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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拉特前旗农村消防力量建设研究 

冯龙 

(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旗消防救援大队 内蒙古巴彦淖尔 014400) 
 

摘  要：大力发展政府、企事业专职消防队伍和消防组织，是推进消防工作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提高社会防控火灾能

力的基础和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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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提出，

优先发展农业农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新农村消防力量建

设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实施乡村建

设行动，深化农村改革的一项重要安全保障。本文以内蒙古

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旗农村消防现状为例进行问题分析，探

讨了乡村消防力量建设的模式，提出相应的建议。 

一、乌拉特前旗概况 
乌拉特前旗位于内蒙古自治区西部，河套平原东南端，

地处呼、包、鄂“金三角”腹地，是巴彦淖尔市的“东大门”。

乌拉特前旗总面积 7476 平方公里，辖 11 个苏木镇、5 个农

牧场、93 个行政村，村民小组 595 个，总人口 34.3 万人，

其中近三分之二的人口为农村人口。据统计，近年来农村火

灾起数占总起数的百分之四十八以上。 

二、乡村消防安全现状 
（一）消防基础设施薄弱。由于多年来乡镇规划无法到

村一级，农村消防设施建设一直没有列入公共财政支出，缺

乏相应的资金支持，导致了农村消防基础设施非常薄弱。内

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旗，依托“村村通”公路建

设，近年新建通村油路建设 120 公里、通村砂石公路 75 公

里，消防车通行得到了极大改善，然而相对于整体辖区面积

而言，仍有许多村组难以通行消防车辆。而行政村消防设施

基本空白，由于没有乡村消防规划，新建道路完全没有配套

消防设施建设。 

（二）专业消防力量匮乏。 

由于缺乏财政资金保障，目前乌拉特前旗有国家消防救

援站 1 个，政府专职消防站 5 个，企业专职消防队 2 个。其

中乡镇专职消防队伍人员构成主要是以乡镇政府工作人员

或者派出所民警为主体，平时从事政务工作，在出现火警报

告后，再参与到灭火中。而企业专职消防队伍，出于节约资

金考量，大多由企业保安人员兼任。所以名为政府专职或企

业专职消防队伍，实际都是兼职队伍，专业化程度低，管理

难度大，人员实力薄弱。 

（三）城市消防力量远水不解近渴。 

依据《城市消防站建设标准》关于“普通消防站辖区面

积不宜大于 7 平方公里”的规定，唯一一座城市消防站覆盖

半径只有七公里，而两支企业专职消防队伍全部集中在工业

园区。乌拉特前旗跨度大、地域广，最远的  距离城市消防

站  公里，救援路途时间需要   小时以上，远水不解近渴，

城市消防力量远远不能满足偏远地区的火灾扑救需要。 

（四）村民消防意识相对薄弱。 

农村牧区建筑耐火等级低、消防力量不足、基础设施缺

乏、规划不合理、水源缺乏，。相比发达地区，农村消防工

作基础薄弱，社会化程度总体水平不高，法制化水平较低，

消防管理体系不健全，农村消防组织缺失和断层现象仍普遍

存在。消防安全教育普及率低，村民消防安全意识和自防自

救能力不强，村民生活用火、用电不规范，居住场所周围仍

然大量存有柴草、积杆等易燃堆垛，“火烧连营”的火灾时

有发生，而烧荒行为依然屡禁不止。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各类火灾隐患和火灾荷载日

益增多增大，农村消防工作任务日趋繁重，农村消防力量发

展的滞后与社会需求慢慢凸显出诸多矛盾，加之经费投入不

足，致使专职消防队伍车辆、人员、装备等实力不能稳定增

强，农村火灾防控依然形势严峻。 

三、农村消防力量建设情况分析 
消防队伍是农村防灭火的基础。当前我国农村消防队伍

的构成主要包括四部分，其一是城市消防救援站，其二是乡

镇政府专职消防队伍，其三是企业消防队伍，其四是志愿消

防队伍。其中，志愿消防队伍的建设因为人员、装备、车辆

和资金保障的匮乏无法发挥有效作用，那么在城市消防救援

队伍没有足够力量或者无法短时间内到达火灾现场的情况

下，专兼职消防队伍就成为了农村扑救火灾的重要依靠，有

时甚至成为主要消防力量。 

（一）法律法规及各项规章制度落实不到位，不利于专

职消防队伍发展。在运行经费保障方面，《巴彦淖尔市人民

政府办公厅印发<巴彦淖尔市农村消防站建设管理办法>的

通知》（巴政办发[2016]19 号）中，对专职消防队伍的保障

经费、用工制度、工资福利、医疗保险、油料、器材、灭火

剂补偿虽然有做出规定，但实际执行不到位。全旗 5 个农村

消防站，财政预算每站每年仅 7.5 万元经费，到位经费可能

不足 5 万元。在人员工资补助方面，《劳动法》第 36 条规定：

“国家实行劳动者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 8 小时，平均每周工

作时间不超过 44 小时的工作制度”，第 44 条规定：“安排劳

动者延长工作时间的，支付不低于工资 150%的工资报酬。

休息日安排劳动者工作不能安排补休的，支付不低于工资的

200%的工资报酬。法定休假日安排劳动者工作的，支付不

低于工资的 300%的工资报酬。”消防救援队伍因执勤需要

24 小时备战，和《劳动法》用工规定相抵触，专职消防队

伍现有专职消防员不足，大部分专职消防员无法接受长时间

的执勤、训练、灭火救援等工作，工资报酬也偏低，人员流

失情况突出。 

（二）专职消防队员用工性质、管理教育模式制约了专

职消防队伍的发展建设。灭火救援是一项高危险的职业，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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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人员要有良好的身体、心里素质和必要的专业技能，还要

经过实战磨练。现阶段招录人员一般都把招收年龄限定在

28 周岁以下，这些对于应聘的人员来说，主要存在两个顾

虑：一是不能长期发展。二是在专职消防队能够学习实用技

术的机会很少。这样在解聘之后，年龄与专长成为再次就业

的障碍。很多队员刚开始受聘时，是为了解决就业，当个人

的需求不能满足时，就跳槽或者撒手不干，队员的思想极不

稳定，很难取得拴心留人的效果，愿意长期留在专职消防队

伍工作的人员很少，队伍发展缓慢。此外，大部分专职消防

队员由社会青年构成，长期的社会生活使之不能适应现有的

管理教育模式，导致专职队伍管理难的现象发生。 

（三）专职消防队员发展受财政支持、企业收益限制，

发展前景不明朗。按照《全市农村消防站建设管理暂行办

法》，各乡镇都应逐步建立自己的政府专职消防站，配套每

站每年不低于 7.5 万元的运行经费，并按百分之十的幅度逐

年递增。但是由于政府实际的财政困难，2008 年至今乌拉

特前旗只建成 5 座乡镇政府专职消防站，且运行经费大多不

能足额拨付，出警补助和人员津贴更是难以满足。而企业专

职消防队不仅深受企业本身效益的影响，更因为主要职能是

本单位的消防安全，在本单位很少甚至不发生火灾的情况

下，任务不能饱满，大部分的队员和车辆器材都处以战斗准

备状态，久而久之，企业看到专职消防队发挥的作于达不到

预期，难以体现，就放松了对企业专职消防队伍的重视。而

政府对于专职消防队伍的补贴补助，也因程序复杂，核算繁

琐，企业政治地位较低等原因，往往一拖再拖，甚至不了了

之。以上问题导致了政府专职消防员和企业消防队员根本利

益得不到保障，“一职多能”现象明显，大多消防员只是有

专职队员的名分，但每日的工作与消防工作无关，专职队员

得不到职业自豪感，制约了队伍长远发展。 

四、推动专职消防队伍力量建设的建议 
（一）加强政府主导，完善财政保障。从乌拉特前旗农

村消防力量现状来看，主要是推动公共消防设施建设和消防

队伍建设，积极开展农村防火自救。农村消防力量建设是社

会公共事业的一部分，从消防设施、消防器材到消防车道、

消防人员工资等都需要资金支持。但是从实际情况来看，如

果完全依靠政府供给，导致乡镇财政紧张，往往无法有效地

实现农村消防设施建设，这也导致消防力量建设远落后于其

它公共事业发展。因此，结合实际原因，农村消防力量建设

要坚持多元化，积极发挥不同部门、不同地区之间的作用。

这些资金的来源主要由政府、企业和村民集资构成，其中最

主要的来源是政府拨付。农村消防力量建设虽然是新农村建

设的重要内容，但是其中却没有消防专项资金的支持。针对

这一问题，首先应当进一步完善财政制度，为农村消防建设

提供稳定的资金保障。将农村消防经费作为专项经费，结合

实际，多方筹措资金，积极建设消防力量队伍。 

（二）依托政府长效机制，建立不同形式消防队伍。首

先政府要建立农村公共消防长效机制，由政府统一管理公共

消防设施，改善农村消防设施建设，同时提供相应的管护资

金。另外，多种形式消防力量符合乡村振兴建设的实际需要，

对新农村消防安全有着积极的保障作用。由于乌拉特前旗地

域广，人口多，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有所不同，政府要合理规

划，安排统筹。对邻近的企业专职消防队的资源，可按照就

近原则，进行资源整合，合理利用。以黑柳子工业园区为例，

附近企业可以提供资金支持的方式，做大做强包钢庆华企业

消防队，根据附近大型企业的实际需要，增加队伍编制，改

善年龄结构，科学队伍调配，确保队伍保持旺盛的战斗力。

再次，组织主管部门和群众进行监督，不断完善长效统一的

管理机制，使其更好地服务于当地群众。 

（三） 把消防力量建设纳入农村公共服务范围，给予

更多的资金支持和其它供给。消防工作是风险较高的职业，

消防队员在救援过程中很可能出现生命危险，而缺乏相应的

社会保险保障，这也给队员们造成了一定的后顾之忧，而且

消防人员待遇低也会影响工作积极性。应将专职消防队员纳

入高危险性岗位并享受相应的工资福利待遇，对专职消防队

员的职业资格上岗制度和伤亡优抚安置提出明确要求，建立

健全监管、考核、奖惩工作机制，对在防火、灭火和抢险救

援工作中作出突出贡献或者取得显著成绩的集体和个人，一

并纳入消防救援队伍评优评奖范围，政府应进行评功嘉奖，

建立对专职消防队伍的车辆减免税收、免缴通行费、适当延

长报废期和扑救外单位火灾费用补偿等做出具体规定。此

外，还应当加强对专职消防队员的培训、管理和日常教育，

专职消防队员的教育既要借鉴消防救援队伍的好的做法，也

要区别对待，紧贴专职消防队伍建设的实际，体现教育的针

对性，进一步提升消防队员的专业技术水平，稳定人员队伍，

努力提升他们的战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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