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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

工 作 动 态
2021 年第 23 期（总第 36 期）

我省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

普查工作推进情况

一、上级文件、会议精神

（一）文件精神。12 月 4 日，国务院普查办印发《关于进

一步做好全国试点综合评估与区划工作的通知》（国灾险普办发

〔2021〕55 号），对评估与区划所需数据、综合评估区划软件

系统使用（地方试点版）、技术人员培训与考核、成果审核和汇

交、时间要求等进行了详细说明，并公布了“一省一县”的试点

名单，要求各省级普查办高度重视试点评估与区划工作。

（二）会议精神。12 月 21 日下午，国务院普查办组织召开

第七次省级普查办主任暨省级技术组普查工作视频会，通报了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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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普查工作进展情况；住房城乡建设部、水利部介绍普查进展和

2022 年工作安排；黑龙江省、江西省、山东省汇报 2021 年普查

工作总结及明年工作计划；国务院普查办主任郑国光全面总结了

今年以来的普查工作并对做好近期普查工作提出具体要求。

二、我省普查工作开展情况

12 月 1 日，省普查办组织召开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

险普查省级质检核查工作培训会议。会议系统解读了应急管理部

印发的《应急管理系统调查成果质检核查方案》，分析了质检核

查的难点、易错点，梳理演示了质检核查软件系统的操作流程和

注意事项。

12 月 10 日，我省完成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应急系统调查

任务省级质检工作。质检工作小组对全省 16 个市上报的 29 万余

条调查数据进行质检，共核查标错问题数据 2555 条，总结了 19

个方面的易错点，顺利完成了应急系统调查数据的省级质检工

作。

12 月 21 日，省普查办主任、应急厅副厅长白中华主持召开

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工作推进会，传达学习省委常

委、常务副省长刘惠批示精神，研究推进我省普查工作。会议通

报了全省普查工作进展情况，强调要找准差距，制定推进方案，

并落实工作责任，按时完成任务。

12 月 21 日，省林业局发布《关于全省森林火灾风险普查工

作进度情况的通报》，通报要求各地务必高度重视，落实责任，

加快工作进度，确保完成今年目标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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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23 日，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发布《关于安徽省第一次

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房屋建筑和市政设施调查进度的通

报》，通报要求各地必须在 2022 年 2 月 20 日前完成县级数据采

集，然后逐级质检核查、逐级汇交。

12 月 26 日，我省完成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应急系统省级

核查工作。本次核查抽取了全省 17 个县级行政单位，共计 725

个调查对象，20414 条指标。通过此次核查，共标错问题指标数

据 305 条，总差错率为 2.11%，并总结了 12 个方面的易错点，

进一步地提高应急系统调查数据准确性，为后续工作打好了数据

质量基础。

截至 12 月 30 日，全省普查工作总体完成 87.9%，其中 8 个

牵头部门的进度分别为：自然资源部门 100%，住建部门 5.62%，

交通运输部门 99%，水利部门 100%，应急部门 100%，林业部门

99%，气象部门 100%，地震部门 100%。（数据来自普查调度管理

系统）

三、下一步打算

（一）逐步推进相山区评估与区划工作。积极发挥评估与区

划核心队伍力量，组织推进相山区评估与区划工作，并做好试点

工作总结，为明年全省普查评估与区划工作奠定基础。

（二）督促各行业部门加快工作进度。进一步加强普查办统

筹协调力度，督促尚未完成普查任务的行业部门落实责任，有效

推进工作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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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普查办数据调查进度统计表（单位：%）（12月 30 日 7:12）

任务名称
总进

度

地

震

地

质

气

象

水

利

海

洋

林

草

住

建

交

通

生

态

应

急

国家 87.3 97.7 99 99.9 79.2 100 91.7 14.8 97.4 100 93.3
我省排名 16 1 1 1 1 8 29 17 1
湖南 92.9 100 100 100 100 - 98 53.3 97 - 95
黑龙江 91.8 100 100 99.9 97.1 - 98.8 44.4 99.1 - 95
广西 90.8 100 100 100 100 100 97.3 26 99 - 95
河北 90.8 100 100 100 100 100 97.4 27.6 97.8 - 95
北京 90.7 100 100 100 100 - 100 36.2 100 - 90
贵州 90.7 100 100 100 100 - 100 31.9 98.8 - 95
山东 90.3 100 100 99.9 96.6 96 100 26.3 99.1 - 95
天津 90.2 100 100 100 100 100 84 39.2 99.1 - 90
浙江 89.9 100 100 100 100 99 100 11.6 99.1 - 100
海南 89.1 100 100 100 100 100 92.9 14.1 95 - 100
福建 89 100 100 100 97 100 99.4 11.2 98.8 - 95
四川 88.5 98 100 100 100 - 90.1 21.5 98.6 - 100
甘肃 88.4 100 100 100 100 - 91.3 23 99.8 - 93.6
内蒙古 88.4 100 100 99.9 96.2 - 97.7 24.7 98.8 - 90
湖北 88.1 100 100 100 100 - 96.7 10.6 98.2 - 100
安徽 87.9 100 100 100 100 - 99 5.62 99 - 100
广东 87.7 100 100 100 100 100 89.7 5.97 99 - 95
青海 87.6 100 100 100 100 - 91.7 14.4 100 - 95
上海 86.9 100 - 100 98 100 83.8 24.6 99.1 - 90
江西 86.8 100 100 100 100 - 99.9 10.6 89.1 - 95
辽宁 86.7 100 100 100 100 100 95.9 0 95.2 - 90
吉林 86.6 100 99 99.2 100 - 100 0 99.8 - 95
河南 86.5 96.5 100 100 97.6 - 90.2 13.8 98.8 - 95
江苏 86.4 90.8 100 100 100 99 89.8 8.54 95.1 - 95
兵团 86.2 - 100 100 100 - 97.6 11.4 100 - 95
重庆 86.2 100 100 99.9 99.5 - 97.7 3.66 98.8 - 90
山西 86.1 100 100 100 97 - 94.9 10.4 100 - 86.3
宁夏 86.1 100 100 100 95.9 - 92.1 6.47 100 - 95
新疆 84.5 95.8 100 98.6 100 - 77.8 12.4 96.4 - 95
陕西 84.3 89 100 100 98 - 77.9 10.7 99 - 100
西藏 83.7 70 100 100 100 - 76.6 23.5 100 - 100
云南 83.6 100 100 100 100 - 69.5 8.09 96.4 - 95



5

报：国务院普查办，厅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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