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春季森林防火工作方案(汇总5篇)
无论是在个人生活中还是在组织管理中，方案都是一种重要
的工具和方法，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应对各种挑战和问题，
实现个人和组织的发展目标。方案对于我们的帮助很大，所
以我们要好好写一篇方案。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方案策划
范文，欢迎阅读与收藏。

春季森林防火工作方案篇一

  1、开展野外火源集中整治活动。各分场、社区要组织力
量，集中开展整治野外用火专项行动，落实五个禁止规定。
一是划定森林防火区，宣传贯彻《关于禁止在森林防火区野
外用火的通告》，要求在分场、社区醒目位置张贴，宣传到
农户，落实到山头地块;二是加强火源管控，护林员划分责任
片区和路段，分片包干;严格落实干部火源管控责任，安排人
员组成巡查组，加强督查;三是规范野外用火审批，严格落实
五个不批、五个不烧，杜绝越权审批、违规炼山;四是依法查
处违规用火行为，严惩火灾肇事者和违规用火者。

  2、开展森林防火宣传月活动。3月份春季平安行动全

  省森林防火宣传月，要开展系列宣传活动，营造浓厚的
森林防火氛围。一是要组织工作组和宣传车，深入开展宣传
教育活动，推动防火宣传进林区、进课堂、进村入户;二是广
播电视台等新闻媒体滚动播放森林防火公益广告，开设宣传
专栏，加大宣传力度。三是制定森林防火预案，确保防火工
作有条不紊地进行。

  林防火联防服务的护林员数和所需经费额度，积极争取
县财政支持，确保政府购买服务取得实效。

  4、开展森林火灾案件查处专项行动。凡发生森林火灾，



第一时间向县森林公安分局报警，要求派出警力赶赴现场，
及时查处案件，依法追究火灾肇事者责任。

  5、开展森林防火重点督查活动。场防火办将组织人员深
入全场开展森林防火督促检查，排查森林火灾隐患，确保各
项部署落到实处。对主要通道沿线、景区景点和重点的敏感
区域，要重点督查。对火情热点多、火灾多、问题多的地方
和时间长、影响大的森林火灾，总场将依照有关规定严肃处
理。

春季森林防火工作方案篇二

  1、凡发生森林火情、森林火灾，各站、村一方面要及时
报告，一方面要立即组织干部群众扑救，镇村领导必须现场
指挥或参加指挥扑救，镇应急灭火队应立即赶到现场扑救。

  2、防火办、党政办接到火警、火灾报告后，立即向镇主
要领导和森林防火指挥部正、副指挥及包站领导报告。

  3、镇政府、防火指挥部接到报告后，必须立即组织干群
扑救，同时做好上报工作，需要时成立扑救火灾前线指挥部，
负责现场指挥。

  4、重大火灾，火场跨乡、镇行政界限，火场距国有林场、
重点镇办林场二公里以内，明火燃烧5小时以上尚未扑灭，受
害面积超过500亩，或造成人员伤亡等的森林火场，请求县政
府帮助协调处理扑救，并在县森防指领导指挥下迅速扑灭。

  5、要认真做好值班制度，坚持24小时的森林防火值班制，
并有领导带班，做好上传下达工作。

  6、森林火灾扑灭后，镇森林防火指挥部应立即组织有关
部门人员赴现场调查事故原因，并写出书面调查处理报告，
并向镇政府报告，重大森林火灾扑灭后，要协助县森防指调



查处理。

  (二)扑火力量和后勤保障

  1、本着专群结合的原则，梯次做好准备。镇政府和镇直
单位工作人员由镇政府和有关单位负责调动；村干部和村民
由村党支部、村委会负责调动；护林员由林业站负责调动；
民兵预备役由镇人武部负责调动；公安干部、边防武警战士
由公安派出所、边防工作站负责调动，接到扑火命令的单位
和个人，必须迅速赶到指定地点，投入扑救。同时扑火时要
注意自身安全，不得动员残疾人员、妇女、儿童、老人参加
森林火灾的扑救。

  2、赶火场指挥扑救人员，需配带必要的指挥通讯设备，
保证随时联络，镇政府电话传真机全天候开机，保证随时与
县防火办和火场前线指挥保持联系。

春季森林防火工作方案篇三

  (一)全面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各乡镇、街道办事处、各
单位要按照国务院、省政府、市政府和区政府消防工作要求，
逐级明确政府及相关部门消防安全责任，特别是对于涉及火
灾隐患整治、公共消防设施建设、多种形式消防队伍发展等
重大问题，要合理安排人力、物力和财力，切实解决突出问
题。各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各部门、各单位要层层签订
《x年度消防安全责任书》，逐级落实消防安全责任。

  (二)集中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治理活动。各乡镇、街道办
事处、各单位要全面落实消防安全“网格化”和“户籍化”
管理机制，坚持开展常态化消防监督管理，深化农村、城市
消防安全“多户联防”机制，建立完善城镇居民楼“消防楼
长”制度，加强巡逻管护，借助消防安全“户籍化”等信息
化手段提升消防安全管理水平。各乡镇、街道办事处要认真
分析研判本地区消防安全形势，抓住薄弱环节，要针对辖区



火灾特点开展以安全疏散出口、消防设施设备、安全管理制
度以及用火、用电、用气等环节为主要内容的火灾隐患排查，
特别对人员密集场所要加大防范和整治力度。各乡镇、街道
办事处、民政局、教育局要重点加强医院、敬老院、福利院、
幼儿园、寄宿制学校等弱势群体相对集中场所的消防安全监
管力度，社区、公安派出所要落实好辖区老、弱、病、残、
幼等弱势群体的包保帮扶措施;各乡镇、农机管理部门要加强
备春耕消防安全检查，对农机器具、春耕物资储存点、用油、
用电设备和场所进行重点检查。要加强“清明节”、“五
一”重大节日和重点时期消防安全保卫工作，进一步加大错
时检查力度，确保消防安全。

  (三)开展重大火灾隐患和区域性火灾隐患治理。对春防
期间排查出的重大火灾隐患单位，要实施政府挂牌督办并做到
“应挂尽挂”，对涉及城市规划和棚户区拆迁改造的重大火
灾隐患和区域性火灾隐患，要制定详尽的规划和改造方案,要
签订消防安全责任状，明确整改计划、整改措施、整改时限
和责任人员，组织相关部门联合整治。要在新闻媒体上对重
大火灾隐患单位和区域性火灾隐患进行深度曝光。

  (四)加强劳动密集型企业消防安全排查。各乡镇、消防、
安监要继续深入开展劳动密集型企业消防安全排查，积极发
动各级力量逐个街道、乡镇、村屯整治存在消防安全隐患的
生产加工、经营储存、物流仓储等劳动密集型企业，并建立
工作台账。要对火灾隐患坚持“零容忍”、“零迁就”，要
集中曝光一批、严厉打击一批、集中整治一批违法违规行为。
对整改难度大、严重影响公共安全的重大火灾隐患企业和区
域，要实施政府挂牌督办，明确有关部门、单位的整改责任，
落实整改措施。

  (五)全面加强大风天火灾预防工作。消防大队要制定完
善区政府级大风天气灭火作战预案，要成立公安、安监、交
通、卫生、供水、电业、通信、消防等部门为成员的大风天
气灭火作战指挥部，加强大风天火灾预防工作。各乡镇、街



道办事处也要制定辖区大风天灭火作战预案，并组织开展演
练。要坚持落实“巡逻检查，高点瞭望，抵近执勤，一线监
护”的火灾防控“十六字”要决，做到科学设防，科学施救。
要加强大风天火灾防范人防、物防、技防措施，五级和五级
以上大风天、高火险天气，各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要发布
禁火命令，及时督促有关部门和单位及广大居民群众严格火
电源管理，严格野外火源管理，停止对三类输配电线路供电，
严禁烧荒、上坟烧纸、燃放孔明灯和烟花爆竹等野外用火。
各公安派出所、街道办事处、居(村)民委员会、社区物业管
理单位要全员出动，对居民住宅、街道、村屯以及“九小”
场所包片包户开展检查，组织发动居(村)民实行群防群治，
进行联防巡查，严厉打击放火犯罪行为，严防大风天连营火
灾事故的发生。

  (六)广泛开展春季消防宣传教育培训活动。广播、电视、
报刊、网络等媒体，要及时播报春季防火工作动态，宣传落
实防火措施典型单位的工作做法，坚决曝光拒不整改火灾隐
患的单位。定期组织开展消防公益宣传活动，引导社会力量
参与和支持消防公益事业。4月5日前，各中小学要组织开
展“四个一”活动。要统一部署开展“灭火和应急疏散演练
周”活动，4月17日，全区统一组织开展“灭火和应急疏散演
练日”活动。春防期间，消防部门要深入推广移动互联网消
防消息服务平台应用，拓展微博微信关注人群，通过网络媒
体开展消防宣传教育，要充分发挥消防宣讲团作用，深入社
区、企业、学校、乡镇开展宣讲活动。区公安局和各行业主
管部门要指导社会各单位加强“四个能力”建设，切实提高
单位的消防安全管理水平。

  (七)做好灭火救援的各项准备工作。全区各级各类消防
队伍要进一步强化执勤备战，认真开展“六熟悉”和灭火作
战预案演练，紧密结合当地实际，扎扎实实地做好灭火救援
的各项准备工作。消防大队要储备充足的灭火剂和救援物资，
做到一旦发生灾害事故，能快速出击，及时有效地进行处置。
各级各类消防队伍要对车辆器材装备进行一次全面检查和维



修，对不能满足灭火救援要求的，要及时更新维护。城建部
门要对消防供水设施进行一次全面检查和维护，确保设施完
好、水源充足。通信部门要确保消防报警专线畅通。社会各
单位特别是人员集中场所、地下建筑使用单位要进一步完善
火灾应急疏散预案，认真组织开展实地演练。

春季森林防火工作方案篇四

  1、全镇干部在清明节期间要根据值班安排，在节前要严
阵以待，确保在岗在位，实行24小时值班制度，确保通讯畅
通。

  2、各村在清明节期间，每天均有领导带班，发生火警由
带班领导负责处理，组织力量，及时扑灭，并向镇主要领导
报告。发生火灾时，带班领导应立即通知镇林业站扑火队前
往扑火，并带领镇义务扑火人员赶赴火灾地点扑救。

  3、做好防火宣传工作，各驻村干部要积极指导村(居)委
会进行清明节期间的森林防火宣传工作，充分利用村广播、
悬挂横幅标语等手段因地制宜开展各种宣传活动，广泛普及
森林防火规章制度和安全扑火常识，进一步提升群众安全用
火、科学防火意识。

  4、村两委成员清明节期间要安排值班，在岗在位，不得
请假。各村应把清明节期间的值班人员、巡逻队成员、包xx
包路口人员名单及联系电话上报镇政府党政办，保证24小时
有人值班，确保通讯畅通。

  5、各村将村两委成员包xx、路口的名单固定下来，在清
明节期间，各主要进山路口、xx都应有村干部、值班人员不定
时进行巡逻，发放宣传材料，做好宣传工作，禁止火源进山。
按照禁火令对野外违章用火人员管严、管实，坚决做到见烟
就管、见火就查。



  6、各村森林火灾扑火队在清明节期间应严阵以待，保证
人员、工具等到位，做到召之即来，来之能战。

  7、各村应专人做好森林火灾扑救后勤工作。

  8、各村要根据统一要求安排好人员，坚守岗位，恪尽职
守，根据各村情况安排共同做好防火工作。

  9、巡查人员在清明节期间要在主要xx路口，对上山人员
进行森林防火宣传及上山用火情况检查，严格执行野外火源
管理办法，对部分顽固人员要进行依法处理。

春季森林防火工作方案篇五

  （一）前期基础工作（20xx年9月30日前）

  一是在前期森林防火责任“一张图”的基础上，完善相
关网格建设，明确卡点值守人员、巡护人员和各级包保责任
人员。

  二是传达学习上级《森林防火方案》《森林防火值班卡
点建设标准》等文件和检查标准。

  三是完成全街道护林员队伍的优化调整，把一些年龄偏
大、责任心不强人员调出护林员队伍，择优纳入新队员，确
保防火期能够真正承担起管护人员责任。

  （二）防火期前准备工作（20xx年10月1日-20xx年10月31
日）

  一是优化卡点设置，做好辖区内主要进山入林路口的排
查工作，确保防火检查卡点在重点林区应设尽设。二是开展
隐患排查，紧盯问题梳理整改，对发现的问题，制定整改措
施，明确责任人员和整改时限。三是对上一个防火期安装的



固定宣传牌、粉刷的标语进行全面排查，发现损坏的及时维
修、更新，宣传氛围不浓厚的及时采取补充措施。四是对防
火物资进行清点摸底，对机具装备进行保养检修。五是对20
人的森林防火队伍进行优化调整，吸纳各类专业人才，确保
专职专用，成立流动防火巡查队伍，开展流动巡查，指导辖
区内有森林防火任务的村居各成立3-5人防火预备队，建立街
道与村之间、村与村之间的联防联控机制。

  10月下旬须做好以下工作：一是发布禁火令，禁止防火
期内林区的一切野外用火，各村居在重点林区张贴公告，向
村民发放倡议书、明白纸。二是在组织本街道防火人员、护
林员和村干部进行培训，组织开展森林防火演练，全面提升
队伍实战水平。三是根据前期墓地排查情况，选择合适的位
置建设集中焚烧池，在各值守卡点配备值守帐篷、板房等设
施。四是做好重点林区林缘和道路两侧林下可燃物的清理工
作。

  （三）防火期内工作安排（20xx年11月1日-20xx年5月31
日）

  1、严格落实好值班值守工作制度。街道指挥部、森林防
火任务各村居严格值班备勤，执行24小时领导带班制度，防
灭火队员一线备勤，确保信息畅通，重点时期、重要时段启
动战时机制。各村居防火卡点按照建设标准落实到位，安排
熟悉防灭火知识的专人值守，逢人必问、逢人必查，做好值
班登记工作。在防火关键时间节点，对常出现火情、墓地集
中等隐患大的地方，实行24小时值班，同时街道和村级加大
流动巡查、夜间巡查力度，充分发挥每个村居成立的防火预
备队作用，确保出现火情第一时间处置、上报。

  2、持续开展防火宣传。街道辖区内设置固定宣传牌10个
以上，重点村设置固定防火宣传牌4个以上、喷刷永久防火标
语10幅以上，各进山入林主要路口必须设置固定防火宣传牌。
同时，在可视进山道路两侧及路口等主要地段采取张贴树体



标语、穿插彩旗、悬挂横幅、粉刷标语等宣传方式，营造浓
厚宣传氛围。通过村大喇叭、值守卡点扩音喇叭等各种媒介
开展高密度、大频率、全覆盖的森林防火宣传教育，让群众
了解森林防火知识、支持森林防火工作。

  3、严格火源管理。各村居采取网格化、精细化布控方式，
全面强化野外火源管控，深入到林区、田间地头开展火源排
查。在清明节、寒衣节、除夕等传统祭祀日期间，对所有坟
区墓地安排专人盯守，提倡和推行鲜花、在集中焚烧点焚香
烧纸等方式进行祭祀活动，实现文明祭扫、绿色祭扫。公安
派出三所强化监督执法，持续开展打击森林火灾违法行为专
项行动，重点做好林区内及周边500米范围野外农事用火、祭
祀用火和燃放烟花爆竹等行为的查处，依法依规严惩森林火
灾肇事者，做到打击一人教育一片。

  4、加大督导检查力度。街道纪工委、林业科、服务区及
抽调同志成立联合工作组，对森林防火任务村进行督导检查，
全面检查物资到位、值班人员业务知识应知应会、护林员履
职、进山人员登记、宣传氛围等情况的落实，检查情况全街
道内及时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