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 年部门预算公开情况说明

和政县地震局单位

2022 年 3 月



第一部分 部门概况
一、部门职责

（一）组织编制防震减灾规划；拟定我县破坏性地震应急预案；建立破坏性地震应急预案备案制

度；指导全县地震灾害预测和预防；提出地震灾区防震减灾规划的意见。

（二）配合地震工程研究院在县域内开展重大建设工程和可能发生严重次生灾害的建设工程的地

震安全性评价工作。

（三）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的规定，监督检查防震减灾的有关工作。

（四）负责全县地震监测预报工作；负责统一规划建设本县内地震台网（站）及信息系统；制定

全县地震监测预报方案并组织实施；强化全县地震重点监视防御区的震情跟踪，提出全县地震趋势预

报意见。

（五）承担全县抗震救灾指挥机构的办事机构职责；对地震震情和灾情进行速报；组织地震灾害

调查与损失评估；对发生破坏性地震作出快速反应。

（六）承办防震减灾知识的宣传教育工作。



（七）会同有关部门建立地震紧急救援工作体系，会同有关部门组建和培训地震紧急救援队伍；

协助县民政部门建立地震应急救援物资储备系统。

（八）承担本行政区域内的地震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工作；负责地震行业质量与技术研究及其成

果的推广应用。

（九）承办县委、县政府、州地震局交办的其他事项。

二、机构设置

和政县地震局事业编制 9 名，核定领导职数 3 名，其中：局长 1 名，副局长 2 名。设 3 个职能股

（室）。

（一）办公室

组织协调机关政务工作；承担秘书事务、震情值班、文书、档案、综合信息、信访、保密、宣传、

车辆管理、 机关财务等工作；承办局重大会议和活动。

（二）监测预报室

管理全县地震监测预报工作；负责对地震的宏观监测和微观监测工作，并做好设备维护保养工作。



拟定全县地震监测预报方案并组织实施；统一规划全县地震监测信息系统；提出全县地震趋势预报；

对地震震情和灾情进行速报；组织地震灾害调查与损失评估；拟定和修订我县破坏性地震应急预案；

建立破坏性地震应急预案备案制度；承担地震前兆信息分析核查工作。



第二部分 部门预算情况说明
一、部门预算总体情况

2022 年和政县地震局预算收入 171.17 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 171.17 万元，

上年结转 0 万元。预算支出 171.17 万元。

二、部门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说明

2022 年和政县地震局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 171.17 万元，与 2021 年 120 万元相比，

增加 51.17 万元，增长 42.64%，主要原因是人员调入、工资增加。

三、部门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情况说明

2022 年和政县地震局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 171.17 万元，与 2021 年 120 万元相比，

增加 51.17 万元，增长 42.64%，主要原因是人员调入、工资增加。

四、部门一般公共预算项目支出情况说明

2022 年部门预算项目支出 5 万元,用于地震监测。

五、部门“三公”经费及会议费、培训费情况说明



单位无“三公”经费支出。

六、部门机关运行经费及政府采购预算情况说明

和政县地震局 2022 年政府采购预算总额 2.5 万元，其 中：政府采购货物预算 1.5 万元、政府

采购服务预算 1 万元。

七、部门国有资产占用情况说明

2021 年和政县地震局国有资产 23.72 万元，2022 年预算增加 1 万元。



第三部分 部门绩效评价开展情况说明
2021 年绩效评价工作开展情况

（一）加强组织领导，全面提升防震减灾工作

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防震减灾工作，充分认识国家地震重点监视防御县、省地震重点县这一特

定的形势和环境，坚持“以防为主、防抗救相结合”的思想，不断加强对防震减灾工作的组织领导，

逐步提高处置地震应急工作的能力,全面开展防震减灾工作。一是县委、县政府把防震减灾工作同经

济工作同部署、同安排、同检查，先后多次召开安全生产工作会议，对防震减灾工作进行安排部署。

二是及时组织人员维修维护卫星电话、电磁波监测台、土地电监测站，保证了监测台站的通讯畅通、

正常监测、数据上报。三是加强对四处动物宏观观测点的监管，多方位进行地震监测。四是积极配合

省地震局在和政县修建 3 处（西关小学、一号统办楼、和政县医院）国家地震烈度速报与预警工程甘

肃子项目。五是配合甘肃省地震工程研究院完成我县的 2 个钻孔（卜家庄乡松树村、城关镇杜家河村）

的采样任务，收集 28 个建设工程地勘资料，已完成普查数据收集和核验工作。六是积极组织各乡镇

及有关单位开展我县房屋设施抗震设防信息采集和动态更新机制工作，对我县 2018 年 10 月至 2020



年底已完成加固和 2020 年度新建、改建、扩建房屋设施的抗震设防信息进行采集上报，全县共计采

集加固工程信息 3022 条，新建工程信息 119 条，并建立了动态更新长效机制。

（二）加强宣传教育，提升全民防震减灾意识

一年来，我们始终把防震减灾宣传教育放在首要位置来抓，以“八进”为基本形式，以“两个”

创建为突破口，大力开展防震减灾宣传教育，取得了明显成效。抓住时间节点，打造宣传教育新看点。

我县防震减灾宣传教育坚持经常性与集中性，全面性与重点性、长期性与阶段性结合，运用多种形式

宣传防震减灾知识和技能，积极开展防震减灾宣传。一是积极开展防震减灾知识宣传教育工作，始终

把地震知识宣传放在抗震救灾的首要位置，运用多种形式宣传防震减灾知识和技能，积极开展防震减

灾宣传“八进”（进机关、进学校、进社区、进企业、进农村、进家庭、进部队、进宗教场所）活动。

二是制做印发防震减灾宣传品，分发至全县各中小学校，把防震减灾知识宣传到每一个家庭，努力实

现教育一个孩子，带动一个家庭，引导整个社会的工作格局。同时，充分利用乡村振兴入户走访的有

利时机，到农户家中进行宣传，发放印有地震科普知识的手提袋、围裙、抽纸、纸杯等宣传品两万多

件，使广大人民群众增加了对抗震救灾工作的认识，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和支持。三是充分利用“4.14”



玉树地震纪念日、“5.12”全国防震减灾日、“安全生产月”和“安全生产陇原行”、“6.16 全国

安全咨询日”、“7.28”唐山地震纪念日、“10.13 国际减灾日”等有利时机，通过街头宣传、乡镇

主要集市宣传，悬挂横幅，展出展板，发放印有地震科普知识宣传品和宣传资料，掀起宣传高潮，展

开宣传攻势。

（三）加强地震演练，应急处置能力有了新提升

根据今年的地震形势，从年初开始，与县教科局联合下发文件和震发〔2021〕9 号《关于组织开

展 2021 年全县学校防地震应急避险演练活动的通知》，组织全县各学校制定实施方案，在合适时机

进行地震应急演练，和政中学、和政四中、西关小学等学校及和政县电力公司都开展了消防、地震安

全疏散应急演练活动，通过演练，使学生了解了地震灾害发生时的应对措施，掌握了地震后躲避、逃

生的基本技能，锻炼了应对能力。也进一步加强了各部门之间的协同配合，提高了全县应急抢险反应

和实战能力，完善了应急预案，健全了各应急救援队伍协同联动机制，筑牢了安全发展基础。

（四）加强疫情防控工作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我们按照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的要求，坚持依法科学处置，加强

排查管控，确保了各项措施到位。一是要求全体干部职工务必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充分认识疫情防

控工作的严肃性和紧迫性，及时接种新冠疫苗。二是做好本单位疫情防控，每日工作人员督查到岗到

位情况，排查全体职工及亲属有无外出、有无疫情区返回人员、有无与疫情区返回人员接触等情况，

并及时上报。三是做好县委县政府安排的人武部住宅楼值班工作，坚持 24 小时值班值守,严格落实进

出人员登记、测温、验码和日常消杀等等防控措施，并对家属楼住户进行摸排、舆论引导，让他们以

官方权威发布信息为准，不信谣，不传谣，未经证实不得转发假新闻，小道消息，进行正面引导。

（五）加强结对帮扶工作

今年以来，局班子和全体帮扶干部按照县委、县政府的安排，紧盯“两不愁三保障”标准，落实

帮扶责任和措施，在三十里铺镇陈家咀村派出驻村工作队长与队员 2 名，其余 10 名干部联系已脱贫

户 80 户，多次深入联系户，按时完成农户的户情信息摸排和录入以及后评估户级资料完善整理工作。

局党支部结合乡村振兴入户工作与村党支部开展“五联”活动，按时参加村民知情大会，参与村党支

部开展“数家珍、说变化、话未来”竞赛活动，开展“说变化、感党恩、爱家乡宣传教育活动，开展



送温暖活动 1 次。结合百日整治提升行动，大力宣传动员全村群众抓好环境卫生综合整治，房前屋后

庭院有了明显改观，同时积极参与“两金”收缴，动员劳动力参加技能培训，拓宽致富渠道。

二、2022 年绩效管理情况

2022 年，我们将继续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震减灾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加大工作

力度、强化工作措施，不断提升全县防震减灾工作水平。

（一）继续加强党史学习教育、党建和党风廉政建设。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将党史学习教育与加强党

的建设的永恒课题和全体党员、干部的终身课题常抓不懈，全面落实党要管党、从严治党要求，扎实

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党建和党风廉政建设工作，全力推进县委提出的百日整治提升行动，狠抓干部职

工作风纪律，加强政治理论学习，全面提升干部职工能力素质，打造一支坚强有力的干部队伍。

（二）全面加强震情监测、跟踪工作。继续实行 24 小时震情值班和领导带班制度，全面搞好宏

观与微观数据的收集上报，为经济建设提供预警服务。不断加强对现有监测设施的保养与维护，做到

精心维护、运行良好、监测准确、报送及时。



（三）不断开展地震安全建设工作。认真做好对城乡老旧房屋、中小学校、农村住房的隐患、抗

震加固、房屋改造提升等宣传工作，保质保量按时完成我县房屋抗震设防信息采集工作，加大农居地

震安全示范工程技术的推广和应用，继续开展抗震知识的宣传教育工作，通过发放教材、授课等多种

形式使更多的人群接受和普及地震知识，提高普及率，组织开展重点部位的防震检查，消除隐患，督

促相关单位及学校继续开展地震应急演练，不断提高我县应对地震发生能力。

（四）加大监测设施配置和专业人员培训。积极争取省州地震局的支持，在我县建设安装国家地

震烈度速报与预警基准站台网，向群众及时提供地震烈度速报和地震预警等信息服务，使我县地震震

情会商和震情预报能力得以明显提升。



第四部分 名词解释

财政拨款收入：指 县级财政当年拨付的资金。

一般公共服务：指用于保障机构正常运行、开展财政管理活动的支出。

住房公积金：指按照国家统一规定，依据确定的比例为在职职工缴存的长期住房储金。

基本支出：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人员支出和公用支出。

三公经费：是指部门用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费。

机关运行经费：为保障行政单位（含参照公务员法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