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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欣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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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应急管理局 协办

西城区地处首都核心位置， 既有大型商业综合体， 又有老胡同、
老街巷。 面对 “复杂多样” 的辖区环境， 西城有这样一支管理正规、
作风优良、 能征善战的防火监督队伍———西城区消防救援支队一大
队。 大队共有11名队员， 他们担负着西长安街街道、 金融街街道和月
坛街道， 12.15平方公里的消防监督任务， 下属2个消防救援站， 8个小
型消防站。 他们每天行走10余万步， 平均检查50余家单位， 发现并解
决隐患问题上百处。

防患未“燃”中尽显英雄本色
———记西城区消防救援支队一大队

人防物防双管齐下
消防隐患止于未然

“我们从加强人防队伍建设
和落实物防各项基础设施建设入
手， 尽力消除消防隐患。” 西城
区消防救援支队一大队大队长吴
晓涵向记者讲述起日常的检查工
作。

在加强人防队伍建设方面，
该大队联合重点单位、 街巷物业
成立白天126组、 夜间116组人防
队伍， 每天进行点名和不定时抽
点， 定期进行拉动及业务培训。
同时， 还组建了3000余人的群防
群治力量。

在落实物防建设方面， 该大
队对胡同加装68条干式室外消火
栓管线， 建设178处联网式电动
自行车集中充电柜， 并在每个平
房院落配置1000余个灭火器、 32
盘水带和16把水枪， 为每个集体
厨房配备100余个灭火毯和灭火
器。 大队还着重安装 “技防” 设
施 ， 安 装 独 立 式 火 灾 报 警 器
32505个， 加装物联网217个。

与此同时， 大队下属的各个
街道防火监督员依据实际情况，
开展日常消防监督检查。 对于检
查出的隐患， 消防监督员还肩负
着推动隐患消除的重任。

防火监督员臧鹏向记者讲起
了这样一件事。 “在白云路地区
有一座90年代建成的居民楼性质
的宿舍， 因为种种原因， 当年并
没有作为员工宿舍使用， 而是改
成了办公楼。 然而， 建筑的使用
性质不同， 对于消防的监督要求
就不同。 比如说， 居民楼不需要
自动喷水灭火等消防设施， 但是
办公楼因为人员密集， 就必须要
加装这些设备。 但是建楼的时候
没有设计， 后期难以通过简单整
改， 达到防火要求。” 臧鹏说。

在属地防火监督员的推动
下， 几年前这栋楼就被列为区级
重大火灾隐患， 不断督促着各部
门推进整改工作。 然而， 由于年
代久远， 建筑产权单位及上级主
管单位部门重组， 整改资金难以
落实， 协调起来难度较大。

为消除火灾隐患， 防火监督
员对这栋楼加强检查频次， 指导
物业单位增设简易消防设施， 完
善消防预案， 重点靠人防弥补设
施技术上的不足。 另外， 定期向
该楼上级部门发函， 引起相关单
位高度重视。 最终， 楼宇的历史
遗留问题全部捋顺， 2019年开始
动工整改， 2020年底施工整改顺
利完成。 大楼加装了自动喷水灭
火系统， 烟感探测器、 消防排烟
系统进行了升级完善， 消防控制
主机也进行了更新， 达到了现行
的消防安全标准。

“有了完备的消防设备，一旦
发生火灾， 自动探测系统就会报
警，同时联动启动相关消防设施，

第一时间进行排烟，灭火。能将水
控制在初起阶段。 ”臧鹏说。

“我检查” 变 “你检查”
角色转换筑牢安全根基

以往的消防安全检查工作，
防火监督员会重点检查楼宇的消
防设施系统，例如，烟感、排烟、自
动报警、 自动灭火系统运行情况
是否正常， 关注一旦起火后能不
能立即扑灭。近年来，检查的重点
发生了改变， 更多的侧重于检查
企业主体责任的落实情况， 将目

标定位于不起火、不冒烟。
“全靠我们自己的消防监督

员， 人再多也不可能每天把每个
单位都转到， 还要让企业重视消
防， 谁使用、 谁管理、 谁负责，
才能更好地促进消防安 全 的 落
地 。 ” 防火监督员米海森介绍
说。

以前去检查， 米海森和队友
直接进入单位的各个重点部位，
上手查看设备设施的运行情况，
而企业负责人只是在一旁陪同检
查。 如今， 米海森变成了在旁边
“陪” 着的那个。

“现在出去检查， 我跟在这
个单位消防安全的管理者后边，
由他来主导检查， 我要看他一天
的工作内容是什么， 看他检查的
是否准确、 到位， 有哪些遗漏。”
米海森告诉记者。

如今， 在检查工作中还包含
了更多的宣教工作。 “在企业负
责消防安全管理的往往是有一定
行政级别的领导， 消防工作往往
涉及水电气等多个部门， 很多领
导对专业的具体内容不懂， 可能
听电工说没有风险 ， 也就不管
了。” 米海森说， 针对这一现象，
在检查中， 队员会重点 “抓住”
企业主要负责人， 告知他消防安
全的标准， 并借此有效的管理下
面的专业工作人员。

除了企事业单位外， 对于社
区居民的防火宣传工作同样重
要。 府右街特勤站在宣传的同时
避免刻板、 死板的官话、 套话，
用聊天式的大白话让居民通俗易
懂。 针对家里有孩子、 不识字的
孤寡老人等群体， 宣传人员在手
机内存放宣传小视频， 既有动画
视频、 也有实景视频， 在入户宣
传时将视频播放给孩子 、 老人
等， 提升居民的认知度和对消防
安全工作的理解重视程度， 以接
地气的方式使所有接受宣传的居
民真正将消防安全入脑入心。

同时， 金融街消防救援站不
断拓宽社区宣传渠道， 通过开展
丰富多彩的宣传活动， 做大做强
社区消防宣传 “文章”， 使消防
安全观念深入社区群众心中。

此外， 防火监督员还联合西
单大悦城直播平台， 为观众直播
讲解消防知识， 主要针对疫情期
间电动自行车火灾的预防、 逃生
和报警方法对观众进行讲解。

全力打造小型消防站
大幅缩短灭火时间

小型消防站是西城区消防救
援支队一大队推动的另一项重点
工作 ， 此类消防站是集防火宣
传、 灭火救援和处置突发事件为

一体的消防站点， 由1到2辆消防
车和十几名消防员或专职消防员
组成， 实行24小时全天候执勤，
能够确保发挥发现快、 到场快、
处置快的作用。

“火灾救援， 就是和时间赛
跑， 如遇火灾， 消防人员能否在
第一时间抵达现场参与灭火救援
显得尤为重要。” 西单小型消防
站站长申泽汝介绍说。 生活中，
有时由于距离远或堵车， 消防救
援人员难以立即到达。 小型消防
站的设立将消防救援队伍灭火救
援力量延伸到一线， 确保一旦有
突发情况， 小型消防车可以第一
时间到场， 第一时间控制火势，
防止小火蔓延产生大火。

在西单大悦城的北门， 记者
看到一个已经建成的小型消防
站， 里面有9名消防员在这里24
小时执勤备战。 “这附近一共有
11座商场， 从最近的消防救援中
队出发， 最快也要10分钟才能到
达， 而从小型消防站出发就大大
节约了宝贵的灭火时间。” 申泽
汝说。

西城区内不少小区、 街巷的
通道狭窄 ， 而且小区内建筑繁
多、 楼栋难找， 这些因素都给消
防员救援带来了一定的阻扰， 导
致小火变大火， 最终造成惨剧。
成立辖区小型消防站， 这样的尴
尬局面就得到了改善， 一旦某个
区域发生火灾 ,消防队员从小型
消防站出发， 快速抵达现场， 可
有效处置初起火灾。

“每一个小型消防站都是经
过科学的选址、 合理地分配， 从
而大大缩短第一到场时间， 提高
灭火效率。 而且， 小型消防站的
出警系统、 接警系统都纳入北京
市消防救援总队的调度网络里，
具有规模小、 速度快、 分布密的
特点。” 申泽汝说。

现在， 遇有突发火情， 接警
后， 小型站执勤队员迅疾出动，
快速到场， 按照现场情况进行任
务分工， 协同合作， 将火灾损失
降到最低， 为挽救人民生命财产
安全发挥着巨大作用。 “从发现
火情到处置完毕， 要以秒为单位
来计算时间。 现在辖区内的许多
火情， 在消防队到场之前， 就已
经处置完毕了， 小型消防站的效
果非常显著。” 申泽汝说。

不仅仅是在火场， 在社区、
街道、 学校， 在沿街店铺、 重点
单位等场所， 也活跃着小型站消
防员的身影， 他们参与着维护活
动秩序、 防火巡查检查、 消防宣
传入户、 火灾隐患纠治、 灭火技
能普及等与人民群众生活息息相
关的安全工作。

“在很多人的眼里， 我们的
工作很琐碎， 我们这些人也很较
真 ， 但只有我们做好这看似单
一、 琐碎的工作， 群众的生命财
产安全才更加有保障。” 吴晓涵
笑着说。

一大队部分队员在西单小型消防站门口合影

大队长吴晓涵 （左一） 检查企业消防工作

日常例会

布置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