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欠发达地区消防救援现状及对策研究 

魏  佳 

锡林郭勒盟消防救援支队  内蒙古锡盟  026000 

摘  要：深入研究欠发达地区消防救援工作存在的问题，对于提高队伍专业作战水平、现场安全管控能力、复杂灾害处置手段等方法途径，

具有重大意义。本文详细剖析了欠发达地区消防救援工作现状，并根据存在的问题提出对策，以期提升欠发达地区消防救援队伍的工作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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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新要求新形势，消防救援工作在人员、装备、保障等仍有

许多不适应。深入研究欠发达地区灭火救援作战能力存在的问题和

不足，对于找寻提高队伍专业作战水平、现场安全管控、复杂灾害

处置能力等方法途径，有着非比寻常的作用和意义。 

1 消防救援队伍现状 

2018 年以来，消防救援队伍牢固树立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训词精

神的根本指导地位，攻坚克难，敢打必胜，全面锻造坚强过硬队伍，

实现了历史性转型重塑。 

力量体系更加完善，使命任务越发艰巨，智慧消防越发有效，

社会期待越来越高。 

2 欠发达地区消防救援中存在的问题 

2.1 基层消防安全工作滞后 

一是消防安全自救能力不足。全民消防安全“四个能力”水平

普遍偏低，特别是组织疏散逃生、扑救初期火灾等自救能力欠缺。

以欠发达地区为例，消防控制室值班操作人员持证上岗率不足

40%。二是基层消防组织薄弱。乡镇、社区由于人员、经费投入不

足等原因，消防工作作用发挥不明显，社区微型消防站建设工作推

动十分缓慢，消防安全社区创建达标率较低，无法与辖区消防救援

队伍联动联战。三是消防水源建设欠账严重。该地区 854 个（自然）

村中，仅有 112 个设有满足消防用水要求的灌溉机井，缺建率达 

87% 。 依 据 国 家 标 准 《 消 防 给 水 及 消 火 栓 系 统 技 术 规 范 》

（GB50974-2017），市政消火栓缺建 2210 个，欠账率达到 49.84%。 

2.2 应对综合性灾害经验不足 

一是灾害事故类型复杂。转制后，消防救援队伍职能从原来常

规单一的“灭火救援”向“综合性应急救援”转型升级，进一步扩

展了防汛、抗旱、矿山、地震、地质灾害等多种事故灾害救援，处

置难度进一步增大。二是专业化队伍建设有差距。一些地区的专业

队建队模式通常属于“拼凑式”，主要依托现有基层消防站挂牌成

立，由于编制、人才、骨干力量不足、装备建设重点不突出。三是

专业处置水平有待提高。欠发达地区消防救援人员通常无法针对矿

山、地震、地质等灾害事故开展专业训练，造成对复杂性、特殊性

和危险性的新材料、新工艺以及较大自然灾害事故的灾情评估不

够。 

2.3 车辆装备建设水平落后 

一是基本防护装备等级不高。个人防护装备配备长期不到位，

短缺率为 17.52%，且高性能的消防员防护装备配备数量少。二是

适用装备器材短缺。辖区消防救援站器材装备配备水平均未达到城

市消防站装备配备标准，泡沫灭火剂储备较少。专业队装备总缺配

率为 46.64%，地震救援专业队装备短缺率为 55.01%，水域救援专

业队（支队级）装备短缺率为 13.24%。三是车辆配备结构单一。

队站普遍装备以水罐消防车和普通抢险救援车为主，综合性能较高

的灭火消防车数量明显偏少，70%的消防站缺乏登高救援能力。专

勤消防车、战勤保障消防车缺配种类较多，执勤车辆整体结构不合

理。 

2.4 基础保障水平偏低 

一是战勤保障与训练基地未能投入使用。支队训练基地建设工

程（含战保功能）尚未竣工。且战勤保障工作没有实体化运行的场

所，缺少人员和车辆装备。二是训练基础设施短缺。缺少模拟训练

设施，大部分消防站只能开展简单的体能训练，无法开展专业化技

战术训练，也无法针对易燃易爆、坍塌、地下、交通、危化品泄露

等特定灾害事故开展模拟处置训练。三是经费保障水平不高。据统

计，2019 年该地区支队本级地方经费仅为同省地区经济较为发达支

队的五分之一左右，处于后位。2020 年，该地有 69.23%的大队业

务经费未达到 低保障标准。 

2.5 多种形式队伍力量不强 

一是专职队员人数较少。辖区有 2 支政府专职消防队伍中的队

员不足 10 人，在 24 小时倒班执勤下，人数少到无法组成基本作战

单元。二是政府专职队伍力量薄弱。各政府专职消防队车辆器材不

足，备份比低，消防水带、水枪等易损的基本装备器材无法满足逐

年更新的要求。依据《乡镇消防队》（GBT 35547-2017），该地区应

建 26 支乡镇消防队，目前有 13 支未建成，缺建率达到 50%。三是

待遇反差较大。政府专职消防队员聘用方式复杂多样，待遇差距较

大。有的待遇保障仅仅停留在一般职工水平，这与灭火救援工作任

务重、危险高、训练苦、管理严、工时长等特点形成较大反差。 

2.6 信息化建设水平不高 

一是指挥调度系统设施陈旧。辖区支队指挥中心于 2007 年投

入使用，目前设备老化陈旧、功能落后，长期 “带病”运转。二

是指挥系统网络升级缓慢。不能完成智能接处警系统、应急指挥骨

干网接入等建设任务，无法满足当前实战指挥调度需要。三是现代

化作战指挥体系不健全。现场联合作战关键应急通信装备配备不

齐，远程语音通信电台、语音通信基站、大型卫星便携站等通讯器

材短缺严重，智慧消防推进缓慢。 

3 欠发达地区消防救援工作提升对策建议 

3.1 夯实基层消防安全工作基础 

一是健全责任体系。以《消防法》、《消防安全责任制实施办法》

等消防法律法律规为基础，认真贯彻落实《“十四五”消防救援事

业发展规划》，建立健全重大自然灾害和安全事故调查评估制度，

各级党委、政府、安委会、防火委定期研究消防工作，将消防责任

制落实纳入领导干部政绩考评体系，构建完善党委、政府、部门、

单位、公民“五位一体”的社会消防责任体系。二是提升社会防灾

减灾能力。将消防宣传教育纳入全民素质提升计划，每年组织“119

消防宣传月”活动，各级新闻媒体将消防宣传教育内容纳入公益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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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内容范围，鼓励、引导社会力量设立消防安全培训机构，开展消

防安全常识和自动消防设施操作等技能培训，确保重点单位和场所

消防管理员和消防控制室值班人员持证上岗率达到 100%。同时，

继续深化消防安全网格化管理，支持引导社区居民开展风险隐患排

查和治理，提升消防安全自防自救能力。三是推进市政消防建设。

将消防水源建设纳入城市发展同步规划、同步建设，制定消防水源

建设规划，逐年合理分配建设任务，加快补齐历史欠账。各级（区）

政府（管委会）应当组织有关部门制定市政消火栓专项建设计划并予

以资金保障，逐步达到市政消火栓建设率、完好率 100%；同步开展

农村牧区消防水源、消防车通道、消防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工作，确

保所有嘎查村至少建立 1 个固定消防车加水点，并应具备不间断供水

条件，缺水地区采取修建消防水池、水窖等方式解决消防用水。 

3.2 铸造一支消防救援铁军劲旅 

一是坚持全员岗位练兵。深入贯彻总书记讲话精神，主动对标

“主力军、国家队”定位，深入研判辖区灾情形势和特点，找准自

身短板，立足“大应急、全灾种”实战需要，开展全员岗位大练兵

工作，提升消防救援队伍整体战斗力，充分发挥好应急救援 “主

力军”和“国家队”作用。二是建强专业队伍。在现有的专业队的

基础上，进一步扩充人员实力，配备所需专业器材装备，重点针对

高层、地下、化工、水域、低温雨雪冰冻等事故灾害，强化专业训

练、演练，有效提升消防员专业化水平，切实打造尖 和拳头力量。

三是锻造过硬本领。统筹各类专业救援队人员和装备，开展整建制

协同作战训练，综合运用“真烟真火”模拟等实战化练兵方式，加

强技战术合成训练，突显单元化战斗力的提升。将人员与装备有机

结合，战斗力融合达到二者 佳状态。 

3.3 加强消防救援装备建设 

一是配齐个人防护装备。尽快按标准配齐消防员防护装备，并

根据冬夏不同灭火救援作战防护需求，完成消防员基本防护装备配

备任务，提高消防员防护装备的舒适性和适体率，要按照消防员工

作年限和消防员防护装备使用寿命，定期更新，确保防护性能。视

情加大高性能防护装备的配备力度，减轻装备重量，提升防护等级，

提高综合性能。二是配强特种攻坚装备。针对高层、水域、地震、

化工等救援特点，加强防坠落装置、水带及器材高层运送敷设装置、

生命探测仪、混凝土破拆工具组、化学救援、侦检等装备的配备，

及时更新损耗严重的器材，储备足量灭火药剂。同时，依标配齐地

震、化工、水域等专业队器材装备，增配高精尖装备。三是优化消

防车辆装备配备结构。按照“标准配备与实战需求、常规配备与攻

坚配备、基本配备与针对性配备相结合”的原则，逐步调整和优化

消防车辆装备配备结构，提高城市主战消防车、举高消防车、专勤

消防车、战勤保障消防车的配备比例。根据辖区保卫对象特点和区

域灭火救援及战斗编成情况，确定执勤消防站消防车辆构成，以满

足灭火救援实战需求。辖区内高层建筑较多的地区，应适当配备高

层供水、举高破拆消防车、照明排烟消防车等车辆；辖区化工企业

较多、规模较大的地区，应逐步配备大功率、大流量、远射程泡沫

消防车、多剂联用举高喷射消防车、化学事故抢险救援消防车、化

学洗消消防车、大流量消防拖车炮、大吨位水罐拖车等特种装备；

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县（市、区、旗），应重点配备轻型主战消防

车、抢险救援消防车。 

3.4 全面强化消防要素保障 

一是实体化运行战保模式。充分考虑消防救援队伍全年 365 天、

每天 24 小时应急值守，随时可能面对极端情况和生死考验的现实。

加快推进战勤保障与训练基地建设工程进度，保障经费投量，确保

如期竣工，尽快交付使用。招录多种形式的战勤保障人才，实现实

体化保障运行模式，有序充实战勤保障车辆器材装备及应急物资储

备，充分发挥训练基地及战勤保障效能，不断提升“灭大火、救大

灾”的作战行动保障能力。二是完善训练模拟设施建设。针对高层、

地下、化工、水域等灾害特点，加快推进基地模拟训练设施建设，

包括烟热、燃烧、火幕墙、化工装置、油管、气体储罐火灾事故处

置等“真烟真火”模拟训练设施，有条件的县（市、区、旗）同步

规划建设。三是提升经费保障水平。全面落实《国家综合性消防救

援队伍经费管理办法》，明确消防业务经费在地方经费总额中的占

比，足额予以保障到位，实现逐年递增比例。落实《“十四五”消

防救援事业发展规划》，按照“轻重缓急，逐年分批”原则，购置

短缺的车辆和器材装备。对于经济困难的县（市、区、旗），建议

上级党委、政府按照一定比例配套的方式加以托底保障。 

3.5 壮大多种形式消防队伍 

一是招录政府专职队员。配齐辖区 5 支政府专职消防队人员，

参照“国家队、主力军”标准。强化政府专职消防队建设，逐步推

行两班倒、三班两运转等模式，确保队伍紧跟“国家队、主力军”

的良好运行秩序。二是融合建设乡镇专职队。根据要求，落实《关

于政府专职消防队与森林草原扑火队融合建设意见》。恢复执勤 3

支乡镇专职消防队，新建 1 支政府乡镇专职消防队。其余 6 支队伍，

依托当地所属的森林草原消防队，按照“一套人马，两块牌子”的

运行方式，融合组建，肩负辖区内的各项消防救援工作任务，车辆

器材装备参照《乡镇消防队》（GB/T35547-2017）中“乡镇专职消

防队”标准配备。三是增强专职消防员岗位吸引力。一方面，对骨

干专职队员可按规定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探索政府专职消防

员确定为在编“政府雇员”身份，政府专职队伍内的骨干人员优先

纳入事业编制管理。另一方面，确保政府专职消防队员的工资应当

不低于本地区事业单位职工的平均工资水平，并享受事业单位职工

同等福利待遇，办理“五险一金”及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3.6 信息化建设提档升级 

一是改造指挥中心设施。对支队级消防指挥中心办公设施进行

智能化改造，淘汰部分电脑、交换器、端口等硬件设备、设施，打

造新型智能指挥中心。二是升级指挥调度系统。按照“1+1+1+2”

架构”（即：1 套“软硬件支撑”、1 个“访问门户”、1 个“智慧大

脑”、2 个“业务应用域”），升级一体化综合性应急救援指挥联动系

统平台，建设具备智能接处警、智能指挥和“消防一张图”功能的

现代化指挥中心。三是构建现代化作战指挥体系。配齐远程语音通

信电台、语音通信基站、大型卫星便携站等必要通讯器材。配备现

场联合作战关键应急通信装备，开展城市重大事故及地质性灾害事

故救援应急通信系统和实战指挥平台建设。定期开展应急通信保障

拉动、演练，提升“全天候、全地域、全灾种”应急通信保障能力。 

4 结束语 

总之，消防救援工作应努力夯实基层消防安全工作基础，突出

装备建设、要素保障、壮大力量、升级平台等要点，推动消防救援

事业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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