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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沂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 2011 年度消防工作检查考评情况的 

通      报 
临政办字〔2012〕12 号 

 

各县区人民政府，市直有关部门，临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临沂经济技术开发区、临沂临港经济开发区管委会： 

根据2011年 12月 21日市政府下发的《关于对各县区2011

年度消防工作进行检查考评的通知》要求，2011 年 12 月 24 日

至 27 日，市公安、建设、安监、工商等十二家市消防安全委

员会成员单位抽调人员，组成四个检查组，采取听取汇报、查

阅资料、实地检查等办法，对各县区 2011 年度履行消防安全

职责和完成工作目标情况进行了检查考评。总体上看，各县区

对消防工作比较重视，职责明确，工作到位，措施落实，年度

工作目标基本完成，全市无重特大恶性火灾事故发生。现将有

关情况通报如下： 

一、深化消防安全责任制建设，消防工作社会化网络进一

步健全 

（一）加强领导，消防责任工作机制更加合理有效。各县

区党政领导高度重视消防安全工作，扎实落实《临沂市 2011

年度消防目标责任书》确定的目标要求，逐级建立消防安全委

员会或消防工作联席会议制度，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制，定期研

究解决消防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先后组织召开常务会议、联席

会议 60 余次，并带头深入一线检查消防工作，有效推动了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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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工作的开展。同时，将消防目标责任书逐级签订到乡、村、

系统行业、重点单位，基本形成了“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

责任网络，把握“签状、考评、奖惩”三个重点环节，发布消

防安全责任制考评办法和考评细则，将消防安全责任纳入政

府、行业部门和综治目标责任管理考评体系，一大批先进单位

和个人受到了表彰奖励。 

（二）联合执法，部门监管责任得到有效落实。政府各职

能部门和行业主管部门加强对本行业、本系统所属单位的消防

安全监督管理和指导，公安、建设、安监、文化、教育、旅游、

民政、工商、质监等部门落实归口管理，畅通信息渠道，建立

了情况通报、信息共享和联合执法协作机制，加大履行消防工

作职责的力度，协同开展了公共娱乐场所、中小学校舍、家庭

旅馆、幼儿园、敬老院、劳动密集型企业、消防产品等专项消

防安全检查，消防安全工作部门和行业监管责任得到切实落

实。 

（三）加强监管，单位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得到强化。严格

落实《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消防安全管理规定》，强

化重点单位消防安全管理，将非重点单位、小场所、城郊结合

部区域纳入基层综治范围，有效减少失控漏管现象。推动社会

单位消防规范化、精细化管理工作，深化社会消防安全“防火

墙”工程，单位“消防安全自查、火灾隐患自除、法律责任自

负”的消防安全责任主体意识明显加强。 

二、加大投入力度，消防基础设施建设和经费保障进一步

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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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县区政府进一步加大消防保障投入力度，将消防经费纳

入同级财政预算，及时足额保障到位，消防经费普遍以 10%以

上的幅度递增，兰山区、沂水县消防经费预算突破 300 万，费

县、苍山县消防经费预算均超过 200 万元，除高新技术产业开

发区、经济技术开发区外其他县区消防业务经费均超过 100 万

元，各县区消防经费合计达 2187 万元，其中购置消防车辆和

装备器材投资近 900 万元。 

（一）消防事业规划宏观性指导作用初见成效。2011 年是

“十二五”的开局之年，各级各单位认真贯彻落实《临沂市“十

二五”消防事业发展规划》确定的消防重点工作和重大项目安

排，各县区消防队站、消防装备、消防道路、消防水源、多种

形式消防力量、消防应急救援、火灾隐患排查整治以及消防宣

传教育等规划内容均以县区《“十二五”消防事业发展规划》

的形式逐项列入明年县区政府重点工作内容，有力保障了临沂

消防事业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二）消防装备建设不断优化。年内，各县区共投资近 700

万元，为政府专职消防队购置消防车 13 台、装备器材 500 余

件（套），投入 200 万元用于购置特种装备和通信器材。兰山

区新建金源路消防站明年可投入使用，砚台岭村投资 26 万元

建起了全区第一家村办消防队，平邑县政府专门为每个乡镇补

贴 5万元经费，用于购置消防车，并依托派出所建立乡镇消防

站。沂水县在消防经费突破 300 万元的基础上，决定为消防大

队追加经费 88 万元，购置 1 部功能先进的抢险救援车。沂南

县政府投资 110 余万元，为 9 个乡镇购置了 9 辆小型消防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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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部分器材装备。费县县政府一次性投入 180 万元，购进 15

辆抗旱消防两用车。另外，公安部消防局为沂水消防中队配备

的 53 米举高平台消防车、省政府为临沭大队配备的 16 米高喷

消防车已全部配备到位并投入使用。 

（三）公共消防设施建设不断加强。各县政府及有关部门

认真落实市政消火栓的建设、管理、使用和维护保养责任，

将城市发展、道路改扩建工作与市政消火栓建设工作同规划、

同安排、同实施、同考评，狠抓各项措施的落实，加强了消

火栓的日常维护、保养和更换工作，确保了消防设施完整好

用。年内，全市共新增市政消火栓 320 具，其中兰山主城区

新增 260 具，其他县区新增 60 具，超额完成了省政府提出的

增补 260 具消火栓的目标任务。 

（四）全市合同制、消防文员经费保障不断完善。按照“突

出重点、明确责任、全额保障”和“因地制宜、分类制定、确

保基础”的原则，市财政局下发了《关于建立县级公安消防部

队合同制消防员、消防文员消防业务费基本支出保障机制的意

见》，根据各县区自然条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以及公安消防

部队所承担的工作任务和业务量，明确了公安消防部队合同制

消防员、消防文员消防业务费基本支出项目，将县级公安消防

部队合同制消防员、消防文员消防业务费支出保障标准分为两

类：其中，第一类为每人每年 3.5 万元，第二类为每人每年 3

万元。目前，沂水县已达到 3 万元，费县、苍山县达到 2.6 万

元，进一步提高了保障水平。 

三、因地制宜，资源共享，多种形式消防队伍建设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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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 

各县区坚持从抓好乡镇和农村消防规划入手，因地制宜，

资源共享，大力加强农村消防基础设施和多种形式消防队伍建

设，切实打牢农村防控火灾的“硬件”基础。 

（一）大力加强农村消防规划建设。依托各乡镇、街道办

事处综治办、安监办设立消防管理组织机构，在农村社区配备

消防安全专兼职管理员，建立消防联席会议制度，开展消防宣

传和消防安全检查工作。建立了农村建设消防经费保障机制，

并将消防工作纳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纳入乡镇社会治安综

合治理考核内容，确保各项措施落到实处。各县区采取由乡镇

政府（街道办事处）负责，公安消防、村镇建设行政主管部门

积极参与，大力加强了小城镇消防规划建设。部分经济强村也

结合各自实际，依据《农村防火规范》，把民宅及企业的安全布

局、消防通道、消防水源、多种形式消防队伍建设纳入了村庄

建设规划之中。 

（二）大力加强消防基础设施建设。全市大力推行农村“六

个一”标准化建设，即每个村至少有一支义务消防队伍、一名

专兼职消防安全员、一处消防水源、一套灭火设备器材、一块

消防宣传阵地及一份《村民防火公约》。同时，结合“村村通自

来水工程”，在乡镇及村庄安装消火栓和消防取水接口。坚持“一

机多用”，对农业灌溉机械登记造册，做到灌溉、灭火两不误。

临沭部分村建立了治安联户联防机制，每 10 户安装一套互通报

警联动装置，共同防范火灾等紧急情况。目前，全市已有 3719

个村庄达到了“六个一”标准，248 个社区达到“五个一”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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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力加强多种形式消防队伍建设。各县区按照政府

筹办、乡镇自办、政企联办、村企共建等多种模式，大力发展

多种形式消防队伍。在地处区域中心位置的中心镇建立了区域

性政府专职消防队，使辖区城乡均在 10 分钟保护圈内。目前，

莒南、平邑、费县所有乡镇，兰山区除新划 3 个乡镇外，达到

“一镇、一队、一车”标准。沂南 9 个乡镇，临沭 6 个乡镇，

沂水 7个乡镇达到有人、有车、有营房、有战斗力的标准。 

（四）大力加强农村隐患整治及火灾防控工作。针对农村

火灾特点，各县区依托基层派出所创新监管模式，坚持全面检

查与重点整治相结合，深入开展消防安全检查。首先在公安机

关内部推行“治消合一”农村消防监管模式。在 236 个公安派

出所成立了消防监督办公室，设立了专兼职消防民警，负责对

农村消防工作监督检查。其次切实加大对农村重点区域、重点

场所的隐患排查整治力度。结合村庄整治和人居环境改造，大

力加强对农村重点区域、重点场所的消防安全治理。联合交通

部门指导村庄加强进村道路的建设和管理，严禁设置栏杆、隔

离桩等障碍物，确保了消防车通道畅通。联合电力部门对农村

电网进行了检查，对砖木结构房屋内的电线全部实行穿管保护。

联合安监、工商等部门对村镇违法存在的小化工、小炼油、小

加油站点以及“三合一”场所进行依法整治。 

四、明确任务，落实措施，火灾隐患整治清剿工作进一步

强化 

各县区紧紧围绕构筑“防火墙”工程，提高单位消防安全

“四个能力”，结合推进市委、市政府部署开展的全市“社会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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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基础建设年”活动，发动社会单位和群众广泛参与，扎实开

展建设单位消防设施专项治理和“清剿火患”战役，全力排查

整治火灾隐患，严查严处消防违法行为，取得了良好社会效果。 

一是严格建筑消防设施治理。年内各县区共组派检查组 425

个次、2548人次开展建筑消防设施专项治理活动，排查单位2124

个，发现隐患 3487 处，督促整改 2928 处，临时查封 170 家，

责令“三停”139 家，强制执行 26 家，罚款 510 万。 

二是深化“清剿火患”战役。各县区全部成立了分管县区

长挂帅、有关职能部门负责人参加的“清剿火患”战役领导机

构，出台了实施方案，将“清剿火患”战役成效纳入社会治安

综合治理检查考评和政务督查内容，建立市、县（区）、乡镇（街

道）、村（社区）四级“网格”排查责任制度，按照“定人、定

岗、定量”的原则，全面实行“网格化”排查。将全市 6230 个

村庄和 306 个社区划分为 1240 个“网格”，每个网格确定 1 名

消防机构和公安派出所负责人和监管人，实行“网格化”排查，

有效防止了失控漏管。战役以来，全市共检查单位 74039 家，

其中政府挂牌督办火灾隐患单位 79 家，发现并整改火灾隐患

187588 处，责令“三停”单位 2785 家，临时查封单位 4274 家，

强制执行单位 789 家，罚款 1966 万元，拘留 484 人。 

三是开展重大火灾隐患挂牌督办行动。各县区按照“季度

报告、定期挂牌、跟踪督办、整改摘牌”的常态化监管工作要

求，共对 54 个重大火灾隐患实施政府挂牌督办，截止目前督促

整改完毕 50 家，剩余 4 件正在加紧整改。 

五、拓展阵地，广泛宣传，全民消防安全素质进一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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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各区县紧紧围绕重点消防工作任务和重要时期防

火工作，始终把消防安全宣传教育工作置于先导性、基础性地

位，在报纸、广播、电视及网络媒体开设消防专栏，组织有关

部门深入开展春防、冬防、“119 消防安全宣传月”、消防宣传

“五进”等活动，亮点纷呈、成效明显。 

（一）常态化消防安全宣传形式普及。一是设立消防公益

广告牌 300 余块，在城市楼宇电视、户外视频滚动播出消防公

益广告 200 余万条，在各类新闻媒体刊播消防节目、信息 1200

余条（篇），张贴和发放宣传资料 20 余万份，悬挂标语横幅、

张贴宣传画、制作宣传展板 1 万余条（个）。二是组织开展各

种消防宣传咨询、培训、演习活动 600 余场（次）。三是以人

员密集场所、旅游景区、建筑工地、居民社区、机动车火灾防

范、燃气安全为重点，开展消防安全进家庭主题活动。四是对

所有街道（乡镇）和部门主管领导、600 余名公安派出所民警、

3000 余名单位法定代表人、3万余名消防安全管理人进行《消

防法》、《山东省消防条例》普及教育。 

（二）消防专题宣传教育不断加强。3 月 1 日，新修订的

《山东省消防条例》实施后，各县区纷纷组织开展了形式多样

的宣贯活动及教育培训活动。各县区公安、教育、团市委、少

工委、科协等部门，先后联合组织开展了学校消防宣传教育活

动和消防科普活动年活动。《全民消防安全宣传教育纲要》颁

布后，各县区全部制定印发了贯彻意见，明确了工作目标和要

求，推动了工作落实。 

（三）组织开展志愿宣传教育活动。各县区依托团委、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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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等部门，认真组织消防志愿者开展消防宣传，组织在校学生

开展消防疏散演习和消防主题班会活动，选派消防官兵、消防

文员、派出所民警担任校内消防辅导员。临沂消防志愿服务支

队在各县区已发展志愿消防队 19 个，在线注册消防志愿者 4.6

万余人。 

（四）组织开展“消防安全宣传月”活动。11 月份，各县

区政府部署开展了“消防安全宣传月”活动，广泛动员社会各

界积极参与，深入社区单位扎实落实“十项”消防宣传工作要

求。期间，相继开展了“百家单位消防演练”、“万名志愿者参

加‘清剿火患’战役”、“送消防安全进万家”、“消防服务弱势

群体”、“消防公益大宣传”、“争当学校消防小卫士”、“百万职

工普及消防教育”、“媒体记者集中采访”等系列活动，组织了

消防志愿者宣传队伍，采取设立“119”消防宣传站、发放消

防安全明白纸、播放火灾案例警示片、现场传授消防知识技能，

以及特勤消防车辆、器材装备展示等形式，广泛开展消防宣传

活动，营造了良好的消防安全工作氛围。 

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也应清醒地认识到，当前全市社

会面火灾防控形势仍不容乐观，在当前全市社会经济快速发展

的环境下，一方面部分单位消防安全责任落实不到位，有些社

会单位消防安全主体意识薄弱、消防组织不健全、责任不明确、

制度不落实、设施不完善等消防问题仍大量存在。另一方面火

灾隐患整治任务艰巨，一些单位、企业和私营业主为了经济利

益忽视安全生产，安全措施不落实的现象相当严重，导致一些

火灾隐患久拖不改，隐患整治、反弹、再整治、再反弹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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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分突出。对此，各级各单位务必高度重视，切实加大工作力

度，落实责任，确保消防安全工作得到进一步完善和提升。 

一是进一步明确市政消火栓建设相关职责。要从市政消火

栓底数核查、规划建设、资金投入、建设施工、维护保养等方

面着眼，进一步明确相关部门和基层政府职责，加大建设力度，

确保市政消火栓建设与城市发展相适应。 

二是继续加强弱势群体消防安全监管工作。各级综治、民

政、妇联、残联等部门要相互协作，大力推进消防安全关爱行

动，采取有效措施，针对弱势群体逐一建立工作台账，以宣传

教育、入户检查、增配设施、结对帮扶、邻里守望等形式，为

弱势群体提供有力的消防安全保障 

三是强化部门联合执法效能，整治突出火灾隐患。建立部

门联合执法机制，相关部门加强协作配合，各司其责，把好源

头关，严格督促主责个人、单位或上级主管机构加大整改力度，

防止因非法建设、经营、生产等行为衍生的火灾隐患，防止因

违法建设导致消防安全条件先天不足，防止因擅自改变建筑使

用性质导致原有消防设计不能满足生产、居住或营业的消防安

全需要，防止因非法经营的营业性场所火灾隐患情况等问题发

生。 

四是大力推进多种形式消防队伍建设。督导大型发电厂、

民用机场和生产、储存易燃易爆危险品的大型企业、储备可燃

的重要物资的大型仓库和基地以及火灾危险性大、距离当地公

安消防队较远的其他大型企业按照《消防法》的规定建立企业

专职消防队，切实承担起本单位初起火灾的扑救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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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是强化立体化消防宣传，营造浓厚氛围。教育、人力资

源行政主管部门和学校、有关职业培训机构要将消防知识纳入

教育、教学、培训的内容，新闻、广播、电视等有关单位应有

针对性地面向社会进行消防宣传教育，工会、共产主义青年团、

妇女联合会等团体应当结合各自工作对象的特点组织开展消

防宣传教育，公安消防部门及派出所应组织开展经常性消防宣

传主题活动和普及教育，形成立体化消防宣传攻势，着力提高

全社会消防安全意识。 

特此通报。 

 

 

临沂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二〇一二年二月六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