安管理,严厉打击借机传播谣言制

造社会恐慌等违法犯罪行为,防止发生群体性事件,维护社会

稳定。

4。 4响应终止

凡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即满足应急终止条件 :

(1)事件现场危险状态得到控制,事件发生条件已经消

除 ;

(2)污染源的泄漏或释放已降至规定限值以内,且事件

所造成的危害已经被消除,无继发可能,特征污染物监测持续

稳定达标 ;



ˉ

(3)事件现场的各种专业应急处置行动已无继续的必要 ;

(4)采取了必要的防护措施以保护公众免受再次危害 ,

并使事件可能引起的中长期影响趋于合理且保持在尽量低的

水平。

5 后期处置

5.1善后处置

现场指挥部积极稳妥、认真细致地做好善后工作,弥补损

失,消 除影响,总结经验,改进工作,进一步落实应急防范措

施。

5.2改进措施

应急指挥部根据调查和总结评估情况,向 应急指挥部办公

室提出风险源管理、水源地环境安全保障、预案管理等水源地

环境安全的改进措施建议。在县人民政府的统一领导下,相 关

部门和单位落实各项改进措施。

6 应急保障

6.1应 急队伍保障

加强应急队伍建设,保证在突发环境事件发生后,能迅速

参与并完成监测、防控等现场处置工作。

6.2资金保障

由县财政局据实审核统筹保障。

6.3应急物资保障

县应急管理局根据职责协调、保障应急状态下所需的应急

16



物资和装各。县商务和粮食局负责应急物资的收储、轮换和日

常管理。

6.4装备保障

根据工作需要和职责要求,加强污染源检验、鉴定和监测

设各建设,不断提高应急监测、动态监控和现场处置能力。

6.5通讯与信息保障

各有关部门要充分利用公共信息网络,建立完善的信息处

理系统、信息传输系统和指挥协调系统。

7 监督管理

7.1宣传、培训与演练

7.1.1环境应急知识宣传

利用广播、互联网等多种平台,开展环境污染事件预防常

识等宣传工作,培养公众对饮用水水源地的保护意识。

7.1.2环境应急知识培训

结合实际情况,采取多种组织形式,有计划地对应急救援

人员和管理人员进行培训,切实提高其专业技能。

7。 1.3环境应急演练

指挥部及相关成员单位,按照本应急预案所规定的职责和

程序,有计划地组织环境应急演练,增强实战能力。

7.2奖惩与责任

对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奖励,对措施不

力、影咱较大的,依法依规追究有关单位和人员的责任,涉嫌



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8 附则

8。 1预案发布部门

本预案经衡南县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批准后实施,由 市生

态环境局衡南分局负责解释。

8.2预案实施时间

本预案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附:附件一:指挥部成员单位及职责表

附件二:现场指挥部组成及职责

附件三:衡南县县级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范围图



附件一 :

挥部戊 位及
序号 成员单位 主要职责

1

衡南县县级饮

用水水源地突

发环境事件应

急指挥部

(D贯彻执行国家有关衡南县县级饮用水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工

作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湖南省、衡阳市以及本县有关规定 ;

(2)配 合湖南省和衡阳市环境应急指挥机构,组织、协调衡南县县级

饮用水水源地 I级环境事件调查和应急处置工作;统一指挥协调衡南

县县级饮用水水源地 Ⅱ级环境事件调查和处置工作 ;

(3)及时制定处置方案,研 究处理衡南县县级饮用水水源地突发环境

事件的重大事项,向县政府及市政府有关部门报告应急处置工作进展

情况 ;

(4)组 织协调有关成员单位做好衡南县县级饮用水水源地突发环境事

件的应急保障、救助支援工作 ;

(5)发生衡南县县级饮用水水源地 Ⅱ级环境事件时,设立现场应急

救援指挥部 ;

(6)负 责衡南县县级饮用水水源地 Ⅱ级环境事件有关信息的发布 ;

(7)受上级委托处置衡南县县级饮用水水源地 I级环境事件。___

0
∠

应急指挥部

办公室。

(1)执行应急指挥部的决定和指示 ;

(2)负 责协调和督促检查衡南县县级饮用水水源地内乡镇人民政府、

县直各部门应急管理工作,协调、组织有关方面研究提出的县应急管

理的政策、规定和规划建议 ;

(3)协调各成员单位履行本预案中的职责 ;

(4)承担组织评估、修订本预案的具体工作 ;

(5)聘请相关领域的专家,组建衡南县县级饮用水水源地突发环境事

件应急处置专家组 ;

(6)协助县人民政府领导处置衡南县县级饮用水水源地突发环境事

件,协调指导衡南县县级饮用水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的预防预警、应

急演练、应急处置、调查评估、信息发布、应急保障和县外助援等工

作。

’

, 县委网信办
负责衡南县县级饮用水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的舆论引导和新闻宣传报

道工作。

4

相关乡镇人民

政府 (近尾洲

镇、栗江镇、向

阳街道、松江

镇、云集镇、茶

市镇、冠市镇、

汪口镇、相市

乡)

(1)负 责成立衡南县乡镇级饮用水水源地环境应急指挥部 ;

(2)落实衡南县县级饮用水水源地环境应急预案各项任务、措施,并

将执行情况及时上报应急指挥部。

<
,

市生态环境局

衡南分局

水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提

出事件性质、等级和危害的意见,会 同相关部门分析原因,确定污染

源和污染物,提 出处理意见,防止污染扩大 ;

(2)对污染事故调查取证,依法对污染事故责任单位作出处罚 ;

(3)跟踪污染动态情况,对建立和解除污染警报的时间、区域提出建

议 ;

(4)对 环境恢复、生态修复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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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成员单位 主要职责

6 县气象局
(1)负 责突发事件现场及周边地区气象条件的监测分析 ;

(2)负 责突发事件现场·及周边可能影响区域的中、短期天气预报。

7
县发展和改革

局

(D负责将衡南县县级饮用水水源地的环境保护纳入相关规划、计划 ,

制定相关产业、经济政策 ;

(2)负责应急状态下所需应急物资协调工作 ;

(3)参 与组织协调突发环境事件处置后的恢复重建工作。

°
ο 县财政局 负责安排衡南县县级饮用水水源地环境应急体系建设和运行经费。

9
县商务和粮食

局
负责组织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现场及周边群众生活必需品的应急供应。

10
县科技和工业

信息化局
负责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中的通信、电力保障协调工作。

县公安局

(1y组织协调火灾事故、道路交通安全事故、恐怖袭击事件等引发的
突发环境事件现场应急处置工作 ;

(2)对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中的重要目标和危险区域实施警戒和交
通道路管制 ;

(3)负责突发环境事件中涉嫌犯罪案件的侦查、事故现场的保护、治
安秩序的维护工作,协助有关部门调查取证 ;

(4)负 责对现场的火灾灭火与危险化学品泄漏控制,或可能导致火灾
或危险化学品泄漏的隐患处置。

0
乙 县交通运输局

(D负 责组织协调公路、水路运管部门为处置突发环境事件提供运输
保障,参与交通运输事故次生突发环境事件的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工
作 ;

(2)组织协调船舶、港口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工作,参与污染处置
和事件调查处理。

勹

, 县卫生健康局

(D负 责组织对突发环境事件中受伤、中毒及放射性损伤人员医疗救
治 ;

(2)组 织协调卫生防疫工作 ;

对可能受影响的饮用水水质应急监测工作。

14 县应急管理局

(D负 责监督检查与突发环境事件有关的安全生产工作,依法监督相
关企事业单位落实各项预防措施 ;

(2)参 与安全生产事故次生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并协助调查处理。
(3)负责应急状态下所需应急物资调配工作。

<
,

县住房和城乡

建设局
负责监督指导临时避难场所建设。

16
县城市管理和

综合执法局

(1)与 相关部门查找污染源 ;

(2)事 后对违法行为进行查处 ;

(3)指导制定供水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并协调实施。

17 县水利局
(1)负责制定突发环境事件流域水资源应急调度方案,并组织实施 ;

(2)参 与水环境事件应急处置工作。

18 县自来水公司

(l)负责协助污染源的调查 ;

(2)负责原水、出厂水和管网水的水质指标监测 ;

(3)针对污染情况提出科学应对方法和水质改善处理意见 ;

(4)结合水质监测结果,进行生产过程各工艺环节的水质控制,确保
供水安全 ;

(5)协助事发水源地水资源的合理调度;配合事故调查处理。

20



■

一

︱
︱

︱

︱

︱

︱

︱

︱

l

l

l

l

丨

l

l

l

l

l

I

l

I

l

l

Ⅰ

Ⅰ
l
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序号 成员单位 主要职责

19 县农业农村局

(D参与农业污染源引发的突发环境事件的预防、应急处置和调查处

理;            ·

(2)负 责组织突发环境事件涉及农业资源破坏情况的评估。

20 县民政局 负责受害群众的生活救济。

21
县消防救援

大队
组织事件现场的灭火、防化、消毒、洗消和伤员的搜救工作。

0
∠

0
乙

县市场监督管

理局
监管应急救灾物资中食品药品安全。

0
,

0
乙

国网衡南供电

分公司

负责衡南县县级饮用水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的电力供应及抢修工

作。

24 县地方海事处
负责对衡南县县级饮用水水源地突发船舶运输危险化学品、油类品泄

露事件组织力量清理水面油渍和漂浮物的工作。



序号 成员单位 主要职责

19 县农业农村局

(D参与农业污染源引发的突发环境事件的预防、应急处置和调查处

理;            ·

(2)负 责组织突发环境事件涉及农业资源破坏情况的评估。

20 县民政局 负责受害群众的生活救济。

21
县消防救援

大队
组织事件现场的灭火、防化、消毒、洗消和伤员的搜救工作。

22
县市场监督管

理局
监管应急救灾物资中食品药品安全。

勹
J

●
∠

国网衡南供电

分公司

负责衡南县县级饮用水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的电力供应及抢修工

作。

24 县地方海事处
地突发船舶运输危险化学品、油类品泄

露事件组织力量清理水面油渍和漂浮物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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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

现场指 组成及职
序号

工作

小组
主要组成单位 主要职责

1

专家

咨询

小组

由有关科研机构和单位的专

家组成,主要涉及应急管理、

环境监测、生态环境保护、安

全、水利水文、疾病预防、气

象和化工等相关专业,其成员

由市生态环境局衡南分局根

据具体情况确定。

为衡南县县级饮用水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的预

防、预警工作提供意见和建议;根据衡南县县级

饮用水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现场调查和监测结

果及相关信息,综 合分析和评估衡南县县级饮用

水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影响及发展趋势,预测事

件后果,提 出控制措施和防范意见;对应急处置

工作组进行技术指导,向 县环境应急指挥部提供

科学有效的参考方案;对应急处理结果以及事件

的中长期环境影响进行技术评估。

0
乙

宣传

报道

小组

由县委网信办牵头,事 发地乡

镇人民政府及其有关职能部

门配合工作。

负责应急处置信息宣传报道的组织工作;收集整

理有关资料;组织新闻发布会;向 有关部门通报

情况;加强舆情收集分析,正确引导社会舆论。

’

,

综合

协调

小组

由市生态环境局衡南分局和

事发地乡镇人民政府牵头,县

自来水公司、县住房和城乡建

设局、县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

局、县发展和改革局、县水利

局、县公安局、事发单位等配

合工作。

配合上级部门进行事件调查工作,为 上级部门事

故调查小组提供有关情况;履行会议组织、信息

汇总、综合协调和资料管理等职责;处理现场指

挥部日常事务。

4

应急

监测

小组

由市生态环境局衡南分局牵

头,县 自来水公司、县住房和

城乡建设局、县卫生健康局、

县气象局等配合工作。

负责制定应急监测方案;负责在污染带上游、下

游分别设置断面进行应急监测;负责应急期间的

水源地、供水单位和管网末梢水的水质监测。

5

污染

控制

小组

由市生态环境局衡南分局牵

头,县 自来水公司、县住房和

城乡建设局、县城市管理和综

合执法局、县公安局、县应急

管理局、县交通运输局、县农

业农村局、县气象局、县地方

海事处和事发单位等配合工

作。

采取合理措施,及 时妥善地清除或控制污染物的

泄漏、扩散,处置衡南县县级饮用水水源地突发

环境事件本身和救援过程产生的污染,尽可能地

减少环境损害。



口

序号
工作

小组
主要组成单位 主要职责

6

医疗

救治

小组

由县卫生健康局牵头,事 发地

乡镇人民政府配合工作。

负责紧急救治因衡南县县级饮用水水源地突发

环境事件造成健康受损的群众和工作人员;必要

时将伤病员转往医院做进一步的治疗;负 责事故

现场的卫生防疫和卫生监督工作;及时向县应急

指挥部报告人员伤亡、抢救、防疫、监督等情况。

7

治安

维护

小组

由县公安局牵头,事 发地乡镇

人民政府、县交通运输局、县

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等配

合工作。

负责事故现场警戒,包括责任人控制、道路控制 ,

保障救援道路畅通,使各抢险队伍、抢险机械快

速到达事故场地;保证事故现场安全和救援秩

序。

°
°

后勤

保障

小组

由县发展和改革局牵头,事 发

地乡镇人民政府、县住房和城

乡建设局、县财政局、县民政

局、县商务和粮食局、县交通

运输局、县科技和工业信息化

局、县公安局、县应急管理局

和国网衡南供电分公司等配

合工作。

按需准备抢险物资,包括抢险使用的各类用品和

工具、器具;组织调集应急救援装备;提供应急

救援资金;保障抢险现场电力供应;负责现场应

急处置工作人员的食宿等基本生活保障。负责调

查供水情况,必要时负责紧急实施或调整应急送

水、集中供水方案,调集应急送水车辆,将 自来

水送达各无水小区适当地点,及 时向无水小区居

民发出通告等。

9

善后

处理

小组

由事发地乡镇人民政府牵头 ,

县民政局、县商务和粮食局、

县市场监督管理局配合工作。

负责做好伤亡人员家属的安抚、抚恤、理赔工作 ;

负责处理伤亡人员的有关善后工作。

10

事故

调查

小组

由县政府牵头,事 发乡镇人民

政府、市生态环境局衡南分

局、县自来水公司、县应急管

理局、县公安局、县水利局、

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县交通

运输局、县地方海事处、县城

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等配合

工作。

深入调查事件发生的原因,做出调查结论,评估

事件影响,提出事件防范意见;负责追究造成突

发环境事件责任单位和责任人的行政责任;调查

处理应急处置工作中有关违规违纪等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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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

衡南县县级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范围图

△

舞南县湘汪饮用水水摁保护区划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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