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包头市地震局主要先进事迹 

近年来，包头市地震局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应急

管理重要论述和防震减灾救灾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以回答好、落

实好总书记“大震之问”为引领，担当作为，锐意创新，推动包

头市防震减灾工作取得长足发展。2024 年，包头市地震局被命

名为“包头市直属机关模范机关创建示范单位”。 

一、突出以防为主，打造活动断层成果应用“包头模式”。

一是建立多部门共同推进活动断层成果应用工作机制。积极争取

市政府支持，协调市人大开展活动断层成果应用专题调研，协调

市政协委员连续多年提出活动断层成果应用相关提案，加强与相

关部门的协作配合，推动建立活动断层成果应用工作机制。市地

震局、自然资源局、住建局联合印发通知，将活动断层成果应用

于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和详细规划的编制，在市规委会会议调整控

制性详细规划和具体项目选址时，明确提出活动断层避让意见。

市住建局、地震局共同明确发震断层近场效应影响范围，将建设

工程避让活动断层作为工程设计方案审查和工程项目勘察报告

审查的重要内容，并纳入工改平台和“多规合一”平台。基本形

成了从国土空间总体规划、详细规划到具体工程项目选址、建设

全方位应用活动断层成果的工作格局。二是拓展活动断层避让咨

询服务。制定《活动断层探测成果资料使用管理规定》，建成活

动断层资料室，将“建设工程活动断层避让咨询服务”列为公共



服务事项，设立公共服务窗口面向社会免费开展咨询服务，目前

已累计为 800余项建设工程提供咨询服务。2023年，包头市活动

断层探测成果应用工作入选全国防震减灾公共服务优秀案例，并

被中国地震局推广，自治区地震局将包头市认定为“内蒙古自治

区活动断层成果应用示范基地”。 

二、抓牢监测主业，持续提升地震监测能力。一是扎实推进

地震台网建设。开创“局地共建”台站建设模式，积极争取上级

部门和地方政府支持，2023年以来先后建成石拐地震台、九峰山

地震台，形成了地市级“５台１中心”监测台网，率先实现了“一

县一台”台网建设目标。二是密切监视跟踪震情。每年制定《包

头地区震情监视跟踪和应急准备工作方案》，加强震情周、月会

商，深化地震趋势研判，及时向市委、市政府汇报震情并提出应

对措施建议。建立了覆盖全市各旗县区的地震宏观观测网，定期

开展检查培训，提升宏观观测能力。三是持续提升监测质量。加

强台站观测环境及设施保护，保证监测数据的连续、稳定、可靠。

包头市地震台作为地市级台站参加全国监测质量评比，获一等奖

7次、二等奖 18次、三等奖 10次。 

三、深化宣传教育，构筑防震减灾人民防线。一是持续推进

“六进”活动。将 5月份确定为包头市防震减灾宣传月，连续１

６年开展宣传月活动，常态化将防震减灾知识列入市委党校干部

培训内容，突出抓好中小学生地震安全教育，深化“地震科普携

手同行”主题活动，利用主题班会、开学第一课、参观研学、疏



散演练等方式加强中小学生防震避险知识培训。二是加强宣传阵

地建设。建成１所国家级、６所自治区级科普示范学校，大仙山

地震科普馆被命名为“内蒙古自治区防震减灾科普教育基地”。

开通大仙山数字全景式地震科普馆，打造“包头地震信息服务”

平台，连续３年举办线上防震减灾知识竞赛，累计答题１４万余

人次。 

四、强化应急响应，提高地震突发事件应急处置能力。坚持

震情第一观念，及时修订《包头市地震局地震应急预案》，调整

应急工作组人员组成，为每名干部职工印制应急职责小卡片，细

化职责，责任到人。加强值班值守和应急准备，实行 24 小时双

在岗值班，定期开展地震应急演练，检验和提升应急反应能力。

2024年 9月 1日，包头市昆都仑区发生 3.8级地震，包头市地震

局快速响应，妥善处置，高效、科学完成了信息上报、趋势研判、

现场调查、舆情应对等工作，受到了市政府领导的肯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