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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监测预警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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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康减灾委员会办公室 2024 年 9 月 14 日

中秋假期安全提醒

根据最新资料分析，今年第 13 号台风“贝碧嘉”预计

将于 16 日凌晨至上午在浙江台州到江苏启东一带沿海登陆

（台风级或强台风级，12-14 级，35-42 米/秒），之后强度

逐渐减弱，并向西北方向移动。受其外围环流影响，16 日夜

里到 17 日，我县有中雨，局部大雨，伴随 4 到 5 级东北风，

阵风 7 级。预计累计降水量 20 到 40 毫米。。

一、具体预报如下：

15 日，阴天间多云，局部有阵雨，偏北风 3 到 4 级，气

温 20℃～26℃；

16 日白天，多云到晴天，偏北风 4 级左右，气温 19℃～

28℃；

16 日夜里到 17 日，多云转阴天有中雨，局部大雨，东

北风 4 到 5 级，阵风 7 级，气温 20℃～25℃；

18 日，阴天到多云，偏东风 3 级左右，气温 21℃～29℃。

为确保中秋节假期安全，太康县减灾委办公室、太康县应急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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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局提醒：

二、加强预警预报。气象部门要加强对极端天气的跟踪

监测，强化短时临近预报能力，通过手机短信、电视、广播、

网络等多种手段向社会发布天气信息。各乡镇及各相关行业

部门要加强与气象部门沟通会商，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

预警信息，采取有效措施，认真做好降温、大风、强降水等

防范应对工作，减少各类因自然灾害引起的突发事件和安全生

产事故发生。

二、高度重视生产经营安全。生产经营单位要严格落实

安全生产责任制，做好安全教育培训，开展节前安全检查，

制定并演练应急预案。要强化坍塌、机械伤害、密闭空间作

业等防范措施，严格管控动火作业、高处作业、吊装、临时用

电等危险作业，确保生产设备设施完好有效，严防“三违”现

象发生。要注重抓好在建项目的“三同时”。要落实值班值

守制度，做好应急准备，遇有突发事故及时处置。城管、水

利、通信、电力等部门要加强对城乡供电、供水、供气、通信

等基础设施的巡查维护，全力做好保供工作。民政部门要加大

帮扶救助力度，突出老年人、残疾人、前期受灾群众、流浪乞

讨人员等重点群体，为生活困难群体提供生活物资保障，对可

能受到灾害威胁的群众，及时避险转移，确保安全。教育部门

要加强学生安全教育，及时组织开展防火、防电、防溺亡等安

全警示教育。文广旅部门要强化景区安全警示，加强游乐设施

隐患排查，完善应急疏散预案，严防拥挤、踩踏、跌落、溺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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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事件发生；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派专人值守，尤

其是强降雨天气来临，要重点关注古树、古籍的保护。农业农

村部门要加强种植业和养殖业防风排涝措施指导，指导群众

采取各种有效防范措施，最大限度避免灾害损失。客运、货

运等运输企业要提前做好车辆安全检查，强化驾驶人员安全培

训，严格小长假期间车辆调度、安全例检等安全管理措施，加

大安全巡查频率。

三、注意交通安全。中秋假期期间，出游人员增加，公

安、交通部门要加强对事故易发路段的巡逻，全力保障高速

公路、国道、省道、铁路的安全畅通。公众搭乘交通工具时，

请在交通站（点）乘坐，请勿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上车。

包租车辆出行时，要认真查验车辆营运资质。驾车出行时，

要提前检查维护车辆，密切关注道路交通信息提醒，遵守交

通法规，安全驾驶。途中车辆出现险情或发生事故，要及时

拨打“110”“122”（高速公路上请拨打 12122）和“120”。

四、严防森林火灾。中秋假期，林区游玩人员增多，火

源管控难度增大，森林火险隐患突出。各地要切实提高认识，

健全工作机制，加强对重点人群的管理，对重点地段、重要

设施和重点目标严防死守，从源头控制森林火灾风险。各级

林业部门要落实森林防火责任制，密切关注景区、林区等火

灾高发区，强化气象监测，加大巡查力度，加强林区指导，

加强战备值班，前置救援物资。群众进入林区要严格执行生

产用火审批制度，不携带火种和易燃易爆物品进入林区，不



4

在林区吸烟、烧烤、野炊，不私自组织烧荒、烧田坎等农事

活动，自觉遵守森林防火有关法律法规。

五、提醒公众注意安全。请确保家庭用电保险装置完好，

注意定期检查线路。不乱拉乱接电线、乱接用电设备。使用

燃气时，要经常检查管道和阀门是否安全，并保持室内通风

良好。长时间外出时切记断掉所有电源、燃气阀门。参加各

类活动时，请务必服从现场工作人员指挥，避免发生拥挤踩

踏。宾馆、饭店、商场、餐饮、娱乐、景区、客运车站等人

员密集场所，要保证疏散通道和出口畅通，确保自动报警、

自动灭火装置灵敏可靠。外出住宿时要熟悉安全疏散通道，

遇到火情时要沉着冷静，及时拨打 119 报警，并按照正确方

法进行疏散逃生。

六、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制度。各乡镇及各相关行业部门

要严格落实 24 小时值班值守制度，时刻保持通讯联络畅通，

严格落实“123”“321”工作要求，提前做好会商研判、避险转

移、预置应急队伍和应急物资，充分发挥灾害信息员的作用，

如有风险隐患或灾情等自然灾害突发事件要第一时间向当

地政府、县减灾办和市应急救援总指办报告，并做好应急处

置工作，最大限度地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报：市减灾委员会办公室

发：各乡镇人民政府、县减灾委成员单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