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 科 技
2021年 9月

大 科 技

重庆市古镇古村寨消防安全形势及对策研究
林 夏

（重庆市消防救援总队，重庆 400000）

0 引言
近年来，我国云南迪庆“1·11”独克宗古城、临沧“2·14”翁丁

古村和贵州镇远“1·26”报京侗寨等古镇古村寨先后发生火灾事
故，造成了历史文化遗产的重大损失。重庆市内古镇古村寨数量

多、分布广，消防安全基础条件差，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古镇古村

寨消防安全工作显得尤为急迫。

1 重庆市古镇古村寨基本情况
据统计，目前重庆市共有历史文化街区 11个；历史文化名镇

53个；历史文化名村 46个；中国传统村落 110个，重庆市传统村
落 41个；少数民族村寨 94个。其中，涪陵蔺市遗址、九龙坡华岩
寺、丰都名山古建筑群，梁平双桂堂、合川钓鱼城、忠县石宝寨、

云阳青龙古建筑群、石柱西沱云梯街居民建筑群、巫山大昌民居

等木结构古建筑群的规模较大，建筑面积均达到了上万平方米。

2 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成因分析
2.1 消防基础条件差
（1）耐火等级较低。古镇古村寨的木结构或砖木结构建筑，主

要以木材为承重构件，部分建筑的楼板、隔墙和外墙也多为木材

或竹材，由于使用时间长，材质干燥，耐火等级较低，加之为防止

虫蛀，部分建筑木质结构表面涂刷桐油等涂料，极易失火燃烧。

（2）总平面布局不合理。由于历史原因，古镇古村寨内建筑大
多毗邻建设，殿堂相连，廊道相接，没有防火间距；特别是受商业

利益驱动，一些古镇古村寨内新、改、扩建频繁。一些历史文化名

镇、街区和木结构文物古建筑（群）均不同程度的存在防火间距

不符合要求的问题。

（3）疏散通道不足。随着旅游热的不断升温，古镇古村寨商业
化开发不断提速，各种店铺、旅馆、餐厅、茶馆、酒吧等场所大量

涌入，功能布局不合理；在节假日和旅游高峰时段，人流聚集和

拥堵，加之古镇古村寨建设年代早，疏散通道量少、路窄，一旦发

生紧急情况，人员疏散极为困难。

2.2 消防管理不到位
（1）责任落实不到位。古镇古村寨内部分建筑管理、使用单位

不一致，消防安全责任不明确；特别是一些地处偏远，规模较小

的古镇古村寨，消防安全无明确管理单位，消防、避雷等设施设

备要么严重不足、要么坏损严重，难以发挥有效作用。

（2）人员素质跟不上。古镇古村寨消防安全管理人员大多由
所在乡镇（街道）、社区和村组干部兼任，工作精力和业务知识均

无法完全满足实际需要，防火巡查、检查走马观花、浮于表面，以

致违章用火、用电、用油、用气，占用防火间距，锁闭安全出口、

堵塞疏散通道，以及消防器材设施坏损、失效等违法行为屡禁

不止。

（3）日常监管难度大。古镇古村寨内普遍存在生活、居住和经
营活动混杂的现象，对非营业性建筑，由于产权大多属于私人所

有，只能进行劝导，消防安全监管措施难以有效落实；特别是一

些宗教场所，焚香、烧纸、点灯等宗教活动频繁，难以做到 24h有
效监管。

2.3 民众消防素质低
（1）居民、业主消防安全意识不强。古镇古村寨内居民和外来

经营业主，较为缺乏防火、灭火和避险逃生等消防安全基本常

识，且不同程度的存在为生活便利和受经济利益驱动，忽视消防

安全的现象，电气线路老化、私拉乱接、未穿管保护，占用通道，

违章用火、用电、用油、用气等行为普遍存在；部分宗教场所居住

人员私自使用电炉炊煮、大功率取暖器取暖和明火照明。

（2）游客消防安全意识淡薄。随着广大群众经济生活条件的
逐渐改善，旅游、宗教等活动愈加频繁，古镇古村寨逐渐成为观

光热点，一些游客违章停车占用通道，乱扔烟头，不在规定地点

焚香、烧纸和燃放烟花爆竹等现象大量存在。

（3）消防宣传实效性不强。古镇古村寨内的居住人口多为老
人和留守儿童，接受消防安全教育的能力较差；外来经营业主和

广大游客流动性大，素质参差不齐，消防宣传的效果难以保证。

2.4 灭火救援难度大
（1）消防取水困难。从现实情况来看，古镇古村寨大多远离城

市，缺乏有效的市政消防水源，只能利用就近的河流、湖泊、堰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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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天然水源，取水量、取水高度等受到现场地势、气候因素等诸

多条件限制；一些附近无天然水源的古镇古村寨，要么未设置消

防水池，要么消防水池水量不足，且不同程度存在供水设备、供

水管网老化，供水能力不足等问题。

（2）消防车通行困难。一些古镇古村寨地处偏远，交通不便，
消防车难以及时到达；绝大部分古镇古村寨因建设年代久远，内

部道路蜿蜒、狭窄，不能满足消防车通行需要，消防车、大型机械

等灭火救援设备根本无法进入。

（3）第一时间处置困难。古镇古村寨大多位于农村地区，远离
城市，一旦发生火灾，专业消防力量难以在短时间内到达，只能

依靠自身力量实施灭火救援。但是，受经济发展水平所限，绝大

多数古镇古村寨及其所在乡镇没有设置专职消防队伍，有的甚

至也未组建志愿消防队伍，灭火器材设施严重不足，第一时间处

置力量十分缺乏。

3 对策及建议
3.1 抓源头夯实消防基础
（1）完善区域消防规划。制定完善古镇古村寨消防规划，合理

确定消防安全布局，限制火灾高危场所进入，将吃、住、娱等设施

规划在核心保护区之外；规划建设消防队站、消防水源、消防车

通道等消防基础设施，严格土地使用和建设工程审批，对不符合

消防安全的新、改、扩建工程或营业性场所一律不予批准。

（2）提升技术防范手段。引入现代火灾防控技术，增设防火
墙、消防卷帘、消防水幕等防火分隔措施，在营业性场所、重要文

物古建筑设置独立式火灾报警探测器、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自动

喷水灭火系统和视频监控预警设施，对电气线路进行穿管保护。

（3）完善公共消防基础设施。利用河流、湖泊、堰塘等天然水
源，建设消防取水码头、取水点等便利取水设施，针对性规划、建

设消防水池、消防供水管网和室、内外消火栓，切实保障消防用

水；合理规划、拆除部分无保护价值和私搭乱建的建筑，形成消

防车通道、扩展疏散宽度，或在周边增设消防车通道，确保紧急

情况下各类救援车辆通行。

3.2 抓管理保障消防安全
（1）建立多级管理体系。结合消防安全“网格化”管理，建立以

乡镇（街道），村（居）委会和古镇古村寨管理、使用单位为主线的

三级消防安全管理体系，逐级明确消防安全管理责任，制定消防

安全管理制度，逐级签订消防安全责任书，形成三位一体的消防

安全管理网络。

（2）强化部门联合执法。住建、规资、应急、文保、民宗、城管、
市场监管、消防等部门加强联合执法，坚决拆除和取缔违法违章

建筑、场所，彻底整治占用防火间距和消防车道，堵塞疏散通道

等消防违法行为。

（3）狠抓日常消防管理。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和乡镇（街道）、村
（居）委会加强对古镇古村寨消防工作的指导和业务培训，定期

开展消防安全检查，督促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古镇古村寨管

理、使用单位从严管控用火、用电、用油、用气，以及焚香烧纸、烟

花爆竹燃放、建筑装饰装修等涉火高风险行为；建立完善常态化

防火巡查检查制度，加强消防设施维护保养，及时消除安全隐

患；在重点时节，落实专人对重点区域、重点部位进行监控守护，

加大火灾隐患排查整治力度，切实保障消防安全。

3.3 抓宣教增强公众素质
（1）拓展消防宣传阵地。结合古镇古村寨历史文化风貌，科学

规划、设置户外消防公益广告牌、消防知识宣传专栏和重点防火

部位警示牌，安排专人负责，定期更新宣传内容，重点宣传火灾

案例和消防法律法规知识，营造浓厚的宣传氛围；在旅游高峰时

段，通过户外视频、广播循环播放消防安全提示，警示公众自觉

维护消防安全。

（2）丰富消防志愿服务。发动古镇古村寨管理、使用单位员
工、居住群众和经营业者，组建消防知识宣传服务队，不断壮大

消防宣传力量，常态化开展火灾预防知识，以及初期火灾扑救和

应急逃生技能宣传，切实延伸消防宣传触角。

（3）加强消防安全知识教育培训。定期组织古镇古村寨管理、
使用单位员工，旅游从业人员、生产经营业者和日常居住人员，

开展消防安全教育培训和灭火应急逃生演练，切实培养一批消

防安全“明白人”，不断提升古镇古村寨消防安全管理水平和灭

火应急处置能力。

3.4 抓救援确保有效处置
（1）健全应急处置网络。督促古镇古村寨管理、使用单位建立

微型消防站或志愿消防队，配置适合古建筑火灾扑救的消防摩

托车、手抬机动消防泵等器材装备，在古镇古村寨所在乡镇（街

道）建立专职消防队，配备适合乡村道路和古镇古村寨内行驶的

小型消防车，形成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政府专职消防队和单位

志愿消防队为主体三级应急处置网络。

（2）完善协同联动机制。建立完善多种形式消防力量应急联
动和指挥机制，逐级落实值班备勤制度，对政府专职消防队、单

位志愿消防队进行统一调派、指挥，充分发挥属地消防救援力量

反应速度快、到场时间短的优势，最大限度提高响应能力，确保

第一时间控火。

（3）做好灭火救援准备。加强对政府专职消防队员和志愿消
防队员的业务培训，定期深入古镇古村寨开展实战演练和“六熟

悉”，修订完善灭火救援预案，广泛开展火灾扑救战术研讨和多

种灭火救援力量之间的实战拉动演练，提高应急处置能力。

4 结语
古镇古村寨因年代久远、规划不科学、建造材料特殊等因素，

加上消防基础薄弱，在消防安全上面临巨大问题。此外古镇古村

寨属于人员密集型场所，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后果将无法想象，

因此一定要做好古镇古村寨的消防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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