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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21 日是国

际森林日。当前，我

国已进入春季防火

紧要期，森林草原

防灭火形势如何、

怎样防范森林草原

火灾、如何科学逃

生避险……针对社

会关切，应急管理部

当日举行“人人讲安

全、个个会应急”系

列安全知识发布会，

介绍森林草原防灭

火安全知识。

当前森林草原防灭火形势如何？

森林草原火灾是八大自然灾害之

一。“从总体上来说，近年来我国森林火灾

总体呈下降趋势。”应急管理部监测防火

司司长杨旭东说。

数据显示，1950年至1989年，我国每

年 森 林 火 灾 平 均 起 数 约 为 1.6 万 起 ；

1990年至2020年，已经降至6000起左右；

2021年至今，进一步降至千起以内。

当前正处于春季防火期，气候干燥，

大风天气频发。据国家森防指办公室会

商研判，今年春季我国气温总体偏高，降

水总体偏少，部分地区旱情可能持续并发

展，高火险区域将不断扩大，呈现“南北并

重”态势，森林草原防灭火形势严峻复杂。

春季防火期，有哪些注意事项？

引起森林草原火灾的原因分为自然

因素和人为因素。杨旭东介绍，总体来

看，祭祀用火、农事用火等人为因素是主

要原因，占起火原因的比重超过90%。

清明节将至，野外祭祀活动通常要点

烛、燃香、烧纸以及燃放烟花爆竹，这些活

动都极易引发森林草原火灾。历史统计

数据表明，在我国造成森林草原火灾的原

因当中，祭祀用火排在第一位。

东北林业大学林学院院长孙龙建议，

当地政府和主管部门应设立便民集中的

祭祀地点，配备必要的防火设施，安排专

人进行服务和管理，减少失火的风险。民

众去森林草原地带祭祀时，倡导用献花、

除草、种花、植树等方式来祭奠亲人，做到

祭祀时少用火、不用火。

此外，春游踏青、进山入林的人逐渐

多起来。山东省淄博市原山林场场长高

玉红提示，不要携带火种进山入林，选择

无火露营的方式，使用自热食品或非明火

炊具，并做好对少年儿童的看护、教育，避

免因玩火引发火灾。

农事用火应该注意些什么？

当前各地农事用火增多，孙龙认为，

要从3方面着手，预防“跑火”。

一是开展农事用火之前，要向所在地

的村民委员会或居民委员会办理野外用

火的审批手续。村民委员会或居民委员

会要督促用火单位和个人采取相应的防

火措施，要落实监管用火现场的责任人。

同时，要事先清理邻近林地和草地的边缘

可燃物，形成隔离带。

二是在用火时要关注天气预报，严禁

在高温和大风天气用火。一般要在火险

天气等级三级以下才能用火，用火时要携

带灭火工具，注意看守，要做到“用火不离

人、离人不用火”。

三是用火之后，要全面检查用火区

域，用土熄灭余火，确保明火全部熄灭后

才能离场，做到“残火不过夜”。

在野外遭遇山火，怎样科学逃生避险？

“遭遇山火，首先要做到的就是保持

冷静、判断火势。”孙龙介绍，如果火势比

较小，可以利用身边的树枝拍打火苗，或

者用土覆盖的方法来控制火势；如果火势

较大，要避免与火直接对抗，并以最快的

速度撤离至安全区域，等待专业的扑火队

伍来处置。

撤 离 过 程 中 有 哪 些

注意事项？孙龙带来 4 点

建议——

一是要选择正确的逃生路线，优先选

择向逆风或侧风方向逃生，往开阔地、道

路或者河流等没有可燃物的区域逃生，千

万不能顺风跑。

二是要降低重心，避免吸入浓烟。火

场周围浓烟密布，要用湿毛巾或者湿衣物

捂住口鼻，防止过多吸入浓烟。烟是往上

升的，身体越低越好。

三是要前往空旷地、烧过的地方、岩

石区、溪流边等安全区域躲避，千万不要

进入密林、草丛或者谷底等危险地带。

四是要及时求救，拨打12119或者向

外界发送位置信息。如果手机用不了，可

以站在较为明显的位置，挥舞鲜艳的衣物

或者旗帜，等待救援队伍快速发现自己。

12119是全国统一的森林防火报警电

话。应急管理部新闻发言人申展利提醒，

报警时注意做到“三个讲清楚”，即尽可能

讲清楚具体地名、山名；讲清楚火势大小

和植被情况；讲清楚报警人的姓名、身份

和联系方式，以便精准调度救援力量。

据了解，“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系列安全知识发布会旨在进一步普及安

全知识，提升公众安全意识和应急避险能

力，后续还将介绍防汛防台风、地震逃生、

用电用气等安全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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