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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如何做好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

李�飞
榆林市榆阳区林草资源管护中心�陕西�榆林�719000

摘�要：防灭火工作是森林草原保护工作的重点内容，对保护森林草原的生态系统和生态环境至关重要。随着往

年来全球气候变化带来的大气干燥、降水不足等现象的频繁发生，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显得更加重要。如何做好森林

草原防灭火工作，成为必须关注和积极研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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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森林和草原是自然生态系统中重要的组成部

分，也是吸纳二氧化碳的最佳场所。然而，由于天气和

人为因素的原因，森林和草原经常遭受火灾的侵袭，危

害极大。因此，加强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建立完善的

预防、监测、应急、评估和治理体系，是必要的。本文

将着重探讨如何做好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以提高公众

的防火意识和减少火灾事故的风险。

1��认识防灭火工作的重要性

防灭火工作是非常重要的，它关乎到森林草原的生

态系统和生态环境，以及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防灭

火工作不仅仅是消灭森林草原火灾，也包括了防止火灾

的发生。实施防灭火工作有助于保护和维护生态环境，

因为火灾一旦发生，不仅会造成物质损失，还会对生态

环境和生态系统造成严重影响，甚至改变生物物种的气

候和生境条件。防灭火工作能够保护生态环境和维护生

态系统。森林草原是重要的生态系统，拥有着丰富的生

物多样性和资源，防灭火工作能够保护生态环境，维护

生态系统的平衡和稳定。一旦发生火灾，不仅会直接造

成物质损失，而且还会对生态环境和生态系统造成严重

影响，甚至改变生物物种的气候和生境条件。防灭火工

作能够保障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大火的过度燃烧和森

林草原资源的过度利用，不仅会损害生态系统和环境，

而且会甚至耗尽自然资源，对社会和已世代未来的发展

造成严重影响。防灭火工作能够采取预防措施和加强管

理，有效减少火灾的发生和损失，保障人民生命和财产

的安全[1]。通过加强防灭火工作，能够充分考虑到人类

社会和大自然的共生关系，保护自然、利用自然、调整

发展方式和结构，是推进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防灭

火工作需要社会关注和支持。因此，大众需要加强宣传

和教育，提升公众防灭火意识和能力，各类组织和企业

也应该发挥作用，积极参与防灭火工作。只有社会各界

齐心协力，共同参与防灭火工作，才能够发挥科学、合

理、绿色、可持续的效益。

2��加强关键区域的管理和监控

2.1  制定清晰的管理制度
为加强关键区域的防灭火管理和监控，需要制定清

晰的管理制度，确保管理措施得到切实执行。制定的管

理制度应明确管理机构的职责和权限，如建立专门的

防灭火机构、分工明确、各司其职，建立信息化监控体

系，通过监控技术有效察觉火源，迅速响应火灾，减少

火灾损失。制定的管理制度应考虑到地理位置和自然条

件，制定相应的防灭火措施，如定期进行消防检查，教

育居民自行防止火灾等等。制定的管理制度还应清晰规

定火源和禁止行为，明确各种火源的防范措施，例如严

禁放烟蒂和使用明火，禁止在森林草原垃圾堆积，不得

私设野火烹饪点等。有效地执行管理制度是关键。要根

据情况对制度进行必要的调整和补充，并加强宣传教育

和培训，提高居民和管理人员的防火意识和科学能力。

要加强考核监管和制度落实，及时发现和解决问题，对

于违反规定行为要严格执法，依法惩处。加强关键区域

的管理和监控需要制定清晰的管理制度，包括明确管理

机构职责和权限、制定相应的防灭火措施、规定火源和

禁止行为，并加强宣传教育和培训，实行考核监管和制

度落实，确保管理措施得到切实执行。

2.2  前期预防和巡护
加强关键区域的防灭火管理和监控，需要采取前期

预防和巡护措施，确保火灾的发生得到及时发现和有效

控制。前期预防是非常重要的环节，包括清理垃圾、

割草除草、在需要的地方修建消防道路、设置消防设施

等。同时，需要对经常出现火灾的地区进行特别关注，

针对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情况，采取相应的措施进行预

防。巡护是及时发现火灾、抑制火灾蔓延的重要手段。

针对关键区域的不同情况，可以采取不同的巡护方式，

如人工巡护、机动巡访、无人机巡查等。同时，巡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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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需要备有必要的灭火器材和专业工具，能够快速有效

地处置火险情况。巡护还需要注重节奏和频率，采取灵

活的应对措施。在火灾高发期，需要加强巡护频率，尤

其是重要部位、重点区域。在巡护过程中，要不断加强

和完善巡护记录和报告系统，及时汇报和反馈巡护情

况，及时调整防火工作计划和部署。前期预防包括清理

垃圾、割草除草、修建消防道路、设置消防设施等；巡

护可以采取不同的巡护方式，注重节奏和频率，备有必

要的灭火器材和专业工具，不断加强和完善巡护记录和

报告系统，及时汇报和反馈巡护情况，确保防火工作能

够得到及时有效的落实。

2.3  应急反应和出动力量
为加强关键区域的防灭火管理和监控，必须在火灾

发生时及时出动力量进行应急反应。应急反应包括人

员、物资、技术和信息方面的准备。在控制火势和救援

被困人员的过程中，出动力量也很关键。当火灾发生

时，需要第一时间组织调动专业消防队伍和地方民兵队

伍，出动消防车辆和消防器材进行灭火和保护救援。同

时，也需要调动警力、交通部门和人员在现场维护秩

序，确保消防队伍及时、安全到达现场。为保障救援效

率，应提前做好预案和准备，确保物资、设备、消防人

员等应急力量能够在体系内调动和迅速到位。在现场救

援过程中，应按照预案进行统一指挥。同时，需要降低

救援过程中的安全风险，保证救援人员安全，若遇到意

外情况及时采取措施，并做好伤员的转运和治疗工作[2]。

在应急反应方面，需要充分运用现代技术手段，建立健

全信息化平台，对火灾情况、救援信息、人员、物资、

设备等进行信息共享和传播，提高救援效率和应急反应能

力。提前做好预案和准备，出动专业队伍和消防车辆及时

处置火灾，保证救援效率和人员安全，同时利用现代技术

手段建立健全信息化平台，提高救援效率和应急反应能

力，努力减少火灾损失和对生态环境造成的损害。

3��加强技术手段的应用

3.1  完善和更新消防设施
加强关键区域的防灭火管理和监控，需要不断完善

和更新消防设施，利用现代技术手段，提高防灭火能力

和效率。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对已有的消防设施进行

评估和调查，发现薄弱环节和短板，逐步进行完善和更

新。应注重技术手段的应用，利用现代科技不断提高包

括监控、侦测、通讯、自控、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方

面的技术手段，采用创新的技术手段提高防灭火水平。

例如，利用无人机、卫星、火情自动监测系统等技术手

段，及时监测、掌握火源，提高防火预报和应急处置能

力。还可以在社区、建筑、车辆等方面，通过消防设施

的整体更新和提升，不断提高防灭火能力。在社区防火

方面，可以加强火灾警示装置，增加消防通道和消防栓

等设施；在建筑防火方面，可以采用防火材料和防火墙

进行隔离和扩散，使用喷淋系统、自动喷水系统等；在

车辆防火方面，可以采用专用的消防泡沫和抽排烟装置

等。需要加强消防设施的日常检测和维护，定期检查、

清洁和维修消防设施，确保消防设施的正常运转和可靠

性。同时，也需要加强社会宣传，普及防火知识，提高

公众的防火意识和科学能力。

3.2  建立数码化技术服务平台
随着数字化技术的发展，可以建立数码化技术服务

平台来增强关键区域火灾防控的能力。该平台可以将数

据、信息、技术，以及应急管理人员等资源整合在一

起，为防灭火工作提供全流程、全方位的支持和服务。

这个平台应该具有以下功能：实时采集不同类型的防火

数据，包括视频、声音、热像等数据，利用人工智能技

术实现大数据分析、运营管理、风险评估等功能；可以

利用无人机等其他设备对危险区域进行全面监测和数据

采集，为防火实战提供支持；可以远程控制消防设备，

实现消防智能化管理；在火灾发生后，可以快速开展救

援和应急处理工作。这个平台可以搭建专家预警机制，

利用人工智能算法进行火灾风险评估和预测工作，自动

生成预警报告，提醒相关部门以及居民关注预警信息[3]。

同时，利用数据分析和决策支持功能，可以对火灾应急

管理进行动态调整和优化，提高准确性和效率。数码化

技术服务平台的建立需要各领域专业人才的支持，例如

人工智能、数据科学、计算机视觉、网络安全等等。同

时，平台需要建立健全的用户服务机制和网络安全保障

系统，以应对各种突发事件和恶意攻击。

3.3  加强水土保持工作
加强水土保持工作，对于防止火灾发生和减轻其影

响具有重要作用。为此，我们应该采取科学化、有效性

的措施，加强水土保持工作。要加强人工干预工作。

因为人类活动常常是造成环境恶化和水土流失的原因之

一。因此，人工干预是必须的工作之一。在开发、利用

土地和开采等方面，需要遵循可持续发展原则的基础之

上，根据地形、土壤等不同情况，采取相应的水土保持

措施。例如，在沟槽沟壑陡峭的地区，可以通过建设护

坡、墙、栏杆等措施，防止水土流失；在高原草地以及

山林等地区，可以采取轮流放牧、草坪翻耕和栽培等措

施，增加地力，保持土壤水分。要加强科学技术手段运

用，不断推动水土保持事业创新和发展。利用水土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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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工艺和设备，加强护坡、护岸、防洪、防滑等综

合性保持工作。加强对防灭火技术的研究和开发，优化

水土保持工作流程，加强智慧水土保持技术的应用，提

高水土保持工作效率和质量。另行发挥社会宣传、教

育、监督的作用，在加强水土保持管理工作中扮演重要

的角色。可以通过常见媒介工具、宣传教育现场等，向

公众提供科学、实用的知识和技术手段，增强公众的环

保意识。

4��加强点火的严格管理

4.1  执行点火规范化管理制度
为了加强火灾点火的管理，需要执行点火规范化管

理制度。点火前应制定详细的方案，明确点火时间、地

点、方式、风向等要素，制定应急预案。同时，应制定

详细的熄火方案，罗列各种可能发生的危险，以应对不

同情况。应执行严格的点火程序，指定专人负责点火工

作，并配备专业部门监督和指导。在点火现场需要进行

现场监控和安全巡视，同时调动周围资源互相支持。应

对违法点火行为进行严格打击和处理，包括罚款、调离

岗位、行政拘留等措施。最严重的情况下，应追究刑事

责任。同时，需要严格执行点火程序，确保点火过程中

的安全，同时对违法行为进行严惩，共同维护火灾安全

处置的有序环境。

4.2  实行严格的监督和检查制度
为了加强火灾点火的管理，实行严格的监督和检查

制度是非常必要的。依据点火规范化管理制度，建立监

督和检查机制，制定监督和检查方案、工作程序和标

准，选派专业人员实施该项工作，并把派驻专人和开展

突击检查结合起来，形成一种较为有效的监督、检查手

段。不仅要对已经点火的现场进行监测，同时也需要通

过智慧火源控制平台对周边环境进行监测，发现具有火

源危险性的因素及时处理，减少火灾的可能性。对点火过

程和点火人员进行审核和评估。按照要求尽最大努力调查

和核实每一个火灾，制定每一个火灾调查的计划和工作任

务，核查点火是否符合规定，调查火源突发的原因，及

时发现和整改漏洞问题，从根本上解决火灾问题。

4.3  加强监管和处罚
加强火灾点火的管理，加强监管和处罚是非常必要

的。加强监管力度，制定明确的规定和标准，对点火前

后的各个环节进行监管。存在危险的点火活动，应实

行现场巡查，及时调整方案，制止不符合标准的点火活

动。针对点火过程中出现的违规现象，要及时查处，如

发现违规点火现场不予移交使用、暂停点火资格、罚款

等处罚措施，并每年公布违规点火的名单，起到强有力

的威慑作用[4]。完善火灾事故的处置机制，加强对火灾事

件的调查和判定。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应当按照规定和

标准，明确责任并进行处罚，同时对事故原因进行彻底

调查和分析，制定相关预防措施和完善应急预案，全面

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结语

总之，做好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不仅仅需要有技

术、政策和管理等知识，还要有细致、全面、包容的思

想，认真平衡好森林和人的关系，可以持之以恒地改进

和提升水平，与时俱进地开展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使

之成为保护和维护森林草原生态环境的坚实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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