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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市森林防灭火工作会商会上的讲话提纲 
北京市应急管理局  张树森 

（12月7日） 

 

同志们： 

今天的会议材料当中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材料：一

个是市政府第124号会议纪要；一个是市应急局、市财

政局联合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区级森林消防综合

应急救援队伍能力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这个《意见》历时8个月，应该说下了很大工夫，《意

见》第6页里关于队伍组建的方式和标准，是我们这个

文件的核心内容，规定了我们各区应该设置多少支队

伍、多少人数，是什么标准、如何进行，写的非常具

体，确保了我们这项工作抓的更细致，能够更好落地。

特别讲到了经费保障问题，各区要加强对经费的指导，

督促各区精打细算。 

今天我们这个《意见》搭建了北京市区级森林消

防综合应急救援队伍（以下简称区级专业队伍）的总

体建设框架，系统地明确了区级专业队伍的建设标准，

并就建设任务提出了明确要求。下面我再讲三个方面

的内容。 

第一，要深刻认识加强区级专业队伍能力建设的

重要性 

近年来，我市森防工作形势日益严峻，特别是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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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发生的多次山火充分表明，我市未来发生重特大森

林火灾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就我市森林消防救援整体

能力而言，各区普遍存在着专业队伍数量不足、人员

素质能力不高、灭火装备机具陈旧、专业救援车辆短

缺等问题，与首都森防工作的要求还有一定的差距。 

进一步加强区级专业队伍能力建设，是市委市政

府着眼保卫首都绿色生态屏障、建设绿色平安首都做

出的重大安排。蔡奇书记、吉宁市长一直高度关注森

林防火工作。“3.30”密云平谷山火发生后，两位领

导都亲赴现场指挥扑救。陈吉宁市长在火灾发生后更

是作出专门批示，要求加强森林火灾应急救援队伍装

备和能力建设，并提出具体要求。6月27日，陈吉宁市

长主持召开市政府第124次专题会，研究加强全市森林

火灾救援力量建设有关问题，明确指出“区级队伍是

主体力量，负责本地区范围内主力灭火，重在充实队

伍力量，在福利待遇、装备水平等方面与市级队伍看

齐，确保遇有火情第一时间上的去、灭的了”。根据

此次会议决定，在张家明副市长指导下，市应急局历

经数月调研摸底，深入研究了制约区级专业队伍能力

建设的重点、难点问题，提出了一揽子解决方案，并

会同市财政局起草了《意见》。9月5日，张家明副市

长召集市委编办、市应急局、市园林绿化局、市消防

救援总队、应急部森林消防局机动支队有关负责同志，

专题研究《意见》，并将会议决定呈报了陈吉宁市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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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克庆副市长批准。 

回顾《意见》出台过程，我充分感受到，市委市

政府是站在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高度，站在

保卫首都生态安全的高度，从完善全市森林消防综合

应急救援力量体系的全局出发，来考虑和谋划区级专

业队伍能力建设问题，期望通过高标准的建设、正规

严格的管理，将区级专业队伍打造成全市森林消防、

防汛抗旱、地质灾害救援的主力军，为建设国际一流

的和谐宜居之都，发挥好重大作用。 

第二，要不折不扣落实加强区级专业队伍力量建

设的相关标准 

在《意见》起草过程中，我们既参考了国家和市

级森林消防队伍建设标准，充分借鉴了森林消防局机

动支队建设经验，又紧密结合我市森防工作特点和各

区实际，最终确立了将区级队伍作为全市森林火灾扑

救主力军的职能定位，明确了各区队伍规模、队员数

量、薪酬待遇、装备配备、基地建设等标准。意见所

确定的各项标准，凝聚着市委市政府领导的期盼，凝

聚着市区各级部门的辛劳和汗水。各区政府、各有关

部门要认真学习研究，领会吃透《意见》精神，确保

《意见》落地落实，不打折扣不走样。 

在前期调研的时候，个别区在扩大区级队伍规模、

队员招录和队伍基地选址等方面有一些顾虑，但也提

出了很好的意见和建议。有的区提出，能不能把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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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队伍充当森林消防队伍，或者能不能安排兼职人

员作为森林消防队员，以减轻财政压力。这里我要强

调的是，森林消防队伍是一支专业性很强的队伍，在

训练科目、战法战术、装备配备上，与城市消防队伍

截然不同。如果用城市消防队伍充数或者使用兼职队

员，一旦遇到森林火灾，不仅无法完成扑救任务，更

会将队伍置于危险境地。各区一定要摒弃这种念头，

主动担当、迎难而上，不搞变通、不能凑合，务必按

照《意见》明确的要求和标准，全力做好区级专业队

伍的组建与管理工作，并按照专人专职的原则，高标

准完成森林消防队员招录与训练。在基地建设上，要

按照市森防指的统一规范，结合各区山林分布实际，

立足长远、统筹规划，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做到选

址科学、布局合理、功能齐备、出动迅捷、营区美观，

建好管好用好基地。 

在全市削减财政支出、过紧日子的大背景下，各

区要加强区级队伍建设资金统筹，想方设法筹措好经

费，把钱用在“刀刃”上，做好基地建设运维、相关

装备和物资的补充更新工作，特别是要做好队员工资

薪酬和福利待遇的经费保障，解除队员后顾之忧，保

持队员思想稳定，确保队伍的稳定性和积极性。为减

轻区级财政压力，市政府专门拿出6784万元，专项补

贴区级专业队伍灭火机具、个人防护装备的购置。各

区要做好市级转移支付资金使用的监督和管理，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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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款专用的原则，为队伍配备齐、配备好灭火机具和

防护装备，切实提升队伍的战斗力。对于各区转移支

付经费的使用情况，市政府将会组织专项检查和审计。

对于装备采购的型号、性能标准问题，市应急局也已

经拿出了具体方案，将会进一步地进行统一规范。 

2020年2月底之前，各区要以区政府名义将队伍建

设方案报市森林防火指挥部办公室。各区的建设方案

需经市森防指审批后，再提交区政府会议决定。2020

年6月底前，各区政府要基本完成本区区级专业队伍组

建工作。6月至10月，各区要组织开展森林消防队员的

入职培训。市森林防火指挥部办公室将对各区贯彻落

实本意见的情况，进行专门的检查。 

第三，要妥善处理区级专业队伍力量建设中的几

个关系 

当前，各区正在推进政府机构改革。各区森林防

火指挥部办公室的职责，正陆续由区园林部门划转至

应急部门。在机构改革期间，加强区级专业队伍建设，

涉及部门广、头绪多、事务杂，各区要把握好以下关

系。 

一是把握好移交与组建的关系。根据“三定”方

案，区级森林火灾扑救等专业应急救援力量建设，由

各区应急管理部门负责。在这种职责划分下，加强区

级专业队伍建设，既涉及到新队伍的组建，也牵涉到

老队伍的移交。各区要加强统筹，本着“专业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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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重复”的原则，专门研究区园林局专业扑火队伍

的移交问题。各区应急部门、园林部门，要密切配合、

加快进度，完成队伍移交，履行好人员、经费、装备、

物资、基地等交接手续。各区应急部门要按照《意见》

要求，统筹好新队伍组建、老队伍接收工作，做到统

一建设、统一管理、统一调度、统一划分责任区，确

保新老队伍在队员素质、装备配备、基地建设上保持

相同的水准。 

二是把握好“防”与“救”的关系。“防”与“救”

是森林消防工作的一体两面，“防”是基础、“救”

是底线，防救一体、互为依存，不能单打独斗、各自

为战。“防救一体”的原则，体现在部门合作上，就

是要求各区园林部门、应急部门拓宽合作领域，重点

加强联合值守、会商研判、联合部署、联合指挥等领

域合作，全面提升森林火灾综合防控和救援能力。体

现在加强区级专业队伍能力建设上，则要求区级专业

队伍在抓好“救援”主业的同时，要重视“参与预防”

对提升扑救能力的促进作用。各区应急部门要主动靠

前、积极沟通、加强协作，组织所属区级专业队伍，

以恰当方式参与巡查巡护、林下可燃物清理等预防工

作。让队伍在“防”的过程中熟悉属地的山形地貌、

林区特点、作业环境，确保遇有火情时，能够快速到

位、高效施救。各区园林部门也要为区级专业队伍参

加预防工作，积极创造条件、提供必要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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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把握好四级队伍之间的关系。我市森林消防

综合应急救援力量分为四级，森林消防局机动支队是

应急部派驻力量，驻防区域明确，可以提供专业支持；

市级队伍是机动增援力量，重在机动增援全市较大及

以上森林火灾扑救任务；区级队伍是主体力量，距离

属地火灾最近，主要负责属地火灾扑救；乡镇级队伍

是有效辅助力量，主要在森林火灾预防、初期火灾扑

救等方面发挥作用。我市森林覆盖地主要集中在生态

涵养区，一旦发生森林火灾，救援黄金期主要依靠属

地力量。对此，各区务必要纠正认识偏差，丢掉“等

国家队、靠市级队”的思想，提高加强区级专业队伍

能力建设的主动性、积极性。同时，要建立联防联训

联战机制，依托森林消防局机动支队驻防力量，组织

好专业培训、开展好综合性联合演练。各区要组织力

量，会同国家队、市级队制定联合灭火作战方案预案，

分区域、分方向、分重点确定指挥编组、力量编成、

协同方式，建立起属地力量先期处置、驻防力量快速

增援、机动力量全面预备的灭火作战体系。 

当前，我市已经进入森林防火期，也是森林灭火

职责划归应急部门之后的第一个森防期，森林防灭火

工作任重道远。在此希望各区政府做好统筹规划，克

服困难，打好森林防火持久战、区级队伍能力建设攻

坚战，为首都森防事业做出新的贡献，向市委市政府、

向首都人民交上一份合格的答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