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梅梅介绍，2020年1月，我市出台
了《全市高层建筑消防安全提升计划
（2020-2022）年》，通过1年的专项整治，
我市高层建筑抵御火灾的能力明显提
升。同比2019年，全市高层建筑火灾亡
人数、伤人数分别下降43.5%、22.2%。

刘梅梅表示，虽然我市去年的整治行
动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是在整治行动当

中，还是发现部分高层建筑存在消防管网
锈蚀用水无法保证、可燃雨棚和外墙防护
网的拆改难度大、生命通道堵塞整治反
弹、老旧小区私拉乱接电线、公众安全意
识仍十分薄弱等问题。

因此，今年的综合治理将坚持问题导
向，解决高层建筑“人上不去、水上不去、
车进不去”等突出问题。

刘梅梅介绍，今年的综合治理将重点
开展建筑消防设施整治攻坚、可燃雨棚和
突出外墙防护网整治攻坚、打通“生命通
道”集中整治、用电用气专项整治、油汽类
安全隐患整治五大隐患整治行动和消防
安全管理能力、居民消防安全素质、灭火
应急能力、政策法规保障能力等提升行
动,全力预防和减少火灾事故发生。

解决高层建筑“人上不去、水上不去、车进不去”等突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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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消防部门统计的火灾事故综合分析，广
大市民在用电用气的过程当中，有以下6个方
面要特别注意。

一是选择产品质量过关的电线、电器、燃气
灶具、热水器，购买时一定要索要合格证、发票
等凭证，购买燃气灶具、热水器还要查验该销售
单位是否委托有《燃气燃烧器具安装维修企业
资质》的单位负责安装、维修等售后服务。

二是装修、铺设电线、安装燃气灶具和热水
器时，要查看、留存安装人员相关证书、工作
证。安装燃气灶具和热水器，除了所在单位应
取得《燃气燃烧器具安装维修企业资质》，安装
人员还应该持有相关职业技能岗位证书。

三是在使用过程中，不要私拉乱接电线、天
然气管线，不要飞线充电、串联插线板，不要使
用超过电线、插线板功率的电器，不要非法经
营、存储、使用与处置醇基燃料。

四是租住房屋，以及入住群租房、小旅馆、
民宿等场所，要检查热水器是否安装在通风的
地方，排气管是否到室外。

五是要配合电力公司、天然气公司、物
业、社区等单位，进户开展用电用气安全检查
服务，自觉整改隐患。

六是要注意物业公告栏、微信公众号等载体
上的用电用气安全知识，学习掌握一些基本的常
识和处置技巧。

用电用气
日常安全

1.要使用符合要求的外墙保温材料

高层建筑严禁违规采用易燃可燃外墙保
温材料。对外墙保温防护层破损开裂、脱落，
未将保温材料完全包覆的，要及时修缮。

2.严禁违规进行电焊、气焊等明火作业

严禁在高层建筑外墙违规进行电焊、气焊
等明火作业，禁止在建筑周围堆放可燃物、燃放
烟花爆竹；汽车、电动车停放要与建筑外墙保持
一定的安全距离。

3.做好消防设施的维护与保养

高层建筑要按消防技术规范设置消防设
施，并经常维护保养，确保齐全好用；防火门要
常闭。

4.进入高层，熟悉环境、明辨逃生方向

进入高层建筑内，请注意观察疏散通道、安
全出口和避难层所在位置；遇到火情，迅速从最
近的安全出口有序逃生，不可贪恋钱财，不要返
回火场拿取财物。

5.建立微型消防站

高层建筑管理或使用单位，应建立集防火、
灭火、宣传培训于一体的微型消防站，配齐人员
和必要的装备器材，提升扑救初起火灾能力。

6.疏散通道要保持畅通

高层建筑疏散楼梯、走道严禁堆放的杂物
以及违规停放、充电的电动车，确保疏散通道
畅通。

7.物业单位要定期开展消防培训

社区管委会、高层建筑物业单位要定期开
展防火检查巡查，组织实施消防宣传教育培训，
制定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并定期组织演练。

8.制定家庭火灾逃生预案

高层建筑居民住户要制定家庭防火和火场
逃生计划，备齐灭火器、防毒面罩等器材，熟记
逃生路线，实地勘验疏散通道是否畅通。

(资料来源：重庆消防微信公众号）

高层建筑
避免火灾 个提示

我市开展为期1年的高层建筑消防安全综合治理

所有高层建筑可燃雨棚
今年底前全部拆改

谭作平在发布会上介绍，市城市管理
局作为打通“生命通道”集中清障行动的
牵头部门，积极会同相关部门开展工作，
去年以来先后完成了全市3.4万栋高层建
筑消防通道及消防救援场地的清障及标
识化工作。清理障碍物3.1万处，查处堵
塞消防车通道、占用消防救援场地的违法
行为13万余起。拆除违法建筑3.6万平
方米。新建公共停车场174处，新增泊车
位8万余个，集中清障行动成效初显。

今年将结合城市管理工作的综合推
进，持续开展3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持续开展清障行动，清理整治
道路违规设置的隔离桩、地锁等障碍
物，清理整治消防救援场地上设置的
固定摊位、绿化植被等障碍物，清理整
治影响消防车通道和救援场地范围内
的高大乔木、广告牌等市政园林设施，
畅通“生命通道”。

二是持续开展联合执法行动，建立完
善部门联合执法信息共享机制，保持对占
用堵塞消防通道、消防救援场地违法行为
严查重处的高压态势。

三是要持续加大“生命通道”的监管

力度，严格落实消防车通道、消防救援场
地标识化管理的相关要求，将“生命通道”
的日常监管工作纳入城市综合管理“马路
办公”“门前三包”等检查的重要内容，发
现不良问题，及时交办、督办，限期整改，
让“生命通道”始终保持畅通。

刘梅梅介绍，将建立部门联合执法、
信息共享机制，严查严治违法行为，加快
停车场建设和停车资源优化利用，将新建
高层建筑消防车通道、救援场地标识化制
作纳入消防验收内容，住宅小区车辆按停
车位数量实行“一位一车”限量管理。

对堵塞占用消防通道严查重处，让“生命通道”始终保持畅通

刘梅梅表示，市民普遍关注的可燃雨
棚和突出外墙防护网整治，将采取政府补
贴多方分担等措施强化资金保障，引导业
主自己拆改，对拒不整改的将依法进行

“定点拆除”。
郭唐勇表示，近年来高层建筑的火

灾安全确实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高
层建筑发生火灾时，可燃雨棚和突出外
墙防护网上放置的杂物会加剧火势蔓

延扩大；完全封闭的防护网会影响人员
逃生和消防救援。拆改可燃雨棚和突
出外墙防护网能够延缓火势发展，有利
于被困人员的逃生和消防救援。为此，
市委、市政府统一部署和要求由市住房
城乡建委牵头，市城市管理局、市消防
救援总队等多部门配合，开展全市高层
建筑可燃雨棚、突出外墙防护网整治攻
坚行动。

近期，各区县将发布整治通告，发动
社区、物业服务企业等一线力量开展全
面排查整治，做实做细群众工作，6月底
前积极引导业主完成自行拆改高层建筑
可燃雨棚、突出外墙防护网等消防安全
隐患点；9月底前，对拒不整改的，将组
织综合执法，进行“定点拆除”；12月底
前，全市所有高层建筑可燃雨棚全部完
成拆改。

高层建筑可燃雨棚分3阶段完成拆改

本报讯 （记者 周松）3月16日，重庆市高层建筑消防安全综合治理新闻发布会
在重庆市新闻发布中心举行，会上宣布，为建立完善长效治理机制，市政府决定在今年
部署开展为期1年的高层建筑消防安全综合治理。市消防救援总队副总队长刘梅梅、
市经济信息委总经济师杨正华、市住房城乡建委副主任郭唐勇、市城市管理局二级巡视
员谭作平、市商务委副主任宋刚分别通报了各自领域的高层建筑消防安全工作情况。

开展高层建筑油汽安全隐患整治

宋刚介绍说，近年来在我市的部分区
县，一些不法分子受利益驱使，在高层建

筑内停车场等场所非法经营、储存
成品油等可燃油品，社会的危害性
极大。对此，我市前期已制定下发

《全市高层建
筑油汽安全隐
患整治行动方
案》。

宋刚介绍
说，今年市商

务委将明确任务分工，细化工作责任、措
施，压实区县政府属地责任、部门监管责
任、企业主体责任。将深入排查整治，指
导各区县政府对辖区内的高层建筑非
法经营、储存可燃油料等问题逐一清理
排查，在4月底前，各区县要建立隐患
台账，逐一落实隐患整治责任主体，明
确整改时限和具体整改任务。6月底前
全面完成高层建筑内可燃油料非法经
营、储存问题整治，切实消除安全隐患。

市商务委还将联动相关部门开展联

合执法，对未依法取得行政许可，擅自销
售成品油的黑加油窝点、流动售油车辆
一律予以查处，将对各区县整治工作情
况开展明查暗访，严肃查处违法违规行
为，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

同时，专项行动期间，将利用网络、电
视、报纸、广播等新闻媒介，广泛宣传成品
油非法经营给社会带来的危害和安全隐
患，鼓励社会单位和群众积极举报成品油
非法经营问题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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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全面提升消防安全能力，我市将开展四大能力
提升行动，市级相关部门将着力提升消防安全管理能
力、居民消防安全素质、灭火应急能力和政策法规保障
能力。

今后，《中小学消防安全教育读本》将被纳入政府
采购目录，高层住宅小区每年至少组织开展1次消防演
练，各区县将利用社区公园、休闲广场，按标准建设区
县级以上消防科普教育基地。

此外，按照全市区域协调发展格局，消防部门将组
建主城都市区、渝东北三峡库区城镇群、渝东南武陵山
区城镇群3个灭火救援战区和1个直属机动力量。

高层住宅小区
每年至少开展一次消防演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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