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浙江省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浙江省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关于

开展全省森林“扑火安全警示教育整治周”

j舌劫的通知
′

尸 α＜尸尸

各市、县（市、区）森林防灭火指挥部: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的

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汲取两次“330’’事件惨痛教训’切实强化底

线思维’大力提升防险避险能力’坚决防止“屡屡重蹈覆辙”’

根据国家森防指《关于开展全国森林草原“扑火安全警示教育整

治周’’活动的通知》（国森防发明电〔202l〕4号）’3月底前后开

展全国森林草原“扑火安全警示教育整治周’’活动°为此’我们

制定了《浙江省森林‘‘扑火安全警示教育整治周’’活动实施方

案》’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抓好贯彻落实。

此次活动要求高、标准严’当前我省又正值清明期问森林

防灭火工作关键时期’各级要高度重视’统筹安排’严密组织’

融合推进’精细落实’确保活动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各市、

县（市、区）森防指领导及相关人员’各专业、半专业扑火队

指挥员、扑火队员参加;各专业、半专业队扑火人员的警示教

育整治工作’由各地结合实际统筹组织实施。省航空护林站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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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执行°

4月20日前’各市将“扑火安全警示教育整治周’’活动开展

情况报省森防指办公室。联系人:叶俊伟’电话0571ˉ8l050448。

浙江省 办公室

省林业局’抄送: 省航空护林管理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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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森林‘‘扑火安全警示教育整治周’’

活动实施方案

根据国家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关于开展全国森林草原

“扑火安全警示教育整治周’’活动的通知》（国森防发明电〔2021〕

4号）要求’从强化领导干部思想观念、加强组织指挥、提高识

险避险能力等方面入手’结合我省实际在全省开展为期一周的

扑火安全瞥示教育整治活动°现制定方案如下:

ˉ｀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牢固树立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以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为主线’

以保护生命安全为核心要求’突出领导干部｀各级森防指机构

和现场指挥等重点’着力解决领导干部思想认识不到位、指挥

机构不健全、现场指挥不规范、一线扑火力量不足不专业、安

全责任不落实等关键问题’提高各级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能

力’全力保证人民群众和扑火人员生命安全°

二｀重点解决的问题

以领导干部、各级森防指机构和现场指挥、森林火灾扑火

队员能力提升为重点’着重解决以下六个方面问题:

（一）‘‘两个至上,’理念树得不牢。重点整治各级森防指人

员和一线指挥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对“两个至上,’理解不深不透、

工作站位不高’没有真正把人民群众和扑火人员生命安全放在

最高位置;指导思想不端正’在抓森林防灭火及安全工作上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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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麻痹思想、侥幸心理、松懈情绪;汲取重大人员伤亡惨痛教

训不深刻、举一反三不够’对扑火安全工作抓的不实不细等突

出问题·

（二）森防指机构作用发挥不突出°重点整治森防指机构

运行不够规范’对扑救行动组织指挥研究还不深入、不专业;

行业部门职能边界不清晰、责任没有压实’行业优势发挥不明

显;研判会商、信息共享、火情报送制度不落实;机构人员配

备不足’业务不熟、能力不强等问题·

（三）现场指挥部指挥决策不科学。重点整治贯彻落实国

家森防指制定印发的《扑救森林草原火灾现场指挥机制》不深

入、不严格;现场指挥部总指挥主观决策’专业副总指挥不落

实’以行政指挥代替专业指挥;现场指挥部对火灾情况掌握不

全面、火情发展态势研判不精准、扑救方案制定不合理、扑救

行动组织不得力’特别是不清楚什么情况下打、什么情况下围

而不打’进而错过 佳扑打‘‘窗口期’’或仓促盲目上阵;对精准

用兵与足量用兵的关系把握不好’习惯于添油战术或一哄而上、

搞人海战术;飞机什么时候用、怎么用不清楚’小火过分依赖

飞机;专业指挥在火场态势研判、力量部署、战法运用和规避

风险等方面主导作用不充分;专家组不完善、专业支撑作用发

挥不明显等问题°

（四）预案和应对准备不足。重点整治预案针对性、实效

性不强’修订不及时、不科学、不配套’上下一般粗、照抄照

搬’特别是未制定重点地区、重点方向和重点林区的专项预案’

预案演练不经常;对火险形势研判不及时、不精准’应对重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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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森林火灾的组织指挥、扑救力量、装备物资等准备不充分、

不扎实’应急值守不规范、不专业等问题。

（五）一线扑火指挥员能力不足。重点整治一线指挥员、

扑火队长未经过专业培训’缺少实战经验’不具备应有指挥能

力;对本地区危险区域（地形）、特殊植被、重点目标、重要设

施和潜在风险底数不清;现场不会研判火情’不会选择安全区

域和撤离路线’不能临机处置突发险情等。扑火人员未参加过

严格的专业培训和考核’防护装备物资配备不齐全;安全常识、

避险方法和突发险情处置不掌握等问题。

（六）一线扑火队员能力不足·重点整治一线专业扑火队

伍、半专业扑火队伍、应急扑火队伍和群众扑火队伍等队员安

全避险知识不了解、不掌握’思想上不够重视;队员未经过专

业培训’缺少实战经验’不具备森林火灾扑救能力;对扑救森

林火灾装备器材保养不到位’操作不熟练等问题。

三｀活动时间

3月29日至4月4日一周°

四｀实施方法

主要抓好以下四个环节’各地结合实际多措并举’综合施

策°

（一）纽织学习教育。一是开展一次学习°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重要论述及森林草原防灭火一

系列重要指示精神’特别是两次‘‘330’’事件重要指示批示精神;

二是组织一次交流°学习讨论《国家森林草原火灾应急预案》《扑

救森林草原火灾现场指挥机制》和新制定的《森林草原扑火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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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十个严禁’’》（附件1）等;三是强化一次培训°学习森林火

灾扑救相关常识’掌握常见危险气象、危险地形、危险可燃物、

危险环境’以及造成伤亡的直接因素、主要情形’安全注意事

项等内容;四是参加统一听课。国家森防指办公室将开设“森林

草原防灭火业务大讲堂’’’具体时问另行通知。

（二）整治问题短板°重点整治领导干部、指挥员指导思

想不端正’安全意识淡薄、思想松懈麻痹;森防指运行不规范’

责任边界不清晰｀未压实’组织指挥体系不完善、能力不过硬;

现场指挥部成立后’总指挥由部门领导或乡镇领导担任、行政

指挥代替专业指挥’专业指挥落实不严格;一线指挥员和扑火

人员在扑救行动中安全风险评估不落实’执行“火情不明先侦

察、气象不利先等待、地形不利先规避’’不严格’不预设安全区

域和逃生路线、不指定安全监测员、火场宿营不设立警戒;火

场管控不严’扑火力量各行其是、各自为战;预案修订针对性、

实效性不强’形势研判不及时、不精准’应急处置特别是重特

大火灾应对准备不充分、不扎实等问题。各级各单位根据附件2

表格’对照查摆整治’对存在的问题短板’要制定措施对策’

明确整改时限’严格闭环整治。

（三）强化专业培训。一是组织开展预案桌面推演。由各

地森防指牵头’按照森林火灾应急预案’组织本级指挥班子及

成员单位’重点围绕火情会商研判、力量调动使用、定下灭火

决心、战法手段运用等方面’开展磨合性、检验性训练演练’

提高指挥机构精准研判、精准指挥能力;二是开展指挥员实战

拉练训练°指挥员开展火场勘察、分析研判、战例剖析’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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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判风险、规避风险等指挥训练’弄清楚火场主要发展趋势、

最大的风险在哪里、力量如何运用、具体采取什么方法手段打’

并提前选择好避险路线和避险区域’切实发挥专业指挥的专业

优势;三是开展紧急避险训练。指挥员和扑火人员主要开展紧

急避险和突发险情处置训练’组织定位导航系统｀地形图、指

北针和逃生瓶、呼吸器、避火罩等避险装备操作与使用’以及

自救互救训练’提高紧急避险能力·

（四）推动完善制度机制。进一步推动完善森防指运行机

制、现场指挥部工作机制、修订完善各级预案;把现行安全法

规制度落实好、运用好’并结合实际’探索实用有效的安全机

制’推动构建责权分明、运行有序、互为保证的安全法规制度

体系;严明安全奖惩’对抓扑火安全主动性强、措施得力、安

全防范工作成效明显的要予以表彰奖励’对安全防范工作不力’

造成人员伤亡和重大财产损失的要责任倒查’严肃追责问责·

五｀有关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级各单位要充分认清开展教育整

治活动的重要意义’切实提高站位’制定方案强化措施’加强

组织领导’真正把此次活动作为当前阶段性重点工作抓紧抓实。

各地森防指要按照省森防指办公室统一部署’认真搞好工作部

署’逐级压实责任’强化统筹协调’形成整体合力’确保活动

落地见效°此次安全警示教育整治活动重在实效,只做不说°

（二）抓住关健环节°突出保护生命安全这个核心要求和

火场指挥这个关键环节’把强化安全意识和安全能力作为根本

出发点和落脚点’针对领导千部、各级指挥机构、指挥员和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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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队员’在内容上突出现场指挥和安全防险避险’在组织实施

上突出领导干部带头、以上率下。抓好集中授课辅导、强化训

练演练、典型战例剖析、严格考核评估等环节’切实解决问题

短板。

（三）务求整治实效°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

向’把转观念与强责任相结合、查隐患与治短板相结合、学专

业与练指挥相结合’确保活动取得实效·要针对当前清明期间

森林防灭火形势任务和此次活动涉及层面多、覆盖范围广等实

际’精心筹划部署’严密组织实施’加强检查督导’防止教育

整治与春防任务“两张皮’’°要认真贯彻加强作风建设的有关要

求’坚决防止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杜绝照抄照转、以文件落

实文件°

（四）持续巩固深化。活动结束后’各地要认真梳理活动

开展情况’自下而上搞好总结讲评°要建立常态机制和工作台

账’采取“挂账销号’’的办法’做到问题不解决不撒手’隐患整

治不彻底不收兵。同时’要持续深化安全理论学习和专业培训

成效’注重学用结合’在实战中巩固深化、持续发力。

附件: 1森林草原扑火指挥‘‘十个严禁’’

2.扑火安全警示教育整治周问题查摆整改计划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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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森林草原扑火指挥“十个严禁,’

一、严禁不懂打火的人指挥打火’未经专业培训、缺乏实

战经验的指挥员不得直接指挥扑火行动°

二、严禁地方部门领导或乡镇领导在现场指挥部成立后担

任总指挥（不包括火情早期处理）·

三、严禁行政指挥代替专业指挥°

四、严禁多头指挥、各行其是、各自为战。

五、严禁现场指挥部和指挥员未经火场勘察、态势研判和

安全风险评估直接部署力量、展开扑火行动。

六、严禁在火势迅猛的火头正前方和从山上向山下’以及

梯形可燃物分布明显地域直接部署力量·

七、严禁指挥队伍从植被垂直分布、易燃性强、郁闭度大

的地段接近火场。

八、严禁指挥队伍盲目进入陡坡、山脊线、草塘沟、单口

山谷、山岩凸起地形、鞍部、山体滑坡和滚石较多地域等危险

地形’以及易燃灌木丛、草甸、针叶幼树林、高山竹林等危险

可燃物分布集中区域冒然直接扑火。

九、严禁在未预设安全区域和安全撤离路线情况下组织队

伍扑火。

十、严禁组织队伍在草塘沟、悬崖陡坡下方、可能二次燃

烧的火烧迹地、火场附近的密林等区域休整宿营。

g



附件2

扑火安全警示教育整治周问题查摆整改计划表

单位;

序 整改措施｀对策查摆内容 存在问题 整改期限 备注
□
言

重点整治领导干部｀指挥员指导思想不端

1

正′安全意识淡薄｀思想松懈麻痹°

森防指运行不规范′责任边界不清晰｀宋

压实′组织指挥体系不完善｀能力不过硬。

2

现场诣挥部成立后′总指挥由部门领导或

乡镇领导担任｀行政指挥代替专业诣挥′

专业指挥落实不严格。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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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查摆内容 存在问题
□
百 整改措施｀对策 整改期限 备注

-线指挥员和扑火人员在扑救行动中安全

风险评估不落实′执行“火情不明先侦察、

气象不利先等待｀地形不利先规避’,不严

格′不预设安全区域和逃生路线、不指定

安全监测员｀火场宿营不设立警戒。

4

火场管控不严′扑火力量各行莫星｀各自

5

为战°

预案修订针对性｀实效性不强′形势研判

不及时｀不精准′应急处置特别是重特大

火灾应对准备不充分｀不扎实等问题°

6

填表人: 审核人: 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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