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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山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黄山市全面推进
森林防火网格化管理试点建设实施方案的通知

黄政〔2024〕2号

各区、县人民政府，黄山风景区管委会，黄山高新区管委会，

黄山现代服务业产业园管委会，市政府有关部门：

现将《黄山市全面推进森林防火网格化管理试点建设实施方

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2024年 1月 11日

黄山市全面推进森林防火网格化管理
试点建设实施方案

为认真贯彻《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加强

新形势下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的意见》精神，充分发挥林长制制

度优势，扎实推进森林防火网格化管理试点建设，构建“权责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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晰、条块结合、运转高效、反应迅速”的森林防火工作机制，根

据《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全国森林防火网格化管理试点省建

设实施方案的通知》（皖政〔2023〕64 号）、《黄山市林长制规定》

要求，结合我市实际，制定如下实施方案。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持“预防为主、积

极消灭、生命至上、安全第一”工作方针，以深化新一轮林长制

改革为统领，以压实工作责任为根本，以创新工作机制和管理模

式为驱动，以科技赋能为支撑，以网格化管理为重点，推进“防

未、防危、防违”“打早、打小、打了”的全链条管理，有效防范

化解重特大火灾风险，推进全市森林防火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

（二）工作目标。通过在全市推进森林防火网格化管理，实

现“定格、定人、定责、定图”，着力打通乡镇、村（社区）两级

和森林经营单位等责任落实“最后一公里”，形成预防为主、防灭

一体、保障有力的长效机制，筑牢森林防火屏障，确保森林火灾

受害率稳定控制在 0.3‰以内，森林防灭火能力显著增强，全民

防火意识和法治观念持续提高，综合防控水平全面提升。

二、主要任务

（一）划定森林防火网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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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定格定人定责。结合各级林长责任区，系统建立市、县、

乡、村、基本网格（护林员、防扑火队员）五级森林防火网格。

网格设立负责人。市、县、乡、村级网格，由各级林长担任网格

负责人，负责督促责任区域落实森林防火各项目标任务，做好重

点时段、重点区域森林防火工作，协调解决涉林安全突出问题；

各级林长会议成员单位和“一林一警”责任民警、“一林一技”科

技人员为网格成员，负责网格区域任务落实，履行相关职责，加

强林业资源保护管理。村两委成员、村民组长、护林员担任村级

网格员，负责隐患治理、火源管理、宣传教育、联防联控、携装

巡护、早期处置等工作。基本网格由护林员、防扑火队员等负责，

负责防火巡护、宣传劝导、隐患排查、火情报告、早期处置等工

作。国有林场等森林经营单位、有森林防火任务的自然保护地结

合实际划分森林防火网格。（责任单位：市林业局，配合单位：市

级林长会议成员单位，各区县人民政府。以下各项任务均需各区

县人民政府落实，不再列出）

2．上图定位。建成全市森林防火信息化系统，强化网格管理

基础数据集成与运用。在林长责任区域的显著位置设置公示牌，

公布网格管理人员姓名、区域概况、职责任务和监督电话等内容，

接受社会监督。（责任单位：市林业局，配合单位：市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市数据资源局）

（二）增强网格管火功能

1．加强网格火源管控。压实网格巡林责任，落实市级林长季



— 4 —

度巡林、县级林长双月巡林、乡级林长每月巡林、村级林长半月

巡林、基本网格日常巡林制度。（责任单位：市林业局，配合单位：

市级林长会议成员单位）严格落实用火审批、防火检查、日常巡

护等常态化管控手段，各级网格重点加强祭扫用火、农事用火、

林区施工生产用火和景区景点、民宿、露营等野外用火管理。加

强未成年人、留守老人、五保人员等重点群体及身体、精神残障

等特殊人群管理。（责任单位：市林业局，配合单位：市文化和旅

游局、市教育局、市公安局、市民政局、市农业农村局）建立违

法违规用火行为有奖举报制度，林业、公安和属地网格联合打击

违法违规野外用火行为。发挥“林长+检察长”机制作用，加强

森林火灾案件行刑衔接，加大公益诉讼检察保护力度。（责任单位：

市林业局，配合单位：市级林长会议有关成员单位）

2．健全隐患排查机制。动态治理火灾隐患，组织各级网格及

网格员常态化开展安全巡护和风险隐患排查，网格成员单位持续

协同开展本行业领域森林火灾隐患排查整治，建立问题、任务、

责任、时限“四个清单”，清单化、闭环式推进问题整改销号。

（责任单位：市林业局，配合单位：市发展改革委、市文化和旅

游局、市教育局、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市民政局、市交通运输局、

市农业农村局、市应急局）常态化开展输配电隐患整治，持续完

善防火隔离设施、宣传警示标志等，定期开展输配电设施安全巡

检、巡线剪枝、线下可燃物清理，切实解决“树线矛盾”。（责

任单位：黄山供电公司，配合单位：市发展改革委、市林业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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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大林区可燃物清理，重点对自然保护地、国有林场（林区）、

旅游景区景点、人为活动频繁等重点区域内的林农交错地带、林

城交错区、林内道路两侧、林内企业周边、坟头墓地周围、防火

隔离带等重点部位的杂草、秸秆、枯枝落叶等进行集中清除。因

地制宜通过森林抚育、杂草（灌）清理、林分改造等措施控制林

区可燃物载量。（责任单位：市林业局，配合单位：市农业农村

局、市民政局、市文化和旅游局、市交通运输局）

3．加强联防联控。建立完善务实的市、县、乡、村四级毗邻

网格联防联控机制，强化网格协调联动，做到监测信息互通、物

资装备互用、基础设施共建、人员力量互补，实现“无火共防、

有火共扑”。（责任单位：市林业局，配合单位：市发展改革委、

市公安局、市应急局、市数据资源局）

4．构建全民防火的安全氛围。健全“政府主导、部门协作、

教育联动、全民参与”的宣传机制，强化传统媒体与新媒体融合，

结合“防火宣传月”“防灾减灾日”等专题宣传活动，突出抓好森

林防火“五进”活动。做好重点时段、重点区域、重点人群森林

防火宣传。在造林季节和农事用火高峰时期，突出野外火源管理

宣传，引导林场职工和林区群众依法、依规用火；在五一、国庆、

元旦等节假日，突出进入林区旅游休闲火源管理，引导游客文明

旅游；在春节、清明、冬至期间，结合禁止焚烧香纸冥币等祭祀

用品专项整治工作，大力倡导文明祭祀，加强因祭祀用火引发森

林火灾的警示教育。在高火险时期、高火险地区应组织党员、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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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志愿者等人员，进村入户开展森林防火宣传。完善村规民约，

推广应用“防火码”，大力倡导绿色文明祭扫，引导群众移风易俗。

强化以案释法、以案促教，提升群众防火意识。（责任单位：市林

业局，配合单位：市文化和旅游局、市教育局、市经济和信息化

局、市公安局、市民政局、市交通运输局、市应急局，国家消防

救援局安徽机动队伍三大队）

（三）发挥科技支撑作用

1．构建森林防火管理统一平台。深入应用“林长通”和“智

慧护林员”APP、“安徽省森林火灾应急系统”，构建全市森林防

火大数据平台，汇集各级森林资源、视频监控、无人机巡护、卫

星遥感、防火基础设施、防扑火队伍、社情民情等网格基础数据。

完善跨区域、跨层级指挥调度平台功能，实现火情“预警—识别

—研判—处置”全程线上调度，全面提升信息化应用水平。（责任

单位：市林业局，配合单位：市应急局、市数据资源局、市气象

局）

2．强化智慧监测。积极统筹各方监测资源，加强人为活动频

繁、重要设施周边、雷击火高发、火情易发多发等区域的视频监

控体系建设。（责任单位：市林业局，配合单位：市文化和旅游局、

市公安局、市财政局、市应急局、市数据资源局）推动电子围栏、

雷击火监测、卫星遥感、航空护林等新技术应用，拓宽网格监测

智慧场景。（责任单位：市林业局，配合单位：市科技局、市应急

局、市数据资源局）实时汇聚前端感知信息，推进烟雾识别、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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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蔓延等预警研判技术深度应用，提升森林火险预警能力。（责任

单位：市林业局，配合单位：市应急局、市数据资源局、市气象

局）

（四）建设林火阻隔系统

1．科学布设防火隔离带。加快火情易发多发区域林相更新改

造，在森林经营过程中统筹安排、优选树种，提升森林自身抗灾

能力，在新造林和更新改造林中，科学统筹生物防火隔离带建设，

持续降低林缘等重点区域可燃物载量，循序渐进提高森林经营质

量。有序开展防火道路与农村公路共建。构建城镇、居民区、学

校等重点区域和网格周边自然阻隔、工程阻隔、生物阻隔相结合

的闭环防线，提升网格系统阻燃能力。（责任单位：市林业局，配

合单位：市发展改革委、市财政局、市交通运输局）

2．实施引水上山工程建设。进一步推动黄山风景区重点森林

防火风险网格引水上山工程建设。重点组织各级网格围绕电力通

道沿线、坟墓集中区、开展森林旅游的区域等，增配布设森林消

防水池或水箱水桶，配置专用防火水管、消防栓、消防泵房，加

强水资源储备动态监管，提升网格以水灭火处置能力。（责任单位：

市林业局，配合单位：黄山风景区管委会，市发展改革委、市文

化和旅游局、市财政局、市水利局）

（五）提升火情处置能力

1．完善早期火情预案管理。围绕“一地一案、管用实用”的

原则，推动镇、村两级网格应急处置办法、流程标准化管理，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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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压实森林经营单位、村级网格员发现火情第一时间报告责任，

规范火情信息报送，确保发生火情快速高效处置。（责任单位：市

林业局，配合单位：市公安局、市应急局）

2．强化防扑火队伍建设。优化现有省地共建专业防扑火队伍

结构，开展市、县网格专业机动队伍建设，探索购买社会化服务，

实现区域联动、高效响应。县级以上网格按照国家及省既有标准，

全面推进县级防扑火专业力量建设，在高火险期深入镇、村网格

靠前驻防、执勤备战。（责任单位：市林业局、市应急局依分工负

责，配合单位：市财政局）加强国有林场等森林经营单位、有森

林防火任务的自然保护地专业防扑火队伍建设，建队规模原则上

不少于 15 人；森林管护面积超过 1万公顷的，原则上不少于 25

人。森林防火重点乡级、村级网格分别建成不少于 15 人、10 人

的防扑火队伍，确保对火险火情做到快速反应、迅速处置。（责任

单位：市林业局，配合单位：市财政局、市应急局）

3．提高物资装备水平。按照分级储备、高效处置的原则，加

强各级森林防火物资保障。全面优化物资储备品种结构，加强队

伍机械化装备配备，加快以水灭火设施设备在乡、村一线网格应

用，完善村级网格员和火情处置队伍的安全防护、野外生存类装

备配备，提升安全保障能力。（责任单位：市林业局，配合单位：

市发展改革委、市财政局、市应急局、市水利局）

4．加强实战演练和教育培训。根据实战需求和实操管用的原

则，分层分类开展安全教育培训、实战化演练和比武竞赛，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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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防扑火应急处置能力。各级网格防扑火队伍每年组织开展不

少于 2次集中轮训，确保所有一线队员熟练掌握并使用风力灭火

机、水泵、油锯等基础设备，具备快速反应能力。（责任单位：市

林业局、市应急局依分工负责，配合单位：市发展改革委、市财

政局、国家消防救援局安徽机动队伍三大队）

5．统筹网格基础建设谋划。开展以村级网格为单位的防火基

础设施谋划、梳理工作，优化建设任务，支撑、完善各级森林防

火专项规划并有序推动实施，优先建设一批防火基础设施示范镇、

村级网格，系统谋划、开展高火险区森林火灾综合治理项目建设，

推动区域防火基础设施建设机械化、标准化。（责任单位：市林业

局，配合单位：市发展改革委、市财政局、市应急局）

三、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市级林长会议定期调度推进，统筹抓

好森林防火网格化管理试点建设。各责任单位和配合单位强化责

任意识，加强分工协作。市、县、乡、村、基本网格层层压实责

任，全面落实网格管理任务。（责任单位：市林长制办公室，配合

单位：市级林长会议成员单位）

（二）完善政策保障。统筹资金支持森林防火网格化管理体

系建设。合理确定防扑火队员和村级网格员等待遇并为其购买人

身意外险。（责任单位：市财政局，配合单位：市林业局、市应急

局）综合运用财税、金融、保险等政策，引导社会资本深度参与

森林防火网格化管理和基础设施建设，提高防灾减灾能力。（责任



— 10 —

单位：市税务局、市地方金融监管局、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黄

山监管分局依分工负责，配合单位：市林业局）

（三）强化督导考核。将森林防火网格化试点建设纳入全市

林长制考核，对森林防火工作作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按规定

予以表彰；因失职失责造成森林火灾或其他严重后果的，严格按

照相关法律法规追究责任。（责任单位：市林长制办公室，配合单

位：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