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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与实践

高层建筑住宅区消防安全教育困境与优化路径
陆金梅

（广西警察学院， 广西 南宁 530000）

摘要：随着高层建筑物的不断兴起，高层建筑物消防安全隐

患问题突出。但是目前关于高层建小区安消防安全教育碎片化、

非常态化，适用性不强，全民防范的效果不佳。本文结合当前平

安社区建设要求，剖析当前高层建筑消防安全隐患特点及面临的

困境，积极探索高层建筑住宅区消防安全教育优化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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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高层建筑住宅区消防安全隐患主要特点

（一）高层建筑物建设不标准引发消防隐患

高层建筑物建设相关管理规定，在建设的过程当中，必须做

好安全防范技术设施建设。然而，部分承建单位为了节约成本，

在建设的过程中使用劣质的建筑材料或者易燃建筑材料，再加上

年久失修，极易引发爆炸、自燃等消防事故。部分高层建筑没有

按照相关的规定安装消防基础信息系统，有些建材质量不达标，

消防建设规划不科学合理，没有做到整体覆盖，甚至有一些高层

住宅区出现搭建违章建筑、违法圈占、设施不齐全等问题。

（二）建筑物内设备使用与管理不当引发安全隐患

随着新能源汽车、电动自行车的广泛应用，高层建筑居民对

充电桩的需求越来越大。由于高层建筑在建设时期前瞻性不足，

对停车位、充电桩等设备、设置供应不足，居民乱拉电线，乱停

车等问题突出，尤其是在停车位匮乏的小区，占用消防通道的现

象时有发生。消防基础设备使用、维护、管理也不到位，灭火器

过期、应急灯不亮、消防栓水管不通、消防门损坏司空见惯。部

分小区物业管理在这方面的投入与管理不重视，社区安防人员流

动性比较大，很多消防检查工作都是水过鸭背，一旦发生消防安

全事故，给居民带来的损失难以估量。

（三）高层建筑紧急避险、救援难度较大

由于高层建筑物楼层较高，特别是超高层住宅区，紧急避险

通道有限，人员众多。一旦发生消防安全事故，基于居民施救的

本能，未能在短时间内采取合理、科学的应急措施，开窗跳楼、

楼梯踩踏等消防事故二次伤害事件时有发生。此外，在消防救援

过程中，由于救援梯、水压枪施救距离有限，对于超高层的消防

事故，有时候消防人员也是有心无力。基于此，做好高层建筑住

宅区的消防安全设施建设，日常管理，消防知识的教育工作，尤

为重要。

二、高层建筑住宅区消防安全教育的困境

（一）高层建筑住宅区消防安全教育碎片化

目前高层建筑住宅区消防安全教育不够系统、不够深入，碎

片化、非常态化问题突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高层

建筑住宅区消防安全教育知识模块碎片化。高层建筑住宅区消防

安全知识主要包括建筑安全、设备安全、日常管理安全、生活用电、

用气安全等等。每个知识模块下面涉及到的行业标准、技术标准、

管理制度、应急预案等方面都存在很大的差异性，要将每个知识

模块的理论与实践知识，通过有趣通俗易懂的方式展示给群众，

需要消防安全教育人员掌握扎实的业务基础知识，同时还必须具

备宣传教育的基本功，才能将消防安全教育做到入心、入脑、入行。

但是社区消防安全教育宣传工作当中，没有专职的宣传教育人员，

大都是在消防安全检查、宣传教育整顿专项行动中开展宣传教育

工作，具有较强的时间限制、内容限制、模式限制。二是高层建

筑住宅区消防安全教育非常态化问题突出。在社区消防安全教育

社会公共服务提供中，由于缺乏人力、物力支持，大都是以专项

行动的形式，抽取部分小区进行消防安全教育活动，社会服务面

不够广，宣传力度不够强，宣传知识体系不够全面。在日常管理

过程当中，很多高层建筑住宅区都缺乏消防安全教育常态化机制，

在调研过程当中，有些居民反映“我们想了解更多的消防知识，

但是不知道从哪里看是比较权威的，系统的，全面的知识。网上

有一些短视频或者消防安全公益广告也都是非常简短、知识点不

够多。” 三是社区消防安全演练不足。消防安全演练活动主要集

中在学校、单位、特殊行业等重要场所，居民日常组织的消防安

全演练活动凤毛嶙峋，老年人对消防知识演练认识与参与度远远

低于中青年，儿童虽然在学校有过演练，但是在缺乏老师和大人

指导下，很难及时作出正确的反应。然而中青年由于早出晚归，

对家庭中安全隐患排查不及时、不到位，甚至有些家长出现抵触

心理，不利于整体性的消防安全教育建设。

（二）各部门之间安全消防安全教育合力欠缺。主要表现在：

一是部门职责差异性在消防安全教育部门联动方面衔接不足。参

与社区消防安全教育的部门主要包括社区民警、网格员、消防人员、

物业管理人员、保安、社区管理人员、居民等多个组织、多个部

门。由于各个部门的工作重点、工作职责、工作要求不一样，在

进行消防安全教育的侧重点也不一样，消防安全教育绩效评估标

准也不一样。在高层建筑住宅区消防安全教育部门协同治理方面，

缺乏信息沟通平台，同部门之间上下我沟通，跨部门之间联席联

动渠道不畅通，很难达到预期效果。二是高层住宅区消防信息资

源整合力度不足。由于高层建筑小区消防安全知识体系分布在不

同的部门、不同的行业。在教育信息资源整合过程中涉及到人员、

标准、考核等方方面面的问题，部门信息共享不足，最终不利于

整个社区消防安全教育系统化、实战性、科学化。

（三）居民消防安全防范认知不足。

一是居民对消防安全意识不强，在日常的生活当中，缺乏消

防安全常识。乱丢烟头，乱拉电线，使用燃气后未及时关闭阀门，

吹风机突然停止使用后仍然带电搁置等等日常安全消防防范意识

不强。住在中高层的居民，极少有人在家里准备有灭火毯、逃生

绳、灭火器等相关消防应急设施，一旦发生火灾，应急通道被堵，

被困居民逃生的机会降低。二是对消防安全教育案例或活动回应

力不足。对消防安全事件敏感度不够，即使在多媒体上看到相关

的安全事件报道，也是以看客的心态去面对，没有结合自己所居

住的住宅小区安全隐患，有针对性地、自主学习高层住宅区消防

安全知识。对于社区工作人员、社区民警、物业等部门开展的消

防安全教育活动，参与度不高。在社区里开展的消防安全教育活

动一般都是一些老年人参加，部分老年人去参加相关活动是为了

凑热闹、打发时间或者领一些小礼物，对安全教育活动实质性的

目的和教育内容关注度不够，实践应用力度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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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居民消防安全教育系统化学习渠道欠缺。

一是居民消防安全学习网络杂乱无章。如上所述，基于建筑

社区消防安全教育知识模块碎片化，资源整合力度不够等问题，

平时居民所获得的消防安全信息知识主要是通过小区宣传栏朋友

圈、微信群、自媒体、公众号、电视新闻等途径进行学习，一方

面能够拓展居民学习消防安全知识的途径，增加一些消防安全学

习乐趣，但是居民所掌握的知识和技能相对片面性。当今自媒体

发展迅速发展，网络教育平台应势而生，在为居民掌握了解消防

安全信息提供了便利的同时也面临着信息没有进行比较严格的审

核，部分博主为了流量效益，在宣传教育的过程当中，言语不当、

过于夸大某种场景或者技能；过于夸大某种社会影响力；对公民

系统化地掌握客观、科学的消防知识体系有阻碍作用，甚至有时

候起到的是误导性作用。二是缺乏专业化的培训人员。在部分高

层住宅区中由于物业管理人员，安保人员，在消防安全管理和维

护方面的知识比较匮乏，工资待遇不是特别高，对于日常的消防

文件管理、安全隐患排查等等都是流于形式，对消防安全教育宣

传工作不感兴趣，也无能为力。三是高层住宅区内部消防安全教

育仅仅局限在发发传单、贴贴公告栏，在业主微信群中偶尔发一

些信息。鲜有社区能够结合本社区具体情况进行针对性地开展消

防安全知识讲座、消防安全演练。有些群众想参与相仿演练提高

逃生技能和灭火技能，无奈无人组织，难以形成气候。

三、高层建筑小区消防安全教育优化路径

（一）加强社区居民自我学习意识

一是鼓励宣传，群众主动积极学习消防安全知识。多维度、

多模式给高层住宅居民进行消防安全教育，通过典型的案例、身

边的事实、入户走访等方式加大宣传力度。让更多的群众牢固树

立对本辖区消防安全问题的主人翁意识，积极去关心身边的消防

安全问题，关注社区消防安全隐患，自觉维护辖区内消防安全基

础设施。二是鼓励居民对本辖区消防安全隐患问题进行大讨论、

大监督。通过居民的自我管理，自我发现，将社区消防安全教育

工作内化于行心，外化于心。加强居民对消防安全隐患问题的感

知度，通过讨论让居民深入的掌握社区消防安全风险和应对机制。

三是对社区消防安全教育工作进行回访。 通过入户走访、问卷、

线上采集、意见箱等形式，多方面收集群众对消防安全知识的需

求点，宣传教育方式的偏好。不断的改进教学方式和方法。通过

回访深化宣传教育的成果应用价值，构建和谐的邻里关系，物业

关系，政社关系，让更多的群众积极地投入社区消防安全教育工

作当中。

（二）建立多渠道、多维度安全教育平台。

一是充分利用网络平台加强社区消防安全教育。充分利用“互

联网 +”、大数据、自媒体促进网格化宣传教育，利用新媒体、

网络等新型的宣传教育方式，与政府职能部门工作相结合，在消

防宣传工作中进行创新应用，利用高新技术、网络平台研发一些

消防安全小游戏，潜移默化学习消防安全知识，通过建立社区融

媒体，定期发布不同类型的消防安全知识以及消防火宅典型案例。

此外还可以通过建立消防安全管理 AR 体验，让群众身处火灾模

拟情况，从情感、心理、思维上对消防安全相关知识加深认识，

并形成条件反应，能够在消防安全事故面临积极、科学、及时应对。

二是丰富高层建筑社区宣传模式。充分挖掘社会组织力量参与社

区消防安全教育工作，通过“身边人，说身边事”了解身边安全

问题。也可以成立社区公共安全委员会，通过定期开展业务交流，

制定宣传计划，最大限度地降低宣传成本，提高宣传教育的成果

立竿见影的步伐。通过社企合作研发更多的安全教育技术、平台，

提高居民学习的便利性和实践效果的实操性，从而形成高层建筑

社区多元化、多维度、多层次的研究与实战平台。

（三）建立高层建筑社区消防安全教育资源库。

一是建立社区消防安全教育师资资源库。市区、县级政府部

门应该整合各方面的资源，不断挖掘社区消防安全教育教师，对

于那些有实战能力经验、基础理论扎实、政治素养高、讲课能力

强的实战业务能手和大中小学教师等进行师资人才库归档，结合

不同的消防安全信息工作需要，精准化、科学性地派选优秀的教

师到社区开展业务工作。通过师资队伍资源的建设有利于有效的

整合各部门的资源，通过“大宣传”“大走访”“大覆盖”系统

化的消防安全知识宣传教育，让更多的群众了解社区消防安全知

识，提高群众的消防安全防范能力。二是通过多部门协同加强社

区消防安全法制法规、管理机制、应急预案方面资源库的建设。

各个部门结合本单位的工作特点、职责要求、国家方针政策、部

门消防安全管理与监督教 育等业务公安，将消防安全信息资源共

享到协同管理平台，有利于社区工作人员、安保人员、居民本人

提高按消防安全法律意识，提高社区工作人员综合应对能力。三

是加强社区消防安全管理标准化建设。通过收集各个行业消防安

全标准，并将标准通过简易的方式公布到各类平台，让社区居民、

对消防安全教育工作者和管理者对标对表开展相关业务工作，减

少部门信息壁垒，提高宣传的权威性增强社区消防安全教育的实

战效果。

（四）整合基层社区消防安全教育合力。

一是建立基层社区消防安全教育网络机制。以市、区、县党

委部门领导，各个业务分管部门分工落实，以社区为核心，将社

区工作人员、社区居委会、社区民警、物业公司、消防人员等多

部门力量整合，建立常态化的合作机制。对于社区中消防安全隐

患难点和焦点问题，及时对接，通过定期开展联合安全隐患排查

和教育宣传活动，加大社会网格员主体责任意识，增强各业务部

门责任担当，鼓励社会治安积极分子、志愿者积极参与社区消防

安全教育活动，提高社区消防安全教育效度和影响力。二是加强

技术创新，促建社区消防安全网络化教育。加强党委引领、政府

指导、企业投入、公民参与消防安全教育大活动。针对重点部位、

安全隐患问题较突出的住宅区，政府部门要加强引导，结合社区

现状，加强政府投入或者社会投入资金进行技术改造，增加防火、

逃生、报警、消防设施等宣传资料，盘活消防安全教育资源，丰

富教育宣传模式，提高宣传教育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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