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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山火

森林防火知识普及是否重要？记者随机对20位市民问卷调查

主主动动学学习习防防火火知知识识的的仅仅一一人人

一场山火可能
烧掉几百万元

目前烟台各山上的树种主要
有松树、刺槐和橡树等组成。大多
数松树都是移栽过去后长了二三
十年的老树，因树木自然繁殖连在
一起，一旦发生火灾，轻则成百上
千棵树木被烧毁，重则上万棵树木
都不能再成活。

森林消防员介绍，若移栽一棵
松树，需在苗圃内培育两三年，之
后再种到山上。种植一棵新树的成
本至少200元左右。也就是说，一场
山火，很容易就烧掉几百万元。

本报记者 苑菲菲

本报3月16日讯 (记者
李静 实习生 王世羚 ) 1 6

日，本报随机对 2 0位市民做
了问卷调查，问卷中涉及森
林 防 火 知 识 的 普 及 是 否 重
要？是否有接触、经常学习相
关知识？遇到林区火灾如何
处理等等。调查结果显示，绝
大部分市民认为森林防火知
识普及很重要，但经常接触
森林防火知识的只有1人，主

动学习防火知识的也只有 1

人。9位市民表示，进入林区
时，曾带过打火机等潜在火
源，但不会随意丢弃。

“森林防火是全民的事
情，做这次的问卷调查很有
意义。”市民张先生说。

“我感觉我们应该形成
习惯。”市民廉先生说，十七
八岁的时候，他在东北恰逢
大兴安岭着火，东北那边宣

传 森 林 防 火 知 识 的 力 度 很
大，家火、夜火一起防，自己
平时扔烟头的时候，都会下
意识地把烟踩灭才离开。“回
来之后发现，这边很多市民
连基本的救火措施都不会。”
廉先生说希望消防部门加大
对森林防火知识的宣传。

在小学生、中学生、大学
生的问卷调查中，从未接触
过森林防火知识学习的人占

大多数。有同学甚至认为，林
区起火时，自己可以一个人
单独去扑灭，自我保护意思
不强。

据了解，市民普遍认为
在林区张贴防火宣传语、在
林区入口处把关，阻止火种
上山的防火措施更有效。在
林区起火时，他们大多数主
张通知当地的林业部门、拨
打森林消防热线。

相关新闻

山火扑救比较困
难，山上虽然有消防
栓，但有的高度水压达
不到，就无法保证灭火
效果。 本报记者 韩
逸 摄

55年年来来，，护护林林员员收收了了1188个个火火种种
森林防火戒严期间，请市民积极配合护林员，共同维护我们的绿色家园

本报3月16日讯 (记者 苑菲
菲) 西珠岩山上着火、栖霞牙山
着火、牟平区高陵镇着火、招远十
里堡山上着火、开发区磁山着
火……14日和15日，烟台地区两天
内发生了6场山火。据悉，119指挥
中心从14日以来，三天内共接到15

起关于山火的报警。
当天下午2点多，有多名市民

发现栖霞桃村方向的一座山上冒
出滚滚浓烟，事后发现是牙山森
林公园附近山上着火。15日上午10

点多，福临夼村附近一山头着火。
当天中午12点左右，牟平牟平区高
陵镇附近山上也着了火，一个小
时后，招远十里堡附近山上也冒
起滚滚浓烟……短短两天时间，6

场山火在不同地方烧了起来。
14日下午，栖霞市唐家泊镇上

寨村北山发生森林火情并引发火
灾。接到火警后，有关部门立即组
织力量扑救，于当日晚扑灭明火。
15日下午，因突起大风，火场死灰
复燃。从16日凌晨4点到早上6点30

分，经过两个半小时的全力扑救，
火势得到有效控制。但由于天气
原因，给余火控制造成很大影响，
有关部门仍在组织力量全力扑
救。起火原因和过火面积正在调
查中。

记者从森林消防员处了解
到，每年3-5月份，是防火戒严期，
山上最容易发生火灾。16日记者在
福临夼村附近一山头发现，封山
育林后的山地上铺满了厚厚一层
落叶，最厚的地方落叶足有十多
厘米。一旦有火种很容易被引燃，
且出现蔓延的趋势。

119三天内
接15起山火报警

本报记者 宋佳

一个红袖标，一部GPS定
位设备，这是莱山区岱王山上
58岁的护林员王存生巡山的所
有工具。

16日，记者跟随王存生上
山。没走几步，王存生就发现有
一队驴友“突破”山下的“关
卡”，摸着小路上了山。王存生
三步并作两步走上前询问，“带
火种上山了吗？上山抽烟了
吗？”这两句话，他每逢周末都
要问上百遍，当对方给出否定
答案后，王存生又开始规劝驴
友下山。

“眼前就是山，不让爬留着
干什么，这是大家的山，你说不
让爬就不让爬，我们为这事筹
划一周了。”驴友一听要他们下
山急了，反问王存生。王存生用
身体挡着去路，劝说了五六分
钟，这群驴友才同意下山。

“我们没有执法权、处罚
权，就靠磨嘴皮子，遇到不服管
的游客，只能陪着他们一起
爬。”王存生说，正是如此，他工
作这5年时间，每年游客几千
人，他只为18名游客保存过打
火机。

在鲁东大学附近，52岁的
护林员董先生说，沿途经常能
看到大学生爬山，对于这群大
学生，他有些“头疼”。

董先生说，规劝大学生时，
经常会有大学生反问，“要我们
离开，你拿规定给我们看看。”
董先生经常被一句话噎半天，
后来他想了个办法，在上山的
路上，每隔50米左右，就张贴一
张防火令，有的在石阶上，有的
在沿途墙壁上。

“我们身上都有GPS定位
设备，只要一定位，每位护林员
几点上的山，巡山的路线都能
查到。”董先生说。

防火到位，那灭火呢？董先
生指着放在防火站床底下的扫
把、铁铲、铁爪等说，“都在这
呢。”记者点了点，共8把铁铲、
10把扫把、5把铁爪。“现在只要
听到消防的警笛响，马上都从
凳子上弹起来，看看是不是自

己分管的片区着火。”
董先生说，“非常理解市

民、驴友迫切想爬山的心情，我
们也希望有人愿意来爬山，但
在防火的非常时期，只能请游
客们多担待，共同维护好这片
山林。”

““森森林林防防火火，，人人人人有有责责””倡倡议议书书
市民朋友们：
森林是大自然的生态屏

障，是人类生存繁衍的摇篮。
森林能够涵养水源，保持水
土，防风固沙，净化空气，美化
环境，预防自然灾害。保护森
林就是保护我们自己的绿色
家园。

烟台虽处沿海，但属于丘
陵地带，山麓众多，稍有不慎，
容易引起连片山火，森林植被
造成破坏，难以恢复，成本巨

大。森林火灾突发性强，破坏
性大，火源管理是预防森林火
灾的关键措施和重要手段。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为此，
我们倡议：

1、禁止在林区及林区
周边用火，严格遵守野外火
源管理规定。因特殊情况确
需用火时，须报县区森林防
火指挥部审查批准，并要预
先开设防火隔离带和有专
人负责安全。

2、要做到入山踏青游玩
时不携带火种进入林区，不在
山林中乱丢烟蒂，不在野外点
火、烧地边，不在山林中燃放
烟花、爆竹。

3、希望广大市民从我
做起，自觉摒弃上坟祭祖燃
香烛、烧纸钱、放鞭炮等习
俗，倡导用环保、植树、鲜花
等有益于保护生态环境的
现代文明方式祭奠寄托哀
思。

4、发现森林火灾，要立
即报告当地村组负责人或
拨打当地乡镇或市县区森
林防火指挥部值班电话。

森林防火，关乎你我，让
我们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
起，从细节做起，关注森林防
火，严防森林火灾，共同保护
我们的绿色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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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锨、扫帚就是护林员的主要灭火器具。 本报记者 韩逸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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