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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生活中，火灾时有发生，有时还会因为火灾造成财产损失，甚

至人身伤害。对于我们来说，要做的就是尽量避免火灾发生，但如果

不可避免地发生了火灾时，我们应该如何做？

1、发现火灾及时报警，牢记火警电话“119”。报警时要讲清楚详细

地址、着火部位、着火物质、火势大小、报警人姓名及电话。

2、当周围发生火灾时，一定要保持镇定，以免在慌乱中做出错误的

判断或采取错误的行动，受到伤害。

3、受到火势威胁时，要当机立断，披上浸湿的衣物、被褥等向安全

出口方向冲出去，不要贪恋财物，盲目地往火场里跑。

4、当发生火灾的楼层在自己所处的楼层之上时，应迅速向楼下跑，

因为火是向上蔓延的。千万不要盲目跳楼，可利用疏散楼梯、阳台、落

水管等逃生自救。

5、燃烧时会散发出大量的烟雾和有毒气体，它们的蔓延速度是人

类奔跑速度的 4 至 8 倍。当烟雾呛人时，要用湿毛巾、浸湿的衣服等捂

住口鼻并屏住呼吸，不要大声呼叫。要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靠墙边

爬行逃离火场。

6、不论是位于起火房间还是未着火房间，逃到室外后，要随手关闭

通道上的门窗，以减缓烟雾沿人们逃离的通道蔓延。

7、当自己所在的地方被大火封闭时，可以暂时退入居室。要关闭

所有通向火区的门窗，用浸湿的被褥、衣物等堵塞门缝窗缝，并泼水降

温。同时，要积极向外寻找救援，用打手电筒、挥舞色彩明亮的衣物、

呼叫等方式向窗外发送求救信号，以引起救援者的注意，等待救援。

8、一旦被火势困住，要积极采取紧急避难。一些大型综合性多功

能建筑物，一般在常用的电梯、楼梯、公共厕所附近以及走廊末端设置

有避难间。发生家庭火灾时，可根据实际情况，如利用阳台等可燃物

少、方便同外界接触的空间，自创避难小空间避难。

9、火场不可乘坐普通电梯。发生火灾后，往往容易断电而造成电

梯故障，给救援工作增加难度；烟气涌入电梯通道极易形成烟囱效应，

人在电梯里随时会被浓烟毒气熏呛而窒息。

本报拉萨讯（通讯员 白宁）5月 3日，共青团中央公布《关于表彰“全

国优秀共青团员”“全国优秀共青团干部”“全国五四红旗团委（团支部）”

的决定》，共青团西藏自治区拉萨市消防救援支队委员会获评“全国五四

红旗团委”，是全国消防救援队伍乃至应急管理系统的唯一代表。

5 月 1 日，共青团西藏自治区委员会公布第 16 届“西藏青年五四奖

章”名单，西藏自治区日喀则消防救援支队桑珠孜区大队被授予第 16

届“西藏青年五四奖章集体”。

5 月 2 日，共青团西藏自治区委员会公布《关于表彰 2019 年度“全

区优秀共青团员”“全区优秀共青团干部”“全区五四红旗团委（团支

部）”的决定》，西藏消防救援总队 4 名个人分别获评“全区优秀团员”和

“全区优秀团干部”，2 个集体分别获评“全区五四红旗团委”和“全区五

四红旗团支部”。

本报拉萨讯（记者 张航）今年 4月以来，西藏消防

救援总队（以下简称“总队”）坚持问题导向，结合区情、

队情实际，组织开展了内容丰富、针对性强的“弘扬清

风正气 凝聚奋进力量”专题学习教育活动，补短板、填

漏洞，保持了消防救援队伍纯洁清爽的良好内部关系。

总队按照《党委（党组）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

责任规定》要求，严格制定西藏消防救援队伍各级党

组织主体责任清单和两级纪委的监督责任清单，下发

《西藏消防救援总队机关党委 2020年度工作要点》及

配套规章制度，探索制定《总队机关党员分类量化考

评办法》，确保新体制下西藏消防救援队伍党建工作

实现开篇破题。总队机关党委在持续推行“两单两

制”和“基层党组织书记准入制”的基础上，探索建立

一周学习日制度，不断深化党员教育管理监督工作。

4 月以来，总队主官先后两次组织专题授课，总队党

委常委以普通党员身份参加所在支部组织生活会 14

次；各基层单位政治主官带头讲好“示范课”，开展授

课 41 次。总队坚持崇尚实干的用人导向、“容错纠

错”的激励导向、“立体投影”的评价导向，在“4·14”林

芝森林火灾处置中，各级党组织实地考察并集中表彰

76名先进个人和 2个先进集体。

总队以“学规章、反官僚、肃纪律、促团结”为主要

任务，重点围绕涉酒涉赌涉贷问题，组织多部门开展

联查联排，通过电话抽问、视频调度、微信抽查等形

式，抽查 150 个基层单位的 294 名指战员，责令整改

15项问题；个别支队创新建立了“红黑榜”通报制度、

队伍管理三色预警机制、“双向提问”工作模式，努力

确保学习教育活动的落实落地。总队针对机关领导

干部、基层指挥员、消防员开展借资关系和队伍内部

关系两个专项排查活动，组织填写借资关系排查表和

自查互查排查表 1347份；依托指战员家属交流群，邀

请家属协助规避指战员不良兴趣爱好，积极探索钉

钉、企业微信等网络办公平台，发挥视频会议、考勤打

卡、网络办公等功能，实现“机关与基层”“干部与消防

员”“队伍与家庭”的时时在线、时时跟进。

总队积极培养全体消防指战员健康积极生活趣味，统一采购图书

300 余册，围绕“4·1”全国性哀悼活动及五一、五四系列活动节点，开展

各类仪式教育、实地见学 30 余次，举行各类队伍文化娱乐活动 50 余

次。总队、支队两级机关通过实地调研、督导检查、视频电话等形式与

基层单位开展交流互动，组织基层单位开展视频交流授课 34 期，通过

网络视频开展线上线下廉政教育 5 次，邀请先进典型、援鄂归建人员、

“4·14”火灾处置人员开展“讲述我身边的感动故事”系列活动 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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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灾发生后，该如何逃生自救？

我区消防救援部门青年建功立业

在五四表彰中取得丰硕成果

近期，西藏消防救援部门认真贯彻落

实《全国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计

划》等有关部署安排，紧密结合区情实际，

针对性部署启动全区消防安全专项整治

三年行动，深化火灾隐患大排查大整治，

持续有效推动复工复产、火灾防控、打通

生命通道行动、消防宣传教育向纵深发

展，全面筑牢消防安全专项整治桥头堡，

打好前哨战。

精准研判 科学谋划三年行动

按照应急管理部消防救援局消防安

全专项整治具体要求和规定动作，西藏消

防救援总队（以下简称“总队”）深入分析全

区消防安全形势，精准研判各地风险防范

重点，科学谋划部署我区消防安全三年专

项整治行动。

重点任务本地化。总队结合西藏实

际，因地制宜，做好重点任务的“加减法”，

科学调整确定重点场所集中治理对象，明

确新增寺庙文博单位为重点整治场所，提

出高层建筑和地下空间“一个治理”，将老

旧场所治理拓宽为老城区治理，聚焦乡村

地区治理目标突出农牧区。

示范引领标量化。总队综合考量 7 市

地火灾防控特点和工作现状，部署寺庙文

博、寄宿制学校、社会福利机构等“十大重

点示范引领工程”创建活动，力求 2020 年

底根本解决重大突出隐患，2021 年完成示

范引领工程创建，2022 年固化经验做法形

成长效机制，力争全区消防安全管理“一

年有突破、两年创示范、三年管长远”。

任务分解列表化。总队坚持凝聚合

力、层层联动，坚决避免单打独斗、唱独角

戏。总队广泛征求采纳行业部门意见，详

细制定消防安全专项整治《重点任务分解

表》，定目标、定任务、定措施、定时限，确

保形成部门齐抓、行业共治的良好局面。

分类施策 加强重点排查整治

全区各市地持续深化为期 3 个月的火

灾隐患大排查大整治活动，全力减存量、

控增量。

紧盯靶心。各级消防救援部门紧盯

寺庙文物古建筑、寄宿制学校、社会福利

机构等重要领域，聚焦防疫复工复产复课

热点场所，抓住出租房、老城区、农牧区、

“九小”场所、“多合一”场所、危化品企业、

仓储物流、高层建筑、大型综合体等薄弱

区域，逐个排查整治消防安全隐患。

分类施策。各级消防救援部门围绕责

任落实、综合监管、基础建设等环节，着眼

“火电油气”源头管控，强化社会单位消防

安全“四个能力”，推动各级政府和行业部

门制定重点场所排查要点，开展约谈提示、

联合检查，统筹推进解决“缺消防通道、缺

消防水源、缺力量、缺设施”等难点问题。

严查严改。各级消防救援部门实行

火患排查整治“四个不放过”“四个一律”，

对隐患整改要求不清楚的不放过、责任不

明确的不放过、措施不落实的不放过、效

果不达标的不放过；对不符合消防安全条

件的部位和场所一律查封关停，对确不能

封停的特殊场所一律督促落实死看死守

措施，对拒不整改火灾隐患的一律顶格经

济处罚，对整改敷衍塞责的一律实施部门

联合惩戒。

持续发力 抓实消防安全服务

全区各级消防救援部门坚持不松劲、不

松懈，进一步做好当前消防安全服务保障。

做实复工复产保障。各级消防救援部

门突出涉疫场所、寺庙文博、旅游景区、宾馆

饭店、“九小”场所、石化企业等防范重点，提

升远程监控频次，加大实地检查力度，督促

落实“三自主、两公开、一承诺”。“五一”期间，

对大昭寺广场、布达拉宫广场等12个重点部

位，设立了前置执勤点加强防火巡查。

持续打通生命通道。各级消防救援部

门联合公安、城管等部门开展排查占用、堵

塞消防通道等隐患，清理占用消防通道违章

建筑物，督促社会单位施划标线，推动文保

单位将消防通道治理纳入整体改造项目。

加强消防宣传教育。各级消防救援

部门联动电视、报刊、广播等媒体，充分利

用各级消防官方微信、微博、抖音平台，不

间断推送复工复产、节日安全网络信息，

定期集中曝光典型隐患单位；积极协调全

区 57 个大型电子显示屏、960 部楼宇电视、

2000 余盏出租车顶灯每日轮播消防公益

短片和安全提示。

筑 牢 消 防 安 全 防 线
—我区消防救援部门打好消防安全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前哨战
本报通讯员 胡景川

“提升基层应急能力，筑牢防灾减灾的人民防线”。5 月 12 日是全国第 12 个防灾

减灾日，5 月 9 日至 15 日为防灾减灾宣传周。连日来，为增强全社会防灾减灾能力，

提升广大群众消防安全意识和消防安全素质，我区各级消防救援部门组织了形式多

样的消防宣传教育活动，营造了浓厚的消防安全氛围。

图①：消防人员向学生讲解灭火器使用方法。

图②：自治区政府办公厅干部职工参观消防科普教育基地。

图③：某场所员工体验扑救初起火灾。

图④：某社区组织开展逃生演练。

本报记者 肖暄 摄

防灾减灾保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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