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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消防救援总队

圆满完成“应急使命·西藏2024”实战演习任务

西藏自治区消防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关于曝光 9家重大火灾隐患单位的公告

为维护消防安全形势稳定，提高全民消

防安全意识，压实社会单位消防安全主体责

任，现将 9 家重大火灾隐患单位公开曝光。

请广大人民群众加强社会监督，推动隐患及

时整改到位。各地、各部门、各单位要高度

重视消防安全，以案为鉴、自查自改，严格防

范火灾事故发生。

特此公告

2024年 6月 5日

（一）拉萨市当雄县金珠创意宾馆

存在隐患：该场所部分区域为易燃可

燃材料夹芯彩钢板搭建。根据《重大火灾

隐患判定方法》（GB35181-2017）相关规

定，直接判定为重大火灾隐患。

整改时限：2024年 7月 10日前

（二）拉萨市墨竹工卡县众创楼（多业

态混合经营体）

存在隐患：一是未按照相关技术标准

要求设置防烟、排烟设施；二是室内消火

栓系统不能正常使用；三是自动喷水灭

火系统不能正常使用；四是厨房内燃气

管 路 敷 设 不 符 合 技 术 标 准 要 求 。 根 据

《 重 大 火 灾 隐 患 判 定 方 法 》

（GB35181-2017）相关规定，综合判定为

重大火灾隐患。

整改时限：2024年 7月 6日前

（三）日喀则市桑珠孜区国豪商务会

所

存在隐患：该场所违规使用聚氨酯夹

芯彩钢板搭建员工宿舍。根据《重大火灾

隐患判定方法》（GB35181-2017）相关规

定，直接判定为重大火灾隐患。

整改时限：2024年 8月 9日前

（四）日喀则市拉孜县海阔天空桑拿

浴足

存在隐患：该场所一楼营业区仅一个

安全出口。根据《重大火灾隐患判定方

法》（GB35181-2017）相关规定，直接判定

为重大火灾隐患。

整改时限：2024年 7月 1日前

（五）昌都市经开区叶波大润发超

市

存在隐患：该场所设有三个安全出

口，其中两个已完全封闭，不具备疏散条

件 。 根 据《重 大 火 灾 隐 患 判 定 方 法》

（GB35181-2017）相关规定，直接判定为

重大火灾隐患。

整改时限：2024年 7月 10日前

（六）山南市浪卡子县西藏羊湖极地

酒店

存在隐患：该场所违规使用聚氨酯夹

芯彩钢板搭建员工宿舍。根据《重大火灾

隐患判定方法》（GB35181-2017）相关规

定，直接判定为重大火灾隐患。

整改时限：2024年 7月 15日前

（七）林芝市波密县星空酒吧

存在隐患：该场所未设置自动火灾报

警系统。根据《重大火灾隐患判定方法》

（GB35181-2017）相关规定，直接判定为

重大火灾隐患。

整改时限：2024年 8月 10日前

（八）那曲市色尼区季雅演艺中心

存在隐患：一是室内消火栓系统无法

正常使用；二是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无法正

常使用；三是火灾自动报警系统不能正常

运行；四是水泵房消防水泵不能联动控

制 。 根 据《重 大 火 灾 隐 患 判 定 方 法》

（GB35181-2017）相关规定，综合判定为

重大火灾隐患。

整改时限：2024年 8月 31日前

（九）阿里地区革吉县水之梦洗浴养

生生活馆

存在隐患：该场所一楼营业区仅一个

安全出口。根据《重大火灾隐患判定方

法》（GB35181-2017）相关规定，直接判定

为重大火灾隐患。

整改时限：2024年 7月 3日前

本报拉萨讯（通讯员 李泽春）5 月 22

日，西藏自治区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

应急管理厅、那曲市人民政府联合举办高

原高寒高海拔地区地震灾害区域联合救

援实战演习。此次演习代号为“应急使

命·西藏 2024”，主演习场设在那曲市。西

藏消防救援总队（以下简称“总队”）作为

主力参演单位，共调派出动 72 辆救援车

辆、326 名指战员、16 只搜救犬、1.5 万余件

（套）各类装备器材投入演习，参演消防指

战员克服 4500 米以上高原高寒高海拔地

区风沙漫天、雨雪冰雹、极度缺氧、强紫外

线辐射等恶劣条件，圆满完成了“应急使

命·西藏 2024”高原高寒高海拔地区跨区

域、大兵团拉动演习各项任务。

高站位谋划，总队主官亲力亲为、靠前

指挥。总队党委高度重视此次演习，秉持

“演为战”原则，把演习当作检验本领的“试

金石”和提高能力的“磨刀石”，先后多次组

织召开行政办公会、工作推进会、协调会研

究部署参演工作。总队领导亲自审定演习

计划方案、安排部署任务、协调推进工作，

全程指挥队伍行动并担任前方总指挥，组

织带领总队作战训练、信息通信、后勤装

备、新闻宣传等工作人员，前往那曲主演习

场指导参演队伍科学设置演习流程和科目

内容，解决技术装备、场地设施等方面的困

难，确保关键时刻万无一失。

高效率运转，工作专班分工明确、形

成合力。针对此次演习时间紧、任务重、

标准高、要求严等特点，总队第一时间组

建工作专班负责演练工作，制定《“应急使

命·西藏 2024”演习参演工作方案》，成立

演习指挥部，下设演练导调组、信息通信

组、战勤保障组、宣传报道组，细化落实措

施、列出工作清单、明确时间节点；对灾情

会商研判、跨区域力量突入、城市搜救、火

灾扑救等 18个科目逐项研究，先后组织开

展全要素实装实景预演 4 次，并在实战演

练中不断优化人员编成，完善演习科目流

程，统筹协调力量投送。同时，要求就近

参加演习的那曲市消防救援支队提前对

主演习场场地搭建、科目安排、力量调派、

装备保障等进行分析研判，组织参演力量

采取“先集中桌面推演，后分组查漏补缺，

再整体拉动磨合”的模式，以整建制队伍

为标准序列，开展分类、分岗、分科目实战

实装实训，并将新列装多功能抢险救援

车、真烟实火模拟训练设施等投入演习，

充分展现消防救援队伍的专业能力。

高质量落实，参演力量闻令而动、精

彩亮相。此次灾情设定时间为 5 月 22 日 7

时 36分，那曲市某县某镇发生 6.9级地震，

致使大量人员伤亡被困，民生设施损坏，同

时造成山体滑坡、雪崩等次生灾害险情。

总队接到命令后，立即启动《应对重特大地

震灾害应急救援预案》，按照“闻令集结、就

近调集、区域调集、模块化调集”的原则，先

后调集那曲、林芝、拉萨、日喀则、昌都市消

防救援支队 1支重型、4支轻型、5支前突分

队，调集训练与战勤保障支队及总队全勤

指挥部共 72辆消防救援车、326名指战员、

16只搜救犬、1.5万余件（套）各类装备器材

投入到救援演习中。参演指战员立足震后

房屋倒塌、建筑物起火、输油管线断裂爆

燃、山体滑坡、冰川泥石流、雪崩等灾害造

成人员受伤被困情况，紧急开展力量突入、

灾情获取、快速破拆、障碍物移除、火灾扑

救、人员救助等工作，并主动借助外部资

源，积极与各行业单位协调合作，形成“全

灾种、大应急”综合救援格局。

高标准执行，多措并举压实各项保障

责任。为确保演习有力有序有效开展，总

队始终把深入细致、强有力的安全工作置

于此次演练首位、贯穿始终，盯住“风险

点”、抓住“关键人”、找准“隐患源”，压实

四级安全网格管理责任，多点设置安全

员，做到训练、演练场上安全监督无死角；

全面摸排维保参演车辆装备器材，选派驾

龄丰富、技术过硬的驾驶员参加演习，要

求跟车干部实时做好安全提醒，严控车速

车距。同时，将作战、通信、宣传、信息、战

勤保障等科目纳入导调评估范畴，全要素

锤炼战勤保障、应急通信、战时鼓动、新闻

宣传、医疗保障等实战能力，全过程检验

了队伍跨区域远程机动、协调保障、联勤

联动等综合能力。

本报拉萨讯（通讯员 张航）近日，西藏消防救援

总队（以下简称“总队”）党委召开 2024 年干部驻村

工作会议，总结驻村工作经验，并对下一步工作进

行安排部署，随后，派出工作组前往各驻村点组织

工作交接，高标准、高质量完成驻村轮换工作。

会议指出，13 年前，总队第一批驻村干部进驻

白朗、仁布等县的驻村点，当时，通信交通条件较

差，工作生活环境简陋，基层基础薄弱，驻村任务艰

巨。13年来，总队 12批次、282 名驻村干部发挥与人

民群众“贴得最近、联系最紧”工作优势，战天斗地、

苦干实干，前赴后继、接续奋斗，不仅交出了 3 县 10

村 700 余户贫困家庭如期脱贫的高分答卷，还在乡

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开创了强基础、惠民生、保稳定、

促发展的良好局面，树立了“人民消防为人民”的良

好形象。

会议强调，干部驻村工作任重道远，条件越艰

苦、越能锻炼人。驻村干部要发扬光荣传统，沉下

心来、扑下身子、甩开膀子，敢于到条件艰苦、环境

复杂的岗位锻炼，在经历大风大浪、艰难困苦中摔

打磨砺、增长才干。要以积极的心态尽快进入角

色，克服畏难情绪，通过入户走访、促膝谈心等方

式，把调研的功夫下足，把村情摸透，从群众最渴

望、最期盼、最急切的工作入手，全心全意为群众办

实事、做好事。要坚持严管厚爱，做好管理保障，压

实压细四级安全网格管理责任，认真履行跟踪管理

职责，定期开展慰问活动，帮助群众解决工作生活

困难。要严守党的纪律，规范工作程序，以严的纪

律和过硬作风确保各项工作落到实处。会后，新一

批驻村干部分别递交了《四级安全网格管理责任

书》，并在出征仪式上领取了急救健康包、必备生活

物资。

随后，总队派出工作组依次前往 5 个驻村点，慰

问老队员、安顿新队员，组织开展工作交接，并在各

村村“两委”班子成员的指引下，实地参观了驻村干

部的生活工作环境。期间，工作组一行还与定日县

第十三批驻村工作总领队、定日县委副书记及定日

县强基办相关工作人员开展交流座谈，详细了解总

队驻村工作任务完成情况和人员管理情况，并就深

化农牧区消防安全联防联勤合作机制，共同助力乡

村振兴进行了交流。

在第十二批驻村干部即将离开之际，各村群众

早早来到各自村委会，为驻村干部献上洁白的哈达，

送上最诚挚的祝福，并将从家里带来的糌粑、牛肉干

和肉饼送给他们最敬爱的亲人，上演了一幕幕十里相

送、依依不舍的感人场景。

本报日喀则电（通讯员 多吉

次仁）近日，西藏日喀则市消防救

援支队（以下简称“支队”）联合西

藏自治区登山队、西藏圣山高山

救援队在珠峰大本营前进营地开

展联勤联训、技术交流活动，并初

步达成战略合作意向。期间，支

队在西藏圣山高山救援队的协助

下，成功将中国消防救援队队旗

插在了珠穆朗玛峰峰顶，让队旗

在珠峰高高飘扬。

合作联训建设取得新成果。

支队紧盯基础业务、初战指挥、合

成作战、专业攻坚、安全防护等内

容，联合西藏自治区登山队等单位

在营地开展现场教学、模拟救援、

案例分析、技术研讨等交流活动；

围绕高山、冰川救援两大课题，积

极开展典型案例复盘研讨活动，细

化设置锚点架设、倍力系统制作、

动态保护技术、多角度担架运输等

10 项联训科目；围绕技术盲区，开

设了地形类型与绳索救援技术应

用、高海拔救援风险评估、风险规

避与管理、登山装备应用、体能训

练等 10门理论课程。

课 题 联 合 攻 关 取 得 创 新 发

展 。 支 队 围 绕 超 高 海 拔 救 援 课

题 ，以 驻 训 驻 演 为 契 机 ，依 托 地

方专业救援队深厚经验，开展专

题技术研讨，创新提出了作战单

元“主备结合，消地结合”的优化

编成意见；针对高寒缺氧快速适

应难题，从“轻量化装备、科学化

保 障 、精 细 化 追 踪 ”等 方 面 进 一

步 探 讨 完 善 装 备 携 行 清 单 和 参

数配置标准，切实提升救援队员

作 业 效 率 ；拓 展 形 成“ 模 块 化 运

输 、热 量 食 品 保 障 、液 压 气 动 组

合 ”等 作 战 参 考 意 见 ，助 力 战 斗

力提升。

战 时 联 勤 机 制 得 到 进 一 步

优化。支队重点围绕高空、山地

救 援 综 合 联 训 体 系 建 设 进 行 探

索，会同各方专业力量组建高海

拔山地技术专业示范教学队，对

技术骨干进行强化培训，提高在

高 山 救 援 方 面 同 社 会 专 业 力 量

的 协 同 作 战 、快 速 应 变 、单 兵 实

战以及团队协作能力；推动重点

乡镇建立专职轻型保障队伍，并

利 用 牛 、马 、骡 等 劳 动 牲 口 协 助

各方救援力量完成物资输送、人

员转运等任务。

下一步，支队将进一步发挥应

急救援主力军、国家队作用，聚焦

“新质战斗力”建设，抓实联勤协

作，加强自身力量，提高专业素养，

完善形成更加符合队伍实际的培

训研训机制，并会同地方专业力量

做好人才交流培养工作，力争在全

国打响“珠峰蓝焰”专业救援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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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喀则市消防救援支队联合西藏自治区登山队等单位

开展联勤联训、技术交流活动

5 月 21 日，西藏圣山高山救援队队员携带中国消防救援队队旗成功

登顶珠峰并展示队旗。 （图片由西藏消防救援总队提供）

集中夜查 守护平安

为深入推进电动自行车安全隐患全链条整治行动，切实维

护广大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5月 23日晚，自治区电动自行

车安全隐患全链条整治工作专班组织消防、公安、市场监管、

住建等部门及基层综合执法队、网格力量，在全区范围内集

中组织开展电动自行车夜查行动。

此次夜查主要围绕寺庙文物古建筑、商业综合体、老旧

商（市）场、老城区、老旧小区等高风险场所、区域展开，依法

查处电动自行车非法改装、占用堵塞消防车通道、公共区域

乱停乱放、“飞线充电”等各类违规违法行为，共发现隐患问

题 1352 处，督促整改隐患 1327 处，拖离电动自行车 1316 辆，

实施行政处罚 27起。

图①：昌都市消防救援支队指战员会同公安干警、市场监管执法人员在“九小场所”开展安全宣传。

图②：拉萨市消防救援支队指战员深入老城区民宿，检查电动自行车“飞线充电”等违规行为。

图③：山南市消防救援支队指战员深入住宅小区，检查电动自行车规范停放处的智能充电装置。

图④：林芝市消防救援支队指战员在住宅小区车棚，检查电动自行车停放及充电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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