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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山西阳泉森林草原防灭火队伍建设工作在各级高度重视和正确领导下,工作取得显著

成效,但还存在一定的不足。本文对阳泉市森林草原防灭火队伍建设情况进行了分析,并就队伍建设存在

问题提出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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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under the construction of forest and grassland fire prevention team in Yangquan City, 

Shanxi Province has achieved remarkable results at all levels, but there are still some deficiencie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forest and grassland fire prevention team in Yangquan city, and puts forward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on the existing problems in the team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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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森

林草原火灾的发生概率,森林火灾防控工作面临新的考验和挑

战,加强森林消防队伍建设,健全队伍保障机制,提高队伍综合

作战能力,成为当前一个亟待探索和实践的课题。本次调研旨在

深入了解我市森林草原防灭火队伍的现状、存在的问题以及解

决对策建议,为提升队伍能力和提高防灭火工作效率提供参考

依据。 

1 全市森林草原灭火队伍现状 

1.1市、县专业森林消防队伍 

经过多年建设,我市现有4支专业森林消防队伍543人,其中

市级森林防火专业队100人、盂县森林消防队240人、平定森林

消防队100人、郊区综合应急救援大队103人。 

1.1.1阳泉市森林防火专业队,组建于2020年10月,现有三

个中队、一个后勤保障分队共100人,设大队长1名、中队长3名、

班长10名,队员平均年龄27岁,大专及以上文化占33%,中专(高

中)文化占56%,初中文化占11%,其中退伍军人占队伍18%。队伍

配备风力灭火机、灭火水枪、油锯、割灌机、发电机、移动水

泵、水囊、二号工具、灭火弹等专业灭火装备,以及皮划艇、抛

绳器、排污水泵、水带、移动电源、强光手电、探照灯、救生

衣等防汛地质灾害装备。专业队驻防在狮脑山和翠枫山两大重

点林区,主要承担林区防火宣传、巡查巡护、火险隐患排查和火

情火灾的处置工作,并按照上级安排驰援(县)区处置火情。 

1.1.2盂县森林消防大队,正式成立于2017年,现有6个中

队,240人,平均年龄47岁,大专及以上文化占12%,中专(高中)文

化占65%,实行县财政供养,准军事化管理,集中食宿,24小时备

勤待命。配备高压细水雾、电动水枪、风力灭火机、2号工具、

灭火弹、割灌机、接力水泵、水带、油锯等专业灭火工具。 

1.1.3平定县森林消防大队,组建于2008年3月,驻防在平定

县冠山镇南磛石村,现有人员100人,平均年龄29岁,队员是以退

伍军人、大中专生构成为主。队伍设队长1名,副队长2名,设3

个中队,每个中队设3个班,每个班8人。队伍实行集中驻扎、统

一食宿、24小时待命、半军事化管理,配备接力水泵、消防水带、

高压细水雾、15升电动水枪、风力灭火机、扑火刷、铁锹、灭

火弹、割灌机、油锯、车载电台等专业灭火工具。主要职能是

负责全县森林火灾的预防和扑救,同时接受上级森林防火指挥

部门的统一调遣参与其他市、县森林火灾的应急救援工作。 

1.1.4郊区综合应急救援大队,组建于2019年,是郊区救援

队伍的主要力量,现隶属于郊区林业局,下设5个中队,人员编制

为103人,平均年龄43岁,大专及以上文化占10%,中专(高中)文

化占76%。队伍配备风水灭火机、风力灭火机、高压细水雾灭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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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电动灭火水壶、二号工具、灭火弹、便携式接力水泵、油

锯、割灌机等专业灭火装备。直属中队由郊区林业局直接管理,4

个乡镇应急救援中队受郊区林业局和乡镇政府双重管理,日常

以乡镇管理为主,进入防火期或遇到突发情况,由区林业局统一

调度指挥,实行靠前驻防,准军事化管理。 

1.2乡镇半专业森林消防队 

全市6个县区共有半专业森林消防队58支1200余人,分布在

各乡镇、林场和森林防火重点村,人员组成主要为护林员、农村

留守人员、林场职工等,平均年龄在55岁以上,使用风力灭火机、

二号工具、铁锹等简单扑救工具,承担火场看守清理工作。 

1.3应急森林消防队伍 

我市加强军地联动,与阳泉军分区民兵应急营、武警阳泉支

队武警联合共建应急森林消防队伍共计520余人,其中武警阳泉

支队210名武警战士,阳泉军分区310名民兵。按照2019年市级议

军会议精神,2020年至2022年为阳泉军分区民兵应急营配备了

地震地质灾害、洪涝灾害、森林火灾等救援装备4000余件,2022

年6月为武警阳泉森林灭火突击队配备900余件,同时聘请相关

专家对应急队伍进行业务、技能培训,确保森林灭火应急队伍

在关键时刻拉得出、上得去、起作用,成为我市应急救援的突

击力量。 

2 存在的问题 

2.1专业队伍管理机制上下不对应 

2019年机构改革之后,防灭火队伍的管理、监督职能随着市

防火指挥部一起移交至市应急管理局,森林防灭火队伍还保留

在林草部门,运行经费、日常管理由市县林草部门负责,肩负着

全市森林草原火灾“防”和早期“救”的工作。因机构改革和

应急部门、林草部门防灭火职责不同的原因,导致森林防灭火队

伍管理机制上下不对应,因此我局对森林防灭火队伍的管理和

监督职能无法有效落实。 

2.2乡镇半专业队伍有名无实 

乡镇半专业队伍人员构成复杂,主要为护林员、农村留守人

员、林场职工等,素质普遍不高,年龄偏大,体能较差,不具备专

业的应急救援技能。加上乡镇基层工作繁杂,不能有效组织开展

半专业队伍培训和实战演练,导致队伍应急救援实战能力不足,

难以满足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需要。 

2.3灭火队伍人员工资待遇低 

2022年,我市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为79140元

(数字来源：阳泉市统计局2023年6月15日发布的《2022年阳泉

市城镇非私营单位劳动工资情况简析》),而森林防灭火专业队

队员工资不超过3.5万元/人/年,不同队伍工资标准略有差异,

部分专业队伍没有额外经费保障和火灾扑救补贴,工资福利待

遇不尽相同。专业队伍工资待遇低,薪酬吸引力不足,再加上扑

救森林火灾劳动强度大,非常辛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队员扑救

的积极性、主动性和时效性。 

2.4灭火队伍应急物资储备不足 

一是灭火队伍的森林防灭火装备陈旧,维护保养不到位,受

经费制约,仅能定期采购,补充一定数量的森林消防装备,难以

做到随时更新,不能满足当前森林消防队伍建设的需要。二是缺

乏高科技灭火技术,缺少高效率、持续性灭火装备,灭火队伍装

备落后,火场封控、扑打火头的能力较弱,与城市消防科技装备

配备及应用情况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三是灭火队员个人防护

装备差别大、层次不一,灭火手段以人工近身灭火为主,方法单

一、效率低下、灭火安全无法保障。 

2.5部分队伍老龄化问题严重 

经统计,全市森林防火专业队伍队员平均年龄为38岁,市级

队员平均年龄为27岁,平定队员平均年龄为29岁,盂县队员平均

年龄为47岁,郊区队员平均年龄为43岁,队伍老龄化、战斗力减

弱等问题逐步凸显,随着这一批灭火队员逐步退队,林区周边农

民工外出务工、青壮劳动力不想返乡的现象将会导致灭火队伍

“无人可用”,成为制约森林防灭火队伍发展的现实难题。 

2.6灭火专业技能水平不高 

虽然各森林灭火队伍均有较为完善的管理制度,能够有计

划地开展培训演练,但由于薪酬低、劳动强度大,出现技术骨干

流失、队伍不稳定、不好管理等诸多问题,加之灭火队伍队员整

体学历较低,灭火专业理论知识有限,灭火技能掌握不充分,导

致灭火专业技能水平不高；还有部分队伍受场地、经费和装备

等条件限制难以经常性开展训练,不足以积累大量有效的实战

经验。 

3 对策建议 

3.1理顺森林草原防灭火队伍管理机制 

根据森林草原防灭火“林业部门专业防、早期救、管行业,

应急部门综合防、专业救、抓统筹”的职责划分,将市应急管理

局的森林灭火专业队伍管理职能划转回林草部门,形成运行经

费、日常管理上下对应的一体化管理机制,全面落实灭火专业队

伍的管理和监督职能,充分发挥专业队伍在森林草原防灭火工

作中的“专业防”和“早期救”的巨大作用,将森林草原火灾消

灭在萌芽状态。 

3.2多措并举提高队员工资待遇 

一是认真落实中央和省、市决策部署,切实加大经费保障力

度,增加经费满足日常伙食、培训活动,并为每名队员落实意外

伤害、养老、医疗等基本保险。二是提高扑火队员工资,积极探

索多种经营模式,鼓励在非防火期内多途径增加队伍收入,例

如：可通过植树造林、森林抚育、开垦荒地、农业种植等方式

提高队员收入,增加队伍稳定性。三是可以考虑将专业森林消防

队队长、业务骨干等由劳务派遣转为事业编制,建立起相对稳

定、灵活进出的管理模式,从而有效地发挥队伍的主观能动性；

提高灭火队伍队员工资待遇,有利于吸引中青年人员加入,培养

中坚力量,完善队伍年龄结构,减弱队伍老龄化影响。 

3.3加大高科技装备配备比例 

全面加强应急救援装备标准化建设,为森林灭火队伍配备

高压水泵、无人机、特种车辆等森林防灭火高科技装备,提高灭

火效率,改变单纯依靠人工近身灭火现状；为专业队伍配备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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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全地形越野车、推土机、指挥车等,实现专业队伍特种车辆

配备从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全面提升专业灭火队的机动能力,

实现灭火机械化。配备野餐炊事、宿营等特殊车辆,保障救援人

员野外食宿需求和人员体力精力；加快应急力量信息化建设,

做到空天地一体化,利用全球卫星定位、地理信息、车载视频、

无线传输等系统建设应急救援指挥平台,并配备大型多旋翼无

人机、卫星电话等应急设备,形成上下一体的救援现场通信网络

和指挥体系,做到上下联动、互联互通；加强各级各部门已有装

备整合共享、集中使用力度,实现“专业装备由专业人员使用”

和“专业装备承担专业救援”。 

3.4加大灭火队伍培训实战演练力度 

一是加强队员心理思想教育和业务理论学习,开展业务知

识、技战术运用、体能训练、避险常识、机具使用、作战指挥

等方面的培训和实战演练,不断提高队员的综合业务素质和灭

火能力。二是在防火期,要充分发挥森林消防队伍的实战优势；

在非防火期,在坚持培训演练的前提下,可适当承担政府或主管

部门赋予的其他任务。同时,经常与半专业扑救队伍、武警及其

他应急队伍沟通联系,互相学习交流经验,开展联合演练,提升

联合作战能力。 

3.5加强宣传提高社会认知度 

一是强化党建引领,开展“党员先锋模范岗”、“救援尖兵示

范岗”等活动,争创先进典型,树立模范代表,带动整个队伍整体

积极向上；二是坚持“内强素质,外树形象”,加强业务学习训

练,提高灭火救援专业水平；积极参加灭火及应急救援任务,以

“有为”争“有位”；三是加强荣辱观和核心价值观教育,提高

个人和集体荣誉感。通过强化社会宣传教育,与主流媒体加强合

作,多在电视、广播、抖音、快手等短视频平台宣传报道专业队

伍先进事迹和荣誉,提高社会认知度和认同感,鼓励年轻人加入

森林灭火队伍,以成为森林消防员为荣。 

4 结语 

通过对全市森林草原防灭火队伍建设情况进行分析,针对

队伍建设的不足提出指导性建议,进一步加强防灭火队伍的建

设,有利于各项防灭火工作的开展,最大化保护森林草原生态资

源和最大程度减少人民生命财产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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