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渡森防办发〔2022〕2 号

重庆市大渡口区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转发国家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关于
进一步加强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期间防范

应对森林草原火灾工作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区森防指各成员单位：

2022 年北京冬奥会已正式开赛，冬残奥会也将接踵而至。近

日，国家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印发通知，对冬奥会及冬

残奥会期间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做出了安排部署。

现将《国家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加强冬

奥会和冬残奥会期间防范应对森林草原火灾工作的通知》（国森

防办发明电〔2022〕7 号）转发给你们，请各单位按照通知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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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实抓细冬奥会及冬残奥会期间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2 月中、

下旬开始，气温将逐渐回升，森林火险等级将随之升高。随着气

温回升，春耕春播等农事用火增多，发生森林火灾的风险增加。

各单位要加强会商研判，强化预警预报，严管野外火源，防范化

解火灾风险，以责任上肩推动工作落地，抓紧抓实各项应急准备，

为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圆满成功营造安全稳定环境。

重庆市大渡口区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2022 年 2 月 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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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进一步加强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期间
防范应对森林草原火灾工作的通知

国森防办发明电〔2022〕7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森林（草原）防灭火

指挥部，森林消防局：

进入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安保准备以来，各地区各部门高

度重视，严密组织、协同备战，特别是北京市、河北省和森林消

防局全力以赴，做了大量全面细致的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为

认真贯彻落实国家森防指、应急管理部领导近日重要指示精神，

进一步强化底线思维，做深做实极端情况下防范应对重特大森林

草原火灾工作，全力打赢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期间森林草原防灭火

攻坚战，现将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坚决以底线思维强化任务研究。扎实抓好冬奥会和冬残

奥会安保工作是事关全局的重大政治任务，各级要以高度的政治

敏锐性深入研究重大风险的多样性、复杂性，牢固树立“宁可信其

有、不可信其无”和“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的思想，统一

上下意志，凝聚各级共识，以高度戒备严加防范，全力把各种风

险化解在萌芽之时、成灾之前。主要聚焦 3 个方面深化研究：一

是聚焦成灾机理，明确工作目标。要在前期研究的基础上，认真

吸取其他领域极端天气造成重大损失的深刻教训，进一步加强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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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象、林情、人为火源等致灾因子，以及多因素耦合衍生、突发

蔓延等情况的分析研判，认识极端灾害的形态样式、规律特征和

破坏力，重点明确极端天气监测预警和短临预报、火源管控、集

中连片林区阻隔、林下可燃物管理等工作目标。二是聚焦保人保

目标，强化应对措施。要始终牢记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突出把

保人员安全、保重要目标安全放在第一位落到实处。火灾前，要

深入研究制定人员疏散转移安置方案，把安全区域、疏散路线、

方式方法和相关保障等保底手段落实好、落到位。火灾发生后，

当人员生命安全受到威胁时，要毫不犹豫地将人员疏散转移至安

全地域或应急避难场所，并做好后续安置保障工作。三是聚焦潜

在风险隐患，锁定防范重点。要着眼极端情况可能带来的严重后

果，把森林草原火灾防控工作的重心，由常态准备转为同时重视

极端情况下森林草原大火的应对准备，要准确分析潜在风险，切

实弄清最大风险是什么、可能会在哪里发生、会造成什么样的极

端危害、一旦失控应对举措有哪些，在准确识变中统筹抓好各项

防范应对措施的研究制定，赢得处置先机，把握工作主动。

二、坚决以极致要求强化隐患整治。按照“建台账、列清单、

盯销号”的要求，在前期工作的基础上，紧盯重点地区、重要目标、

重大险点，进一步深化隐患排查整治工作。一是紧盯责任落实。

各地区各部门务必把应对极端情况的重大责任举过头顶，压紧压

实各级责任，将责任分解落实到具体单位、具体人，一级抓一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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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层抓落实。要严明工作纪律，严肃责任追究，对隐患排查不及

时、发现隐患不作为、整治措施不到位造成严重后果的，要严肃

追责。二是紧盯整治实效。北京市、河北省要按照应急部冬奥森

林草原灭火救援指挥部 2 月 1 日电话通知和 2 月 2 日现地部署要

求，组织林草、应急、公安和森林消防队伍对赛区及周边城镇村

屯、加油（气）站、输油管线、军事设施等重要目标再进行一次

深入细致的隐患排查整治，并于 2 月 10 日前将有关情况报应急

部冬奥森林草原灭火救援指挥部。三是紧盯动态清零。各地要深

入贯彻落实国家森防指去年 6 月 7 日、9 月 13 日关于认真做好极

端情况下森林草原火灾防范应对工作的专项通知精神，统筹组织

人力、物力，立足极端情况持续开展火险隐患动态排查整治，对

前期已经销号的隐患还要再查一遍、再清一次，确保持续动态清

零，切实把安全风险隐患降至最低。

三、坚决以精准研判强化预警预报。充分发挥监测预警先知

先觉的优势作用，把最容易出事的时段、方向、类型以及可能发

生的情况锁定准。一是强化会商研判。统筹组织应急、林草、公

安、气象等部门加强会商研判和联防联控机制，把极端情况防范

应对作为会商研判内容的重中之重突出出来，并落实到各环节、

各层级，特别要综合分析极端天气与人为火源、输配电线路故障

等多种因素耦合形成的森林草原火灾。二是强化短临预报。充分

发挥立体监测预警系统作用，坚持面上“扫瞄”与“靶向”聚焦相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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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持续抓好监测预警和热点核查工作，特别要加强极端性、突

发性气象活动实况监测和预警预报工作。三是强化一体响应。各

地森防指办公室要统一发布预警预报信息，应急、林草、公安、

气象等成员单位要同步响应、协调联动，必要时采取“直通式”“点

对点”方式加强预警速报，实现秒级响应，并跟进指导督促各地各

部门同步落实响应措施，坚决杜绝因响应不及时、措施不得力贻

误最佳处置时机，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四、坚决以超常举措强化源头管控。严格火源管控是第一道

防线，也是规避重大风险最直接、最有效、最保底的办法。一是

强化更加明确的防控责任。完善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网格化”

管理责任体系和工作机制，在压紧压实属地、部门、单位和个人

责任的同时，还要把赛区及周边固定检查站、路口卡点、区域巡

护等工作人员岗位责任落到底、压到位。二是强化更加严格的火

源管控。高火险时段严格落实各项响应措施，迅速发布最严“禁火

令”，该封的山务必封住、该卡的口务必卡死、该盯的人务必盯紧，

特别是祭祀、燃放烟花爆竹和农事用火要专人盯守，重点区域要

实现 24 小时不间断巡护，全力阻断耦合性风险。不懈开展防火

宣传，提醒民众注意防火。三是强化更加坚实的防护圈。加强防

火道、隔离带、机降点、储水点等基础设施维护巡查，做好低温

下防滑、防冻、防损坏工作。充分依托河流、公路等有利地形条

件构建以赛区场馆为核心区、赛区周边为严控区、邻近区县为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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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区的“三道封控圈”，严防火烧连营。环京地区、全国面要同步

强化火源管控，决不能发生干扰全局、影响全局的问题。

五、坚决以箭在弦上的要求强化应急准备。各地区各部门要

以昂扬的精神状态、严实的工作作风、决战的任务准备来防范应

对重大风险。一是突出重点险点完善预案。聚焦“防、转、保、打”4

个重点方面，进一步细化实化火灾防范、人员疏散转移安置、重

要目标保护和安全扑救等专项预案，特别是赛区运动员、相关工

作人员疏散转移安置、增援火灾扑救等要充分考虑防疫要求，切

实把区域、路线、责任人明确清楚，把具体措施制定详实，并加

强实战演练，提高预案的针对性、实战性。二是突出专业处置力

量准备。立足打大仗、打硬仗、打恶仗准备，进一步明确力量编

成，前置力量要把最专业的指挥员、最有战斗力的队伍部署上去。

增援力量要统筹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航空消防力量和地方

专业扑火队，以及军队等多方力量，全盘考虑增援力量投入梯队，

确保发生火灾后能以最快速度调集最近、最强、最足的力量参与

扑救。三是突出装备物资准备。加强装备物资准备和动态管理，

将大型灭火装备、保障物资靠前充足部署，保证关键之时发挥有

效作用。要畅通各类保障渠道，强化细化各项准备。四是突出应

急值班备勤。严格落实 24 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实行专班运行、

专人值守、专项报告，严防值班人员业务不精、掌握底数不清和

信息报送不及时、不准确等问题发生。当预判有极端情况发生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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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及时提高响应等级、提级指挥，做到领导不缺位、岗位不缺人、

责任不脱节，确保指挥调度及时、信息上报迅速、情况处置高效。

同时，要紧盯扑火安全、飞行安全和防疫安全，落实专业指挥，

严守操作规程和疫情防控要求，严防伤人亡人事故，确保“零感染”。

冬奥会已正式开赛，各级要深刻认识极端情况防范应对工作

的极端重要性，不断增强高标准抓好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期间森林

草原火灾防控工作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聚焦未雨

绸缪打好有准备之战，立足当前、着眼长远，上下合力、左右联

动，综合施策、标本兼治，以责任上肩推动工作落地，抓紧抓实

各项准备，以万全之策保万无一失，为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圆

满成功营造安全稳定环境。

重庆市大渡口区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2022年 2月 11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