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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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

进一步完善体制机制，坚持“预防为主、科学扑救、积极消灭”的

森林防灭火工作方针，全面提升森林草原火灾预测预警能力和应

急扑救能力，确保我县在遭遇森林草原火灾时，能以最快的速度、

最大的效能，有序地实施紧急救援，最大程度减少森林草原火灾

及其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保护森林草原资源，维护生态安

全。

1.2 编制依据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

应对法》《森林防火条例》《重庆市突发事件应对条例》《重庆

市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办法》《重庆市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

管理办法》《重庆市森林防火条例》《重庆市森林消防专业（半

专业）队伍森林火灾扑救安全工作规范（试行）》《重庆市森林

火灾应急预案》《城口县突发事件综合应急预案》等法律法规和有

关规定，制定本预案。

1.3 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我县行政区域内发生的森林草原火灾以及靠近

我县辖区边界沿线发生并对我县森林安全造成威胁的森林草原火

灾应对工作。

1.4 工作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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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统一领导、协调联动，分级负责、属地为主，以人为本、

科学扑救，快速反应、安全高效的原则，实行各级政府行政首长

负责制。森林草原火灾发生后，当地政府及其有关部门立即按照

职责分工和相关预案开展处置工作。各级政府是应对本行政区域森

林草原火灾的主体，根据森林草原火灾应对工作需要，及时启动应

急响应、组织应急救援。

发生森林草原火灾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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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人员和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放在首

位，严格落实“ 火情不明先侦察、气象不利先等待、地形不利先规

避，未经训练的非专业人员不打火、高温大风等不利气象条件不打

火、可视度差的夜间等不利时段不打火、悬崖陡坡、深沟窄谷等不

利地形不打火”，坚决禁止多头指挥、盲目蛮干，避免造成扑火人

员伤亡。当现场扑火人员生命安全受到或可能受到严重威胁时，必

须实行安全熔断机制，各扑火队伍指挥员应坚决果断，采取紧急避

险措施，防止造成人员伤亡。

1.5 应急预案体系

本预案是《城口县突发事件综合应急预案》的重要组成部分，

与《重庆市森林火灾应急预案》、《城口县突发事件综合应急预案》

相衔接。同时本预案也是城口县各乡镇（街道）森林火灾应急预案

的上位预案。

1.6 灾害分级

按照受害森林草原面积、伤亡人数和直接经济损失，森林草原

火灾分为一般森林草原火灾、较大森林草原火灾、重大森林草原火

灾、特别重大森林草原火灾四个等级。具体分级标准按照有关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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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执行。

2 主要任务

2.1 组织灭火行动

在确保人员安全的前提下，科学运用各种手段扑打明火、开设

防火隔离带、清理火线、看守火场，严防次生灾害发生，降低因灾

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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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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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火灾发生

地区及周边社会秩序稳定。

3 组织指挥体系

3.1 应急指挥机构

3.1.1 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机构

县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负责组织、协调和指导全县森林草

原防灭火工作。

指挥长：县政府负责常务工作副县长

常务副指挥长：县政府分管林业工作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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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指挥长：县政府办公室联系林业工作负责人

县应急局主要负责人

县林业局主要负责人

县公安局分管负责人

成员单位：县委宣传部、县委网信办、县发展改革委、县教委、

县经济信息委、县公安局、县民政局、县财政局、县规划自然资源

局、县生态环境局、县住房城乡建委、县交通局、县水利局、县农

业农村委、县商务委、县文化旅游委、县卫生健康委、县应急局、

县林业局、县气象局、县人武部、县武警中队、县消防救援大队、

国网城口供电公司等。

3.1.2 县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县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设在县应急局，县应急局、

县公安局、县林业局共同派员组成，承担指挥部日常工作，办公

室运行实行双主任制度，县应急局、县林业局分管负责人担任办公

室主任。县林业局可以按程序以县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名义部署

相关防火工作。

3.1.3 乡镇（街道）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机构

各乡镇（街道）按照“上下基本对应”的要求，设立森林草原

防灭火指挥机构，负责组织、协调和指导本行政区域森林草原防

灭火工作。应配备专职或者兼职工作人员，做好森林草原火灾应

对工作。

村（居）民委员会、企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根据需要成立

应急工作机构，承担本地区、本单位的森林草原火灾应对工作。

3.2 县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成员单位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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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委宣传部：负责组织媒体做好森林草原防灭火政策解读、成

效和公益宣传；指导县级有关部门做好重大突发事件信息发布和舆

论引导；指导县级有关部门开展森林草原防灭火知识宣传教育；负

责协调、指导和组织广播电视系统开展森林草原防灭火的宣传报道

工作；组织县级有关部门发布经县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审定的森

林火灾信息和扑救情况。

县委网信办：负责统筹协调指导森林草原火灾网络舆情的引导

处置工作。

县发展改革委：负责审核全县森林草原防灭火基础设施建设规

划，做好森林草原防灭火基础设施项目与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规

划、县政府投资三年滚动计划和年度投资计划的衔接平衡。

县教委：负责指导全县中小学生的森林防火宣传教育工作。将

森林防火知识纳入安全教育大纲，协同森林防火部门做好中小学校

森林防火宣传工作。

县经济信息委：负责落实免收森林防灭火抢险救灾专用无线电

频率占用费等政策；负责协调森林火灾有关抢险救援工业产品的应

急保障，组织落实县级医药储备的紧急调用；负责协助森林火灾

扑救中的应急通信保障工作。

县公安局：负责依法开展森林火案侦破工作，协同有关部门开

展违规用火处罚工作，组织对森林火灾可能造成的重大社会治安和

稳定问题进行预判，森林草原火灾扑救时交通保畅工作，并协同有

关部门做好防范处置工作。

县民政局：负责落实殡葬服务机构防火管控措施，倡导文明祭

扫，配合做好减少传统祭祀方式造成的森林火灾风险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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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财政局：负责组织安排全县森林防灭火经费预算，以及有关

森林防灭火的补助专款，按程序及时下拨并监督使用。

县规划自然资源局：负责将森林防火基础设施专项规划纳入国

土空间规划，配合做好森林防灭火有关工作。

县生态环境局：负责对火灾事故次生突发环境事件周围区域环

境开展应急监测，提出防止事态扩大和控制污染的要求或者建议；

指导开展事故现场污染物的清除、放射源的安全转移以及生态破坏

的恢复等工作。

县住房城乡建委：负责对火灾事故应急处置现场的环卫水车供

水保障、移动厕所设置、生活垃圾清运；负责城区公园绿地森林防

灭火工作。

县交通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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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森林防灭火车辆公路通行保障和执行森林防灭火

抢险救灾任务车辆免收公路通行费等工作。

县水利局：配合做好林区内人饮抗旱设施规划建设，为森林防

灭火工作提供支持和保障。

县农业农村委：负责农村野外安全用火的宣传教育，加强农事

生产用火管控工作；会同林业部门组织指导做好林耕结合部区域火

灾预防工作。

县商务委：负责组织和协调县内跨地区应急生活物资供应，按

程序动用县级储备物资，稳定市场供应；协助组织森林火灾扑救所

需相关物资保障工作。

县文化旅游委：配合有关部门指导督促落实旅游景区森林火灾

防控主体责任，加强防火宣传和火源入山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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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卫生健康委：负责组建卫生应急专业技术队伍，根据需要及

时赴现场开展医疗救治、疾病预防控制等工作；做好卫生应急队伍

人员、车辆、装备的调度工作。

县应急局：组织开展较大森林火灾应急处置工作；按照分级负

责原则，统筹救援力量，组织、协调、指导开展森林草原防灭火工

作；组织编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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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火灾信息发布工作；重要时间节点牵头督查、检查，

协调指导林区受灾群众的生活救助工作。

县林业局：履行森林防火工作行业管理责任，开展防火巡护、

火源管理、防火设施建设等工作；负责森林火情监测预警工作，发

布森林火险信息，承担森林火情的早期处理相关工作；组织指导国

有林场林区专业队伍建设、宣传教育、预警监测、督促检查等工作；

负责落实县综合防灾减灾救灾规划有关要求，组织编制森林火灾防

治规划和防护标准并指导实施。

县气象局：负责提供全县及重点林区、重点时段的气象监测情

况，发布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预报并提供火场气象服务，根据天气条

件适时组织开展森林防灭火的人工影响天气作业；与林业部门联合

发布高森林火险预警信息；提供卫星图像数据，参与利用遥感手段

进行森林火灾监测及损失评估。

县人武部：负责组织民兵和协调县武警中队参加森林火灾抢险

行动，组织、指导民兵开展森林火灾抢险救援和演练工作。

县武警中队：负责组织武警部队参与森林火灾扑救和演练工

作。

县消防救援大队：负责组织消防救援队伍参加森林火灾扑救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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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练工作。

国网城口供电公司：负责对穿越林区的高压电线、电缆线路巡

护，定期进行塔架安全检查，排除森林火灾隐患；负责扑救森林火

灾应急电力供应、电力安全工作。

县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发挥牵头抓总作用，强化部门

联动，做到高效协同，增强工作合力。

3.5 扑救指挥

3.5.1 指挥机构

森林草原火灾扑救工作由县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和乡镇

（街道）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机构负责指挥。

同一火场跨两个乡镇（街道）行政区域的较大及以上森林草原

火灾，由县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指挥。跨县（乡镇）界且预判为

一般森林草原火灾，由乡镇（街道）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机构指挥；

跨县（乡镇）界且预判为较大森林草原火灾，在县森林草原防灭火

指挥部协调指导下，由当地乡镇（街道）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机构

负责指挥；跨省（县）界且预判为重大、特别重大森林草原火灾，

由市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指挥。

3.5.2 火场前线指挥部

发生一般森林草原火灾时，乡镇（街道）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

机构应根据需要，在森林草原火灾现场及时成立火场前线指挥部，

规范现场指挥机制，由当地行政首长担任总指挥，合理配置工作

组；火场前线指挥部的主要职责是：负责掌握火灾情况，分析火

情发展趋势，制定扑救方案；组织扑火力量，科学扑救森林草原

火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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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较大森林草原火灾时，县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根据需

要，在森林草原火灾现场成立火场前线指挥部。火场前线指挥部总

指挥由县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担任，副总指挥长由

县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副指挥长担任，调度长由县森林草原防灭

火指挥部办公室主任担任，新闻发言人由负责现场处置的县森林草

原防灭火指挥部副指挥长担任。火场前线指挥部下设综合协调组、

抢险救援组、医疗救治组、火灾监测组、通信保障组、治安交通组、

灾情评估组、后勤保障组、宣传报道组等工作组。

在火灾现场范围较大的情况下，可将火灾现场划分若干片区，

成立分指挥部，分别任命片区指挥员，按照火场前线指挥部的统一

部署，负责本片区扑火的组织指挥。

有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参与灭火的，最高指挥员进入火场

前线指挥部，参与决策和现场组织指挥，发挥专业作用；根据任务

变化和救援力量规模，相应提高指挥等级。参加前方扑火的单位和

个人必须服从火场前线指挥部的统一指挥。

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遂行森林草原火灾扑救任务，对应接受各级

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机构统一领导，部队行动按照军队指挥关系和

指挥权限组织实施。

3.5.3 现场工作组

火场前线指挥部设立专项工作组，并根据实际增减、合并工作

组或调整成员单位。各工作组组长根据响应等级分别由牵头单位主

要负责人或分管负责人担任，负责协调工作组各个成员单位共同做

好应急处置工作。

各专项工作组成员单位职责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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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综合协调组

牵头单位：县应急局

成员单位：县林业局、县公安局及火灾事发地乡镇（街道）

主要职责：传达贯彻县委、县政府指示；密切跟踪汇总森林火

情和扑救进展；及时向县委、县政府、县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报

告，并通报成员单位；综合协调内部日常事务，完成指挥部交办的

其他任务。

（2）火灾监测组

牵头单位：县林业局

成员单位：县气象局、县应急局及火灾事发地乡镇（街道）

主要职责：组织火灾风险监测，指导次生衍生灾害防范；调度

相关技术力量和设备，监视灾情发展；指导灾害防御和灾害隐患的

监测预警，完成指挥部交办的其他任务。

（3）抢险救援组

牵头单位：县应急局

成员单位：县林业局、县消防救援大队、县人武部、县武警中

队、县公安局、国网城口供电公司及火灾事发地乡镇（街道）

主要职责：指导火灾事发地乡镇（街道）制定现场抢险救援方

案和组织实施工作；协调调派消防救援队伍、武警部队、民兵应急

分队和专业、半专业森林扑火队伍；协调航空消防直升机等扑火装

备及物资支援；组织实施人工影响天气作业；协调现场应急处置有

关工作，完成指挥部交办的其他任务。

（4）医疗救治组

牵头单位：县卫生健康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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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员单位：县应急局、卫生系统有关医疗单位

主要职责：组织指导灾区伤员救治和医疗卫生保障；统筹协调

医疗救护队伍和医疗器械、药品支援灾区；组织指导灾区转运救治

伤员、做好伤亡统计；指导灾区安置点防范和控制各种传染病等疫

情暴发流行，完成指挥部交办的其他任务。

（5）治安交通组

牵头单位：县公安局

成员单位：县交通局、县应急局、县人武部、县武警中队

主要职责：做好森林火灾有关违法犯罪案件查处工作；维护社

会治安和道路交通秩序，预防和处置群体事件，维护社会稳定；指

导加强现场管控和治安管理工作，做好指挥部在灾区时的安全保卫

工作；统筹协调做好应急救援力量、救灾物资、救援装备以及基本

生活物资等交通保障工作；指导灾区道路抢修，完成指挥部交办的

其他任务。

（6）后勤保障组

牵头单位：县应急局

成员单位：县发展改革委、县财政局、县住房城乡建委、县商

务委、县民政局、国网城口供电公司

主要职责：制定受灾群众救助工作方案；组织和协调县内应急

生活物资供应，做好应急资金、物资的分配、下拨及使用的指导、

监督和管理等工作；指导灾区油、电、气等重要基础设施抢修；做

好受灾群众紧急转移安置、过渡期救助和因灾遇难人员家属抚慰等

工作，完成指挥部交办的其他任务。

（7）通信保障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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牵头单位：县经济信息委

成员单位：县应急局、县林业局

主要职责：协调做好指挥机构在灾区时的通信和信息化组网工

作；建立灾害现场指挥机构、应急救援队伍与县森林草原防灭火指

挥部、市应急指挥中心以及其他指挥机构之间的通信联络；负责修

复受损通信设施，恢复灾区通信，完成指挥部交办的其他任务。

（8）宣传报道组

牵头单位：县委宣传部

成员单位：县融媒体中心、县应急局、县林业局

主要职责：统筹新闻宣传报道工作；做好现场发布会和新闻媒

体服务管理；组织开展舆情监测研判，加强舆情管控，做好科普宣

传，完成指挥部交办的其他任务。

（9）灾情评估组

牵头单位：县林业局

成员单位：县公安局、县应急局

主要职责：开展灾害损失评估和灾时跟踪评估，为抢险救灾决

策提供信息支持；参与制定救援救灾方案；及时开展灾情评估，形

成灾情评估报告逐级上报，完成指挥部交办的其他任务。

4 处置力量

4.1 力量编成

扑救森林草原火灾以专业、半专业森林消防队伍等受过专业

培训的扑火力量为主，消防救援队伍、武警部队、民兵应急力量

等支援力量为辅，地方半专业扑火队伍、社会救援力量为补充。

必要时可动员当地受过专业训练的林区职工、机关干部及当地群



— 13 —

众等力量协助做好扑救工作。

4.2 力量调动

根据森林草原火灾应对需要，应首先调动属地扑火力量，临

近乡镇（街道）扑火力量作为增援力量。

跨乡镇（街道）调动专业、半专业扑火队伍增援扑火时，由县

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统筹协调，由拟调出乡镇（街道）森林防灭

火指挥机构组织实施。

跨县（区）调动森林消防队伍增援扑火时，由县森林草原防灭

火指挥部向市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提出申请，按有关规定和权限

逐级报批。

需要解放军、武警部队参与扑火任务时，按国家和军队有关规

定执行。

5 监测预警和信息报告

5.1 监测

全县各级政府及应急、林业和气象等部门要充分利用卫星监

测、视频监控、高山瞭望、地面巡护等手段，及时掌握火情动态。

5.2 预防与预警

5.2.1预防

县林业局组织县国有林场、各乡镇（街道）开展经常性的森

林防灭火宣传教育，提高全民森林防灭火意识；设卡守护，严格

控制和管理野外火源，规范生产、生活用火行为；加强对高火险

时段和危险区域检查监督，消除各项森林火灾隐患；加强森林防

灭火基础设施建设，加强森林火险预测预警，全面提高预防森林

草原火灾的综合能力。在重点林区和重要防火部位设置瞭望台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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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设施，安排专人监测森林火情，发现火情，立即报告。

5.2.2预测预报

各级森林防灭火指挥机构应建立森林火灾预警机制和值班制

度，加强对森林火灾气象要素观测，及时掌握辖区内气象信息；

建立森林火险定期会商机制，对森林火灾发生的可能性进行评估，

通过各种途径及时将森林火险预测预报信息传递到每个村民。

5.2.3 预警分级

根据森林草原火险指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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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色表示。

森林火险预警等级划分
火险预警等级 预警信号颜色 危险程度 易燃程度 蔓延程度

一 红色 极度危险 极易燃烧 极易蔓延

二 橙色 高度危险 容易燃烧 容易蔓延

三 黄色 中度危险 较易燃烧 较易蔓延

四 蓝色 低度危险 可以燃烧 可以蔓延

5.2.3 预警发布

县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组织应急、林业和气象等部门

加强会商，联合制作森林草原火险预警信息，并通过预警信息发布

平台和电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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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时，县森林草原防灭火

指挥部向相关乡镇（街道）、部门、景区发送预警信息，提出工作

要求。

根据区域气象条件及其趋势演变情况，对连续 3天且未来 2天

将持续出现二级以上森林火险预警等级的相关区域，联合发布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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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险橙色预警信号；连续 5天且未来 2天将持续出现二级以上森林

火险预警等级的区域，联合发布森林火险红色预警信号。

5.2.4 预警响应

县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机构及其有关部门密切关注天气情

况和森林火险预警变化，做好预警信息发布和森林防火宣传工作。

当森林火险预警等级达到三级以上时，森林防火检查卡点实行人员

扫码进山入林，各类护林员加强森林防火巡护检查，做好卫星林火

监测和瞭望监测，加强火源管理，落实防灭火装备、物资等各项扑

火准备，当地各级各类森林消防队伍集中驻防，进入待命状态。

当发布橙色、红色预警信息后，县级有关部门和预警地区政府

及其有关部门应加大预警信息播报频次，停止野外用火审批，进一

步加强野外火源管理，增设林区路口检查卡点，开展森林防火检查，

做好物资调拨准备。当地专业、半专业森林消防队伍视情对力量部

署进行调整，靠前驻防，带装开展巡查。必要时，县政府可以根据

需要发布命令，严格野外用火管理。

县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机构视情对预警地区森林防灭火工

作进行督促和指导。

5.3 信息报告

全县各级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机构按照“有火必报、归口上报、

报扑同步”的原则，及时、准确、逐级、规范报告森林火灾信息。

全县森林防火视频监控点、人工瞭望塔、防火巡查巡护人员以

及社会大众一旦发现森林火情，应立即向当地人民政府报告，或者

拨打森林火灾报警电话（县林业局：023-59223366；县应急局：

023-59222355）。



— 16 —

接到森林火情报告后，乡镇（街道）森林防灭火指挥机构应立

即派人赶赴现场调查核实，经核查确定为森林火灾的，应在 15 分

钟内电话报告、30 分钟内书面报告县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办公

室，并根据处置进展情况及时续报；火灾处置结束后，应及时形成

书面材料报送县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对于情况复杂或当

天难以勘查现场的，可先简要报送书面材料，调查清楚后尽快报送

终报。

以下森林草原火灾信息由县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

县政府报告，同时向市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报告：

（1）重大、特别重大森林草原火灾；

（2）造成 1人以上死亡或者 3人以上重伤的森林草原火灾；

（3）威胁居民区或者重要设施的森林草原火灾；

（4）发生在原始林区、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风景名胜区

等重点林区的森林草原火灾；

（5）发生 4小时后尚未扑灭明火的森林草原火灾；

（6）发生在省市、区县行政区域交界地的森林草原火灾；

（7）其他需要报告的重要森林草原火灾。

凡需要向县委、县政府和市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报

告的森林火灾信息，由县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归口上报。

应在 30分钟内电话报告、1 小时内书面报告。

6 应急响应

6.1 分级响应

根据森林草原火灾发展态势和初判级别、应急处置能力和预

期影响后果，综合研判确定本级响应级别。按照分级响应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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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调整本级扑火组织指挥机构和力量。

发生森林火灾后，乡镇（街道）、国有林场、林区经营主体及

相关单位应按规定立即启动森林火灾应急预案。预案启动后，应合

理确定扑救方案，划分扑救地段，确定扑救责任人，并指定负责人

及时到达现场具体指挥森林火灾的扑救，进行早期处置，做到“打

早、打小、打了”。

预判可能发生一般森林草原火灾，由乡镇（街道）森林草原防

灭火指挥机构为主组织处置；预判可能发生较大森林草原火灾，由

县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为主组织处置；预判可能发生重大、特别

重大森林草原火灾，县政府主要负责人应及时赶赴森林火灾现场负

责组织指挥，同时报请市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派员组织指挥；必

要时，应及时提高响应级别，交上级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机构指挥。

6.2 响应措施

森林草原火灾发生后，要先研判气象、地形、环境等因素，

尤其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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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机构立即就地就近组

织专业、半专业森林防灭火队伍等力量参与扑救，依托防火道、隔

离带阻断火灾蔓延，力争将火灾扑灭在初起阶段。必要时，组织协

调当地消防救援队伍、武警部队等救援力量参与扑救。

各扑火力量在火场前线指挥部的统一调度指挥下，明确任务

分工，落实扑救责任，科学组织扑救，在确保扑火人员安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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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员要认真分析地理环境、气象条件和火场态势，在扑火队伍行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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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线、安全避险区域选择和扑火作业时，加强火场管理，保持通

信畅通，设置火情观察哨，提前预设紧急避险措施，时刻注意观

察天气和火势变化，提前预设紧急避险措施，严格按照“火情不明

先侦查、气象不利先等待、地形不利先规避”的原则，确保各类扑

火人员安全。不得动员未经专业培训以及残疾人、孕妇和未成年人

等其他不适宜参加森林草原火灾扑救的人员参加扑救工作。

6.2.2 转移安置人员

当居民点、人员密集区受到森林草原火灾威胁时，应及时采

取有效阻火措施，防止火灾蔓延。立即通知有关部门适时启动自

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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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妥善做好

转移群众安置工作，确保群众有住处、有饭吃、有水喝、有衣穿、

有必要的医疗救治条件。

6.2.3 救治伤员

组织医护人员和救护车辆在扑救现场待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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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临时医院或者医疗点，实施现场救治。

6.2.4 保护重要目标

当军事设施、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设备、输油气管道、电力、

通信设施、学校、村庄、居民区等重要目标物和公共卫生、社会

安全等重大危险源受到火灾威胁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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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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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维护社会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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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火灾受影响区域社会治安、道路交通等管理，严厉打击

借机盗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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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授权发布、发布新闻稿、接受记者采访、举行新闻发布

会，并通过专业网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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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内容包括起火时间、起火原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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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森林草原火灾明火扑灭后，继续组织扑火人员做好防止复燃

和余火清理工作，划分责任区域，由火灾发生地组织足够的专业

（半专业）扑火队、民兵应急分队等人员看守火场，严防死灰复

燃。经检查验收，达到无火、无烟、无气后，扑火人员方可撤离。

原则上，参与扑救的县外增援力量和县内专业森林扑火力量不担

负后续清理和看守火场任务。

6.2.8 应急结束

在森林草原火灾全部扑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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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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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火灾负伤、致残或者死亡的人员，当地政府或有关部门按照

国家有关规定做好医疗、抚恤、褒扬等工作。

6.3 县级层面应对工作

森林草原火灾发生后，根据火灾严重程度、火场发展态势和

当地扑救情况，县级层面应对工作设定Ⅳ级、Ⅲ级、Ⅱ级、Ⅰ级

四个响应等级。并通知相关乡镇（街道）根据响应等级落实相应措

施。

6.3.1 Ⅳ级响应

6.3.1.1 启动条件

（1）过火面积在 6公顷以上的森林草原火灾；

（2）发生在敏感时段、敏感地区或省市、区县行政区域交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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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

火灾；

（3）发生在其他地区、其他时段，6小时尚未得到有效控制、

发展态势持续蔓延扩大的森林草原火灾；

（4）同时发生 2起以上危险性较大的森林草原火灾。

符合上述条件之一时，经县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分析

评估，认定灾情达到启动标准，由县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办公

室主任决定启动Ⅳ级响应。

6.3.1.2 响应措施

（1）火灾发生后，当地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机构组织、指挥

当地半专业及义务扑火力量开展扑救；

（2）县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进入应急状态，根据需

要调度地方专业扑火力量、毗邻乡镇（街道）半专业扑火力量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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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扑救；

（3）县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主任视情组织指挥部相

关成员单位开展火情会商，研究火灾扑救措施，根据需要派出工

作组赶赴火场，协调、指导火灾扑救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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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火情发布高森林火险预警信息；

（6）协调指导相关媒体做好报道。

6.3.2 Ⅲ级响应

6.3.2.1 启动条件

（1）过火面积超过 20公顷的森林草原火灾；

（2）造成 1 人以上 3 人以下死亡或者 1 人以上 10 人以下重

伤的森林草原火灾；

（3）发生在敏感时段、敏感地区或省市、区县行政区域交界

区，10小时尚未扑灭明火的森林草原火灾；

（4）发生在其他地区、其他时段，12小时尚未得到有效控制、

发展态势持续蔓延扩大的森林草原火灾。

符合上述条件之一时，经县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分析

评估，认定灾情达到启动标准并提出建议，由县森林草原防灭火指

挥部副指挥长决定启动Ⅲ级响应。

6.3.2.2 响应措施

（1）火灾发生后，当地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机构组织、指挥

当地半专业及群众义务扑火力量开展扑救，及时向县森林草原防

灭火指挥部办公室报告森林火灾最新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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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县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进入临战状态，常务副指挥长

召集指挥部有关成员单位开展火场会商，分析火灾发生地火险形

势，研判火灾发展态势，研究扑救措施及保障工作，同时派出工

作组立即赶赴火场，火场设县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前线指挥部，

下设综合协调组、抢险救援组、医疗救治组、火灾监测组、通信保

障组、治安交通组、灾情评估组、后勤保障组、宣传报道组等工作

组，具体组成及任务分工按相关规定执行；

（3）根据火灾发生地森林防灭火指挥机构的请求，就近协调

扑火力量、物资及装备等参加火灾扑救；

（4）火场前线指挥部指挥当地扑火队伍扑救火灾，指挥所属

队伍做好增援准备；

（5）县气象局及时提供火场周边天气实况及预报信息，组织

做好人工影响天气作业准备；

（6）县公安局协调县人武部、县武警中队做好重要目标物和

重大危险源的保护；

（7）根据需要向市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申请调派市航空应

急救援直升机的建议；

（8）县委宣传部视情况组织新闻发布会，协调指导相关媒体

做好报道。

6.3.3 Ⅱ级响应

6.3.3.1 启动条件

（1）过火面积在 100 公顷以上的森林草原火灾；

（2）造成 3 人以上 10 人以下死亡或者 10 人以上 50 人以下

重伤的森林草原火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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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发生在敏感时段、敏感地区或省市、区县行政区域交界

区，24小时未得到有效控制的森林草原火灾；

（4）发生森林草原火灾的乡镇（街道）政府已经没有能力和

条件有效控制火场蔓延。

符合上述条件之一时，经县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分析

评估，认定灾情达到启动标准并提出建议，由县森林草原防灭火

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决定启动Ⅱ级应急响应。

6.3.3.2 响应措施

在Ⅲ级响应的基础上，县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采取以下应急

措施：

（1）县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立即进入紧急状态，指挥长组

织指挥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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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同有关部门组成工作组赶赴火场，协调、指

导火灾扑救工作；

（2）指挥长请求市森林防灭火指挥部跨区域增调地方专业扑

火队伍、航空应急救援直升机等扑火力量、装备物资支援火灾扑救

工作；

（3）指挥部组织调度全县扑火力量参加扑救；

（4）县经济信息委、县公安局、县交通局、国网城口供电公

司负责组织抢修通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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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气象局根据火场气象条件，适时开展人工影响天气作

业；

（6）县公安局协调县人武部、县武警中队加强重要目标物和



— 24 —

重大危险源的保护；

（7）县卫生健康委根据需要协调做好卫生应急队伍增援等工

作；

（8）县委宣传部视情及时召开新闻发布会，协调相关媒体加

强扑火救灾宣传报道。

6.3.4 Ⅰ级响应

6.3.4.1 启动条件

（1）过火面积超过 500公顷的森林草原火灾；

（2）造成 10人以上死亡或者 50人以上重伤的森林草原火灾；

（3）生态安全和社会稳定受到严重威胁，有关行业遭受重创，

经济损失特别巨大；

（4）其他需要启动Ⅰ级响应的森林草原火灾。

符合上述条件之一时，经县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分析

评估，认定灾情达到启动标准并提出建议，经报请指挥长同意，

由县政府决定启动Ⅰ级响应。必要时，县政府直接决定启动Ⅰ级响

应。

6.3.4.2 响应措施

在Ⅱ级响应基础上，加强以下应急措施：

县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进入紧急状态，县森林草原防灭火

指挥部指挥长组织各成员单位集中办公，统一指挥调度；火场设

县森林防灭火前线指挥部，具体组成及任务分工按相关规定执行。

（1）根据火灾发生地乡镇（街道）的请求，安排生活救助物

资，增派卫生应急队伍加强伤员救治，协调实施受威胁群众转移

安置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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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指挥长请求市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跨区域增调国家综

合性消防救援队伍、解放军和武警部队、航空应急救援直升机等

扑火力量、装备物资支援火灾扑救工作；

（3）县经济信息委、县公安局、县交通局、国网城口供电公

司负责组织抢修通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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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县公安局协调县人武部、县武警中队进一步加强重要目

标物和重大危险源的保护；

（5）县气象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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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县委宣传部建立新闻发布和媒体采访服务管理机制，按

照规定及时、定时组织召开新闻发布会，协调指导相关媒体做好

报道，加强舆论引导工作；

（7）根据市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有关要求，落实相应的保

障工作；

（8）决定森林草原火灾扑救其他重大事项。

6.3.5 启动条件调整

根据森林草原火灾发生在敏感地区、敏感时间，受害森林草原

资源损失程度，经济、社会影响程度，启动县森林草原火灾应急响

应的标准可酌情调整。

6.3.6 响应终止

森林草原火灾扑救工作结束后，由县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办

公室提出建议，按启动响应的相应权限终止响应，并通知相关乡镇

（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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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综合保障

7.1 输送保障

增援扑火力量及携行装备物资以公路运输为主。跨乡镇（街道）

输送扑火力量由增援队伍所在地乡镇（街道）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

机构自行组织实施，跨县调动扑火力量由县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

负责协调输送。保障森林防灭火专用车辆的免费优先通行，为扑

火人员和物资快速运输提供保障。

7.2 航空应急救援直升机保障

发生森林草原火灾后，需要调用航空应急救援直升机支援时，

由县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向市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提出申请，

由市航空应急救援总队组织实施。

7.3 物资保障

县应急局、县林业局会同县发展改革委、县财政局研究建立

集中管理、统一调拨，平时服务、战时应急，采储结合、节约高

效的森林防灭火应急物资保障体系。加强重点林区森林草原防灭

火物资储备库建设，优化重要物资产能保障和区域布局，针对极端

情况下可能出现的阶段性物资供应短缺，建立集中生产调度机制。

科学调整县级防灭火物资储备规模结构，合理确定灭火、防护、

侦查通信、野外生存和大型机械等常规储备规模，适当增加高技

术灭火装备、特种装备器材储备。

各级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机构根据本地森林防灭火工作需

要，建立本级森林防灭火物资储备库，储备所需的扑火机具、装

备和物资。

7.4 资金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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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森林草原防灭火基础设施建设纳入本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规划，将防灭火经费纳入同级财政预算，保障森林草原防灭火

所需支出。处置森林草原火灾所需资金，按现行事权划分原则，多

渠道筹集，分级负担，满足扑救森林草原火灾需要。

8 后期处置

8.1 火灾评估

县政府组织由县应急局牵头，县公安局、县林业局等部门参

加的调查评估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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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损失等情况进行调查和评估。一般、较

大森林火灾由县级负责，重大森林火灾由市级负责，特别重大森

林火灾按照有关规定执行。必要时，上一级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

机构可发督办函，督导落实或直接开展调查和评估。县财政局要

对森林草原火灾应急保障资金的使用和效果进行监督和评估。

8.2 火因火案查处

县政府组织有关部门对森林草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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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善后处置、恢复重建等方面提出处理意见。

8.3 约谈整改

对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不力，导致人为火灾多发频发的地区，

由县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及时约谈所在地区及有关部门主要负责

人，要求其采取措施及时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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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森林草

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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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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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隐瞒不报、处置不得力和迟报、瞒报、谎报、漏报森林草原火

灾重要情况等失职渎职行为，依法依规追究属地责任、部门监管

责任、经营主体责任、火源管理责任和组织扑救责任。

8.5 工作总结

扑火工作结束后，县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乡镇（街道）

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机构要及时进行全面工作总结，重点分析火

灾发生的原因、组织扑救过程和应吸取的经验教训，提出整改意

见，落实改进措施，并做好森林草原火灾档案建设工作。党中央、

国务院领导同志以及市委、市政府领导同志有重要指示要求的较

大森林草原火灾和重大以上森林草原火灾，以及引起社会广泛关

注和产生严重影响的森林草原火灾，扑救工作结束后，县森林草

原防灭火指挥部向县政府、市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报送火灾扑

救工作总结。

8.6 表彰奖励

对在扑火工作中贡献突出的单位、个人，根据有关规定给予表

彰奖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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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灾害分级标准
灾害等级 严重程度及影响范围

一般森林草原

火灾

受灾森林面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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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较大森林草原

火灾

受灾森林面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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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大森林草原

火灾

受灾森林面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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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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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重大森林

草原火灾

受灾森林面积在 1000公顷以上的，或者死亡 30人以上的，或者重伤

100人以上的。

9.2 预案培训演练

县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会同指挥部成员单位制定应

急演练计划并定期组织演练。每年开展不少于一次森林火灾应急预

案培训和演练。

9.3 预案管理与更新

预案发布实施后，县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会同有关部门组

织预案学习、宣传，并根据实际情况，适时组织进行评估和修订，

修订期限最长为 5 年。各乡镇（街道）要结合当地实际制定森林

火灾应急预案，报县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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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敏感地区、敏感时段的含义

敏感地区：大巴山自然保护区，九重山国家森林公园，巴山湖

湿地公园，黄安坝旅游度假区、县国有林场、县城周边葛城街道，

复兴街道。

敏感时段：国家法定节假日，国际性、全国性重大活动，高温

伏旱期。

9.6 预案解释

本预案由县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负责解释。

9.7 预案实施时间

本预案自印发之日起实施。原《城口县森林草原火灾应急预案》

（城府办发〔2020〕133号）同时废止。

10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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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城口县森林草原扑火应急物资储备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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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城口县森林火灾应急处置工作流程图

县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分析评估灾情达到标准、建议启动响应等级

启动Ⅳ级响应由
县森林草原防灭
火指挥部办公室
主任决定

启动Ⅲ级响应
由县森林草原
防灭火指挥部
副指挥长决定

启动Ⅱ级响应由
县森林草原防灭
火指挥部常务副
指挥长决定

启动Ⅰ级响应
由县政府决定

明火扑灭，清理看守

应急结束，响应终止

后期处置

在Ⅲ级响应的基础
上，加强以下措施：
1．召开会议联合会
商，研究扑救措施
2．成立火场前指
3．组织救援行动
4．增派扑火力量
5．加强宣传报道

在Ⅱ级响应的基础
上，增加以下措施：
1．指挥长或县委、
县政府指定的负责
同志统一指挥调度
2．请求上级支援
3．安排救助物资
4．抢修基础设施
5．组织新闻发布会

1．火灾评估
2．火案查处
3．约谈整改
4．责任追究
5．总结表彰
6．善后处理

火情调查核实

乡镇（街道）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机构启动预案、组织扑救，及时上报灾情信息

1．视情开展火情
会商，根据需要
派出工作组
2．协调指导扑救
3．做好增援准备
4．发布预警信息
5．乡镇（街道）
组织处置

火警接收 乡镇（街道）、国有林场组织早期处置

1．组织会商研
判，派出工作组
2．指导救援行动
3．调派队伍支援
4．协调媒体报道
5．县组织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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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综合协调组：由
县应急局牵头，
县公安局、县林
业局，属地乡镇
（街道）及有
关部门和单位
参加。
主要职责：传达
贯彻县委、县政
府指示；密切跟
踪汇总森林火
情和扑救进展；
及时向县委、县
政府、市森林草
原防灭火指挥
部报告，并通报
成员单位；综合
协调内部日常
事务，督办重要
工作。

医疗救治组：
由县卫生健康
委牵头，县经
济信息委、县
公安局，属地
乡镇（街道）
及有关部门和
单位参加。
主要职责：组织
指导灾区伤员
救治和医疗卫
生保障；统筹协
调医疗救护队
伍和医疗器械、
药品支援灾区；
组织指导灾区
转运救治伤员、
做好伤亡统计；
指导灾区、安置
点防范和控制
各种传染病等
疫情暴发流行。

火灾监测组：由
县林业局牵头，
县应急局、县气
象局，属地乡镇
（街道）及有
关部门和单位
参加。
主要职责：组织
火灾风险监测，
指导次生衍生
灾害防范；调度
相关技术力量
和设备，监视灾
情发展；指导灾
害防御和灾害
隐患的监测预
警。

通信保障组：由
县经济信息委
牵头、县应急
局、县林业局，
属地乡镇（街
道）及有关部门
和单位参加。
主要职责：保障
指挥机构应急
通信需要；建立
灾害现场指挥
机构、应急救援
队伍与市应急
指挥中心以及
其他指挥机构
之间的通信联
络；指导修复受
损通信设施，恢
复灾区通信。

治安交通组：由县
公安局牵头，县交
通局、县应急局、
县武警中队、属地
乡镇（街道）及有
关部门和单位参
加。
主要职责：做好森
林火灾有关违法犯
罪案件查处工作；
维护社会治安和道
路交通秩序，预防
和处置群体事件，
维护社会稳定；指
导加强现场管控和
治安管理工作，做
好指挥部在灾区时
的安全保卫工作；
统筹协调做好应急
救援力量、救灾物
资、救援装备以及
基本生活物资等交
通保障工作；指导灾
区道路抢通抢修。

灾情评估组：由
县林业局牵头，
县应急局，属地
乡镇（街道）及
有关部门和单
位参加。
主要职责：开展
灾害损失评估
和灾时跟踪评
估，为抢险救灾
决策提供信息
支持；参与制定
救援救灾方案。

后勤保障组：由县
应急局牵头，县发
展改革委、县民政
局、县财政局、县
住房城乡建委、县
商务委、县应急局、
国网城口供电公
司，属地乡镇（街
道）及有关部门和
单位参加。
主要职责：制定受
灾群众救助工作方
案；下拨救灾款物
并指导发放；统筹
灾区生活必需品市
场供应，指导灾区
油、电、气等重要
基础设施抢修；指
导做好受灾群众紧
急转移安置、过渡
期救助和因灾遇难
人员家属抚慰等工
作。

抢险救援组：由县应
急局牵头，县林业
局、县武警中队、县
气象局、县消防救援
大队，属地乡镇（街
道）及有关部门和单
位参加。
主要职责：指导火灾
发生地制定现场抢
险救援方案和组织
实施工作；武警中
队、消防救援队伍和
专业、半专业森林消
防队伍以及民兵应
急分队等跨区域增
援火灾扑救工作等
扑火装备及物资支
援；组织实施人工影
响天气作业；协调现
场应急处置有关工
作。

宣传报道组：由
县委宣传部牵
头，县应急局、
县林业局，属地
乡镇（街道）及
有关部门和单
位参加。
主要职责：统筹
新闻宣传报道
工作；指导做好
现场发布会和
新闻媒体服务
管理；组织开展
舆情监测研判，
加强舆情管控，
指导做好科普
宣传。

城口县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火场前线指挥部组成及任务分工

总 指 挥：县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指挥长或常务副指挥长
副 总 指 挥：县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
调 度 长：县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主任
新闻发言人：负责现场处置属地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副指挥长



— 33 —

附件 3

城口县森林草原火灾风险分析

一、风险分析

城口县地处大巴山南麓，位于长江上游地区、重庆东北部，

渝、川、陕三省（市）交界处，处于北纬 31°37′— 32°12′，东经

108°15′— 109°16′。全县东西长 96公里，南北宽 66公里，辖区面

积 3289.088平方公里。东与陕西省镇坪、平利等县毗邻，西与四

川省宣汉、万源等县（市）相交，南与重庆市开县、巫溪等县接

壤，北与陕西岚皋、紫阳等县相连。

城口县属川东盆地偏湿性常绿阔叶林亚带，盆地东北部中山

植被区大巴山植被小区，森林绝大部分是天然次生林。原始森林

主要分布在大巴山主脉一带。植被分布在垂直带谱上，树种分布

和组合变化比较明显，自下而上为马尾松常绿阔叶林带、山地常

绿、落叶阔叶林、针叶林带和山地暗针叶林带。植被资源主要分

为乔木、灌木、木质藤本和竹类 4 个大类。

城口县草地资源相对丰富，依据 2017 年土地变更调查全县天

然牧草地有 14632 公顷，主要分布在鸡鸣乡金岩村、周溪乡凉风

村、东安乡新田村、治坪乡阳河村、咸宜镇双丰村、东安乡密水

村、北屏乡安乐村、东安乡朝阳村、高观镇渭溪村、庙坝镇关内

村、厚坪乡云峰村、东安乡德安村、东安乡仁河村、周溪乡龙丰

村等村；其他草地 8035 公顷，主要分布在坪坝镇聚马村、龙田乡

长茅村、双河乡天星村、明中乡木瓜村、蓼子乡穴沱村、东安乡

兴隆村、巴山镇农民村、厚坪乡云峰村、咸宜镇李坪村、修齐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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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丰村、修齐镇兴华村、复兴街道红坪、修齐镇仁桥村、明中乡

柳家村、双河乡双流村、高观镇复兴村、咸宜镇明月村、庙坝镇

天保村、明中乡双利村、厚坪乡麻柳村、明中乡云燕村、庙坝镇

石兴村、修齐镇香坪村、双河乡店坪村、修齐镇枇杷村、明中乡

四合村、双河乡柳河村、修齐镇家园村等村。

城口县内有大巴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九重山国家森林公园、

巴山湖国家湿地公园等保护区，其中大巴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面

积约 2315 平方公里，占全县总面积的 70.38%；九重山国家森林公

园，面积约 202平方公里，占全县总面积的 6.1%；巴山湖国家湿

地公园，面积 22 平方公里，占全县总面积的 0.7%。从分布来看，

大巴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主要分布在左岚乡、高楠镇、北屏乡、

岚天乡、河鱼乡、东安乡、厚坪乡、明中乡、咸宜镇、蓼子乡；

九重山国家森林公园主要分布在庙坝镇、蓼子乡；巴山湖国家湿

地公园主要分布在巴山镇。

重点森林火险区：大巴山自然保护区，九重山国家森林公园，

巴山湖湿地公园，黄安坝旅游度假区、县国有林场、县城周边葛

城街道，复兴街道。

一般森林火险区：除重点森林火险区以外的其他区域。

二、主要应对措施

重点森林火险区：加强森林防火应急通道建设，提升森林火

灾的应急能力；完善预警监测体系及林火视频监控系统，进一步

提高林火瞭望监测能力；加强和完善林火阻隔系统建设，强化预

防控制森林火灾的治本措施；要强化森林消防专业队伍建设和不

断提升基础设施和装备建设水平，加大对扑火队员和防火指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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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的培训，提高就地、就近、就快处置火情能力。

一般森林火险区：重点加强森林火灾预防、做好防火宣传教

育工作，根据实际需要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强化应急扑火队伍及

其装备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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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城口县森林防灭火指挥部成员单位应急通讯录
序号 单位 24小时应急值班电话

1 县政府 023-59222377

2 县委宣传部 023-59222334

3 县委网信办 023-59215005

4 县人武部 023-87632210

5 县发展改革委 023-59222374

6 县教委 023-59222342

7 县经济信息委 023-59222380

8 县商务委 023-59222911

9 县文化旅游委 023-59222350

10 县卫生健康委 023-59222530

11 县农业农村委 023-59222879

12 县公安局 023-59223833

13 县民政局 023-59222356

14 县财政局 023-59222522

15 县规划自然资源局 023-59226116

16 县生态环境局 023-59222621

17 县交通局 023-59222464

18 县应急管理局 023-59222355

19 县林业局 023-59223366

20 县水利局 023-59224328

21 县气象局 023-59222446

22 县消防救援大队 023-59222641

23 县武警中队 023-81131290

24 国网供电城口公司 023-859795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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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城口县各乡镇（街道）应急通讯录
序号 单 位 24小时应急值班电话

1 葛城街道 023-59222208

2 复兴街道 023-59502238

3 修齐镇 023-59260001

4 高观镇 023-59263001

5 明通镇 023-59290001

6 庙坝镇 023-59293001

7 坪坝镇 023-59283004

8 巴山镇 023-59280550

9 高燕镇 023-59508189

10 东安镇 023-59501701

11 咸宜镇 023-59500500

12 高楠镇 023-59500000

13 龙田乡 023-59506892

14 北屏乡 023-59501000

15 岚天乡 023-59506637

16 河鱼乡 023-59265746

17 厚坪乡 023-59261700

18 治平乡 023-59500277

19 明中乡 023-59505868

20 蓼子乡 023-59291000

21 鸡鸣乡 023-59292000

22 周溪乡 023-59292519

23 双河乡 023-59295500

24 沿河乡 023-59501500

25 左岚乡 023-59506124



— 38 —

附件 6

相邻省市、区县政府相关部门通讯录
序号 单 位 距城口县里程 24小时应急值班电话

1 陕西省岚皋县林业局 47公里 0915-2515901

2 陕西省岚皋县应急局 47公里 0915-2521661

3 陕西省岚皋县公安局 47公里 0915-2522581

4 陕西省岚皋县消防救援大队 47公里 0915-2527119

5 四川省万源市应急局 60公里 0818-8619997

6 四川省万源市消防救援大队 60公里 0818-8617119

7 重庆市开州区应急局 90公里 023-52633098

8 重庆市开州区消防救援支队 90公里 023-85580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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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城口县应急局综合救援队伍名单
序号 姓名 性别 备注

1 王东 男 非煤矿山救援

2 高明树 男 非煤矿山救援

3 苏绍锋 男 非煤矿山救援

4 段永法 男 非煤矿山救援

5 汪 东 男 非煤矿山救援

6 刘道中 男 非煤矿山救援

7 吴成友 男 非煤矿山救援

8 文泽凯 男 非煤矿山救援

9 余 涛 男 消防危化救援

10 李远建 男 消防危化救援

11 冯仁杰 男 消防危化救援

12 叶青宇 男 消防危化救援

13 易 帅 男 消防危化救援

14 胡家林 男 消防危化救援

15 李小舟 男 地质灾害救援

16 王子成 男 地质灾害救援

17 廖文垚 男 地质灾害救援

18 刘久坤 男 地质灾害救援

19 吴超 男 地质灾害救援

20 符美廷 男 地质灾害救援

21 张兆军 男

22 庞仁旭 男

23 徐丁苛 男

24 刘小琴 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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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冉雪杉 男

26 张 柯 男

27 周 炼 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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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

城口县森林草原扑火应急物资储备清单

存放位置：林业局仓库

序号 应急物资名称 数量 单位

1 油锯 73 台

2 高压水泵 14 台

3 背负式吹风机 2 台

4 小水泵 6 台

5 管带 6550 米

6 风力灭火机 34 台

7 灭火水枪 126 把

8 动力灭火机 20 台

9 高压细水雾灭火机 4 台

10 铁扫把、胶扫帚 450 把

11 背负式水袋 69 个

12 弯刀 119 把

13 防火服 4件+255 套

14 胶鞋 124 双

15 帽子 183 顶

16 防火手套 144 双

17 急救包 19 个

18 油壶 3 个

19 手电筒 280 支

20 组合工具 24 套

21 铁锹 30 把

22 安全绳 8 根

23 手提式灭火弹 3 箱

24 手提喇叭 32 把

25 斧头 70 把

26 水壶 49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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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点火器 30 个

28 折叠铲 1 把

29 移动水池 5 个（2T）

30 夏季作训服 60 套

31 指挥服 6 套

32 GPS定位仪 20 个

33 对讲机 10 对

34 手提式灭火器 74 个

35 帐蓬 7 个

36 车载喇叭 20 个

37 背负式吹风机 10 台

38 照明灯 2 个

39 口罩 3 件

40 机油 13 瓶

存放位置：应急管理局物资储备库

序号 应急物资名称 数量 单位

1 油锯 10 台

2 电机水泵 10 台

3 背负式吹风机 5 台

4 背负式水泵 6 台

5 背负式灭火水枪 20 个

6 移动水池 40 个

7 全方位自动升降泛光

灯
5 台

8 立挂照明灯 2 盏

9 固定微型防爆灯 100 支

10 无人机 3 套

11 对讲机 20 台

12 喊话器 1 个

13 防火服 25 套

14 防火手套 25 双



— 43 —

15 急救包 20 个

16 油壶 3 个

17 手电筒 82 支

18 水泵水带 50 根

19 安全绳 6 根

20 铁锹 10 把

21 护目镜 30 个

22 空气呼吸器 15 个

23 组合工具 1 套

24 指挥帐篷 1 套

25 应急指挥桌面终端 1 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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