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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中障碍物过多、私家车乱占消防通道，消防人士坦言———

高层住宅着火救援困难重重
本报记者 张超 郭庆文

建筑、建材、装饰

三行业预期完成

总产值 232 .5 亿元

本报聊城 3 月 27 日讯 (记
者 张召旭 通讯员 张迪
魏传震) 27 日，记者在全市建
筑建材装饰装修业工作会上了
解到，2013 年聊城三大行业预
期完成总产值 232 .5 亿元，增
长 6 .2%；实现利税 23 .5 亿元，
增长 10 .5%。

据了解，去年全市建筑、建
材、装饰装修三大行业保持稳
定增长。全年完成三大行业总
产值 210 .6 亿元，增加值 71 .2
亿元。其中建筑业总产值 160
亿元，增长 10%，建材行业总产
值 39 亿元，增长 11 .5%，装饰
装修业总产值 11 .6 亿元，增长
6%。三大行业从业企业 505 家，
从业人员 14 万人，实现利税
18 . 5 亿元，劳动生产率 15 万
元。

2013 年全市三大行业预计
完成总产值 232 .5 亿元，增长
6 .2%；实现利税 23 .5 亿元，增
长 10 .5%。其中：建筑业完成总
产值 180 亿元，增长 12 .5%。出
省施工产值 18 亿元，利润总额
8 亿元，实缴税金 6 .5 亿元。

本报聊城 3 月 27 日讯 (记
者 张超 通讯员 孔垂亮
张强) 3 月 26 日，国家防总抗
旱工作组来聊城检查抗旱工作，
副市长李吉增及市县有关负责
同志陪同活动。检查组一行在现
场查看了黄河位山闸水情及阳
谷县后，对全市抗旱工作给予高
度评价，并作出下一步工作指示
抗旱活动。

检查组要求，要抓住当前各
引黄灌区全部开闸的有利时间，
组织群众积极抢引黄河水，充分
发挥机井作用，进一步严格落实
责任，加强调度，进一步加强抗
旱服务和水源调度，使全市小麦
尽快普教一遍返青水，确保抗旱
工作顺利进行。

据了解，近期全市各级部门
迅速行动，位山、陶城铺、彭楼、
郭口等四大灌区全部开始引水，
截止目前，全市已引蓄水近 2 . 2
亿立方米；灌溉农田 159 万亩，
占全市农田总面积的 20% 以
上。

防总抗旱工作组

来聊检查工作

近年来，城市里
的高层建筑如雨后春
笋般拔地而起，高层
住宅消防安全现状如
何？近日，记者走访多
个高层住宅楼，发现
部分高层住宅存在不
小的消防安全隐患。
消防人士对此颇为担
忧，称高层住宅楼如
发生火灾，救援比较
困难。

部分高层小区

消防器材缺损
2 7 日，记者在全市范围内

随机走访多处住宅区，其中居住
时间较长的部分楼盘消防器材
缺损现象较为突出。在昌润路中
段一高层住宅内，记者发现部分
楼层悬挂于高处的应急灯被损
坏，楼道拐角处的消防器材箱内
落了厚厚一层土，仅有的灭火器
是 2009 年生产。

每层楼道的消防器材箱中，
尽管消防栓、阀门、水带等基础
设施一应俱全，但接口和软管水
带已经分离，甚至生锈，能否
立即投入使用是个问题。不少
楼层的公共区域都堆满了各式
各样的生活杂物，极窄处仅容
一人侧身而过，业主上下楼仅
靠电梯通行。

根据要求，高层住宅必须
配火灾应急照明，安装通道及
楼梯间，以确保业主应对突发
事件。但在记者走访过程中发
现，部分老式小区高层的情况
往 往 存 在 隐 患 ， 消 防 设 施 缺
损，通道挤占现象严重。

多数人不会

使用灭火器
“去年停电，都是摸黑下楼，

住在高层的老人上下楼都很麻

烦，别说失火了。”家住江南公寓
小区的孙女士告诉记者，去年
年末小区经历一次断电，她至
今仍心有余悸，由于部分楼层
的应急照明灯损坏，给市民上
下楼造成很大不便。

据该小区业主透露，入住
五年以来，尽管天天能看见楼
道内的消防箱，但却从未使用
过，更是没有见过工作人员更
换灭火器，对于已经超过 2 年
的使用年限的干粉灭火器，业
主纷纷表示并不知情，多数人
甚至不知道如何使用。

据了解，高于 24 米或超过
10 层的建筑属于高层建筑，根
据调查显示，开发区与嘉明工
业园高层住宅算在内，城区超
过 1 0 层的高层住宅楼已超过
200 栋，其中相当一部分比邻
商业繁华地段，完整配套的消
防设施显得尤为重要。

采访中，少部分业主心存
忧虑，但能做的仅仅是买一个
灭火器放在家中，以备不时之
需。有业主表示，一旦发生火
灾，他们只能寄希望于消防部
门施救。

多种因素制约

高层灭火
聊城市公安消防支队直属

特勤中队指导员马新明透露，
全市目前有举高喷射消防车 9
辆，喷水高度可达 20 米；登高

平台消防车 6 辆，曲臂伸展高
度为 53 米。虽然从理论上说可
以进行 53 米的高层建筑灭火，
但在实际应用中消防车灭火受
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尤其在高
层住宅区灭火中有着很大的局
限性。

马新明介绍，在住宅区灭
火 中 ， 要 考 虑 消 防 车 启 动 面
积，小区路面硬度及空中障碍
物 、 风 速 以 等 问 题 。 而 现 如
今，随着私家车数量的增多，
面对有限的停车位，不少业主
将车停在路边，造成消防车通
道狭窄，灭火工作无法正常进
行。同时，由于登高平台消防
车自身重量很大，许多小区路
面硬度无法达到启动要求。

另外，高层建筑发生火灾
的时候受到风向风速的影响比
普通楼房更大，根据测算，楼
层每高 1 0 米，风速每秒快 5
米。而空中电线等障碍物也会
使灭火和救援无法进行。

高层发生火灾后

切勿乘坐电梯
高层建筑着火，多发生在

在建建筑，多因外墙易燃材料
引 起 。 所 以 从 高 层 建 筑 设 计
时，就应严把安全关，对保温
材料选择上，严格按照国家标
准进行。另外，在招投标时，
也应将消防安全纳入指标中。

如果真的出现了火灾，自救

很关键。消防部门有关人士表
示，火场逃生要迅速，但千万不
要轻易乘坐电梯。因为发生火
灾 后 ， 都 会 断 电 而 造 成 电 梯
“卡壳”。另外，电梯口直通
大楼各层，火场上烟气涌入电
梯并极易形成“烟囱效应”，
人在电梯里随时会被浓烟毒气
熏呛而窒息。

在得不到及时救援，又身
居高层的情况下可用房间内的
床单、被里、窗帘等织物撕成
能负重的布条连成绳索，系在
窗 户 或 阳 台 的 构 件 上 滑 向 楼
下，也可利用门窗、阳台、排
水管等逃生自救。

被杂物挤占的消
防通道。

本报记者 张超 摄

受损的消防设施。
本报记者 张超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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