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狮泉河电（通讯员 李星）为全面贯

彻应急管理部、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

室等 13 部委联合下发的《关于全面推进地

方政府专职消防队伍建设发展的意见》，西

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

强全区基层消防力量建设的实施意见》以

及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机关党委决策

部署，今年以来，阿里地区消防救援支队

（以下简称“支队”）聚焦基层消防治理短

板，坚持问题导向，精准发力，明确“强化基

层灭火救援和消防治理能力”的抓建思路，

结合阿里地区各乡镇、农牧区自然灾害和

火灾防控实际，积极探索构建基层消防力

量建设“一队一站”（乡镇专职消防队和微

型消防站）新模式，不断夯实乡镇灭火救援

和火灾防控根基。

抢抓机遇，政府主导协调推进。支队抓

住地委、行署高度关注和重视基层消防工作

的有利契机，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向行署

呈报专题报告和基层消防力量建设方案，推

动行署组织编办、财政、人社、应急等相关部

门负责人会商，专题研究《阿里地区加强基

层消防力量建设实施方案》，并拟定各乡镇

按计划节点完成建设任务的给予一次性奖

励 40万元的激励措施，为基层消防力量建设

提供了强有力的政策保障、经济支持。

创新模式，因地制宜打造试点。按照

“立标示范、靶向突破”的抓建思路，支队聚

焦基层消防力量建设重点部位，实地调研

走访，探索符合基层实际的消防力量建设

模式。积极推动霍尔乡二级乡镇专职消防

队先行建设，以霍尔乡为基础，依托霍尔乡

示范点，加强点位灭火救援技战术训练，完

善联勤联动响应机制，全方位优化升级队

（站）软硬件设施，确保基层消防力量建设

全面铺开、多点开花，呈现整体推进、竞相

发展的良好势头。

稳中有进，持续强化工作措施。为高

效率统筹推进基层消防力量建设，支队党

委第一时间召开会议，主官亲自抓，深入谋

划“一队一站”建设，明确了人员组织、推动

建设、督查验收等工作职责，并达成共识，

将基层消防力量建设工作摆在首要位置，

列为全年工作重点，立足实际、主动作为、

精准发力、倒排工期，全力以赴推动基层消

防力量建设工作。期间，支队及下辖各大

队主官，多次与编办、人社、财政、应急等职

能部门共商基层消防力量建设发展事宜，

明确抓基层、打基础、补短板、强弱项等工

作举措，重点推动落实基层消防力量建设

保障，不断创新思维，破解瓶颈难题，确保

基层消防力量人员配备、经费保障、配套设

施等实体运作，有效杜绝“虚架子”“空壳

子”，切实强化全地区消防安全体系建设、

农牧区火灾防控工作，统筹推进城乡消防

安全治理等工作。

支队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继续围绕

“务实、管用、高效”的原则，立足地区实际、

灾情实际，对照“有生命力、有战斗力”的标

准，强化全地区基层消防力量建设。同时，

按照相关政策，打造试点、分类推广，实现

“从弱到强、从有到精”的跨越，全面指导好

各乡镇“一队一站”建设，确保基层消防力量

建设工作高标准、高质量完成，切实打通城

乡消防安全治理“最后一公里”，为乡村振兴

和文明城市建设创造更加和谐稳定的消防

安全环境。

自然灾害随时可能发生，及早掌握防灾自救技能，遇到灾害

及时自救、互救非常重要。2024 年 5 月 12 日是第 16 个防灾减灾

日，5 月 11 日至 17 日为防灾减灾宣传周。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借此

发布应对灾害逃生避险指南，旨在提醒广大群众树立“防灾胜于

救灾”的思想，主动学习防灾减灾知识，努力将自然灾害带来的影

响降至最低。

一、地震——震时就近躲避，震后快速撤离

室内避震：立即蹲下，躲在写字台、桌子下方等空隙区域，用

被子、枕头等保护头部。

室外逃生：远离建筑物、电缆、广告牌、山体等，尽快前往开阔

地带。

不幸被困：尽量保存体力，用石块敲击能发出声响的物体，发

出求救信号。

二、火灾——牢记逃生通道，防火也要防烟

扑灭小火：如果已明确起火点，且火势不大，可使用灭火器、

灭火毯等及时灭火。

尽快撤离：不坐电梯，不恋财物，沿着标有“安全出口”的通道

迅速逃生。如果楼层不高，可利用绳索（或将床单、窗帘等连成绳

索）逃生。

躲避浓烟：逃生时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前进；被困在室

内时，要用湿床单等堵住门缝，并及时发出求救信号。

三、暴雨——防范次生灾害，注意出行安全

提前避险：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防止屋内进水；处于低洼

地势、山地丘陵、河流附近的人员，在接到转移避险指令后，应马

上转移到安全地带。

留心脚下：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不走地下通道，不要

贸然涉水，警惕水坑、井盖。

行车注意：行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避开积水和塌方

路段；若在低洼处熄火，应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千万不要在车

上等候。

四、山洪、泥石流——关注预警，跑对方向

注意前兆：关注暴雨、山洪和地质灾害预警，选好躲避路线，

警惕远处土石崩落、洪水咆哮等异响。

往两侧跑：向与山洪、泥石流方向垂直的两边山坡上爬，不要

顺沟方向往上游或下游跑，不要横渡山洪、泥石流。

远离险地：不要在低洼谷底或陡峻山坡下躲避，选择基底稳

固又较为平缓开阔的地方停留。

五、山体滑坡——留意前兆，往两侧跑

滑坡前兆：斜坡上有明显的裂缝，近期有加长加宽现象；坡体

上房屋开裂、倾斜；坡脚有泥土挤出，垮塌频繁。

滚 石 发 生 ：保 护 头 部 ，

向两侧逃离，不可顺着滚石

方向往山下跑，不要停留在

凹坡处。

六、沙尘暴——室内关

紧门窗，室外防风避沙

居 家 避 沙 ：关 紧 门 窗 ，

尽量减少外出，妥善安置易

被吹落的室外物品。

室外防尘：佩戴口罩，用

纱巾蒙住头，不要在广告牌、

临时建筑物下逗留、避风。

谨慎驾驶：驾驶员要注

意沙尘暴变化，密切关注路

况，减速慢行。

（西藏消防救援总队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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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地区全面加强基层消防力量建设

①①

②② ③③

2023 年 全 国 共 接 报 电 动 自 行 车 火

灾 2.1 万 起 ，相 比 2022 年 上 升 17.4% ，电

动 自 行 车 火 灾 80%都 是 在 充 电 时 引 发 ，

而致人伤亡的案例 90%以上都发生在门

厅 过 道 以 及 楼 梯 间 等 处 。 电 动 自 行 车

火灾已成为危害公共安全的巨大隐患。

为进一步加强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

管理，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自治区消防安

全委员会制定了《全区电动自行车消防

安全管理“五个严禁”“五个必须”守则》

（以下简称《守则》），现就有关事项要求

如下：

一 、强 化 隐 患 排 查 。 各 市 地 要 对 照

《守则》，推 动 各 行 业 部 门 以 及 公 安 派 出

所、乡镇（街道）紧盯寺庙文物古建筑、人

员密集场所、多业态混合生产经营场所、

“九小场所”、高层建筑等，开展一次全覆

盖隐患排查。要发动小区业主委员会、

物业公司、社区党员、志愿服务队、楼长

等社会力量，建立网格化管理模式，深入

各类住宅、群租房、自建房以及城中村、

城乡接合部、老城区等重点区域落实日

常隐患摸排、上门宣传、督促整改等常态

化管控措施。

二、督促问题整改。住房城乡建设、公

安、市场监管、消防等部门要坚持标本兼

治、系统防范，对照《守则》，依据《电动自行

车安全违法行为处罚法律依据清单》，依法

履行全链条监管责任，开展联合执法检查，

加强电动自行车流通销售、末端使用、拆解

回收等全环节管理，共同治理电动自行车

突出风险隐患，加快解决电动自行车停放、

充电不便利等实际问题，全方位提升电动

自行车消防安全综合治理效能。

三、广泛宣传教育。要广泛宣传和张

贴《守则》，教育引导广大人民群众提高消

防安全意识，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

《守则》要求，自觉规范电动自行车停放、

充电行为，发现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

电等违法违规行为的，及时向物业服务企

业等管理单位反映或拨打“96119”进行投

诉举报。

西藏自治区消防安全委员会

2024年 5月 16日

本报拉萨讯（通讯员 朱科熹）为做好第 16

个全国防灾减灾日消防宣传工作，进一步增强

人民群众的防灾减灾意识，连日来，西藏消防

紧紧围绕“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着力

提升基层防灾避险能力”主题，积极部署谋划，

拓展宣传渠道、丰富宣传载体，开展了形式多

样、内容丰富的宣传活动，全方位营造消防宣

传浓厚氛围。

多地域联合行动，强化群众防灾减灾意

识。5 月 12 日，各市地消防救援机构参加了由

各市地减灾委组织的防灾减灾日宣传一条街

活动，通过悬挂条幅标语、展出消防科普展板、

播放警示教育片、发放消防宣传资料、展示灭

火救援装备器材、现场解疑、邀请群众体验初

期火灾扑救等方式广泛开展消防宣传；全区累

计开展防灾减灾宣传活动 92 次，发放宣传资料

7.25 万余份，受教育群众 9.15 万余人次；相关领

导亲临拉萨市宇拓路消防宣传点视察指导，要

求进一步拓宽宣传范围和内容，针对不同社会

群体，大力普及防灾减灾专业知识和技能，确

保宣传教育取得实效。

多方位宣传培训，提高群众自救逃生能

力。以消防宣传“六进”为基础，结合当前电动

自行车安全隐患全链条整治行动工作重点，全

方位、多角度开展消防安全专题培训。通过集

中授课、案例分析、实操演练等方式，分领域、

分行业、分人群、分批次对全区各级各部门、各

类社会单位在职员工和各类社会团体与个人

开展消防安全专题培训；积极发动基层派出所

民警、村（居）“两委”班子成员、社区网格员、物

业人员和消防志愿者采取“上门服务”方式，对

“七类重点人群”进行暖心教育，切实做到消防

安全教育零遗漏、无盲区；发挥消防科普教育

基地优势，广泛邀请社会各界人士到各级应急

消防科普教育基地“零距离”学习消防安全知

识。5 月 11 日至 17 日防灾减灾宣传周期间，全

区累计开展消防宣传培训 303 场，开展“上门服

务”406 次，培训人员 1.74 万余名，发放培训资

料 4.32万余份。

多平台同步宣传，营造消防安全浓厚氛

围。充分发挥全区各级消防新媒体主阵地作

用，依托“两微一抖”广泛传播防灾减灾知识、

消防安全常识；依托户外电子大屏幕、楼宇电视、LED 显示屏和出

租车顶灯等，不间断播发消防公益广告和消防安全提示语；积极

协调各级通信管理局，累计向全区手机用户发送消防安全提示短

信 11.32 万条次，在社会面形成强大舆论声势，全面掀起防灾减灾

消防宣传热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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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发布《全区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五个严禁、五个必须”守则》的公告

1.严禁购买不合格、未获得 CCC 认

证的电动自行车、电池、充电线、充电器，

不得擅自改装电动自行车、私自更换大

功率蓄电池，不得将回收电动自行车配

件以旧充新再次出售。

2.严禁电动自行车进入文物古建筑

保护范围内。

3.严禁在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或为

其充电，禁止携带电池入户充电。

4.严禁采用私拉电线、乱装插座等不

符 合 技 术 标 准 的 方 式 为 电 动 自 行 车 充

电，避免充电时间过长，整夜充电且无人

看管。

5.严禁电动自行车停车棚、充电桩、

充电柜等设施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

不得挪用、损坏消防设施器材。

1.新建住宅小区必须按照有关标准，规

划和配套建设电动自行车集中停放场所及

充电设施。

2.电动自行车集中充电装置必须具备

充满自动断电、定时断 电、过载保护、短路

保护、漏电保护等功能。

3.电动自行车使用人必须定期到专业

维修点检查电动车、定期更换蓄电池。

4.物业服务企业必须依法履行消防安

全责任，将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管理作为

日常管理重点，加强电动自行车停放和充

电管理。

5.物业服务企业必须强化电动自行车消

防安全宣传教育，普及初起火灾扑救和逃生

自救常识，组织开展消防安全演练，对电动自

行车违规停放、充电行为及时进行劝阻制止。

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管理“五个严禁” 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管理“五个必须”

防灾避险安全指南请牢记

近日，西藏自治区残疾人联合会

携手西藏自治区残疾人就业创业园

共同举办“有爱无碍·推动无障碍”活

动，帮助 25 位残障人士“圆梦”游览布

达拉宫。这些残障人士中，有 15 位肢

体残疾、4 位视力残疾、6 位重度轮椅

使用者和 2 位重度全盲者。拉萨市布

达拉宫消防救援大队光荣受命，为本

次活动保驾护航。

游览过程中，面对陡峭的台阶和

狭窄的过道，消防指战员齐心协力，

通过担架抬、轮流背等方式，帮助残

障 游 客 安 全 、顺 利 地 参 观 游 览 。 同

时，当好合格导游，耐心向残障游客

讲解布达拉宫的历史文化，解答他们

的各种疑惑。参加活动的残障游客

纷纷表示，这次“圆梦”之旅，不仅让

他们领略了布达拉宫的壮美景色，更

让他们感受到了来自社会各界的关

怀和温暖。

“圆梦”之旅
温 情 守 护

图 ① ：“ 圆

梦 ”之 旅 结 束

后，残障游客与

消 防 指 战 员 在

布 达 拉 宫 脚 下

合影。

图②：消 防

指 战 员 们 用 担

架 帮 助 残 障 游

客“圆梦”。

图③：消防

指 战 员 背 负 残

障 游 客 游 览 布

达拉宫。

肖暄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