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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烟台台全全面面进进入入森森林林防防火火戒戒严严期期
严禁将火源、火种带入林区，违者将受处罚

本报3月16日讯 (记者 王
晏坤 ) 今年以来，烟台全市有
效降水较往年同期偏少35%，天
干物燥，随着天气转暖和清明节
临近，春游踏青、春耕生产、上坟
祭祖的人员日益增多，森林防火
形势严峻。当前，烟台已经全面
进入森林防火戒严期，严禁任何
单位和个人携带火种上山进林，
违者将受罚。

15日下午，烟台市委副书
记、市长孟凡利在市政府召开的
全市森林防火工作电视会议上
指出，当前烟台全市森林火险呈
多发易发趋势，森林防火工作事

关森林资源保护和人民群众生
命财产安全，市委、市政府高度
重视，做好防范工作刻不容缓。

16日上午，烟台市森林防
火指挥部值班室值班人员称，
从2007年起，每年11月1日至翌
年5月31日属于烟台市重点森
林防火期，而3月1日至5月31日
为森林防火戒严期，元宵节、
清明节 (前后 3天 )为森林防火
关键期。“目前，烟台已经全面
进入森林防火戒严期，在戒严
期内，严禁一切野外用火，同
时 禁 止 将 火 源 、火 种 带 入 林
区。”

在重点森林防火期内，除县
级以上森林防火指挥部批准的
计划用火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
得在野外烧荒、烧地堰、焚烧农
作物废弃物料等生产性用火；不
得在坟头烧纸或烧香、燃放烟花
爆竹、吸烟、烤火、野炊等非生产
性用火；不得携带火种和易燃易
爆品。

另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
在防护林带内的农田、道路等地
焚烧农作物废弃物料。在森林防
火戒严期内，将控制地更加严
格。

“如果有以上现象，且警告

后仍不改正，有权对其处100元
以上500元以下罚款；过失造成
森林火灾、但尚未造成重大损失
的，将由县以上林业行政主管部
门让他限期内更新造林，可以并
处500元以下罚款；如果构成犯
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值班
人员说。

在森林防火戒严期内，全市
各级林业部门要加大对森林火
灾隐患的排查力度。一旦发现森
林火警，及时向当地人民政府或
者森林防火指挥部报告。烟台市
森林防火指挥部办公室值班室
电话：0535-6660119。

目前，引发山
火的原因部分归因
于游客或驴友携带
火种进山不慎引
燃。 本报记者
韩逸 摄

降水少气温偏高

森森林林火火险险

升升至至最最高高级级

近日烟台天气持续晴好，
气温较高，空气干燥。据气象部
门介绍，3月15日烟台森林火险
气象等级已升至5级，属最高级
别森林火险等级，处于该等级
状态的地区极易发生森林火
灾，要禁止携带火种进入林区，
严禁野外用火，停止林区各种
引起火花设施的运作。

截至3月上旬，今年烟台降
雨量较常年偏少11毫米，而常

年同期降水量已超过30毫米。
最近一次降雨出现在3月9日，
全市平均降雨仅0 . 6毫米，经过
一周蒸发后，内陆地区干燥度
很高，3月15日最低空气相对湿
度降至11%，属于极度干燥状
态。未来三天，烟台白天最高气
温将在20℃浮动。空气相对湿
度低，气温相对较高，就比较容
易引发森林火灾，最终使森林
火险气象等级升至5级。

森林火险是森林火灾发生
的可能性和蔓延难易程度的一
种重要度量指标。森林火险天
气等级一般有气象台根据气
温、湿度、风力、降水量等因子
来测算，共分5个级别，5级属于
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极易
发生燃烧现象，出现火情非常
容易扩散，应严禁一切林内用
火。

本报记者 王晏坤

本报3月16日讯 (记者 王
晏坤) 出现森林火灾后，现场
看到的不仅仅有森林消防员，还
有片区内的机关干部、公务人
员、武警官兵等，烟台已经基本
形成了全员灭火的行动机制，成
为森林火灾扑救“烟台经验”。

烟台为低山丘陵地形，沟壑
纵横，森林覆盖率居全省首位，
这也使得在春秋两季极易出现
火情。为了保护森林资源，烟台
市依托市、县两级森林防火指挥
部，基本形成了监测预警、就近
用兵、快速处置的森林火灾扑救
体系。

据烟台市森林防火指挥部
值班人员介绍，2007年烟台市政
府颁布《烟台市森林防火管理办
法》，部署了新形势下的森林防
火工作，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
确定了森林防火“组织”，要求
市、县两级均设立森林防火指挥
部，统筹部署森林防火工作。

依托于森林防火指挥部，各
级人民政府要按照谁所有 (主

管)、谁负责的原则，划定森林防
火责任区，层层实行部门和单位
领导负责制，发生火情后按照火
情大小按计划处置。

森林火灾发生后，森林防火
指挥部有权利在管辖范围内调
用灭火物资、设备、交通运输工
具和人力；公安、交通等有关部
门也应当确保执行公务的森林
防火车辆优先通行，并可以按照
森林防火指挥部的决定依法实
施交通管制。“也就是说，在某一
场森林火灾出现后，在现场看到
的不仅仅是消防员，只要是指挥
部片区内的国家工作人员，都可
能根据需要出现在救火第一现
场。”工作人员说。

值得注意的是，任何单位或
个人不得组织中小学生、残疾
人、孕妇、60周岁以上和16周岁
以下的人员扑救森林火灾。

森林火灾扑灭后，森林防火
队伍还会安排足够的留守人员
彻底清理余火。没有经过上一级
森林防火指挥部验收合格，留守

人员不得撤离火灾现场。
光有了良性运转的机制还

不行，平时“遛山”的护林员，随
时待命的森林消防专业队伍仍
旧是扑救主力。目前全市共有15

个县级护林大队、3600名专职护
林员、135支森林消防专业队伍，
3600名森林消防队员，全员值班
备勤。

一旦发生火情，护林员和森

林消防员属于先头部队，要求确
保在15分钟内到达火场，到达火
场后要力争在15分钟内有效控
制火情，森林火灾受害面积要力
争控制在15亩以内。“有了良性
森林火灾扑救机制，加上充足的
专业队伍，森林火灾就可以得到
快速控制，也可以说成了烟台扑
救森林火灾的经验了。”烟台市
森林防火指挥部工作人员说。

森森林林防防火火灭灭火火，，有有了了““烟烟台台经经验验””
3600名森林消防员值班备勤，力争15分钟内控制火情

山火扑灭难

多多数数时时候候
只只能能靠靠人人工工

山路又窄又陡，消防车空
着急上不去；着火点离山脚
远，铺水带费时费力，水压也
越来越小……16日，记者采访
了解到，山火扑灭难，大多数
时候只能靠人工拿着铁锨、铁
扫把等上阵灭火。

一场山火

消防员25小时下不了山

16日中午12点多，记者爬到福
临夼村附近一个山头半山腰的时
候，正是森林消防专业队队员们
吃饭的时候。因15日上午的一场
火，从当天上午11点上山以来，他
们就没下过山。为了防止再次复
燃，芝罘区和莱山区的森林消防
员们在山上守了一夜。

在芝罘区地界，几位累坏了的
森林消防员在消防车内横七竖八地
呼呼大睡。而在莱山区地界内，十多
位消防员正在吃饭，一盒饺子、几瓣
大蒜，这是他们25个小时以来，吃的
最安心的一顿饭。

“今晚上也不一定能下去，得
确保那边不会再烧起来才能走。”
一位森林消防员口里塞满饺子，
边吃边说。

消防车上不去

灭火器难派上用场

发生山火时，因地势原因，消
防车受到限制。一位参与过去年
岱王山灭火的消防员说，当时消
防车把载着的几吨水都排空了，
开着空车，把离合器几乎磨没了
才爬到着火点附近。

虽然山上有消火栓，但地势高
水压小，每半小时加的水只够灭几
分钟，水带越铺越长，最后直接没
水压了，看火烧着，这边有消防车
却帮不上忙，那种感觉很煎熬。

而森林消防员在灭火中常用
的风力灭火器和粉末灭火弹，也并
非无往不利。重达40斤的风力灭火
器全靠他们人工背上去，一旦地上
落叶比较厚时，风力灭火器反而容
易把火苗吹到其他地方，起不到灭
火作用。粉末灭火弹也一样。

这种情况下，灭火工具就只剩
下铁锨和铁扫把，靠人工上阵，在
着火区域附近清理出隔离带，根据
风向占位灭火，“火大的时候，一不
小心就容易被火包围。”一位森林
消防员说，灭火的时候就算专心救
火，踩空滚落的事也时有发生。

本报记者 苑菲菲

森林消防员背着专业器材上山灭火。 本报记者 韩逸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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