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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NRI KAIHUA

本报讯 （记者 汪宇露）
“各家各户注意了， 不要在野外
焚烧垃圾， 教育小孩不要玩火
……”9月6日早上7时许，芹阳办
事处黎明村的两组巡查队完成
了交接班，再次开始了一天的巡
逻工作。 而在他们当中，还有一
位“特殊而固定”的巡查员。

“前几天有一村民在田里烧
茅草， 被村里的巡查队发现了。
当天起，村里就罚他连续巡逻三
天，以示对他的惩罚。”黎明村村
委会主任方建新相告，“希望用
这样发生在村民身边的事例，教

育他们不要在野外用火，增强他
们的森林消防安全意识。 ”

为了做好当前高温天气的
森林防火工作，芹阳办事处各村
（居）纷纷行动起来，不仅通过加
强宣传教育、 严管严控火源、健
全值班制度等方式，还创新推出
了多种“土方法”，确保消防工作
不留死角、万无一失。

最近几日，翁村村支书余永
庚的望远镜成了村干部们“争
抢”的工具。“站在这里用望远镜
看视线很辽阔，全村80%的概况
一览无余，一旦发现有野外用火
隐患，我们马上就能锁定目标。”
每天下午4时至6时，村干部都会
带上望远镜， 直奔村里的笔架
山。“望远镜是很早以前就买了
的，我觉得用望眼镜肯定比肉眼
看得清楚，所以拿出来试试。 ”

就在前几天傍晚，余永庚在
望远镜中发现，村里有几处地方
生起了“烟雾”。“我当时心里猜测
这是村民们做饭的炊烟，但还是
不放心，怕有村民在自家门口焚
烧垃圾。”为了万无一失确保全村
安全，余永庚马上用电话联系了

村里的应急小分队。“后来经过
他们实地查看，证实是做饭生起
的炊烟。 ”余永庚说，自己也没想
到小小望远镜竟然也发挥了“千
里眼”的作用。于是，这段时间以
来， 翁村村采取换岗的方式，村
干部每天轮流上山，用望眼镜环
顾周围山头，进行例行检查。

“村支书、 村委会主任一条
心，全村森林防火工作也就更好
做了。 ”同样，在丰源村，为了强
化村干部的责任意识，村党支部
书记许法明和村委会主任王丰
华团结一致，横下一条心，号召
巡查队在每个岔口严防死守，坚
决打好森林防火攻坚战。“有了
村干部带头，我们的工作越来越
被村民理解了。 ”

“我们按照‘预为主， 防为
先’的要求，把各项防范工作放
在首位，层层落实责任，强化督
查， 发现火险隐患及时落实整
改。 ”芹阳办事处组织委员姚楚
君相告。就这样，从上到下，芹阳
办事处严防死守，为确保森林防
火安全打下坚实基础。

本报讯 （记者 胡萍 通讯
员 何敏娟） 9 月 6 日， 记者从
县森林公安局获悉，我县两村民
禁火期内因无视“禁火令”规定，
相继被处罚 2000 元和 500 元。
这也是我县铁腕治火的具体举
措之一。

当前，我县正处于森林防火
高火险天气时期，极易引发森林
火灾。为有效预防和遏制森林火
灾的发生，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
产和森林资源安全，8 月 6 日，
我县就发布并张贴了森林禁火
令， 把 8 月 6 日至 9 月 10 日列
为全县森林禁火期，明确要求全
县范围内的所有林区禁止一切
野外用火。 同时要求，在禁火期
内， 禁止携带任何火种进入林
区， 禁止在林区上坟焚香烧纸、

燃放鞭炮、 吸烟、 电器狩猎、烧
蜂、火把照明、儿童玩火等一切
野外非生产性用火。 严禁炼山、
烧田（地）埂草、烧灰积肥等生产
性用火。

“这两起案子都发生在 9 月
5 日下午， 一起是接群众举报，
下午 3 时，汪某某为开垦田地种
菜，准备烧毁田间杂草，被民警
及时制止；另一起发生在下午 4
时，有人准备野外用火清理田间
玉米秆，被巡逻民警及时制止。 ”
县森林公安局的相关负责人表
示，虽然两起案子都没有引发火
灾， 当事人事发之后态度端正，
也积极配合民警工作，但因其违
反了开化县人民政府森林禁火
令，即依照《森林防火条例》第五
十条的规定，森林防火期内未经

批准擅自在森林防火区内野外
用火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
府林业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
行为， 给予警告， 并对个人处
2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罚款。

他同时指出，森林火灾的起
火原因主要有两大类：人为火和
因雷电、 自燃等引发的自然火。
而人为火主要由农、林、牧业生
产用火，林副业生产用火，工矿
运输生产用火等产生的生产性
火源和野外吸烟、做饭、烧纸、取
暖等非生产性火源以及故意纵
火所引发。 所以，从源头控制火
源、 火种是升级森林消防安全
“防火墙”的有效手段。 为此，他
提醒广大市民：为了开化森林生
态安全， 全县森林禁火期内，禁
止一切野外用火。

我县全力“筑牢”森林防火墙

芹阳办事处创新森林防火“土方法”

动真格！ 两村民禁火令期间烧杂草被处罚

确保消防工作万无一失

翁村村党支部书记余永庚
在用望远镜巡查

本报讯（记者 姚玲）“你
好，麻烦你登记一下，再把打火
机放我们这……”近日，在马金
镇瑶坑村的进山入口处，每天都
有专人提醒上山劳作的村民进
山前上交打火机、登记，并且宣
传森林防火知识。瑶坑村村支书
张贵全告诉记者，星星之火可以
燎原，他们这么做就是为了杜绝
一切火源上山。“刚开始几天有

些村民不理解，可现在村民的防
火意识逐渐增强了，我们的工作
也越来越被理解了。 ”

这仅仅只是马金镇森林防
火的一个小片段。为了做好当前
高温干旱天气森林防火工作，马
金镇全镇上下都紧起来、动起来
了。

“喂喂喂， 你们那片的巡查
情况怎么样？ 请回答，请回答！ ”
这几天， 马金镇党委书记何万
彬、镇长曾珏、人武部长徐许新
以及部分民兵小分队的队员们
都随身携带一个便携“武器”
———对讲机。“这样既方便我们
在第一时间交流巡查情况，又方
面我们随时掌握全镇森林防火
情况。”曾珏说，为了做好森林防
火工作，马金镇早准备、早部署、
早谋划，全员行动，毫不懈怠。

森林防火重在防。为了让森
林防火的概念深入民心，马金镇

36 个行政村各显神通，贴标语、
敲锣鼓、拉横幅……并挨家挨户
签署《森林防火承诺书》，各村还
根据实际情况设立定点驻守和
流动巡查制度。“从森林防火工
作部署以来，我们的镇干部全部
驻守在马金待命。 ”曾珏相告，为
了将责任层层压实，马金镇还实
行了联系村干部包点、班子成员
包村、片长包片、书记和镇长全
天候巡查制度，30 名民兵小分
队队员全天候执勤， 其他队员
24 小时备勤，党员、干部、村民
齐上阵，严防死守，确保辖区安
全稳定。

当然，在工作中难免会遇到
不理解、不支持、不配合的村民。
每当这时，镇村干部们总会耐心
地进行宣传和规劝。但对于规劝
后仍我行我素的，将视情节轻重
依法采取义务巡逻等方式进行
处理。

严密部署 严阵以待 严防死守

马金镇严抓森林防火工作

张贴标语

本报讯 （记者 胡萍 通
讯员 许亮） “受近日天气影
响，各村老百姓上山下田耕作
的活动逐渐增多，管控野外用
火难度有逐渐加大的趋势。今
日督察，发现一起野外用火情
况……”9 月 5 日晚 9 时 37
分，村头镇的微信工作群里再
次发出书记、 镇长一日一督
评，并对第二天的工作进行具
体部署。据了解，像这样的“一
日一督评”该镇已经发布了 9
期，较好提振了全体镇村干部
群众的森林防火好士气。

为检查并排除森林消防
隐患，加强区域防控能力和火
源管控力度，村头镇还早早启
动了森林消防三层响应制度，
即每日村级主职干部一线布
防， 镇小分队 30人分三组巡

查， 镇主要领导带队下村督
查，并将每日检查情况放在工
作群内进行一一通报、点评和
总结。

“‘一日一督评’里，镇领
导经常会指出一些大家没做
到位或是不足的地方，我们看
到后，马上就能及时改正。”前
庄村村支书余金周表示，前庄
村是村头镇最偏远的自然村，
森林覆盖率达 89%， 是全镇
森林消防压力最大的一个村。
每当大家想要松懈的时候，

“一日一督评” 就会适时敲警
钟，并为大家加油鼓劲。“我们
村里也有微信群， 村妇女主
任、护林员以及村民骨干都在
里面，我和村委会主任在镇里
的‘一日一督评’里，看到好的
内容都会转发到群里，大家看
了都很受鼓舞，全天候巡护筑
牢森林安全‘防火墙’的意识
也更强了。 ”

据了解， 自 8月 28 日以
来，村头镇已出动镇村防火人
员 1500余人次，宣传、督查等
应急车辆 78辆次，其中，前庄
村已有 100 多人次加入护林
防火巡逻工作，每日森林消防
广播宣传时间长达 5小时，较
好维护了全村的青山绿水好
环境。

村头镇“一日一督评”
提振干群防火好士气

本报讯 （记者 姚玲 通
讯员 何敏） “高温”“干旱”
……这似乎是我县今夏最热
门的词儿。据气象台监测资料
显示， 今年 7 月 1 日至 8 月
30日，我县降雨量为 112.4毫
米，比往年同期的 332.6 毫米
偏少了 66.2%， 特别是 7 月
18 日以来，整整 46 天滴雨未
下。与此同时，气温却异常“火
热”，两个月内，共有 34 天最
高气温高于 35℃， 日极端最
高气温更是达到了 40.8℃。

高温少雨的恶劣天气，给
老百姓的生产生活带来了巨
大影响，同时也给森林防火增
添了不小的压力。 这不，县气
象部门“放大招” 了，8月 26
日至今实施了两场人工增雨。
虽然雨量不大，但对干涸的庄
稼来说， 无疑是播撒了“甘
露”， 森林防火的压力也有所
缓解。

“人工增雨不是随时随地
都可以的。 ”县气象局主任科
员邱伟建介绍说，人工增雨也
讲究天时地利人和，至少得满
足两个前提： 一是云系条件，

自然云已接近降水或已经降
水，此时实施人工降雨才是最
佳时机。 二是空域条件，航空
管制部门对空中航线飞机进
行调度，经批准后方可实施增
雨作业。

别以为人工增雨只是个
“发射几发炮弹”的轻松活，其
实根本没那么简单。“在准备
人工增雨的日子里，我们的操
作员、监测员、安全员等 5 人
就得在作业点蹲守。 ”邱伟建
说，8 月 26 日至 27 日那次较
为顺利，蹲守到傍晚就遇到了
合适的云层，可 9月 5 日可就
没那么幸运了，工作人员一直
蹲守至 6日凌晨……

很多市民朋友不理解，为
什么不多发几枚炮弹，让雨量
大些？邱伟建也想借此机会给
大伙普及普及， 他介绍说，不
同的云层对炮弹产生的反应
不一样， 降雨量也不尽相同。
一般炮弹发射后，10 多分钟
就会产生反应， 方圆 10 公里
左右的大地上就会增大一定
的降水量。

此外，县气象局提醒广大
市民朋友们，此次人工增雨时
间将一直持续到 9 月 11 日，
未来几天里，只要有适合人工
增雨的层状云和积状云两种
云层现身， 且气象条件适宜，
县气象部门将立即进行人工
增雨作业。市民朋友如果发现
故障弹，请不要靠近，并立即
向当地政府或派出所报告。不
可擅自拆除、搬动或储藏。

气象部门择机人工增雨
缓解高温干旱

人工增雨作业中

日常巡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