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漳政办〔2022〕26号

漳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漳平市森林火灾应急预案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市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各

成员单位：

经市政府同意，现将修订后的《漳平市森林火灾应急预案》

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2014年 10月 13日印发的《漳

平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漳平市森林火灾应急预案的通知》（漳

政综〔2014〕238号）同时废止。

漳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年 11月 17日

漳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



— 2 —

目 录
1 总则 ................................................... 5

1.1 指导思想 .......................................... 5

1.2 编制依据 .......................................... 5

1.3 适用范围 .......................................... 5

1.4 工作原则 .......................................... 5

1.5 灾害分级 .......................................... 6

2 主要任务 ............................................... 7

2.1 组织灭火行动 ...................................... 7

2.2 解救疏散人员 ...................................... 7

2.3 保护重要目标 ...................................... 7

2.4 转移重要物资 ...................................... 8

2.5 维护社会稳定 ...................................... 8

3 组织指挥体系 ........................................... 8

3.1 森林防灭火指挥机构 ................................ 8

3.2 指挥部成员单位任务分工（见附件 1） .................9

3.4 专家组 ........................................... 10

3.5 督导工作小组 ..................................... 10

3.6 指挥部成员单位联系人制度 ......................... 11

4 处置力量 .............................................. 11

4.1 力量编成 ......................................... 11

4.2 力量调动 ......................................... 12

5 预警和信息报告 ........................................ 12

5.1 预警 ............................................. 13

5.1.1 预警分级 ....................................... 13

5.1.2 预警发布 ....................................... 13

5.1.3 高森林火险预警分级响应 ..........................13

5.1.3.1 黄色预警应急启动条件 ..........................14

5.1.3.2 黄色预警应急启动措施 ..........................14

5.1.3.3 橙色预警应急启动条件 ..........................15



— 3 —

5.1.3.4 橙色预警应急响应措施 ..........................15

5.1.3.5 红色预警响应启动条件 ..........................16

5.1.3.6 红色预警应急响应措施 ..........................17

5.1.4 火场预测预警 ................................... 17

5.2 信息报告 ......................................... 17

6 应急响应 .............................................. 19

6.1 分级响应 ......................................... 19

6.2 响应措施 ......................................... 19

6.3 市级层面应对工作 ................................. 22

7 综合保障 .............................................. 28

7.1 物资保障 ......................................... 28

7.2 资金保障 ......................................... 29

8. 后期处置 ............................................. 29

8.1 火灾评估 ......................................... 29

8.2 火因火案查处 ..................................... 29

8.3 约谈整改 ......................................... 29

8.4 责任追究 ......................................... 30

8.5 工作总结 ......................................... 30

8.6 表彰奖励 ......................................... 30

9 附则 .................................................. 30

9.1 跨界森林火灾 ..................................... 30

9.2 预案演练 ......................................... 30

9.3 预案管理与更新 ................................... 31

9.4 以上、以内、以下的含义 ............................31

9.5 预案解释 ......................................... 31

9.6 预案实施时间 ..................................... 31

10 附件 ................................................. 31

10.1 漳平市森林防灭火指挥工作细则 .....................33

10.2 市级专家组名单 .................................. 42

10.3 指挥部成员单位及联系人一览表 .....................43



— 4 —

10.4 县级及乡镇森林防灭火物资储备标准 .................44

10.5 专业、半专业扑火队伍装备标准 .....................45

10.6 森林火灾扑救组织指挥主要内容及一般工作程序流程图 .46



— 5 —

漳平市森林火灾应急预案

1 总则

1.1 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和关于全面

做好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上级的决策部

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进一步完善森林火灾应对的体

制机制，有力推进林长制建设，依法有力、有序、迅速、高效

处置森林火灾，最大程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保护森林

资源，维护生态安全。

1.2 编制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森林防火条例》《国家森林

草原火灾应急预案》《福建省森林防火条例》《福建省突发公

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福建省森林火灾应急预案》《龙岩市

森林火灾应急预案》《漳平市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等。

1.3 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漳平市行政区域内发生的森林火灾应对工作。

1.4 工作原则

森林火灾应对工作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牢固树立“人民至

上、生命至上”的理念，按照统一领导、分级负责，科学处置、

安全第一，以专为主、专群结合的原则，实行市、乡（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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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政府行政首长负责制。森林火灾发生后，根据响应级别，

市、乡（镇）人民政府、有关部门立即按照任务分工和相关预

案开展处置工作。

统一领导，分级负责。按照统一领导、分级负责、分级响

应、属地为主的要求，落实应急处置工作。相关部门依照本预

案确定的任务，尽职尽责、密切协作、快速反应、形成合力、

积极应对。

科学处置，安全第一。发生森林火灾后，首先转移受威胁

人员，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在火灾处置中始终将扑救火人

员和群众生命安全放在首位，严格落实火情不明先侦查、气象

不利先等待、地形不利先规避，坚决禁止多头指挥、盲目蛮干，

避免造成扑救人员伤亡。

以专为主，专群结合。坚持专业的事情由专业的人来做的

原则，严禁未经专业培训的人员直接参与火灾扑救工作。扑救

森林火灾以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地方专业（半专业）森

林消防队伍等受过专业培训的扑火力量为主，解放军、武警部

队、民兵应急分队等支援力量为辅，社会应急力量为补充。必

要时，可动员当地林场干部职工及当地群众等力量协助做好扑

救工作。

1.5 灾害分级

按照受害森林面积、伤亡人数和直接经济损失，森林

火灾分为一般森林火灾、较大森林火灾、重大森林火灾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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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重大森林火灾四个等级，具体分级标准按照有关法律

法规执行。

一般森林火灾：受害森林面积在 1 公顷以下或者其他林

地起火的，或者死亡 1 人以上 3 人以下的，或者重伤 1 人

以上 10 人以下的；

较大森林火灾：受害森林面积在 1 公顷以上 100 公顷以

下的，或者死亡 3 人以上 10 人以下的，或者重伤 10 人以

上 50 人以下的；

重大森林火灾：受害森林面积在 100 公顷以上 1000 公

顷以下的，或者死亡 10 人以上 30 人以下的，或者重伤 50

人以上 100 人以下的；

特别重大森林火灾：受害森林面积在 1000 公顷以上的，

或者死亡 30 人以上的，或者重伤 100 人以上的。

2 主要任务

2.1 组织灭火行动

科学应用各种技能（手段）扑打明火，安全、科学、有效

扑救森林火灾，清理火线、看守火场，严防火场复燃、次生灾

害发生。

2.2 解救疏散人员

组织解救、转移、疏散受威胁群众并及时妥善安置和开展

必要的医疗救治。

2.3 保护重要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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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民生和重要军事目标并确保重大危险源安全。

2.4 转移重要物资

组织抢救、运送、转移重要物资。

2.5 维护社会稳定

加强森林火灾发生地区及周边社会治安和公共安全工作，

严密防范各类违法犯罪行为，加强重点目标守卫和治安巡逻，

维护森林火灾发生地区及周边社会秩序稳定，加强森林火情网

络舆情监测与引导。

3 组织指挥体系

3.1 森林防灭火指挥机构

市森林防灭火指挥部（以下简称市森防指）负责组织、

协调和指导全市森林防灭火工作。市森防指指挥长由市政府

分管林防灭火工作同志担任，副总指挥由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

和市公安局、应急局、林业局、市消防救援大队、市森林

防灭火指挥中心负责同志担任。指挥部办公室（以下简称森

防办）设在市应急局，承担指挥部的日常工作。必要时，市

林业局可以按程序提请以市森防办名义部署相关森林防火工

作。森防办主任由应急局局长兼任，常务副主任由市森林防灭

火指挥中心领导担任，副主任若干名，由林业局、公安局、消

防救援大队有关领导组成。

各乡（镇）人民政府按照“上下基本对应”的要求，设立森

林防灭火指挥机构，负责组织、协调和指导本行政区域的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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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灭火工作，下设办公室在林业站，承担日常工作。

3.2 指挥部成员单位任务分工（见附件 1）

3.3 扑救指挥

坚持“属地指挥、分级指挥、统一指挥、专业指挥”原则。

跨漳平市界的森林火灾，在龙岩市森防指的协调指导下，一般

森林火灾由乡镇、国有林场负责指挥，较大森林火灾和跨乡镇

行政区域的森林火灾，由市森防指指挥；预判发展为重大森林

火灾，由龙岩市森防指指挥。森林防灭火指挥机构根据需要，

在森林火灾现场成立前线指挥部，按照行政指挥与专业指挥，

由党政领导担任指挥长，负责火场全面指挥工作；合理配置工

作组，重视发挥专家作用；指挥长根据火场指挥员的建议，调

集增援扑火力量、补充扑火物资到火场相应位置，火场指挥员

根据科技手段侦查扑救情况，向指挥长通报火场情况，提出下

一步扑火方案建议，有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参与灭火的，

由其最高指挥员担任副指挥长，共同参与制定扑火方案、部署

扑火力量和现场组织灭火，充分发挥专业作用，参加扑火的单

位和个人必须听从前线指挥部统一指挥。前线指挥部应划定火

场警戒区，划入警戒区的火场及周边行政区，任何单位和个人

未经前线指挥部同意不得前往火场、不得干扰前线扑火及指

挥。

部队和民兵执行森林火灾扑救任务，依照军队有关规定执

行，由军队根据前线指挥部制定的扑救方案负责指挥具体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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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森林火灾扑救过程中，均应制定应急避险预案，明确撤离

路线和示警信号，一旦遭遇险情，及时启动应急避险预案，迅

速、高效、安全实施紧急避险和营救行动。

本市辖区内发生多场森林火灾，应以多点、多火场的情况

来安排指挥人员到火场指挥救火。如发生多火场，并且延烧时

间都超过 3个小时未扑灭，市森防办要以火灾延烧时间、火灾

危险程度来安排指挥人员到火场指挥救火，市森防办要制作火

场调度表。指挥人员安排：市防灭火指挥中心主任到第一火场，

应急局分管领导到第二火场，林业局分管领导到第三火场、应

急局局长到第四火场、林业局局长到第五火场、县人民武装部

长到第六火场、第七火场由县应急局、林业局其他副局长指

挥……以此类推。

3.4 专家组

市森防指根据工作需要会同有关部门和单位建立专家组，

对森林火灾预防、科学灭火组织指挥、力量调动使用、灭火措

施、火灾调查评估规划等提出咨询意见。

（市专家组名单见附件 2）

3.5 督导工作小组

在高森林火险橙色及以上预警发布期间，由市应急局、

公安局、林业局、农业农村局、民政局、民宗局、文旅局、

国网供电公司等主要成员单位组成督导小组，适时到各乡

镇检查森林防灭火各项工作的落实情况，对高森林火险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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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全市每日林火热点核查、森林火灾发生情况、扑救情况、

防灭力量部署情况、火险等级情况等进行汇总，分析全市

森林火灾形势，提出应对措施和要求，形成督导工作信息，

报送市委市政府相关领导。

3.6 指挥部成员单位联系人制度

各森防指成员单位指定一人为本单位森林防灭火工作

联系人，负责沟通协调、信息报送等工作，建立联系人工

作微信群，提高工作效率，形成工作合力。

（森防指成员单位联系人一览表见附件 3）

4 处置力量

4.1 力量编成

(1)漳平市专业应急救援分队：主要担负全市森林火灾

预防、扑救和其他森林资源保护任务。队伍日常开展专业

训练，加强灭火装备建设，高火险期间开展巡护、靠前驻

防，打牢遂行任务能力基础。

(2)乡镇、国有林场半专业森林消防队伍：10 万亩以下

的乡镇、国有林场按不少于 10 人配备半专业队森林消防队

员；10 万亩以上 30 万亩以下的乡镇、国有林场按至少 20

人配备；30 万亩以上的乡镇、国有林场按至少 30 人配备。

每年应当进行一定时间的理论业务培训、专业技能训练、有组

织、有保障，人员相对集中，具有较好的扑火技能、装备。在

高森林火险预警期集中待命，准军事化管理。接到扑救任务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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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在 20分钟内完成集结，且出勤率不低于 80%。

(3)村级应急小分队：由村干部、护林员、民兵、志愿者

组成，经过扑救培训，日常进行防火宣传、巡查，发生初发火

时进行处置，做好向导、运送补给、清理看守火场。

(4)应急扑救队伍：主要由武警、预备役部队、民兵、

民间应急组织等组成，参加当地森林火灾应急处置。经过

必要的扑火技能训练和安全知识培训，具有较强的森林火

灾扑救能力。接到扑救任务后，能按预案参与扑救。

(5)森林火灾后勤保障队伍：乡镇（街道）、林场需组建一

支 20人以上，经过森林防扑救业务知识培训的机关、企事业

单位干部、职工、护林员、扑火队员以及林区居（村）民中的

青壮年为主，配备一定数量的扑火装备，主要承担开设隔离带、

带路、运送扑火物资、提供后勤服务、参与清理和看守火场等

任务。

4.2 力量调动

根据森林火灾应对需要，应首先调动属地扑火力量，邻近

力量作为增援力量。

市级行政区域内各地方专业森林消防队伍、半专业森林消

防队伍由市级森林防灭火指挥部直接调动，跨县（市、区）调

动地方专业森林消防队伍增援扑救时，由龙岩市森林防灭火指

挥部统筹协调，由调出县森林防灭火指挥部组织实施，调入县

负责对接及相关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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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动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增援扑救时，由火灾发生地

市级人民政府或者应急管理部门向龙岩市应急局提出申请，按

有关规定和权限逐级报批。

需要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参与森林火灾扑救时，由龙岩市森

林防灭火指挥部向所在战区提出用兵需求。

5 预警和信息报告

5.1 预警

5.1.1 预警分级

根据森林火险等级、火行为特征和可能造成的危害程度，

将森林火险预警级别划分为四个等级，由高到低依次用红色、

橙色、黄色和蓝色表示,具体分级标准按照有关规定执行。

5.1.2 预警发布

由市森防办组织应急管理、林业和气象主管部门加强会

商，联合制作森林火险预警信息，并通过预警信息发布平台和

广播、电视、报刊、网络、短信、微信公众号以及应急广播等

方式向涉险区域相关部门和社会公众发布。

市气象主管部门每日向市森防办提供全市森林火险等级

信息，由市森防指向各乡镇发布预警信息，提出工作要求。

5.1.3 高森林火险预警分级响应

5.1.3.1黄色预警响应启动条件

符合下述条件之一时，启动黄色预警：

1．前期天气连续 3天晴天，气象部门预报未来 3天连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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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 3级以上高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无有效降水。

2．前期天气连续晴天，当日气温高于 20℃、气温日较差

在 7～15℃、空气最小相对湿度在 75%～60%、风力在 3级以

上，无有效降水。

3．前期天气连续晴天，气象部门预报未来 3天内仍为晴

天，同时，未来 3天内有重大节日或活动，将使进山入林人员

陡增。

4．其他需要启动黄色预警应急响应状况。

5.1.3.2黄色预警应急响应措施

1．市森防指向各乡（镇）、市森防指成员单位发出响应

黄色预警的通知，市森防办应密切关注天气情况和森林火险预

警变化。

2．各乡（镇）、市应急局、林业局值班或带班领导、森防

办、森林防火工作站所有人员取消外出和休假；加强森林防火

巡护、林火视频监测和瞭望监测，做好森林防火宣传工作，加

强火源管理，落实装备、物资等各项防灭火准备；乡（镇）和

县级专业、半专业森林消防队伍进入待命状态。并立即召开护

林网格员和森林消防队员会议，确保出勤率达到 80％以上，

部署森林防灭火工作。

5.1.3.3橙色预警响应启动条件

符合下述条件之一时，启动橙色预警：

1．前期天气连续 3天晴天，气象部门预报未来 3天将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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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出现 4级以上高森林火险气象等级。

2．前期天气连续晴天，或已启动黄色预警应急响应，未

来 5天以上将连续出现 3级以上高森林火险气象等级。

3.前期天气连续晴天，当日气温高于 20℃、气温日较差在

15～20℃、空气最小相对湿度在 60%～55%、风力在 3级以上，

且无有效降水。

4．前期天气连续晴天，或已启动黄色预警应急响应，气

象部门预报未来 3天内仍为晴天且气温高、空气干燥，同时，

未来 3天内有重大节日或活动，将使进山入林人员陡增。

5.其他需要启动橙色预警应急响应状况。

5.1.3.4橙色预警应急响应措施

1．迅速将橙色预警信息通过预警信息发布平台和广播、

电视、报刊、网络、短信、微信公众号进行发布，暂停野外生

产性用火的审批；张贴禁火令公告到乡镇、村醒目位置；安排

护林员分片巡查，制止违章用火。

2．应急局、林业局分管领导、森防办、各乡（镇、街道）

党政主要领导其中一位、分管领导、林业站长、林业站干部不

得离开本辖区。

3．市森防办适时派出督导组检查各地高速公（铁）路、

国省县乡道两边、林区施工企业和电力走廊等野外火源管控情

况。市林业、农业农村、民政、民宗、文旅、国网供电公司等

主要成员单位迅速部署督促各自行业领域开展森林防火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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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防火巡查等防火措施落实情况。县领导下沉到包片乡镇

督查森林防火措施落实情况。各乡（镇）领导下沉到包片村督

查森林防火措施落实情况。

4．市气象部门要加强对森林火险天气及趋势的研判，每

天下午 16时向森林防火指挥机构通报第二天森林火险天气情况。

5．林业部门负责森林防火远程视频监控系统、高山瞭望

台、林火卫星监控系统全部进入工作状态。

6．专业、半专业扑火队伍进入集中待命状态，视情靠前

驻防开展防火宣传、巡查和处置初发火情工作，确保出勤率达

到 90％以上。乡村干部、护林网格员（统一配戴标志）开展

防火宣传、巡查和做好火情早期处置（主要任务是发现火情实

施火情早期扑救、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理，实行报扑同

步，配合公安机关协助森林火灾调查）相关工作。

7．公安、林业、农业等执法部门开展森林防火巡查，对

禁火令期间违反规定用火者依法进行处罚。

5.1.3.5红色预警响应启动条件

符合下述条件之一时，启动红色预警：

1．前期天气连续 3天晴天，未来 3天将连续出现 5级高

森林火险气象等级。

2．已启动黄色或橙色预警应急响应，未来 5天将连续出

现 4级以上高森林火险气象等级。

3．前期天气连续晴天，当日气温高于 20℃、气温日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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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以上、空气最小相对湿度在 55%以下、风力在 3级以上，

且未来几天将无有效降水。

4．前期天气连续晴天，且已启动黄色或橙色预警应急响

应，未来 2天内仍为晴天且气温高、昼夜温差大、空气干燥，

同时，未来 2天内有重大节日或活动，将使进山入林人员陡增。

5．其他需要启动红色预警应急响应状况。

5.1.3.6红色预警应急响应措施

1．通过媒体平台将红色预警信息向全市各乡镇村干部发布。

2．市人民政府发布禁火令，严禁林区一切野外用火。

3．市森防指总指挥、应急局、林业局局长不得休假和外

出，已经外出的要尽快返回森林防火工作岗位。

4．市森防指总指挥组织召开指挥部全体会议，分析森林

火险形势，下发加强森林防火工作通知。

5．市森防办组织相关成员单位到各乡镇督查森林防火措

施落实情况。

6．专业、半专业扑火队伍全员待班值守，靠前驻防。

7．市大督办（效能办）启动森林防火督查联动机制，派

出督查组对森林防火各项工作措施落实情况进行督查，重点对

各级有关领导到位和值班带班情况进行检查通报，对有失职行

为的领导和干部依法依纪处分，并通报全市。

5.1.4 火场预测预警

根据扑救工作需要，由气象部门对重点火场提供火场天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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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况，联合市森防办、林业局发布高火险警报；对重点火场进

行跟踪预测预报，及时为扑火指挥机构提供决策辅助信息。依

据天气趋势，针对高危火险区域或重点火场制定人工影响天气

方案，适时实施人工增雨作业，为尽快扑灭森林火灾和降低火

险等级创造有利条件。

5.2 信息报告

森林火灾信息按照“归口管理”和“有火必报、关口前移、

零秒共享”的原则，严格执行国家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森

林草原火灾信息报送办法》和福建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建

立突发事件信息速报机制的通知》以及省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

公室印发的《福建省森林火灾信息报送规定（试行）》要求，

及时、准确、规范报告森林火灾信息，通报受威胁地区有关单

位和相邻行政区域森防指。

对以下森林火灾信息，由市森防办向龙岩市政府和龙岩市

森防办、漳平市委市政府总值班室报告，必要时向毗邻的县

（区）通报并及时通报市直相关单位和部门：

(1)造成 1人以上死亡或者 3人以上重伤的森林火灾；

(2)威胁居民区或者重要设施的森林火灾；

(3)邻县交界地区发生危险性大的森林火灾；

(4)发生在未开发原始林区或生态公益林区的森林火灾；

(5)16小时尚未扑灭明火的森林火灾；

(6)需要上级支援扑救的森林火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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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其他需要报告的森林火灾。

6 应急响应

6.1 分级响应

根据森林火灾发展态势，按照分级响应的原则，及时调整

扑救组织指挥机构和力量。森林火灾发生后，按任务分工由林

业部门和乡镇、国有林场组织进行早期处置；一般森林火灾和

较大森林火灾，由乡镇、国有林场和森防办联合组织处置；预

判可能发展为重大、特别重大森林火灾，分别报告龙岩市、省，

由龙岩市级、省级森防指为主组织处置；必要时，应及时提高

响应级别。

6.2 响应措施

森林火灾发生后，要先研判气象、地形、环境等情况及是

否威胁人员密集居住地和重要危险设施，科学组织施救。

6.2.1 扑救火灾

火灾发生后，火灾发生地所在乡镇、国有林场应迅速组织

和调遣半专业森林消防队伍第一时间赶赴火场扑救，同时做好

后勤保障等工作；

火灾发生地所在乡镇（街道）、国有林场根据火情研判，

需要请求支援的，由市森防办根据实际情况，调遣市级专业森

林消防队伍、火灾发生地临近乡镇半专业森林消防队伍等前往

增援；

各扑救力量在火场前线指挥部的统一调度指挥下，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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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情不明先侦察、气象不利先等待、地形不利先规避”的原则，

明确任务分工，落实扑救责任，科学组织扑救，在确保扑救人

员安全情况下，迅速有序开展扑救工作，严防各类次生灾害发

生。现场指挥员要认真分析地形环境、气象条件和火场态势，

在扑救队伍行进、宿营地选择和扑火作业时，加强火场管理，

时刻注意观察天气和火势变化，提前预设紧急避险措施，确保

各类扑火人员安全。不得动员老、弱、病、残、孕和未成年人

以及其他不适宜参加森林火灾扑救的人员参加扑救工作。

参加森林火灾扑救人员的补贴按上级有关规定给予发放。

6.2.2 转移安置人员

当居民点、人员密集区受到森林火灾威胁时，现场参与扑

救任务的地方专业、半专业森林消防队伍应及时采取有效阻火

措施，按照紧急疏散方案，有组织、有秩序地及时疏散居民和

受威胁人员，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妥善做好转移群众安置

工作，确保群众有住处、有饭吃、有水喝、有衣穿、有必要医

疗保障。

6.2.3 救治伤员

卫健部门负责统筹协调卫生应急队伍和医疗器械、药品支

援灾区，如有伤病员迅速送医院治疗，必要时对重伤员实施异

地救治。视情派出卫生应急队伍赶赴火灾发生地，成立临时医

疗点，实施现场救治和伤员后送。

6.2.4 保护重要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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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军事设施、核设施、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设备、油气

管道、铁路线路、220千伏电力设施等重要目标物和公共卫生、

社会安全等重大危险源受到森林火灾威胁时，市直相关部门迅

速调集专业队伍，在专业人员指导并确保救援人员安全的前提

下，通过开设隔离带等手段全力消除威胁，组织抢救、运送、

转移重要物资，确保目标安全。

6.2.5 维护社会治安

公安部门加强火灾受影响区域社会治安、道路交通等管

理，严厉打击盗窃、抢劫、哄抢救灾物资、传播谣言、堵塞交

通等违法犯罪行为。在金融单位、储备仓库等重要场所加强治

安巡逻，维护社会稳定。

6.2.6 发布信息

市委宣传部和网信办通过授权发布、发新闻稿、接受记者

采访、举行新闻发布会和通过专业网站、官方微博、微信公众

号等多种方式、途径，及时、准确、客观、全面向社会发布森

林火灾和应对工作信息，回应社会关切。加强舆论引导和自媒

体管理，防止传播谣言和不实信息，及时辟谣澄清，以正视听。

发布内容包括起火原因、起火时间、火灾地点、过火面积、损

失情况、扑救过程和火案查处、责任追究情况等。

6.2.7 火场清理看守

森林火灾明火扑灭后，负责该起森林火灾扑救指挥员要明

确移交给火灾发生地乡镇（街道），并由当地乡镇（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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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包村领导负责组织村干部、群众和林权所有者等看守人员

继续做好火场余火清理工作，防止死灰复燃，达到无火、无烟、

无气后，看守人员方可撤离。因看守不力、验收不严，造成

死灰复燃的，市森防办将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启动责任调查。

6.2.8 应急结束

在森林火灾全部扑灭、火场清理验收合格、次生灾害后果

基本消除后，由启动应急响应的机构决定终止应急响应。

6.2.9 善后处置

做好遇难人员的善后工作，抚慰遇难者家属。对因扑救森

林火灾负伤、致残或者死亡的人员，当地政府或者有关部门应

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医疗、抚恤、褒扬。

6.3 市级层面应对工作

森林火灾发生后，根据火灾严重程度、火场发展态势和当

地扑救情况，市级层面应对工作设定 IV级、Ⅲ级、Ⅱ级、Ⅰ

级四个响应等级。Ⅰ级为最高等级。

6.3.1 IV级响应

6.3.1.1 启动条件

(1)过火面积超过 30公顷且明火超过 4小时未得到有效控

制的森林火灾；

(2)造成 1人以上 5人以下重伤的森林火灾；

(3)发生在敏感时段、敏感地区，4小时尚未得到有效控制、

发展态势持续蔓延扩大的森林火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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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同时发生 2 起以上危险性较大的森林火灾且未得到

有效控制。

符合上述条件之一时，经市森防办分析评估，认定灾情达

到启动标准，由市森防办常务副主任决定启动Ⅳ级响应。

6.3.1.2 响应措施

(1)市森防办进入应急状态，所有人员不得休假和外出，

不得离开市区，已经外出的要尽快返回工作岗位，及时调度火

灾信息，研判火灾发展态势。

(2)加强对火灾扑救工作的指导，根据需要协调兵力进行

支援。

(3)视情发布高森林火险预警信息。

(4)根据火场周边环境，提出保护重要目标物及重大危险

源安全的建议；

(5)协调指导媒体做好报道；

(6)由市森林防灭火指挥中心负责人带队到火场前线指挥

火灾扑救工作。

6.3.2Ⅲ级响应

6.3.2.1 启动条件

(1)过火面积超过 80公顷的森林火灾；

(2)造成 1人以上 3人以下死亡或者 5人以上 10人以下重

伤的森林火灾；

(3)发生在敏感时段、敏感地区，8小时尚未扑灭明火的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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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火灾；

(4)同时发生 4 起以上危险性较大的森林火灾且未得到有

效控制。

符合上述条件之一时，经市森防办分析评估，认定灾情达

到启动标准，由市森防指任副总指挥的应急管理局负责人决定

启动Ⅲ级响应。

6.3.2.2 响应措施

(1)市森防办及时调度了解森林火灾最新情况，组织火场

连线分析研判。

(2)向有关部门，组织协调森林消防力量，调配扑火物资，

督促各项保障措施的落实。

(3)调派相邻森林消防队伍做好增援准备。

(4)市气象局提供天气预报和天气实况服务，做好人工影

响天气作业准备。

(5)督导工作组成立临时工作小组，由应急局主要领导或

委托带班领导等有关工作人员到火场前线指挥部，协助指挥火

灾扑救等工作。

(6)指导做好重要目标物和重大危险源的保护。

(7)视情及时组织新闻发布会，协调指导媒体做好报道。

6.3.3Ⅱ级响应

6.3.3.1 启动条件

(1)过火面积超过 120公顷的森林火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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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造成 3人以上 10人以下死亡或 10人以上 50人以下重伤

的森林火灾；）

(3)发生在敏感时段、敏感地区,12小时未得到有效控制的

森林火灾；

符合上述条件之一时，经市森防办分析评估，认定灾情达

到启动标准并提出建议，由市森防指总指挥决定启动Ⅱ级响应。

6.3.3.2 响应措施

在Ⅲ级响应的基础上，加强以下应急措施：

(1)市森防指组织有关成员单位召开会议联合会商，分析

火险形势，研究扑救措施及保障工作；森防指总指挥带队会同

有关部门和专家组成工作组赶赴火场，协调、指导火灾扑救工作。

(2)及时组织各专业、半专业森林消防队伍、应急扑救队

伍等力量参加火灾扑救。

(3)根据需要向龙岩市森防办请求支援。

(4)根据火场气象条件，开展人工影响天气作业。

(5)加强重要目标物和重大危险源的保护。

(6)根据需要协调做好扑火物资调拨运输、卫生应急队伍

增援等工作。

(7)视情及时组织新闻发布会，协调指导媒体做好报道。

6.3.4Ⅰ级响应

6.3.4.1 启动条件

(1)过火面积超过 300公顷的森林火灾，火势持续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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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造成 10人以上死亡或者 50人以上重伤的森林火灾；

(3)森林火灾严重威胁或烧毁重点林区、林区城镇、居民

点以及重要军事、电力、通信等设施，已造成重大损失；

(4)明火延烧超 48小时未得到有效控制并有进一步扩大的

趋势，已严重威胁社会稳定

符合上述条件之一时，经市森防办室分析评估，认定灾情

达到启动标准并提出建议，由市森防指总指挥呈请市委市政府

决定启动Ⅰ级响应，必要时，市人民政府直接决定启动Ⅰ级响应。

6.3.4.2 响应措施

市森防指组织各成员单位依托市应急指挥中心全要素运

行，由总指挥或者市委、市政府指定的负责同志统一指挥调度；

火场设市森防指火场前线指挥部，下设综合协调、抢险救援、

医疗救治、火灾监测、通信保障、交通保障、社会治安、宣传

报道等工作组，总指挥根据需要率工作组赴一线组织指挥火灾

扑救工作，主要随行部门为副总指挥单位，其他随行部门根据

火灾扑救需求确定。采取以下措施：

(1)在龙岩市森防指工作组指导下制定并组织实施森林火

灾扑救方案。

(2)根据实际需要，请求龙岩市森防办增调森林消防力量

和救援物资。

(3)请求龙岩市森防办安排生活救助物资，增派卫生应急

队伍加强伤员救治，协调实施跨县转移受威胁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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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组织抢修通信、电力、交通等基础设施，保障应急通信、

电力及救援人员和物资交通运输畅通。

(5)进一步加强重要目标物和重大危险源的保护，防范次

生灾害。

(6)进一步加强气象服务，紧抓天气条件组织实施人工影

响天气作业。

(7)建立新闻发布和媒体采访服务管理机制，及时、定时

组织新闻发布会，协调指导媒体做好报道，加强舆论引导工作。

(8)决定森林火灾扑救其他重大事项。

6.3.5 启动条件调整

根据森林火灾发生的地区、时间敏感程度，受害森林资源

损失程度，经济、社会影响程度，启动市森林火灾应急响应的

标准可酌情调整。

6.3.6 响应终止

森林火灾扑救工作结束后，由市森防办提出建议，按启动

响应的相应权限终止响应。

6.3.7 特殊情形下防灭火应急处置工作

遭遇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按以下原则开展森林防灭火应急

处置工作：市森防指加强与市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指挥部和

卫生健康部门的联络联系，按照市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指挥

部部署和卫生健康部门意见，在森林防灭火工作中落实相关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防控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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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指导督促各乡镇加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防控相关物资、

器材的储备，及时调配必要的防护器材、消毒药品等，以备随

时应用。

(2)在组织开展危险区域人员转移安置或森林火灾扑救过

程中，按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有关规定，严格落实防护措施，

并视情配备必要的医护人员和防控物资，确保森林防灭火工作

安全、有序。

7 综合保障

7.1 物资保障

7.1.1 给养保障

应急食品、药品及其他后勤物资，由火灾发生地人民政府

统一组织协调提供保障。

7.1.2 扑火物资保障

专业、半专业森林消防队伍按照标准配齐各类扑火物资，

群众森林消防队员应配备阻燃服装、作训服、防扎鞋、阻燃手

套等以及必要的扑火和清理火场的工具。

（专业、半专业森林消防队伍及队员进入火场装备标准见

附件 5）

7.1.3 储备物资保障

市乡两级必须建立本级森林防灭火物资储备库，储备扑火

机具、防护装备和通信器材等物资，物资储备数量要达到省定

标准（闽森防指办〔2018〕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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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资金保障

乡镇人民政府应当将森林防灭火基础设施建设纳入本级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将防灭火经费纳入本级财政预算，

保障森林防灭火所需支出。根据《福建省人民政府突发公共事

件总体应急预案》相关条款规定，特别重大森林火灾应急准备

和救援工作所需要资金，列入各级政府年度财政预算，作为公

共财政应急准备资金。

8 后期处置

8.1 火灾评估

市人民政府组织有关部门对森林火灾发生原因、肇事者及

受害森林面积和蓄积、人员伤亡、其他经济损失等情况进行调

查和评估。必要时，龙岩市、漳平市两级森防办可发督办函督

导落实或者提级开展调查和评估。

8.2 火因火案查处

公安部门及时对森林火灾发生原因及时取证、深入调查，

依法查处涉火案件，打击涉火违法犯罪行为，严惩火灾肇事者。

林业部门要积极配合，做好火场勘验、起火点鉴定等方面的技

术支持。

8.3 约谈整改

对森林防灭火工作不力导致人为火灾多发频发的乡镇、国

有林场，市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及时约谈乡镇人民政府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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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部门主要负责人，要求其采取措施及时整改。必要时，市

森防指及其成员单位按任务分工直接组织约谈。

8.4 责任追究

为严明工作纪律，切实压实压紧各级各方面责任，对森林

火灾预防和扑救工作中责任不落实、发现隐患不作为、发生事

故隐瞒不报、处置不得力等失职渎职行为，依据有关法律法规

追究属地责任、部门监管责任、经营主体责任、野外火源管理

责任和组织扑救责任。有关责任追究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监

察法》等法律法规规定的权限、程序实施。

8.5 工作总结

扑火工作结束后，火灾发生乡镇、国有林场，应及时总结、

分析火灾发生的原因和应吸取的经验教训，提出改进措施。市

森防指应及时向市人民政府上报重大、特别重大森林火灾处置

情况总结报告。

8.6 表彰奖励

根据有关规定，对在扑火工作中贡献突出的单位、个人给

予表彰和奖励；对扑火工作中牺牲人员符合评定烈士条件的，

按有关规定办理。

9 附则

9.1 跨界森林火灾

当发生地区、县际森林火灾情况时，按签订的联防协议执行。

9.2 预案演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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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森防办会同成员单位制定应急演练计划，每年定期组织

一次综合性演练或指导各乡镇（街道）应急演练。

9.3 预案管理与更新

预案实施后，市森防指会同有关部门组织预案学习、宣传

和培训，并根据实际情况适时组织进行评估和修订。应急局应

结合当地实际编制森林火灾应急预案，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并

报上一级人民政府应急管理部门备案，形成上下衔接、横向协

同的预案体系。乡镇（街道）根据市人民政府森林火灾应急预

案，制定森林火灾应急处置办法。

国有林场、森林公园、有森林防火任务的自然保护区和风

景名胜区，以及森林、林木、林地经营面积一百公顷以上的经

营者，应当根据市人民政府森林火灾应急预案及乡镇（街道）

森林火灾应急处置办法，制定森林火灾应急方案，并报县级应

急管理部门备案。

村民委员会应当按照森林火灾应急预案乡镇（街道）森林

火灾应急处置办法的规定，协助做好森林火灾应急处置工作。

9.4 以上、以内、以下的含义

本预案所称以上、以内包括本数，以下不包括本数。

9.5 预案解释

本预案由市森防办负责解释。

9.6 预案实施时间

本预案自印发之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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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附件

10.1漳平市森林防灭火指挥工作细则

10.2市级专家组名单

10.3指挥部成员单位及联系人一览表

10.4县级及乡镇森林防灭火物资储备标准

10.5专业、半专业扑火队伍及队员进入火场装备标准

10.6森林火灾扑救组织指挥主要内容及一般工作程序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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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漳平市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工作细则

一、机构设置

第一条【机构性质】市森林防灭火指挥部（以下简称市森

防指）是市政府议事协调机构，市森防指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和应急救援等应急管理重要论述精

神，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严格执行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龙岩市委、市政府

关于森林防灭火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认真贯彻落实市委、市

政府有关要求，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生态安全。

第二条【市森防指架构】市森防指设指挥长由分管应急管

理工作的市政府领导担任，副总指挥分别由协调应急管理工作

的市政府副主任、市应急管理局、林业局、人武部、消防救援

大队主要负责人和市公安局负责人组成，成员由相关部门和单

位负责同志组成。市森防指组成人员调整按市政府有关规定和

要求执行。

第三条【市森防办架构】市森防指下设办公室（市森林防

灭火指挥部办公室，以下简称市森防办），设在市应急管理局，

负责市森防指日常工作。市森防办主任由市应急管理局局长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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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常务副主任由应急管理局分管森林防灭火的领导担任，

副主任若干名，由林业、公安局、人武部、消防救援大队负责

人组成。森防办组成人员由市应急管理局根据工作需要，提出

组成单位及人员初步意见，报市森防指指挥长批准。

二、主要职责

第四条【市森防指职责】市森防指在市政府统一领导下，

负责组织、协调和指导全市森林防灭火工作，不代替市直有关

职能部门的森林防灭火工作职责。

（一）贯彻执行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龙岩市委、

市政府及漳平市委、市政府关于森林防灭火工作的决策部署，

研究部署全市森林防灭火工作；

（二）研判、发布高森林火险预警信号；

（三）协调指导明火超过 6小时以内未扑灭、漳平市发生

的森林火灾扑救及其他需要市森防指响应处置的工作；

（四）组织指导受害面积 1000亩及以下的森林火灾的调

查评估处理和受害面积 500亩及以下的森林火灾约谈；

（五）完成省森防指、龙岩市森防指、漳平市委、市政府

交办的其他森林防灭火工作。

第五条【市森防办职责】

（一）协调推动各成员单位和各乡镇（街道）贯彻落实中

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龙岩市委、市政府及漳平市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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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府关于森林防灭火工作的各项决策部署，以及上级有关领

导同志关于森林防灭火工作的指示批示精神和市森防指的工

作要求；建立健全联络员工作机制，做好市森防指成员单位的

日常协调联络工作；

（二）分析全市森林防灭火形势，开展森林防灭火工作调

查研究，协调解决全市森林防灭火工作中的重要问题和成员单

位提出的重要事项；发生森林火灾后，全面掌握火情信息、火

场天气和扑救情况，充分发挥参谋助手作用，及时提出指挥决

策的建议意见，执行市森防指对森林火灾扑救的调度指挥，落

实协调组织扑火力量、调配扑火物资、通信联络、火场监测等

具体应急处置工作；

（三）研究提出市森防指年度工作要点和任务分工方案

建议，综合汇总和通报全市森林防灭火工作情况，承办市森防

指会议，负责文件起草、制度拟定、议定事项跟踪督办等工作；

（四）组织实施全市森林防灭火工作监督、检查、约谈等

工作；

（五）按照指挥长、常务副指挥长要求，及时启动预案，

协调指导做好森林火灾扑救及其他需要市森防指响应处置的

有关工作；

（六）指导全市森林消防队伍建设；指导全市森林火灾联

防相关工作；组织开展全市森林防灭火工作培训、演练和技能

竞赛，指导各乡镇（街道）开展相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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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承办市森防指交办的其他事项。

第六条【成员单位职责】市森防指成员单位是市森林防灭

火组织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应根据职责分工，各司其职，各

负其责，密切协作，确保各项森林防灭火工作任务顺利完成。

各成员单位主要职责是：

市应急管理局：协助市委、市政府组织（乡镇申请支援）

明火未扑灭的较大森林火灾应急处置工作；按照分级负责原

则，指导协调各乡镇（街道）、各部门落实森林火灾扑救、火

灾预防、救援力量建设；组织编制全市总体应急预案、森林火

灾处置预案和综合防灾减灾规划，开展实施有关工作；协调指

导林区受灾群众的生活救助工作；承担市森防办日常工作。

市林业局：负责落实综合防灾减灾规划相关要求，组织编

制森林火灾防治规划和标准并指导实施，组织指导全市开展防

火宣传教育、防火巡护、火源管控、防火设施建设、督促检查、

火情早期处理等工作；负责指导林业执法队伍开展森林防火期

内违章用火行为的查处，情节严重的，依法移交公安机关（公

安局森林警察大队）处置；组织指导国家森林公园、国有林场

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开展宣传教育、监测预警、督促检

查等森林防火工作。了解掌握全市森林火情、险情以及由森林

火灾引发的其他突发事件，分析森林火灾发展趋势，根据森防

指火情通报提出应急防御建议。组织指导基层林业单位协助配

合火情核查、森林火灾调查及信息填报等工作；指导灾后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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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火烧迹地造林更新；建立健全森林防火工作台账和护林员队

伍管理制度。提请市森防指在重要时段部署安排全市森林火灾

预防相关工作，提供森林防火所需其他相关材料。

市公安局（森林警察大队）：负责开展森林火灾案件的火

场警戒、交通疏导、治安维护、火灾案件侦破等工作，禁火令

期间配合林业部门开展防火巡查，依法查处违章用火行为。

市委宣传部：负责协调新闻媒体做好森林防灭火政策解读

和信息宣传报道；指导有关部门做好森林火灾信息发布。

市发改局：负责将全市森林防灭火基础设施建设纳入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配合市林业局编制森林防灭火规划，会

同市林业局积极争取国家、省、龙岩市森林防火基础设施项目

资金，并做好有关项目实施的监督检查；负责重要应急物资的

协调保障，保持价格水平基本稳定。

市教育局：负责督促指导各地各校开展森林防火宣传教育

和应急疏散演练工作。火情威胁到学校安全时，督促指导各级

教育部门协助当地人民政府做好在校人员安全疏散撤离工作。

市工信科技局：负责指导全市森林防灭火有关科技项目的

立项、推广和应用先进的森林防灭火科学技术，组织协调森林

火灾有关抢险救援工业产品的生产与调运；做好市级医药储备

相关工作。

市统战部民宗局：负责指导、监督、检查林区（景区）已

登记宗教场所开展森林火灾隐患排查治理和防火宣传教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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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政局：督促指导建立和完善公墓周边森林防火设施建

设，开展森林防火宣传教育，倡导文明、生态、低碳祭扫，降

低因部分传统祭祀方式不当造成的森林火灾风险。

市财政局：负责组织做好市森林防灭火经费预算安排工

作，按规定及时下达中央、省、龙岩市有关森林防灭火的资金

补助，并监督使用。根据工作需要和财政管理体制为森林火灾

扑救提供应急资金保障。

市自然资源局：负责落实我市综合防灾减灾规划相关要

求，协助编制森林火灾防治规划和保护标准。

市交通运输局：负责组织协调森林防灭火抢险救灾应急的

公路运输运力调运和公路通行保障；配合公安机关临时封闭森

林火灾区域相关路段交通，提出调整迂回通道方案；协调经省、

龙岩市人民政府或省、龙岩市减灾委员会批准执行森林灭火应

急抢险救灾任务的车辆免交收费公路通行费等工作。

市农业农村局：督促指导农民规范农事用火行为，开展森

林防火宣传教育。负责农作物秸秆肥料化、饲料化、燃料化、基

料化和原料化技术推广，指导农民做好农作物秸秆资源化利用。

市文化体育和旅游局：督促指导全市 A级以上旅游景区

开展防灭火宣传教育，落实森林火灾防控措施。当 A 级旅游

景区发生森林火灾时，配合有关部门做好游客疏导工作。

市卫健局：负责森林防灭火医疗救护保障工作，指导全市

医疗卫生机构做好森林火灾事故中受伤人员救治和卫生防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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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

市气象局：负责提供全市及重点林区、重点时段的气象监

测数据，发布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预报并探索火场气象服务；根

据气候条件适时组织开展森林防灭火的人工增雨作业；提供卫

星图像数据，参与利用遥感雷达手段进行森林火灾监测及损失

评估。

电信、移动、联通：部署通信保障工作，做好应急机动通

讯设备准备及队伍组织等各项工作。

市消防救援大队：在省消防救援总队、龙岩市消防救援支

队统一领导、管理及市森防指指导下参与森林防灭火工作。负

责加强指战员防扑火知识技能教育训练，调动与指挥消防救援

队伍做好城镇、村庄、重要目标、重要地段和危险库（所）的

消防安全保卫。

国网漳平供电公司：负责辖区电力工程施工和电力线路沿

线森林火灾预防工作，配合做好森林火灾扑救过程中需要的断

电工作。

市铁办：负责组织协调运力，为扑火人员和物资快速运输

提供支持保障，做好铁路沿线管界内森林火灾的预防和扑救工作。

各成员单位除承担上述职责外，还应根据漳平市委、市政

府和省、龙岩市、漳平市森防指的要求，承担与其职责相关的

其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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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工作制度

第七条【会议时间】市森防指实行集体讨论重大问题制度，

原则上每年至少召开 1次全体会议，根据工作需要可临时组织

召开会议。

第八条【全体会议】市森防指全体会议由指挥长主持。出

席会议人员为指挥长、常务副指挥长及成员单位负责人，根据

会议议题请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及专家参加或列席。会议

议题由市森防办根据指挥长、常务副指挥长要求或成员单位建

议研究提出，按程序报市森防指指挥长批准确定。需提交会议

讨论的文件，由市森防办会前征求各成员单位意见并修改完

善，按程序报指挥长同意后提交会议。

第九条【专题会议】市森防指专题会议由指挥长或由指挥

长委托常务副指挥长主持。出席会议人员由市森防办提出建

议，按程序报指挥长或主持会议的常务副指挥长批准。会议议

题由市森防办根据指挥长、常务副指挥长要求或成员单位建议

研究提出，按程序报指挥长或主持会议的副指挥长批准确定。

需要会议讨论的文件，由市森防办会前征求各成员单位意见并

修改完善，按程序报指挥长或主持会议的副指挥长同意后提交

会议。

第十条【会议事项】市森防指会议议定事项，由相关成员

单位根据职责分工抓好落实，落实情况及时向市森防指报告。

市森防办负责跟踪督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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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条【联络员机制】原则上春防、秋冬防各召开一次

联络员会议，组织学习交流、研究问题对策。联络员由成员单

位和有关部门职能科室负责人担任。

第十二条【工作制度】森林防灭火工作制度包含监督检查、

挂牌督办、考核、通报、约谈等。

四、其他事项

第十三条【文件签发】市森防指文件按程序报指挥长或副

指挥长签发，重大事项请示指挥长；市森防办文件按程序报主

任或常务副主任签发，重大事项请示指挥长、常务副指挥长。

第十四条【工作报告】市森防指成员单位每半年向市森防

指报告森林防灭火工作情况。

第十五条【表彰奖励】对在森林防灭火工作中做出突出贡

献的单位和个人，由市森防指会同有关部门按程序报批后给予

表扬和奖励。

第十六条【实施日期】本细则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本细则

由市森防办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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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第一届漳平市应急管理专家组人员名单

序号 姓 名 单 位 性别 现任职务 职 称 学历 组 别 专业方向

1 卢炳立 市林业局 男 产业股负责人 高级工程师 本科
火灾

防治
森林火灾

2 陈江海 市林业局 男 产业股干部 高级工程师 本科
火灾

防治
森林火灾

3 吴连生 市公安局 男
森林警察大队

副大队长
一级警长 本科

火灾

防治

火灾事故

调查

4 傅承鸿
市消防

救援大队
男

消防救援大队桂

林站指导员
十二级技术 硕士

火灾

防治
城市火灾

5 陈思捷 市气象局 女 气象台副台长 助理工程师 本科
火灾

防治
气象预警

6 兰刘林忠
市应急

管理局
男 助理工程师 专科

火灾

防治
森林火灾

7 颜水清
市应急

管理局
男 助理工程师 专科

火灾

防治
森林火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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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指挥部成员单位及联系人通讯一览表
（各部门自行填写）

单位名称 值班电话 传真号码 联系人 手机号码

林业局 7823394 7823394 乐华诚 13507501149

应急管理局 7822002 7821373 颜水清 18659778699

农业农村局 7532984 7522544 谢燕燕 18046009745

民政局 7532402 7539179 陈燕菲 13599634686

民族宗教局 7535800 7535800 陈晓萍 18250058738

市大督查办 7520203 7520206 陈贤 18039811568

财政局 7532944 7536155 陈应斌 19906972989

教育局 7531608 7531181 麻云汛 13850619891

公安局 3206517 7533167 张逞滨 13605908971

法院 7535516 7521252 毛庆京 18989077309

检察院 7567113 7567118 林凡 18005970502

文体旅游局 7822100 7822105 李春花 13799783207

工信局 7532956 7536155 陈尙渝 13959044408

发改局 7532955 7532520 邓甜甜 13859568661

卫健局 7532449 7530680 郑丽红 13860230457

交通运输局 7521048 7528608 陈天凯 13859568583

气象局 7520583 7535248 陈红菊 18039882103

铁路建设发展中心 3272167 3270182 范有权 13850668876

国网漳平供电公司 3172600 3172700 王加明 13859508785

人保财产保险 7532195 7583759 朱玉兰 13859053327

漳平电信 7821267 7833348 钟传冰 18959090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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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专业、半专业扑火队伍装备标准

队伍装备 数量 单兵装备 备注

风力灭火机 10台 背包

8-10 人

二号扑火工具 2 把 劈刀

油桶 2 个（10 升） 阻燃服

灭火弹 50枚 防火头盔

点火器 2 个 防火手套

对讲机 2 台 防火鞋

维修工具 1 套 手电

火花塞 2 个 护目镜

灭火水枪 10支 柴刀

油锯 2 台 锄头



— 46 —



— 47 —



— 48 —

（此件主动公开）

抄送：市纪委监委，市委办、人大办、政协办。

漳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年 11月 17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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