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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青海省消防救援队伍改革转制5周年

“国家消防救援队伍要对党忠诚、纪律严明、赴汤蹈火、竭诚为民，在人民群众最需要

的时候冲锋在前，救民于水火，助民于危难，给人民以力量，为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

全而英勇奋斗。”—2018 年 11 月 9 日，习近平总书记向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授旗并致

训词，标志着这支全新的人民队伍举旗定向、踏上征程。

5 年来，青海省消防救援总队忠实践行习近平总书记授旗训词精神，竭诚履行职责使

命，持之以恒正风肃纪，蹄疾步稳完成转型升级，抢险救援救灾有力有序有效，以实际行

动当好党和人民的“守夜人”。

全时待战、随时能战。立足“全灾种、大应急”

职能使命，5 年来，全省消防救援队伍共接警出动

32045 起，成功处置“1·13”西宁公交车站地面塌

陷、“5·22”果洛玛多 7.4 级地震、“5·6”西宁青剧影

城火灾、“8·18”大通山洪泥石流、“9·1”互助山体

滑坡等重大灾害事故，抢救被困群众 4060 人，保护

财产价值超 10 亿元，赢得了党委政府的高度评价

和人民群众的广泛赞誉。

我省灾害类型多、分布地域广、发生频率高，

总队创新提出“4 区+1 核心”灭火救援力量体系建

设，组建一支 150 人整建制、实体化运行的省级综

合应急救援机动支队，创新战法走出西部，在全

国演训展示。扎实推进“一短三快”初战机制改

革，以各市州特勤站为中心，消防站专业班组为

基础，建立“省、市（州）、县（区）”三级区域核心力

量，全面打造“核心攻坚、专业突出、分级建设”的

专业救援力量体系。连续 5 年开展全省重特大灾

害 事 故 跨 区 域 演 习 ，组 织 开 展“ 青 海·2023”“ 青

海·2022”“高原砺剑·2021”“砺剑祁连山”等抗洪

抢险、雨雪冰冻、高层地下、大型商业综合体等综

合实战拉动演练，强化与应急、地震、气象、水利、

交通、铁路、公路等部门联勤联动，全面检验和提

高队伍“全灾种、大应急”综合救援和保障能力。

牢固树立“人才兴队、人才强队”的发展理念，启

动全省“橙才培养计划”，与高等院校、科研机构

等 9 家单位建立战略合作关系，挖掘地方优势资

源，订单式培养紧缺人才。截至目前，分类别、分

岗 位 、分 功 能 培 训 各 类 专 业 救 援 人 员 1000 余 人

（次），158 人（次）取得“应急管理部地震救援专家

组组长”签发培训证书，145 人（次）通过建筑坍塌

救援技术、灾难医疗技术资质认证，100 人取得体

能教练员证书、120 人取得激流救援证书和舟艇

驾驶员、轮机员适任证书，100 人取得无人机驾驶

员证书，为队伍发展、能力提升提供了强大的人

才基础保障。

遵循后勤保障“三转变一提升”的总要求，以

“体系完备、反应迅速、协调有序、保障高效”的战

勤保障力量建设为目标，按灾种、选单元、分模块

设置战勤保障库，引入智能化搬运设备，提升装备

物资存储、装卸、流转效率，推动战勤保障工作向

现代化、科技化、数字化靠拢。根据省内地域辽

阔、集中保障难度较大的实际情况，探索建立 9 个

支队战勤保障力量为支撑的“1+9”战勤保障力量

网络，开创“小灾害自我保、大灾害协同保”的新模

式，形成具有青海特色的高原战勤保障体系。改

良第二代高原寒区班组宿营充气帐篷，满足多人

员饮食、住宿等保障功能，研发联动饮食保障车

组、高原供氧车、多功能舟艇运输车、就餐保障单

元、高原新型冷藏车、高原盥洗车等高原特种车

辆，有效解决高原寒区持续作战中餐饮、供氧、供

电、供暖、热水等保障难题，战勤保障队伍实现从

无到有、从弱到强、从单一到全面转型升级。

时异事殊 百炼成钢

征衣虽改、壮志不移。改革转制以来，总队 15 个

集体、22名个人获省部级以上表彰，5名个人得到习近

平总书记亲切接见，消防员巴才洛当选党的二十大代

表并成为大会监票人……榜样力量时刻激励全省消

防指战员感恩奋进。

总队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授旗训词精神为

指引，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弘扬新青海精神，扎

实推进“寻根守初心、植根厚沃土、扎根践使命”三根

工程，广泛开展“讲党史知党恩、讲省情知奉献、讲队

史知荣誉、讲改革知奋进”系列活动，不断筑牢指战员

“身处第三极、心向党中央”的坚定信念。坚持理论学

习、调查研究、推动发展、检视整改和建章立制一体推

进，组织开展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个十百

千”系列活动，即：设立 1 个党代表工作室，组织 12 名

省部级典型宣讲，打造 138个支部智慧党务平台，开展

千人争先打卡，引领指战员真学、真信、真实践。

始终坚持纪律部队标准，时刻对标“两严两准”要

求，刚性执行各项铁规禁令，把守纪律、讲规矩，内化

为真诚拥戴、听令服从的高度政治自觉，外化为履职

尽责、奋斗强消的实际行动。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

胜。改革如登山、似闯关、像大考，归根结底是一场自

我革命、自我完善。

总队党委鲜明树立起“躺平不可取、躺赢不可能”

导向，带头践行“争天抗俗、争抓实干、争先创优”理

念，敢与强比、勇向高攀，依托视频系统开展日必查、

周抽查、月通报，定期组织总队、支队百名指挥长入队

跟班，上操场、到火场，一线盯防队伍管理重点领域，

结合职业特点研判分析廉政风险点、制定风险防控措

施，不定期开展党务、业务、财务、队务“四不两直”督

察，及时发现苗头隐患，及时跟进纠偏正向，有效拧紧

各级管理责任链条。

初心如磐 奋楫笃行

为了人民、依靠人民。5 年来，总队以“增强全民消防安全意识，

增强灾害抵御能力”为目标，全面实施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工程，

积极探索新时代消防宣传有效途径，不断提升消防宣传的多元性、针

对性和有效性，形成“高密度、立体式、全方位”的消防宣传格调。

联合省相关部门下发各类政策文件，动员全省各行业部门、广大

群众共同参与消防宣传工作，建成总队全媒体中心，9 个支队级全媒

体工作站，按照“登大台、上大报、出精品”的目标，不断优化运作模

式，推出一系列有深度、有温度、有高度的精品力作，累计在中央、省

级主流媒体刊发各类稿件 3.6 万余条；建立青海消防微信、微博、抖音

等 44 个新媒体平台传播矩阵，创办“高原火焰蓝”“火焰侠消防说”“消

防小百科”“跟我学消防”“全民话消防”等 8 个原创节目专栏，推送作

品 18.8万余条，总阅读量达 40.2亿次。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

群众的原则，及时发布消防安全知识和动态，积极回应群众关切问

题，全方位展示队伍形象，精准推送消防知识，正确引导社会舆论。

分批分类打造 158 个消防安全宣传教育示范社区、学校、企业、消

防主题餐厅、主题加油站等；建成 14 座消防主题公园、50 个消防科普

教育场馆、75 个消防站对外开放，群众可通过“全国消防体验场馆预

约系统”网上预约免费参观。根据青海地域特色，积极摸索符合实际

的宣传方式，常态化普及消防安全常识，开展消防安全演练。策划开

展群众喜闻乐见的宣传活动，西宁成立 8 支“大喇叭宣传队”，深入社

区街道、人员密集场所开展消防知识传播活动；海东邀请民俗文化

“花儿方言”传承人，编唱“消防花儿”在农村普遍传唱；黄南组建“马

背宣传队”、海西组建“摩托车宣传队”深入草原牧区开展“敲门入户”

宣传活动，将消防知识送进牧场、送入帐篷；海南“草原夫妻放映队”

许国强夫妻俩 30 多年如一日，为高原农牧民义务播放消防公益广告，

将消防知识送到千家万户。通过多元化宣传形式和创新性宣传手

段，实现消防宣传全面覆盖和精准传播，公众对消防安全的认识明显

提高，全民消防安全意识和能力显著提升。

风雨多经人不老，关山初度路犹长。全省消防救援队伍将更加

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落实省

委省政府对全省消防救援工作的指示批示精神，持续提振干的信心、

营造干的氛围、掀起干的热潮，为奋力谱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的青海篇章贡献消防救援力量！

贴近群众 造福人民

守土有责、守土尽责。总队始终以“从根本上消

除事故隐患，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为最高目标，认真

落实上级部署和各级领导指示批示精神，紧紧依靠

党委政府，积极联合行业部门，广泛发动各方力量，

坚持一手抓风险治理、一手抓机制建设，全省消防安

全形势持续稳定向好。

消防治理责任体系得到明显加强。高质量修订

《青海省消防条例》和《青海省消防安全责任规定》，

先后出台 25 部紧跟形势任务的规范性文件，将消防

工作纳入全省目标绩效考核，实现 8 个市州政府、60

个省直部门实现“全覆盖”，省市县三级逐年落实年

初签约、政务督查、约谈问责、考核通报 4 项制度，省

消安委严格落实部门联席会议、行业信息互通、突出

问题通报等工作制度，政府统一领导、部门依法监

管、单位全面负责的消防工作体系运行更加顺畅。

消防安全突出风险得到明显整治。累计开展畅

通“生命通道”、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点建设、为重点

乡镇配发消防车辆、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等 34 次

专项整治行动和为民办实事工程，共检查各类单位

场所 18.1 万余家（次），消除各类隐患 20.1 万处，圆满

完成了 115 项重大活动、重要节日的安保任务。全省

连续 5 年未发生较大以上火灾事故，连续 25 年未发

生重大火灾事故，为“一优两高”战略实施和各族群

众安居乐业创造了稳定的消防安全环境。

消防安全治理基础得到明显夯实。先后建立消

检、消企、消电、消铁 4 个领域的协作机制并签订战略

合作协议，逐一明确 19 个新行业、新领域、新业态消

防安全监管职责和彩钢板、电动自行车、电气焊作业

3 个领域的全链条监管职责。举办大型商业综合体、

基层消防力量等领域现场会和消防技能竞赛活动，

大力推行综合体“管查灭”一体化，乡镇街道“一委一

所一队”、寺庙设施水源建设、移灯改电控火、集中食

宿供暖、智慧消防建设“四大工程”，打通破解了许多

堵点、痛点问题。推动智慧消防与数字政府、智慧城

市融合共建。抓实农村消防工作，搭车乡村振兴战

略将消防基础设施纳入乡村“五改”项目同规划同建

设，农村消防安全条件明显改善。会同 36 部门出台

消防领域信用监管暂行办法，将消防安全作为信用

评价、项目核准、用地审批、评星评级等重要依据，以

信用监管为基础的治理体系全面形成。全省重点领

域消防安全条件持续改善，省内群众的消防安全感、

获得感变得更加充实。

民有所呼 必有所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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