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让森林防火警钟长鸣

震惊全球的加拿大艾伯塔省火灾，给世界再次敲响警钟！

据报道，去年加拿大艾伯塔省突发森林火灾。受高温和大风影响，

火灾愈燃愈烈，不断失控，演变成艾伯塔省史上最为严重的火灾，造

成石油重镇麦克默里堡几乎被废，森林火灾过火面积超过 2000 平方

公里。

众所周知，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跟人类生产、生活有着密

切的联系，“肺”的好坏，必然关系到人的生命健康安全。一旦发生

森林火灾，不仅烧死、烧伤林木，直接减少森林面积，严重破坏森林

结构和森林环境，导致森林生态系统失去平衡，森林生物量下降，生

产力减弱，益兽益鸟减少，甚至危及人类安全。高强度的大火，能破

坏土壤的化学、物理性质，降低土壤的保水性和渗透性，使某些林地

和低洼地的地下水位上升，引起沼泽化。另外，由于土壤表面炭化增

温，还会加速火烧迹地干燥，导致阳性杂草丛生，不利于森林更新或

造成耐极端生态条件的低价值森林更替。

纵观历次森林火灾，除自然因素引发之外，大部分是人为因素引

起的，如野外用火取暖、乱扔烟头等，给森林带来灭顶之灾。这是群

众薄弱的防火意识导致的一次次惨重后果。

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从化位于广州北部，林业资源

丰富，可以说是广州的后花园，更是从化的生命线和宝贵财富。

怎样保护好我们的资源？这是一个严峻的课题。秋冬时期，进入



林区的人员数量增多，生产、生活用火也随之增加，火源管理的难度

也越来越大。如何既能保障林户生产用火的需要，又能确保野外用火

安全？

一方面，要管严火源，杜绝火种进山，对违法用火的山火肇事者

严惩重罚。另一方面，必须改变死看硬守、只抓管理不讲服务的传统

管理方式，采用人性化的手段，晓之于理，动之于情，积极引导和科

学规范农事用火。换言之，要结合实际、有堵有疏，采取综合手段，

探索和建立新的火源管理机制，既要把火源管好，又要促进林业生产

发展。

当前，我国森林防火形势严峻，任务艰巨。受全球气候变暖的影

响，我国大部分地区高温干旱少雨，森林火险等级居高不下，加之一

些生态林区旅游、农事生产等人为活动日益频繁，火灾隐患增多，我

国已进入森林火灾的高发期。同时，一些地区森林防火基础设施薄弱，

扑火力量相对不足，极有可能引发重特大森林火灾。

在组织领导方面，必须强化责任、落实预案，“打早、打小、打

了”。全面实行森林防火责任制，层层落实领导责任，不断推进森林

防火联防工作。加强森林防火指挥体系和工作机构建设，及时完善处

置森林火灾应急预案，提高指挥决策和应急处置能力。

在宣传教育方面，要充分发挥主流媒体宣传的作用，如利用好广

播、电视、报刊等阵地，积极采用微博、微信等新媒体新手段进行广

泛宣传；积极鼓励各镇（街）开展形式多样、各具特色的宣传教育活



动；加强宣传督导检查，对宣传不力、存在死角漏洞的地方要严肃处

理、限期整改；积极准备，提高森林火灾应急响应能力。进一步创新

宣传方式，根本转变人的思想意识，强化常态化宣传，将行政意识转

变为自觉意识，提高民众的森林防火安全意识。

在防火保障方面，必须加强基础设施和扑火队伍建设。“工欲善

其事，必先利其器”。在加大森林防火投入的前提下，加强重点火险

区域的综合治理，强化林火预警监测体系建设，不断提高森林火灾的

综合防范能力和科学监测水平；加快各级森林消防专业队伍建设，提

高扑火作战技能。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森林防火，最怕的就是麻痹大意、盲目乐

观。要继续落实责任，备足物资，拉练队伍……森林防火细节决定成

败，必须高度戒备，让森林防火警钟长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