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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是一种常见的书面形式，用于传达信息、分析问题和提
出建议。它在各个领域都有广泛的应用，包括学术研究、商
业管理、政府机构等。那么什么样的报告才是有效的呢？这
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报告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
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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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春以来，降水偏少，风力强劲，天干物燥，本市森林火险
气象等级居高不下，时下，又值清明祭祀和春耕备耕及春游
高峰期，大连森林防火工作已进入了火险等级最高、火患最
多和防扑火任务最繁重的攻坚阶段。为有效预防和遏制森林
火情火灾的发生，大连发布《大连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
(大连市人民政府令第139号)，据了解，这是大连市发布的首
个森林防火命令。

防火期

全市森林防火期为每年10月1日至第二年5月31日，森林高火
险期分为每年春节前10天至元宵节后5天(农历腊月二十日至
翌年农历正月二十日)和每年的3月15日至5月15日两个时段。

防火区

森林防火区为全市范围内有林地及边缘100米以内范围。森林
高火险区为省级以上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地质公园、aaa
级以上风景林区及林区边缘300米以内范围;军事设施、油库、
燃气库、化学品库等重要危险源，居民区，厂矿企业，公墓
周边及不足200米以内的连片林区以及林区边缘300米以内范
围。



防火责任

特别强调了要严格野外火源管理。森林防火期内，在森林防
火区的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野外用火;在森林高火险区严
禁一切野外用火。要及时清除重点林区的林边、村边、路边、
坟边、重要设施和重要危险源周边的可燃物，消除火灾隐患。
要严格管理野外火源，从严查处在林区吸烟、烧香烧纸、燃
放烟花爆竹等违规违法行为;严禁在林缘农田(地)进行农事用
火，严禁一切火种入山。对违反命令规定擅自在林区野外用
火的，由林业和城建部门依照《森林防火条例》等法律规定
给予处罚;违反治安管理的，由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给予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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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市民朋友们：

清明节是中华民族祭奠先人、缅怀先烈的传统节日。全市各
地素有清明扫墓，以烧纸钱、燃香烛、放鞭炮等祭祀方式寄
托哀思的习俗。然而，由于部分人不注意防范，这些传统祭
祀方式已演变成森林火灾的最大隐患，清明时节也成为我市
森林火灾高发期。仅20xx年清明节期间(4月4日-6日)，全市
因上坟烧纸、放鞭炮引发的森林火灾就占全年总数85%，森林
资源遭受较大损失，人民生命财产和生态环境安全受到严重
威胁。在清明节来临之际，希望全市人民行动起来，共同倡
导绿色、环保、安全的祭祀新风尚，文明祭祀、严防山火、
保护森林。

一、做文明祭祀的倡导者。

我们要自觉摒弃烧香纸、燃香烛、放鞭炮等陈规陋俗，践行
网络祭扫、鲜花祭扫、踏青遥祭、植树缅怀等祭扫方式和开
展集体共祭、社区公祭、家庭追思等现代追思活动，寄托对



逝去先人的思念，以此体现对生命的尊重、对历史的传承、
对生活的热爱、对社会的责任。

二、做绿色家园的守护者。

清明节烧纸祭奠已成为引发森林火灾的主要原因和重大隐患，
这与祭奠祖先的孝行善举事与愿违。所以，我们要做森林资
源的保护者，绿色家园的守护者，从我做起，特别是党员干
部更要率先垂范，以实际行动影响和带动身边的群众树立文
明祭祀新风，让“进入林区、防火第一”的意识深入人心，
让森林远离火魔，让大地永披绿装。

三、做护林防火的同行者。

打好清明期间护林防火守卫战，离不开社会各界和全市人民
的理解、支持和参与。希望全市人民，严格按照森林防火有
关规定，不携带火种和易燃易爆物品进入林区，不违规野外
用火。切实加强对在校学生、未成年人的教育管理和痴呆聋
哑等特殊人员的有效监护，增强森林防火意识。一旦发现火
情，立即向当地人民政府或森林防火部门报告(森林火警电话：
xxx)。

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齐心协力，群防群治，严防山火，保
护森林，共同建造“蓝天常在、青山常在、绿水常在”的美
好家园。

xx市森林防火指挥部

xx市林业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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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节即将来临，为了有效遏制清明节期间森林火灾的高发
态势，最大限度地保护森林资源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xx县森



林公安向全县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发出倡议：森林防火，人
人有责，破除陋习，移风易俗，用实际行动减少森林火灾隐
患，用文明祭祀的实际行动平安度过清明节。

一、转变观念，摒弃陋习，倡导文明祭祀新风。

自觉摒弃扫墓祭祖焚烧纸钱香烛等不良习俗，从源头上消除
森林火灾隐患。提倡“植树祭祀、鲜花祭祀、清扫祭祀、献
祭礼、谈感恩、致哀思”等文明祭祀，把祭祀活动与中华民
族优秀文化融合起来，既文明安全又有益于保护生态环境。

二、牢固树立森林防火意识，自觉严格控制野外用火。

要充分认识森林火灾的严重危害性，增强防火意识，注意预
防和防止森林火灾。清明节期间，坚决做到不在林区及其边
缘地带燃香烛、烧纸钱，一旦发现火情，立即报告。(森林火
灾报警电话：xxx)

三、从我做起，从身边做起，自觉保护森林资源安全。

党员干部要发挥模范带头作用，率先垂范，革除陋习，自觉
进行文明祭祀，关注并参与森林防火、支持森林事业，履行
好森林防火的责任和义务，以实际行动影响和带动身边的群
众树立文明祭祀新风。

四、倡导防火教育从小抓起。

倡议全县各中小学校在节日期间做好野外防火宣传和教育，
组织开展森林防火宣传教育活动，提高学生森林防火责任意
识，形成教育一个孩子，带动一个家庭，影响整个社会的良
好局面。

祭奠先人是清明的传统，让我们携起手来，关注森林防火，
用生态、环保、安全的祭祀活动，赋予传统节日更加健康文



明的时代内涵，为建设关中最美县奉献一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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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节是我国人民缅怀先人、祭扫坟茔的传统节日。受传统
习俗的影响，每年清明节期间，因上坟烧纸、燃香烛、放鞭
炮等屡屡引发森林火灾，给森林资源和人民生命财产造危害。
为有效防止清明节期间因人为祭祀用火引发森林火灾，确保
清明平安，我们向广大师生及家长发出如下倡议：

一、维护生态安全，增强防火意识。

森林是陆地生态系统的主体，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础，森
林火灾是一种发生面广、突发性强、危害性大、处置救助极
为困难的自然灾害。随着生态建设和保护力度加大，森林面
积和森林蓄积大幅增长，加之全球气候异常，发生森林火灾
机率高，并呈上升趋势，森林火灾严重危害着森林生态系统
安全，威胁着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保护森林资源、维护
生态安全，严防森林火灾是全社会和每位公民的共同愿望。

二、坚持移风易俗，倡导文明祭扫。

以平安为本，坚持从我做起，自觉摒弃上坟烧纸、燃香烛、
放鞭炮等祭祀习俗，树立文明祭扫观，积极倡导植树、插花
等有益于保护生态环境的文明方式祭奠，以献一束花、敬一
杯酒、植一棵树、清扫墓碑等雅致方式寄托哀思，努力弘扬
社会主义新风正气。

三、加强自我约束，减少火险隐患。

自觉遵守森林高火险期有关规定，不携带火种和易燃易爆物
品进入林

区，不在林区吸烟、烧烤、野炊，违规野外用火。采取有效



措施管住痴、呆、聋、哑、精神病等特殊人员，防止监护不
力引发森林火灾。绿色的松桃、生态文明的松桃需要我和你
的精心呵护，行动起来，履行好严防森林火灾的责任和义务，
让森林火灾失去肆虐人类美好家园的机会，让逝者和生者都
享有青山绿水的青睐，让越来越丰富的森林资源惠及全社会。

松桃县第二中学

20xx年4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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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__市巴州区森林防灭火专项整治实施方案》要求，自
专项整治行动开展以来，西城街道办事处坚持齐抓共治原则，
严格按照目标任务和时间节点，统筹推进辖区森林防灭火工
作。现将近一年的工作情况汇报如下：

(一)坚守“一个理念”，筑牢防灭火思想认识。自专项整治
行动开展以来，西城街道牢固树立“隐患险于明火，防范胜
于救灾，责任重于泰山”理念，多次召开党工委会议、党工
委扩大会议和森林方灭火专题会议传达学习了中央和省、市、
区森林防火工作会议精神，召开警示教育大会，对凉山木
里“3.30”、西昌“3.30”等森林火灾情况进行通报，并结
合辖区实际，教训深刻分析，查找原因，以案说法，教育干
部。同时，常态化开展好了森林防火宣传进社区、进农户家
庭、进学校。印发宣传单3000余份。在进入林区的主要道路、
交通要道、村庄设立防火宣传牌28块。并利用广播、电视等
宣传媒体，广泛宣传森林防火法规、政策。同时对党员干部
坚持警钟长鸣，坚持逢会必讲的原则，加大对办事处党员干
部和社区“两委”干部、村民代表、团、妇、民兵干部的宣
传教育力度，确保党员干部思想认识到位。

(二)，构建齐抓共治格局。一是坚持依法治火。根据有关规
定，制止烧田坎和焚烧秸秆等行为。坚持“四早”“四不放



过”原则，出现一次火情的社区，由社区书记向办事处提交
书面说明;出现两次火情的社区，由街道办事处主要领导对社
区书记进行约谈;出现火情情节严重的，由西城派出所对其进
行严厉查处，达到查处一案，教育一方的效果。二是坚持科
学防火。加强岗位技能培训和扑火安全教育，截至目前，共
培训社区扑火队员200余人次、基层防火骨干80余人次，提高
了森林防灭火工作人员的综合素质。同时，按照源头清理原
则，常态化开展砍柴割草清除林区可燃物工作，取得了一定
成效。

(三)加强“三项建设”，提升应急处置能力。一是加强扑火
装备建设。在合理补充设备的基础上，对办事处和5个涉林区
社区的灭火物资进行清查，对过期或损毁的防灭火器材进行
清理。按照“基本”原则，增置了一批防灭火器材。同时，
按照每个社区1000元的标准，向5各社区发放专项采购资金用
于购买防灭火物资，确保从硬件上保障和提高了林火预防和
扑救能力。二是加强森林防火巡逻队建设。为进一步加大管
理力度，办事处和社区均成立了联防巡逻队，负责对辖区进
行机动巡逻，要求队员巡逻时身配袖套，带二号工具、柴刀，
确保对重点林区全覆盖、无缝隙巡视，农业综合服务中心干
部会同值班人员每天对巡逻员进行查岗，对巡逻过程进行记
录、考核。同时，巡逻队实行常态化值守，一旦发生森林火
情，立即进入现场进行灭火，确保第一时间消除火险。三是
加强扑火队建设。在原有队伍的基础上，按照年轻化、健康
化、经验化的原则，对各社区扑火队员进行重新调整，办事
处机关建立了30人的扑火队伍，各社区分别组建了20人的扑
火队伍。并通过消防演练提升他们的应急处置能力。同时，
要求队员手机保持24小时畅通，保证呼之能来，来之能战，
战之能胜。

(四)狠抓“四项工作”，确保可管可控。一是加强对重点地
段的监管。根据辖区景区、林区、宗教场所、零散坟场等重
点场所分布情况，制定了《巴州区西城街道办事处森林防火
预案》，加强了对重点场所的监管，增强了巡逻人数和巡逻



频率。并结合“五烧”管控工作，对火警易发的高危地段设
立了嘹望哨。二是加强对特殊人群的监管。按照要求，各社
区对辖区无民事行为能力的特殊人群均签订了《特殊人群监
护承诺书》，同时，加大对辖区老年居民和中小学生的教育
力度。严格限制其携带火源入山，无特殊原因不得进入林区;
禁止老年居民在山区和近山区使用生产用火，并告知其如发
生火灾或火警将追究其监护人的经济和法律责任。三是狠抓
野外火源管理。组织巡逻队上山头、把路口，严防死守，森
林火警易发天气禁止携带火种进入林区。从根本上消除火灾
隐患，有效减少了森林火灾的发生。四是构建防火信息平台。
按照“四早”(早发现、早扑救、早消灭、早处理)的原则，
以森林防火信息平台建设为抓手，建立快速响应机制。办事
处坚持领导在岗带班和工作人员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要求
手机随时保持畅通，一遇火情随时报告，确保把隐患消灭在
萌芽状态。

虽然经过森林防灭火专项整治后，我辖区森林防灭火工作得
到了进一步规范，取得了一定的实效。但仍然存在着辖区个
别党员干部对森林防灭火工作不重视，思想认识不到位和森
林防灭火工作宣传方式方法单一，创新意识不够的问题。

下一步，我们将严格按照森林防灭火工作的相关要求，一是
常态化开展好辖区党员干部的教育培训力度，进一步提升辖
区党员干部的思想认识;二是充分利用宣传标语、横幅、警示
牌、显示屏和喇叭、广播、微信会议等方式进行全方位宣传，
进一步提高森林防灭火工作在辖区居民中的知晓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