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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充县消防安全委员会办公室文件
西消安委办发〔2024〕23 号

西充县消防安全委员会办公室
关于医疗机构下半年火灾形势及工作建议的

通知

县卫健局：

近期，县消防安全委员会办公室依据火灾防控工作实际和全

县火灾信息统计数据，科学研判我县医疗机构消防安全火灾形势，

分析行业内火灾危险性，提出工作建议。

一、全县医疗机构火灾基本情况

2024 年 7 至 11 月，全县未接报医疗机构火灾报警。

二、全县火灾形势分析

2024 年 7 至 11 月，全县共接报火灾 184 起，无人员伤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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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财产损失 5.532 万元。从起火场所看，露天堆垛、荒杂草地、

绿化带等火灾 73 起，占火灾总数的 39.67%，村居住宅火灾 89
起，占火灾总数的 48.36%，是最容易引发火灾的两类场所。从

火灾原因看，电气火灾 53 起，生活用火不慎火灾 124 起，吸烟

不慎火灾 5 起，分别占火灾总数的 28.8%、67.39%、2.7%，是最

易引发火灾的三大因素。

三、火灾风险

冬春季节，气候寒冷，易引发感冒和其他呼吸道疾病，元旦、

春节、元宵节期间，节日饮食文化丰富，易引发肠胃疾病，群众

到医院诊断、治疗的情况多，医疗机构人员聚集，主要存在以下

火灾风险：

1.随着医疗需求增多，各种高精尖医疗仪器、易燃易爆试剂

的使用不断增加，使防火安全管理的专业性增强、难度增加，一

旦使用、维护和管理不善，极易引发火灾事故。

2.部分医院为方便管理，将疏散通道锁闭，影响紧急情况下

人员疏散。

3.医院服务对象中较大部分为外来人员及返乡群众，流动性

大，对场所的火灾危险性认知不足，不掌握安全出口、疏散通道

等情况，特别是住院患者大多行动不便，自救逃生能力差，引发

火灾及造成人员伤亡的危险增加。

4.有的医院安全出口被锁闭、疏散楼梯及通道内堆放杂物；

一些医院在走道内加设床位，严重堵塞通道；有的医院应急照明、

疏散指示标志不足，常闭式防火门处于开启状态。

5.医院的老旧建筑普遍较多，电气线路老化现象比较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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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老旧医院“边改造、边使用”，施工使用电焊作业且用电负

荷大，施工现场堆放大量可燃物，埋下消防安全隐患。

6.医院的消防车道容易被占用，用于停放社会车辆等，严重

影响灭火救援和疏散逃生。

7.医院住院部、门诊楼取暖设备多，医用设施耗电量大，冬

季用电负荷巨增，容易因超负荷引发电气火灾；配电房和电缆井

未纳入定期检查巡查范围，存在潜在火灾隐患。

8.一些规模较小、地处偏远的卫生院为节约投入成本，未按

标准要求设置消防设施器材，消防设施器材维护保养不到位，存

在设施停用、器材丢失及老化等现象，起火后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

四、工作建议

（一）总体目标

县卫生健康局要认真贯彻落实国、省、市、县冬春火灾防控

相关会议和文件精神，按照“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的要求，指导

督促各医疗机构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固化“风险自知、问题

自查、隐患自改”承诺管理制度，坚决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二）具体工作

1.县卫生健康局主要领导或分管领导要专题听取一次火灾

防控工作情况汇报，组织对医疗机构冬春季节火灾形势进行分析

研判，找准薄弱环节和风险隐患，督促制定一份加强和改进本部

门消防安全工作的方案或措施，深化部署医疗机构冬春火灾防控

工作，加强调度通报，强化督查检查，抓好工作落实。

2.组织对下级部门及各医疗机构消防安全责任人、管理人进

行一次消防安全培训约谈，培养消防安全“明白人”，提高消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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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能力。督促医疗机构开展“七个一”活动（开展一次消防安

全自查，列出一份隐患整改清单，向社会作出一次整改承诺，对

消防设施进行一次维护保养，组织一次全员消防培训，开展一次

火灾警示教育，开展一次应急演练）。

3.于春节前对全县医疗机构开展消防安全自查自改情况进

行一次核查，督促及时消除火灾隐患，加强安全用火用电管理，

严防因用火用电不慎等原因引发的火灾事故。在春节、元宵节等

重要节点，联合相关部门组织开展督导检查，督促医疗机构落实

消防安全“三自主两公开一承诺”措施。

4.推动属于消防安全重点单位的医疗机构建立健全微型消

防站，其他医疗机构建立志愿消防队，结合老、弱、病、残、孕、

幼的认知和行动特点，细化应急预案，明确每班次、各岗位人员

职责，加强培训演练，落实值班值守，充分发挥其消防宣传、检

查和灭火的职能作用。

5.严格责任追究，对医疗机构发生火灾事故的，既要查原因，

也要查责任、查教训，通过严惩责任单位和有关部门责任人，达

到处理一起、警示一片、规范一方的效果。

西充县消防安全委员会办公室

2024 年 12 月 5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