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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仲巴县野牦牛阁

阿里地区民生副食品流通有限责任公

司

中石油达孜加油站

西藏普雄矿业有限公司

阿里地区迈动健身文化有限公司

康马县康鼎酒店

仲巴县吉祥藏餐

山南市百益超市有限公司第一分公司

雅砻粮油购销有限责任公司

察隅县大队完全小学

米林县松赞酒店有限公司

卡若区鼎濠酒店

洛隆县彭记饺子馆

卡若区朵崇演艺中心

尼木县尚日村拉巴经幡

尼木县隆达纯民族工艺合作

安多县平安酒店

安多县河南百货多元店

色尼区美好时光主题浙江东路店

检查时间

2021-12-11

2021-12-16

2021-11-28

2021-12-02

2021-12-20

2021-12-17

2021-12-17

2021-12-23

2021-12-22

2021-12-22

2021-12-24

2021-12-14

2021-12-23

2021-12-20

2021-12-21

2021-12-26

2021-12-24

2021-12-24

2021-12-21

发现隐患

大厅部分灭火器失效。

办公楼厨房部分灭火器失效。

应急照明灯失效。

员工宿舍、厨房使用泡沫夹芯板。

1、违规设置住宿；2、左侧安全出口门未按要求设置乙级防火门。

二层走道消防疏散标识失效。

大厅部分灭火器失效。

1、超市内疏散标识配置不规范；2、违规使用国家公布的淘汰产品；3、部分灭火器失

效。

1、二层西侧疏散通道处防火门闭门器无法正常关闭；2、二层西侧疏散通道堆放杂

物。

1、一二层独立式感烟器失效；2、一层食堂防火门失效；3、宿舍一层两具应急照明灯失

效。

二楼厨房南侧出口配置不符合要求（未设置防火门）。

1、四楼疏散通道堆放杂物；2、三楼厨房电气线路敷设不符合规范要求。

1、大厅消火栓被杂物遮挡；2、大厅电气线路敷设不符合规范要求。

店铺内疏散通道堆放杂物。

1、电气线路敷设不合格；2、部分灭火器失效。

电气线路敷设不符合规范要求。

1、疏散通道堆放杂物；2、大厅疏散标识被杂物遮挡。

1、消防疏散标识设置不规范；2、部分灭火器失效；3、一处电气线路敷设不符合规范。

三楼西侧安全出口锁闭。

处理情况

责令限期改正

责令限期改正

责令立即改正

责令限期改正

责令限期改正

责令立即改正，处

罚款 5000元

责令立即改正

责令限期改正

责令立即改正

责令限期改正

责令立即改正

责令限期改正

责令限期改正

责令限期改正

责令限期改正

责令限期改正，处

罚款 2000元

责令限期改正

责令限期改正

责令限期改正

消防专刊消防专刊

501501期期

近期，我区消防救援队伍在全区范

围内组织开展消防安全“零点夜查”行

动，重点对各场所消防安全管理制度是

否建立完善，消防安全责任制是否落实，

消防器材是否配置完好，安全出口、疏散

通道是否畅通等情况进行了全面排查，

最大限度减少火灾隐患，及时查处消防

违法行为，确保社会面火灾形势平稳。

2021 年，西藏消防救援总队（以下简称

“总队”）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国家有关部

委的坚强领导下，以提升战斗力为根本，以

激发队伍活力为抓手，以队伍安全稳定为

目标，以党建、业务融合为依托，团结带领

全区消防救援人员扎根高原、艰苦奋斗，攻

坚克难、实干担当，奋力谱写了西藏消防救

援事业建设发展的新篇章。2021 年，应急

管理部为总队记集体三等功，总队获评自

治区文明单位；全区消防救援队伍获省部

级以上表彰奖励 26项。

锻造事业发展的“压舱石”

总队党委树立“凡是上级安排部署的，

都要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凡是利于事业发

展的，都要主动担当、务求实效；凡是关系

消防救援人员利益的，都要积极争取、全力

维护”的工作导向，谋在深处、干在实处、落

在细处。

2021 年，总队科学制定年度党建工作

要点，建立“周提示、月调度、季自评”推进

制度，完善“季度会议讲评、半年上下互评、

年终整体考评”核验机制，按标准规范化建

设 24 个基层党委、148 个支部；把党史学习

教育上升为政治教育的“一号工程”，整合

“政治标准要更高，党性要求要更严，组织

纪律性要更强”专题教育、新时代爱国主义

教育等，从组织领导、推进落实、检查督导、

总结点评“四个维度”发力，细化落实责任，

搭建闭环回路，以紧凑的节奏、稳定的机制

实现“小步快跑”；扎实推进“我为群众办实

事”实践活动，找准落脚点、理清连接线、拓

宽服务面，主动到基层倾听呼声、了解“急

难愁盼”，动态更新办实事“两项清单”，64

项办实事措施全部落地；与 148 个村（居）党

支部签订结对共建协议，联合开展志愿服

务活动 296 次，广大驻地群众在“消防行动”

中见到新气象、获得幸福感。

加装提质强能的“助推器”

总队党委紧紧围绕“党委科学统筹、基

层正规建设、队伍素质提升、全员争先创

优”的思路抓建设施工和管理，为队伍注入

了“源头活水”。

2021 年 ，总 队 深 化 5G、物 联 网 、云 计

算、人工智能等新兴信息技术运用，打造智

慧营区、智慧党建、“四个秩序”、寺庙防火

等 4 个正规化建设品牌；推行主管、分管、

协管和互管的四级管理模式，压紧压实安

全管理责任；创建红、橙、黄、蓝“四色”预警

提示制度，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实现风险隐

患早预判；与西藏大学签署人才培养战略

合作协议，协调将各级干部纳入各级党校

培训计划；邀请异地消防研究所专家进藏

授课 10 次；紧扣时代脉搏、社会热点、群众

心理、大众视线、感情焦点、社会实践 6 大

要素，科学制订先进典型培育规划，主动纳

入地方培育体系。1 个集体、2 名消防救援

人员分别被评为全国应急管理系统先进集

体、先进工作者；1 个团支部、1 名消防救援

人员分别被评为全国五四红旗团支部、全

国优秀共青团干部；2 个集体获评第 20 届

全国青年文明号；2 个集体荣立二等功，11

个集体荣立三等功，7 名消防救援人员荣

立个人二等功，167 名消防救援人员荣立个

人三等功。

守住消防安全的“基本盘”

总队牢固树立风险意识、底线思维，持

续推动消防工作责任落实，加强综合治理、

系统治理。2021 年，全区共检查单位 6.3 万

家（次），督改火患 6 万余处，临时查封 137

家。提请各级政府挂牌督办重大火灾隐患

48 处、列入办实事和民生工程 39 处。靶向

治理、源头管控寺庙文保单位火灾隐患，为

212 座寺庙安装智慧用电、远程监控设施，

指导 646 座寺庙推广仿真弱电酥油灯 1.9 万

余盏、减少灯芯 3.9 万余根，639 座寺庙外迁

供灯房，1160 座煨桑炉增设拦火门、防护

堤，725 座寺庙改为集中炊事，创新推广的

“文物建筑智慧消防预报警系统”，入选自

治区科技厅 2022年文物保护科技项目。

总队与国网、中石油、中石化等建立消

防安全联防联控机制，连续三年协调深化

“警消”协作机制；协调发改委、自然资源厅

在规范性文件中明确消防通道综合治理要

求，将 35 个易地扶贫安置点隐患防治全部

纳入地方为民办实事项目。在各乡镇组建

5451 个志愿消防服务组织，广泛开展“流动

大篷车”下乡宣传和邮政快递传送活动；编

印 8 类场所消防安全知识手册。协同中央

广播电视总台拍摄的 6 集纪录片《驯火记

——千年布达拉》，全面反映了西藏消防救

援队伍不忘初心、坚守高原、拥护改革的感

人事迹。

练就应急救援的“硬本领”

总队紧紧围绕“全灾种、大应急”任务

需要，建强国家队、做精专业队，整合各方

力量，强化作战安全，全面提升了综合应急

救援能力。2021 年，全区消防救援队伍共

接处警 8659 起，出动车辆 1 万余台次，出动

消防救援人员 4.9 万人次，全力保护人民群

众生命财产安全；制定下发《各类灾害救援

接警询问要素和初期引导处置规程》《典型

灾害事故救援处置要点及安全提示》，建成

3 大模块、7 类数据索引；与气象、地震、公

安、水利、民宗等 15 家单位建立应急联动和

会商研判机制，与航空、铁路等部门签订战

略保障框架合作协议，完成 74 个县区、689

个乡镇、5456 个村庄网格化联络员队伍建

设；建立并实体化运行 8 支应急通信保障队

伍、103 支通信轻骑兵队伍，为 38 个边境和

偏远地震带消防队站配备了超轻卫星便携

站；针对辖区地震、泥石流、低温冰雪、洪涝

等 自 然 灾 害 易 发 频 发 实 际 ，采 取“1 重 +6

轻+X”建队模式，组建地震、高层、雨雪冰冻

等 11 个类型 71 支应急救援专业队，开展常

态化拉动演练 146 次。高效遂行“3·19”那

曲地震等 730 次救援作战任务，圆满完成建

党 100周年、西藏和平解放 70周年等重大消

防守护工作，实现了全区火灾“零亡人”、连

续 19年未发生重特大火灾事故。

中毒原因

1、生活：冬季用煤炉取暖，室内门窗紧闭，火炉无烟囱，或烟囱

堵塞、漏气、倒风，以及在通风不良的室内使用燃气热水器淋浴。

2、生产：冶金工业中的炼焦、炼钢、炼铁；机械制造工业中的铸

造、锻造车间；化学工业中用一氧化碳作原料制造光气、甲醇、甲醛、

甲酸、丙酮、合成氨；生产玻璃、建筑材料等使用的窑炉、煤气发生炉

等。

3、其他：失火现场空气中一氧化碳浓度可高达 10%，也可发生

中毒。急性一氧化碳中毒大多数是在密闭空间内使用煤气热水器

冲凉及烧炭取暖。

中毒表现

1. 轻型：中毒时间短，血液中碳氧血红蛋白为 10%～20%。表

现为头痛、眩晕、心悸、恶心、呕吐、四肢无力，甚至出现短暂的昏厥，

一般神志尚清醒，吸入新鲜空气后，症状迅速消失，一般不留后遗

症。

2. 中型：中毒时间稍长，血液中碳氧血红蛋白占 30%～40%，在

轻型症状的基础上，可出现虚脱或昏迷。皮肤和黏膜呈现煤气中毒

特有的樱桃红色。如抢救及时，可迅速清醒，数天内完全恢复，一般

无后遗症状。

3. 重型：发现时间过晚，吸入煤气过多，或在短时间内吸入高浓

度的一氧化碳，血液碳氧血红蛋白浓度常在 50%以上，病人呈现深

度昏迷，各种反射消失，大小便失禁、四肢厥冷、血压下降、呼吸急

促，会很快死亡。一般昏迷时间越长，后果越严重，常留有痴呆、记

忆力和理解力减退、肢体瘫痪等后遗症。

如何处理

轻度中毒者应立即打开房间所有门窗，检查煤气来源，如煤火、

烟道有无漏气，有无炉灰堵塞烟道，如是燃气灶漏气，应立即关掉煤

气开关，并离开房间到室外呼吸新鲜空气或氧气；重症者由他人将

其迅速转移到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畅通，同时尽快呼叫 120 急

救，如心跳停止应就地进行人工呼吸和心外按压，条件允许的情况

下，最好到有高压氧舱的医院抢救治疗。

如何预防

1、广泛宣传室内用煤火时应有安全设置（如烟囱、小通气窗、风

斗等），说明煤气中毒可能发生的症状和急救常识，尤其强调煤气对

婴儿的严重危害性。煤炉烟囱安装要合理，没有烟囱的煤炉，夜间

要放在室外。

2、不使用淘汰热水器，如直排式热水器和烟道式热水器，这两

种热水器都是国家明文规定禁止生产和销售的；不使用超期服役

的热水器；安装热水器最好请专业人士安装，不得自行安装、拆除

燃具。冬天冲凉时，浴室门窗不要紧闭，冲凉时间不要过长。

3、开车时，不要让发动机长时间空转；车在停驶时，不要过久地

开放空调机；车在行驶过程中，要经常打开车窗，让车内外空气产生

对流。感觉不适要立即停车休息；驾驶或乘坐空调车如感到头晕、

发沉、四肢无力时，应及时开窗呼吸新鲜空气。

（稿件由西藏消防救援总队提供）

近日，西藏自治区第六届文明单位

揭晓，昌都市消防救援支队获此殊荣。

近年来，昌都市消防救援支队始终

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为国家综合性消

防救援队伍授旗训词精神为指引，主动

对标国家队、主力军职能定位，抓班子、

带队伍，队伍素质明显提高，行为作风

进一步转变，内外关系更加和谐，消防

救援人员人心凝聚，实现了物质文明、

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

支队党委树立“建一流班子、带一

流队伍、创一流业绩”的工作目标，党委

一班人以身作则，身先士卒，坚持“同

吃、同住、同劳动、同操练、同娱乐”，工

作配合默契、富有活力。在道德建设方

面，支队坚持以正确的人生观、社会公

德、家庭美德、职业道德等规范消防救

援人员的日常行为，每年组织消防救援

人员开展爱国主义和为民服务专项教

育；在日常执法执勤任务中，支队主动

推行“亮明身份、阳光执法”行动，督促

执法人员养成“阳光执法、上门服务”的

良好作风，深入贯彻落实消防领域“放

管服”改革工作的决策部署，以“马上

办、网上办、就近办、一次办”为着力点，

突出“放权”“窗口”“服务”三个关键词，

全面打造“宽进、快办、严管、便民、公

正、公开”的消防审批服务模式，持续推

进“放管服”改革，着力优化执法营商服

务环境。

支队积极开展“和谐单位”“和谐机

关”“和谐家庭”创建活动，引导广大消防

救援人员更新学习观念，树立终身学习

理念；深入开展“三严三实”专题教育、

“两学一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和“践行训词精神、担当神圣使命、

坚持五个不动摇”及党史学习教育；认真

组织“诚实守信、规矩意识、契约精神”宣

传教育和主题教育实践活动，坚定党员

干部理想信念，转变队伍思想作风。坚

持党建政治引领，健全“党建+文明创

建”机制，积极开展“百名委员帮建百个

支部”“党建领航·共创平安”联建活动，

并与 7 个驻地村委会开展结对共建。同

时，支队大力开展道德模范、时代楷模、

劳动楷模、“最美人物”、身边好人等先进典型宣传学习，以及“中国

梦、劳动美”“向奋斗者致敬”“崇德尚礼”“当好主人翁、建功新时

代”主题教育实践活动，充分发挥典型引领作用，树立队伍标杆、培

育模范典型，激发队伍活力。

支队将精神文明融入到具体业务工作中，实现了业务工作、

事业发展与精神文明建设互动并进的良好局面。部署开展文物

消防安全、电动自行车、高层建筑治理回头看、寄宿制学校和旅游

行业等专项治理行动，联合文物、教育、统战、应急、公安等职能部

门，推动基层网格力量将消防工作纳入日常监管，创新开展“红、

黄、绿”三级消防安全动态管理，依托微信、微博、抖音、头条等传

播渠道，开展“线下体验、线上直播”活动，持续推进消防宣传“七

进”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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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季，警惕一氧化碳中毒！

实 干 笃 行 勇 担 当
—2021年度全区消防救援工作综述

本报通讯员 扎西次旦

“零点夜查”保平安

▲图为消防监督执法人员深入社区住户开展消防安全检查。

◀图为消防监督执法人员检查商场消防监控系统。

肖暄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