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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沁阳市森林防火总体规划（2023—2030 年）》

起草说明

根据河南省、焦作市的相关要求，需要我市编制规划，

目前已完成《沁阳市森林防火总体规划（2023-2030年）》

（以下简称《规划》）。

一、编制背景

森林是生态建设的主体，具有涵养水源、固土保肥、保

护生物多样性、净化环境、防风固沙等生态效益，其强大的

碳汇功能和作用也是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途径。森林资源

是地球最重要的资源之一。森林资源的功能是不可替代的，

它可以为人类生产生活提供各种物质和服务，还可以保持水

土，改善环境。然而随着温室效应的影响加剧，全球气温日

益增加，林区内的干燥程度增加，加之人为活动频繁，林区

内可燃、易燃物的增加，使得森林火灾频发、突发的特点更

加明显，近年来世界上森林火灾已经成为不可忽视的问题。

森林火灾是发生面广、破坏性大、处置救助十分困难的自然

灾害，当今世界，森林火灾已经成为影响生态安全、经济社

会可持续发展和人类生存的重要灾害之一。

沁阳市森林资源丰富，根据《全国森林火险区划等级》

划分结果，属于 I级火险区，市内原有的基础设施和技术手

段已经无法适应当前防火工作的需要，沁阳市面临着较严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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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森林防火形势。因此，为维护沁阳市的生态文明稳定，保

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重要基础设施和自然生态资源的安全，

急需编制和实施新一期森林防火规划，统筹推进森林防火基

础设施建设，提升森林火灾防控能力。

二、编制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2019年修订）；

（2）《森林防火条例》（2008年修订）；

（3）《河南省森林防火条例》（2012年）；

（4）《河南省森林防火责任追究办法》（2009年）；

（5）《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

意见》中发〔2015〕12号；

（6）《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中发〔2015〕25

号；

（7）《国家森林草原火灾应急预案》国办函〔2020〕

99号；

（8）《河南省森林火灾应急预案》豫政办〔2021〕8号；

（9）《焦作市森林火灾应急预案》（2016年）。

（10）《全国森林防火规划（2016-2025年）》；

（11）《河南省森林防火规划（2017-2025年）》；

（12）《森林河南生态建设规划（2018—2027年）》；

（13）《焦作市森林防火体系建设总体规划（2017-202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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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焦作市南太行森林防火高风险区综合治理工程

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三、主要内容

1、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统领，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

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国家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统一领导，

践行“人民至上、安全至上”理念，以坚决遏制火灾多发态势、

有效防范重特大火灾、坚决杜绝重大伤亡为目标；以林长制

为重要载体；以网格化管理为抓手，进一步落实“防灭火一体

化”要求，强化“防未、防危、防违”和“打早、打小、打了”

全链条管理，持续推进重点工作。不断提升综合防控水平，

推动森林防火工作高质量发展、生态强省建设，促进大河大

山大平原保护治理实现更大进展、生态文明建设实现新进步，

为确保高质量建设现代化河南、确保高水平实现现代化河南

奠定坚实生态环境基础，全面提高全市森林火灾综合防控能

力，为沁阳市高质量建设发展保驾护航。

2、现状分析

通过对沁阳市防火现状进行调查，总结出沁阳市森林防

火现状存在以下几个问题：树种以松柏类等易燃旱生林木为

主，同时，山区分布有寺庙，且在各山区均有较多散坟分布，

火灾隐患较大；沁阳市森林防火基础设施现状普遍薄弱，设

施设备陈旧，且数量有限、更新缓慢，难以满足现阶段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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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火的需要；森林防火基本以常规的装备和传统的防控手段

为主，广泛应用的信息指挥系统、无人机应用、GIS应用、

遥感监测、以水灭火设施设备和无线远程监控等技术还未完

全推广，科学防控手段落后；沁阳市现有的森林防火经费不

能完全满足森林防火工作需要。

3、相关规划解读

《河南省森林防火规划（2017-2025 年）》按照河南省

人民政府统一部署，提出至 2025 年的规划总目标：重点加

强森林火灾预防、扑救、保障三大体系建设，形成森林防火

长效机制，显著提高森林火灾防控能力，基本实现预警监测

智能化、预警响应规范化、火源管理法治化、火灾扑救科学

化、队伍建设专业化、装备建设机械化、基础工作信息化，

实现传统灭火向科学灭火，以风力灭火为主向风水灭火结合，

传统防火向科学防火、依法治火转变。

《焦作市森林防火体系建设总体规划（2017-2025年）》

明确提出了森林防火体系的建设目标、总体布局、建设内容

和保障措施，为沁阳市森林防火工作的科学有序开展提供了

依据。

4、规划目标

全面加强森林防火预防、扑救、保障三大体系建设，在

充分利用现有森林防火设施设备基础上，通过完善火情瞭望

监测系统，加强信息指挥系统、扑火机具、专业队伍能力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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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基础设施建设，改善森林防火基础设施条件，增强预警、

监测、应急处置和快速反应能力，提升森林火灾综合防控水

平；实现重点地区森林火灾预防、指挥和扑救能力的大幅提

高。

表 3-1规划目标

规划区 指标 目标

沁阳市

重点林区瞭望监测覆盖率 95%以上

24h火灾扑灭率 95%以上

森林火灾受害率 0.9‰以下

5、森林火险预防体系建设规划

本规划以构建新的判断准确、传输迅速、反应敏捷、功

能完善的森林火险预警系统为目标，结合沁阳市重点火险区

域森林防火建设需求的实际情况，完善森林火险预警平台建

设。并深化与当地气象部门的合作，建立森林火灾预报及预

警联合发布机制，推动全市森林火险气象预测预报一体化建

设。建立起“因险设防、因险而动、快速反应、科学应对”的

灾前预警机制。在森林资源分布的重点地区、重点部位，选

择视野开阔的地点，新建 8处视频监控系统，并新建 5座瞭

望塔，发挥视频监控及人工瞭望在大面积林区火情监测中的

作用，建成后重点林区瞭望监测覆盖率能够达到 96.4%。为

提高地面巡护效率，扩大巡护范围，规划期内购置高倍望远

镜 60台，巡护摩托车 50辆、对讲机 160台，手持气象仪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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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并在瞭望监测难以覆盖区域，建设检查哨卡 20 处，建

设配套卡口监控（含语音提示等）20处。至规划期末，建成

集高山瞭望、视频监控、地面巡护相结合的林火预警监测系

统，提升森林火险预警、火情实时监测能力。

同时加强森林防火通道与林火阻隔系统建设。规划改建

防火道路 2.5 km，新建防火道路 83.0 km，防火线 11.0 km，

生物防火林带 23.3 km，与现有道路、阻隔带结合，构建布

局合理、结构完整的防火阻隔网络，实现“打早、打小、打了”

的扑救目标。

规划按照“政府主导，媒体联动，教育渗透，全民参与”

的要求，加强森林防火的宣传教育体系建设。规划期内定期

开展防火宣传活动，并建设 300 块防火宣传牌，150处防火

宣传栏，同时购置 6辆防火宣传车以及 5套宣传设备，健全

重点林区全覆盖的森林防火宣传教育及预警体系。

6、森林火险扑救体系建设

利用省级、焦作市森林防火监测预警中心间的卫星通信

网，在沁阳市林业发展中心新建 BGAN系统 1套，在大面积

林区和偏远林区乡镇单位配备卫星电话 10 台；专业队伍和

半专业队伍根据需要配备卫星定位仪 100部，构建涵盖偏远

山区及无稳定移动通信信号覆盖地区的通信网络，实现重要

火场音频、视频等信息实时传输，在全市范围内形成星地结

合、高效稳定的卫星通信网。并根据实际防火需求，规划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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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综合通信车 2辆、应急指挥车 1辆。

为建立沁阳市森林防火航空消防体系，规划建设 1处停

机坪，2处航空消防取水点，配备智能防火巡护全自动无人

机 2架以及可携带灭火弹无人机 4架，以便快速到火场进行

火情侦测以及实施航空消防。

据森林资源集中情况以及防火现状需要，规划专业消防

队增加 100人，乡镇半专业消防队伍增加 150人，群众消防

队 300人。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森林草原消防队伍建设的

指导意见》，落实营房、训练场地等建设标准的保障，规划

新建营房 600m2、训练场地 800m2。并加强森林消防专业队

伍装备标准化及储备库建设，重点加强灭火机具、安全防护

类、野外生存类、防火车辆等机械化装备建设，提升专业队

伍及半专业队伍的快速扑救火灾的战斗力，以构建全域森林

覆盖、反应迅速的森林防火队伍体系。

为迅速有效、彻底地控制火情，规划加强以水灭火系统

工程的建设。规划新建蓄水池 24座，消防管网 40.20km，消

防栓 60 个，深水井 3 口（平原 1 台，山上 2 台），并根据

实际需求，规划购置“以水灭火”消防设备类，其中脉冲水枪

200台、高压细水雾灭火机 50 台、高压水泵 22 台、消防水

车 6辆、可移动水池 140个、消防水带 8000米。

7、森林火险保障体系建设

本规划的总体目标主要由沁阳市人民政府负责组织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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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加强政府主管部门的规划领导，建立目标责任制，定期

进行考核，并建立森林违法违规野外用火举报奖励机制。沁

阳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火相关部门，要认真制定本辖区森林

防火年度计划任务，有条不紊地实施，确保规划目标的实现。

政府部门、森林防火规划管理部门、责任建设单位加强统筹

协调，加强本规划与相关领域专项规划之间的衔接，形成整

体合力，使各种规划稳步共同推进。并按照中央建设投资和

专项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加强项目申报、审批、实施、验

收等环节的监督和管理。政府要重视森林防火工作，确保资

金能够及时、足额到位；加强技术保障，认真做好现有科技

成果的筛选和推广工作，并搞好基层森林防火工作人员岗位

技术培训，提高专业人员的技术素质和森林防火工作的科学

管理水平；加大对《森林法》、《森林防火条例》以及国家

关于保护森林、发展林业的有关规定的宣传力度，增强群众

的森林防火意识。建立健全举报奖励机制，强化社会监督，

充分发挥举报奖励的带动和示范作用，对森林违法违规野外

用火行为依法从严查处，形成有效震慑作用，提高森林防火

群防群治能力。

市森林防火有关管理部门对各乡镇规划任务完成情况

进行跟踪检查，实施考核评估，提高实施效果。

8、综合评价

规划的实施能够加强森林防火基础设施建设，提高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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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控制森林火灾的综合能力，减少森林火灾造成的损失，保

证森林资源的安全，发挥森林涵养水源、保持水土、维护生

态平衡的功能，是一项伟大的公益性事业。

规划的实施不仅能全面改善沁阳市的森林防火基础设

施条件，大幅提升森林火灾的综合防治能力，有效减少和控

制火灾对森林资源的破坏，且直接关系到国家和人民生命财

产的安全，亦能推动森林资源的可持续发展，是“建设生态文

明”的重要体现，融生态、社会、经济效益于一身，集森林防

火、宣传教育、生态旅游于一体，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

秋、惠及子孙的伟大事业。因此，为确保沁阳市森林资源和

生态环境的稳定性，加强森林防火基础设施和防火队伍建设，

提高监测火情、指挥决策、扑救手段的科技含量，变被动防

火为主动科学防火，规划的实施不但十分必要，而且技术上

可行、经济上合理、三大效益显著。

四、政策问答

1、为什么要实施《规划》

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大报告中提出，推动绿色发展，促

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大自然是人类赖

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必须牢固树立

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的高度谋划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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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五”时期，我省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生态环境保

护和生态经济发展面临诸多机遇和有利条件。要准确把握新

发展阶段的历史使命，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紧抓构建新发展格局战略机遇，找准定位、探索路径，全方

位对接国家重大战略，全力推动绿色低碳发展，持续改善生

态环境，大力发展生态经济，开启生态强省建设新征程。

森林防火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安全保障，是森林资源保护

的首要任务，是政府应急管理的重要内容，事关人民生命财

产和森林资源安全，事关“山水林田湖生命共同体”安全，事

关国土生态安全，森林防火责任重于泰山。

根据《森林防火条例》第十四条“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

林业主管部门根据全国森林防火规划，结合本地实际，编制

本行政区域的森林防火规划，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组织实

施。”之规定，加之《河南省林长制办公室关于开展 2022年

度林长制督查考核工作的通知》（豫林长办〔2023〕4号）

考核评分细则中将“防火规划编制批准”列为一项重要考核内

容。同时，焦作市林业局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快森林防火规

划编制的通知》要求各县区编制本行政区域的森林防火规划，

因此有必要制定并实施《规划》。

2、《规划》中的重点任务有哪些？

《规划》明确了沁阳市今后一段时期森林防火发展的总

体思路、发展目标，以加强林火预警系统、林火阻隔及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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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防火基础设施、森林消防队伍等方面建设，及完善防

火体制机制为重点，提高林火防控能力。

3、《规划》的顺利实施是否有保障？

本规划的总体目标主要由沁阳市人民政府负责组织落

实，加强政府主管部门的规划领导，建立目标责任制，定期

进行考核，并建立森林违法违规野外用火举报奖励机制。沁

阳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火相关部门，要认真制定本辖区森林

防火年度计划任务，有条不紊地实施，确保规划目标的实现。

政府部门、森林防火规划管理部门、责任建设单位加强统筹

协调，加强本规划与相关领域专项规划之间的衔接，形成整

体合力，使各种规划稳步共同推进

市森林防火有关管理部门对各乡镇规划任务完成情况

进行跟踪检查，实施考核评估，提高实施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