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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和侥幸心理，保持高度戒备，切实把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作为

当前头等大事来抓紧抓实，以实际行动确保我乡森林草原防灭火

形势持续平稳。

二、强化宣传教育，提高全民防火意识

各行政村要围绕森林防火宣传月和宣传周等活动，突出清

明、春耕等重点时段和高火险天气，深化敲门活动，充分利用宣

传车辆、宣传喇叭、防火视频等形式，深入林区、山庄窝铺开展

防火宣传，多渠道、多形式大力宣传文明祭祀，鼓励鲜花、纸花

祭奠，严禁烧纸、焚香、放鞭等违规用火行为发生，切实增强全

民防火意识，倡导移风易俗文明祭祀新风尚。尤其是要重点关注

长期外出务工的还乡祭祖人员和耕种人员的动向；要针对林地、

林缘 200 米范围内的坟主、地主，进行点对点、一对一宣传，

签订《森林防火安全保证书》。

三、强化源头治理，落实预防措施

各行政村要在关键地段及重点入山入林路口设置防火检查

站卡，严格执行“五要素”“六步法”,配备金属探测仪、宣传

喇叭、火种收缴箱，张贴封山禁火令，佩戴防火检查标识，逐车

检查逐人扫码，收缴火种，杜绝火种入山。清明节前期，各行政

村要对辖区内林中林地边缘 200 米范围内的所有坟主、坟头逐一

摸排登记造册，明确坟头位置、祭祀日期、坟主姓名及联系方式，

落实专人监管。要对祭祀活动全程监督，坚决杜绝焚香烧纸等现

象发生，特别是对重点时段、重点人群，要落实专人蹲点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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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祭祀活动结束确认无隐患，监督责任人方可撤离。春耕春播时

期，各行政村要以村为单位对林边、林中小块地进行排查，建立

农林交错区耕地春播台账，准确掌握小块地的耕种进度和农户活

动信息。同时，要加大巡查力度， 严格管控山上小块地野外违

规用火，杜绝乱烧乱燎现象发生，扭转种地前烧根茬、烧秸秆、

燎塄等陋习。

四、强化应急处置，提高应急处置能力

各行政村要坚持“宁可备而不用，不可用时无备”的原则，

及时补充更新森林草原防灭火物资装备，要掌握辖区内施工建设

单位大型挖机、铲车、水车的分布情况和联系方式，确保在应急

救援过程中能够随时调用。森林消防半专业队伍要满员运行，集

中管理，平战结合，带装巡查，熟知辖区内的村情、山情、林情、

路情，及时发现并处置野外违规用火行为，接到应急救援命令迅

速赶赴火场。

五、加强巡查瞭望，保障信息通畅

管护员要全员上岗，佩戴红袖章，携带铁锹、水壶、喇叭不

间断进行巡查宣传，特别是要加大对林区内坟头和农林交错区耕

地的巡查力度和密度，发现野外违规用火行为和火情火点，第一

时间劝阻、第一时间报告、第一时间处置。 瞭望员要坚守岗位，

实行 24 小时瞭望，暂不具备条件的实行“早五晚十”(早上五点

至晚上十点)工作制，一旦发现火情，及时向所在村、乡政府报

告，或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