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山市应急管理局
中山应急函〔2022〕200 号

中山市应急管理局关于市政协十三届
一次会议第 131384 号提案答复的函

王志玲等委员：

你们提出的《关于进一步加强我市森林防灭火能力建设的

建议》（提案第 131384 号）收悉,十分感谢各位委员对中山森林

防灭火工作提出宝贵的意见。提案中，你们指出了我市森林防

灭火基础设施建设相对薄弱，野外火源管理难度大，现有防火

体系不健全等问题，提出了加强防火基础设施建设，提高森林

火灾防控能力和加强防火体系建设（含健全防火预警指挥体系、

加强森林防灭火专业布防、分区域建立应急水源、加强宣传引

导）三个方面 6 条建议，我们都十分认同。现结合我市实际情

况，综合 3个部门的会办意见答复如下：

一、加强防火基础设施建设

在林火阻隔系统和扑火通道建设方面，目前我市基本建成

生物防火与扑火通道网络，建有 422 条、总长度 536.87 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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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度为 20 米的生物防火林带，433.67 公里扑火通道，196.7 公

里有林区道路和 61.8 公里林区小路。为降低重特大森林火灾发

生的几率，充分发挥林火阻隔系统预防控制森林火灾的能力，

我市将按照《中山市森林防火建设规划 2020-2025 年》要求新

增 52 条、总长度为 33.01 公里的生物防火林带，同时将现有重

点林区的生物防火林带加宽到 30 米以上；扑火通道作为实现扑

救森林火灾“打早、打小、打了”的基础，我市将在重要林区

规划建设扑火通道，打通断头路，形成互连互通的交通路网，

真正让扑火道路成为绿色生命通道。

在森林区域供电、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我市累计建成

5G 基站 6451 座，每万人拥有 5G 基站数 14.6 座，仅次于珠海、

广州、深圳，全省排名第四，但是五桂山、东区及广东中山香

山省级自然保护区等部分重点林区仍未完全实现通电通网。对

此，经组织相关单位进行现场勘察，我局已向市政府提交了《关

于建设重点林区森林防火通信基站的请示》，计划在五桂山沉香

林、石塘水库，东区长江水库附近等地新建 5个基站，解决重

点关键林区通电难、通讯信号差等问题。

二、提高森林火灾防控能力

在隐患排查方面，我市根据国家和省的部署，已全面开展

森林火灾普查，预计在今年 6 月查清本市森林火灾隐患种类、

地域分布、隐患爆发条件和时间等森林火灾风险隐患底数等，

建立森林火灾隐患“一张图”，为扎实推进“五清”即清坟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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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林边、清地边、清隔离带、清旅游景区提供更科学有效更有

针对性的依据和指导。

在减少人为性火源方面，我市已在重要进山路口和重要区

域设立了 111 个“防火码”，实行扫码进山。“防火码”是以森

林防火卡口二维码为抓手构建的一套管控体系，能起到有效管

控人为性火源的作用。防火码平台设置扫码登记、宣传教育、

火情报警、违规举报、紧急求救等功能，下一步将在全市所有

主要进山路口推广使用“防火码”实现全覆盖，从而进一步提

升森林火灾综合防控能力。同时市公安局、市自然资源局、市

应急管理局联合组织开展专项“猎火行动”，加强野外火源管控，

遏制森林火灾发生，打击放火、失火烧山、野外违规用火和阻

碍执行森林防灭火公务行为。

在林火监控方面，我市早期建设的森林防火视频监控系统

已经老化，无法进行有效监控且无智能火点探测、预警预报功

能。为快速、准确的进行林火预警、火源监测及定位，经市政

府批准建设的“中山市应急管理局远程林火监测系统”已经在

今年清明节前部署完毕并投入试使用，新建 16 个点位 21 台双

光谱热成像云台摄像机，连同历史可用的 3个站点 6台摄像机，

接入中山市应急管理局远程林火监控系统平台，实现对实时监

控区域内的林火情况并及时预警。经测算，新建的远程林火监

控系统对我市重点林区监控扣除地形、山体阻挡后实际覆盖面

达 85%。还不能实现视频监控的区域主要位于：五桂山长江水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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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侧区域；南区、五桂山、三乡交接区域；翠亨新区石门和合

里交接区域；火炬开发区部门山体；神湾与三乡交接区域部分

山体。对此，我市将进行补盲，根据实际需要由镇街或市建设

双光谱热成像云台摄像机，形成一张网，建设目标为覆盖我市

重点林区 95%以上面积。

三、加强防火体系建设

（一）健全防火预警指挥体系

目前，我市新建的远程林火视频监控系统，除具备视频采

集、热成像感知、火点定位、视频智能分析能力，实现对全地

形森林火点的全天候监测及实时预警功能外，同时具备火情处

置、救援力量查找、预案管理等扑火指挥功能，该系统已具备

单独运行功能并预计在 6 月份可投入使用，在市应急指挥平台

建设完毕后亦可将远程林火视频监控系统可接入市指挥平台，

达到联防联控作用。如发现森林火灾，我市将按照森林火灾“四

个一”应急处置机制：即一个前线指挥部、一个应急指挥中心、

一套工作机制、一个对外发布窗口，进行专业处置。

（二）加强森林防灭火专业布防

森林火灾扑救的主要力量是专业森林消防队伍，目前我市

专业森林消防队伍编制 50 人，驻扎在五桂山南塘村。去年我局

已与火炬开发区、神湾镇签署了靠前驻防合作协议，约定在森

林高火险期和重要民俗节假日由市专业森林消防大队派出队伍

到驻地靠前驻防，但由于专业队伍人数和装备不足，目前仅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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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火炬开发区靠前驻防。对此，我局已向市政府提交《关于加

强中山市专业森林消防队伍建设的请示》，计划将专业队伍扩编

至 100 人，配备足够先进的森林灭火器具（含新增 6吨森林消

防水罐车 2台，3.5 吨森林消防水罐车 4台，皮卡车 2台，物资

装备车、运兵车各 1台，共 10 台车、大型无人机 1台和通信装

备一批），队伍加强建设后将在五桂山驻防并派出队伍到火炬开

发区和神湾镇靠前驻防，形成三角联防之势，确保在发生森林

火灾时专业队伍能以最快时间抵达并进行专业处置。

（三）分区域建立应急水源

中山的水资源丰富，水系发达，在进行森林火灾处置时，

以水灭火是一种主要且十分有效灭火方式。目前我市已布设储

水池（罐）305 个，拟继续建设引水上山灭火系统,打造“水网”

工程，计划按属地建设原则在重点森林防火区，按照每 100 亩 5

吨水的标准，布设消防水池（罐），同时加强森林航空消防取水

点建设，进一步提高航空消防灭火能力。

（四）加强宣传引导

宣传教育是做好森林防灭火工作的第一道防线，目前我市

除开每年 9月森林防火宣传月开展大型宣传活动外，还在重点

时段通过各种渠道开展“五进”即进林区、进农户、进学校、

进景区、进社区宣传，为进一步精准宣传，按照《中山市森林

防火建设规划 2020-2025 年》要求，将在森林公园、重点区域

进山路口设置太阳能语音监控警示杆 56 根，只要有人经过会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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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语音报播森林防火宣传语，并对进入人员录像保存。接下来

我们将继续开“五进”宣传，并加大重要进山路口和区域语音

提示杆建设，建立进山提示宣传，同时要充分发挥市森防指成

员单位行业优势做好群众的森林防火宣传工作在重点时节、重

点村社、重点区域、重点人群进行反复宣传，不断提高和深化

广大群众森林防火安全意识。

专此答复，诚挚感谢你们对我市森林防灭火工作的关心支

持。

（联系人：郑新武，联系电话：88221906，18988565886）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抄送：市政协提案、市政府办公室、市公安局、市自然资源局、市工业

和信息化局

责任科室：火灾防治管理救援科

中山市应急管理局

2022 年 6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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