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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预防

为主、积极消灭、生命至上、安全第一”工作方针，按照“辖区

管理、分级负责”、“谁经营谁负责、谁管理谁负责、谁所有谁

负责”的基本原则和“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管

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

的工作要求，持续优化体制机制，压实防控责任，深化源头治理，

加强基础建设，提升队伍能力，有效防范化解重特大火灾风险，

全面推进防灭火一体化，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和林草资源

安全。

二、目标任务

坚持源头管控，降低森林草原火情频次，坚决守住不发生等

级性森林草原火灾事故的底线，确保全年森林草原受害率控制在

0.3‰以下；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精心组织、准确研判、

科学处置各类森林草原火情火灾事故，坚决守住不发生人员伤亡

事故的底线，确保人民财产和生命安全。

三、工作措施

（一）推动两制融合，实现森林草原防灭火网格化管控

1.压实各级林长责任。林长制实施以来，乡、村两级林长责

任体系日趋完善，“林长+护林员”制度优势日益凸显。乡、村

两级林长要坚决扛起主体责任，织密监管网络，健全完善日常管

理、巡查保护、检查监督、责任落实等制度措施。乡级林长要层

层传导压力，压实村级林长的责任，明确村级林长的职责，督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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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级林长和护林员认真履职，按规定做好网格化巡查、及时性报

送、果断性处置等工作，全力维护林草资源安全。

2.压实地方政府责任。各行政村对本辖区森林草原防灭火工

作全面负责，把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提上重要议事日程，推动森

林草原防灭火工作落地见效。各部门要按照“管行业必须管安全、

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的要求落实好本行

业的监管责任，督促生产经营单位严格落实森林草原防灭火各项

措施；各林场、涉林企业要担起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的主体责任，

把森林草原防灭火各项措施落细落小落到实处。

3.层层签订责任状。乡与村、涉林企业，村与农户，层层签

订责任状，做到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责任落实全覆盖、无死角。

严格贯彻执行《森林防火条例》《草原防火条例》《山西省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禁止野外用火的决定》等相关规定，进

一步细化任务分工，完善责任体系，抓好工作落实。

4.认真落实“五包”责任。严格落实县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

部成员单位包乡镇，县直单位包森林防火重点村，乡机关干部包

片、包村，村干部（党员）包组、包户、包人，护林员包山头、

地块“五包”责任制，层层压实县、乡、村、护林员管护责任。

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把林草防灭火的责任和任务量化到单位、

落实到人头、细化到山头，建立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相互沟通、

通力配合的责任体系，让林草防灭火工作事事有人抓、处处有人

防、项项有措施、件件有落实。

（二）聚焦重点任务，增强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针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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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持续开展“五清”隐患治理。今年夏季雨水偏多，蒿草长

势旺盛，林下林缘可燃物增多。各行政村要迅速行动起来，组织

专业力量，精准掌握本辖区内秋收进度及秸秆、根茬、蒿草的处

置情况，分批次、分区域、阶段性、试点性推进可燃物清理，坚

决杜绝林农无序乱烧乱燎现象发生。管护站要充分发挥自身人

员、技术、机具专业化优势，积极配合各村高质量完成“五清”

任务。

（1）抓住“五清”关键范围。“五清”工作重点要盯住“五

头”（山头、地头、坟头、人头、源头）、看好“五口”（村口、

沟口、路口、卡口、入口）、严查“五边”（林边、地边、田边、

路边、村边），集中清理秸秆、根茬、蒿草、枯枝、落叶，在农

林交错区林地边缘 50 米范围内形成一条安全闭合的防火隔离

带，防止生产、生活用火失控蔓延至山林。各行政村、站所及涉

林企业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把“五清”工作作为消除森林火

险隐患、打赢隐患治理歼灭战的有力举措，抓住清理重点，有的

放矢，高标准完成“五清”任务。

（2）把准“五清”时间节点。“五清”工作要坚持“边收

割边清理”、“宜还则还、宜清则清、宜疏则疏、堵疏结合”的

原则，在秋收之后立即动手，10 月底全部铺开，11 月底前完成

80%的清理任务，12 月底基本完成“五清”任务，整体进度达到

95%以上，以防大雪覆盖导致工作无法继续开展，给明年春季防

火造成巨大压力，力争在进入森林防火高火险期前清彻底、清到

位。进入森林防火高火险期内，一律采取“无火化”方式清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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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决杜绝一切形式的野外用火行为。

（3）用好“五清”多种手段。有效整合森林半专业队伍、

护林员等人员力量，在林与地、林与庄、林与路等重点部位开展

“五清”行动，彻底清理蒿草、落叶等可燃物，蒿草要控制在 5

厘米以下。交通条件好、地块面积大的要通过机械化秸秆还田等

方式集中清除秸秆、根茬。鼓励扶持秸秆燃料化、原料化、基料

化利用，依托全乡各大中型食草蓄养殖企业，大力推广实施秸秆

青贮等饲料化利用和秸秆炭、秸秆气等能源转化。有条件的要动

用铲车等大型设备，在林缘开挖不少于 6 米宽的隔离带，来年通

过喷洒除草剂等措施巩固隔离带成果，防止地表过火蔓延，引发

森林火灾事故。乡林业站负责“五清”工作的全面指导、督查、

验收工作。乡农机部门、畜牧兽医服务中心负责秸秆还田、秸秆

青储、秸秆回收再利用的技术推广、资金支撑，把项目向防火重

点村倾斜。各包村单位要选派工作队入驻所包森林防火重点村，

督促所包村落实防火工作措施，督促支村两委干部认真履职，协

助、指导所包村抓好“五清”工作。土沃管护站要尽快补充和检

修扑火机具器械，主动作为，加强与乡政府的沟通协调，积极配

合各行政村开展“五清”行动，确保“五清”有序开展。各行政

村要担负起“五清”工作的重任，切实做好林中地及林地边缘的

小块地、背阴地、弃耕地等区域和地塄、路边、入山路口、地与

地之间的荒草坡及林中、林边、自然庄周边等区域的“五清”工

作。

（4）有效整合“五清”资金。各行政村可以把秸秆还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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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松整地、机械化保护性耕地等项目资金同“五清”补助资金捆

绑使用，撬动“五清”工作的快速推进。

（5）加大检查考核力度。乡林业站要加大对“五清”工作

的考核力度，凡“五清”工作不彻底、验收不达标的行政村，不

予兑现“五清”补助资金。对“五清”工作不认真、未按标准清

除的行政村，将予以通报批评、媒体曝光、扣拨“五清”经费等。

若因“五清”隐患消除不彻底导致森林草原火情火灾事故发生的，

将严肃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

2.持续开展穿越林区输电线路隐患治理。各行业监管单位、

供用电单位要按照“三管三必须”的要求，开展穿越林区输电线

路隐患专项整治行动，消除森林草原火险隐患。

一是乡供电所、农林投等供电企业要对本单位管辖的供用电

线路进行集中专项检修，逐杆逐线落实专业检修队伍，彻彻底底

来一次隐患大排查、线路大检修，真真正正把存在的隐患找出来、

整改好。二是乡应急管理办要督促煤层气、煤矿、冶金工贸等企

业对本企业的自供电线路及升压站等设备进行检修，采取切实有

效的措施消除安全隐患，坚决杜绝类似问题的发生。三是各行政

村要督促指导所辖村安排专人对自用电线路进行检修，并明确专

人负责相关用电线路的日常巡检，确保发现隐患及时整改到位。

四是要加强所有供用电线路的日常巡检和维护，建立常态化巡检

的刚性制度，逐杆、逐线、逐瓶、逐台明确责任人，确保有问题

及时发现、及时整改。五是要紧盯穿越林区输电线路下方可燃物

并及时清理，尤其是电线杆下方 2 米半径区域内不得有任何可燃



7

物，严防电火花、铝熔块落地引发森林草原火情火灾事故。

3.严厉打击“电猫”非法捕猎野生动物行为。各行政村要强

化风险防控意识，充分发挥“林长+护林员”的优势，组织各管

护站人员和所有护林员开展地毯式的摸排调查，及时发现、制止、

报告“电猫”非法捕猎野生动物行为，严防伤人和引发森林火灾

事故发生，消除森林火险隐患，维护林区治安稳定。发布相关通

告，号召全民检举揭发，对举报有功人员进行重奖，让非法捕猎

者无处盾身，让违法分子无处藏身。土沃派出所、行政综合执法

队要快速出警，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严厉打击使用“电猫”捕

猎野生动物行为，始终保持严打高压态势，对违法犯罪分子形成

强大震慑。

4.坚持奖惩双措并举。要进一步加大野外违规用火有奖举报

和非法使用“电猫”猎捕野生动物有奖举报的宣传力度，动员社

会各界广泛参与到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中来，积极构建“世外桃

源、书香土沃”。土沃派出所和行政综合执法队要形成合力，本

着从快、从重的原则，严厉打击一切违规野外用火行为和违法猎

捕野生动物行为，形成打击违法犯罪行为的高压态势。从 2023

年 11 月 1 日起至 2024 年 6 月底，全面启动封山禁火措施，严禁

野外违规用火行为。对凡举报野外违规用火、采用“电猫”非法

猎捕野生动物查证属实的第一举报人予以奖励。给予在防火期内

举报违规野外用火的第一举报人奖励 1000 元，给予举报使用“电

猫”非法猎捕野生动物的第一举报人奖励 2000 元。负责举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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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核查、奖励等事项的单位,要严格遵守保密制度，不得以任

何方式泄漏举报人个人信息和举报内容等相关材料。

（三）强化合力协作，健全群防群治联防联控长效机制

1.明确职责分工。成员单位要明确责任，突出重点，密切配

合，协同各行政村、管护站共同做好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乡应

急管理办要落实好煤炭等涉林企业森林防火监管责任，参与较大

以上森林火灾援救，负责协调其他救援队伍、救援物资、装备以

及后勤保障工作，根据乡政府要求，统一调度全乡各级各类救援

力量资源。乡林业站做好火灾预防、早期处置及森林草原防火基

础设施建设工作。乡气象部门要及时发布森林草原火险预警预

报，做好森林草原气象服务保障工作。乡统战部门要落实好寺庙

及周边森林防火监管责任。县能源局要落实好煤层气、风电、光

伏发电等涉林企业森林防火监管责任。乡农机部门要落实好全乡

农业生产用火的管控工作。乡交通运输管理站要落实好林区道路

建设施工企业及人员森林防火监管责任。乡民政部门要落实好流

浪、乞讨人员收容遣返工作。乡文旅部门要落实好旅游景区森林

防火的监管工作。乡畜牧兽医服务中心要落实好牛羊牧工、林区

范围内养殖户森林防火安全监管责任。县园林绿化服务中心、太

行洪谷国家森林公园事务中心要落实好城郊公园、森林公园森林

防火责任。乡移动公司、联通公司要加强通信网络全覆盖建设力

度，消除通讯盲区，确保巡查巡护、应急处突、通讯畅通。发生

大风天气，乡供电所对林边村庄要果断采取暂时停电措施，并安

排人员进行巡查检查，确保不发生因疏忽大意造成的火情火灾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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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土沃派出所要严厉打击各类野外违规用火行为，及时侦破火

灾案件。

2.加强区域协作。各行政村、管护站要建立联防联控工作机

制，定期组织召开联防联控会议，扎实做好联防区的隐患治理、

火源管控、应急处置等工作，巩固联防体系。一旦发生森林火情，

要按照“防火有界、扑火无界”的原则，积极组织参与扑救。各

单位要在最短时间内组织人员赶赴火场，协调处置森林火灾火情

事故的应急扑救。特别是乡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成员单位，要

严格按照预案职责要求，服从统一调度，全力为森林火灾扑救搞

好服务。

（四）强化目标意识，坚决防范遏制森林草原火灾事故

1.盯住关键人群。一是要关注特殊人群。各行政村要严格落

实特殊人群的双重管理制度，确保特殊人群监管 24 小时不断档、

无盲区。同时要收缴火种，严防其违规用火玩火。一旦发现流浪

乞讨人员，要立即联系乡民政部门予以收容遣返，严防其在林区

留宿过夜、用火取暖。二是要管住巡护人员。乡林业站要对护林

员的管护责任区进行再明确、再细化，确保每一片林区都有人管、

有人巡。督促护林员在森林防火期内严格按要求在责任区域内进

行巡护，当好森林草原资源管护的眼睛和耳朵，发现问题及时上

报。加强对塔台瞭望员的管理，逐步完善塔台生活居住条件，配

备必要的基本生活设施，让瞭望员上的去、住的下、守的住。对

管护责任区内发生违规野外用火，相关护林员、瞭望员未能第一

时间发现、制止、报告的要对其作出经济处罚，用强有力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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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逼责任落实。三是要管住一线干部。要进一步细化包村包片干

部、驻村工作队员的管理，明确监管职责，督促各行政村做好森

林草原防灭火工作。要进一步加强对支村两委干部的管理，防火

期内要全天候在村，把森林草原防灭火措施落在实处。凡发生违

规野外用火行为的地方，在依法对肇事人进行处罚的基础上，要

对村级林长、副林长作出相应处罚。

2.守住关键地段。一是林缘、村周“五清”要到位。各行政

村要把“五清”经费足额用到关键区位的清理工作上，在生产生

活区和林区之间形成一条不低于 6 米宽的安全闭合的防火隔离

带。二是坟头、地块监管要到位。各行政村要摸清辖区内坟头、

地块底数，建立“一台账三清单”（即：监管台账、责任清单、

问题清单、整改清单），把任务明确到人头、细化到山头。三是

入山、入林检查要到位。各行政村要因地制宜，因情设防，在关

键阶段、关键地段设站设卡、收缴火种，严格管控入山入林人员，

把火源堵在山下林外。

3.把住关键时段。一是国家法定假期的管控。国庆、元旦、

春节假期期间，各行政村要增派人手，严格执行扫码入林制度，

加强入山入林人员管控，加强“七种人”监管，杜绝火种入山，

确保林草资源安全。二是“寒衣节”祭祀的管控。各行政村要加

大宣传力度，教育引导本地群众及返乡人员通过献花等方式祭

祖，林中、林缘 200 米范围内的所有坟主均须签订《文明祭祀安

全保证书》，杜绝因焚香、烧纸等引发森林火情火灾事故。三是

早晚两个空档的管控。各行政村要重点抓好早上 8 点前、晚上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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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后两个工作日休息空档期的巡护、瞭望，严防林农利用监管空

档期烧荒燎塄。

（五）持续强基固本，提升森林草原火灾处置能力

1.加强部门会商研判，提升火险科学研判能力

应急管理、林业、气象等部门要定期分析火险形势，结合气

象信息发布森林火险等级预警预报。各行政村要加强协调，各司

其职，构建视频监控、高点瞭望、流动巡查三位一体的防火网络

体系，确保第一时间发现火情，第一时间报告情况，第一时间有

效处置。

2.加大宣传教育力度，营造森林草原防火浓厚氛围

各行政村、站所、涉林企业要广泛深入宣传《中华人民共和

国森林法》《森林防火条例》等法律法规和森林草原防灭火具体

要求，实现人人学法；乡教委要抓好小学“五个一”活动的开展，

达到“提高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的目的，实现人人懂法；

各行政村要通过挂横幅、插彩旗、贴通告和上门送《告知书》、

户户签《责任状》等方式扩大覆盖面，实现人人知法；加强对林

区生产经营施工作业人员和从事农副创收林农群众等重点人群

的教育引导，实现人人守法。

3.加强队伍建设，提升火灾应急处置能力

（1）加强技能训练。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课本与现实

相结合，半专业森林消防队伍要采取专题授课、专家讲座、实战

实训、练兵比武等方式进行技能培训，提升森林消防队员单兵作

战能力和森林消防队伍协同作战能力，着力打造一支召之即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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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之能战、战之能胜的森林消防铁军，降低火情火灾事故造成的

损失，维护林草资源安全。

（2）前置森林消防力量。森林消防半专业队伍开展训练，

发生森林草原火情后能够在第一时间控制火情并进行有效处置。

坚持平战结合，平时工作重心放在巡查巡护、监督检查上，战时

作为第一梯队赶赴火场做好应急处置。

（3）补齐设施设备短板。各行政村要坚持“宁可备而不用，

不可用时无备”的原则，积极筹集资金，及时补充更新森林草原

防灭火物资装备；要将防火道、隔离带、蓄水池等基础设施纳入

规划，积极争取项目资金实施项目建设，以适应当前森林草原防

灭火工作需要；要和区域内施工建设单位建立信息互通机制，随

时掌握大型挖机、铲车的分布，确保在应急救援过程中能够随时

调用。

（4）提升巡护能力。对全乡护林员开展能力提升培训，培

训的重点是巡查巡护规程、林草资源监测、火情火警预警、前期

应急处置等，培训结束后进行专业技能测试，测试合格的方可上

岗。要加强对护林员的管理，督促护林员把知识转化成巡查巡护

的能力。

（5）提高应急处置能力。各行政村、站所、涉林企业要牢

固树立全县一盘棋思想，做到一方有难，四邻快速增援。坚持疑

火当真火处理、小火当大火打的原则，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

报告、第一时间快速组织扑救，将事故消灭在初发、萌发状态，

以最快的速度、最高的效率完成灭火任务，有效降低各类负面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