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早在今年 5 月底，肖明远就敏锐地感觉

到，攀西地区的雨季提前来了。

这对他所在的四川省森林消防总队攀枝

花支队来说，是长达半年的防火期内的重大

利好。

蜀地爱“发火”，多年闻名于外。因独特的植

被、地势及气候条件，四川全省有 116 个国家火

灾重点地区，其中重特大森林火灾集中分布在凉

山、甘孜、阿坝和攀枝花等“三州一市”。

为防止森林草原火情及其带来的财产人员

损失，一场前所未有的山火阻击战、攻坚战、持久

战在川内开启。坚持“防灭结合、以防为主”，着

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隐患，开展排查整治专项行

动……近两年来，四川全省森林草原火灾同比下

降，重特大火灾、人员伤亡数量均为“0”。

不是在救火，就是在去救火的路上

攀枝花市地处川滇交界处，位于攀西大裂谷

中段，几乎全境置身于金沙江干热河谷地带。这

里日照长，昼夜温差大，旱、雨季分明，再加上地

形复杂多样，为农业生产提供了天然优势。因为

村村都有因地制宜的蔬菜瓜果产出，该市还有

“水果王国”的美称。

然而大自然的馈赠大多有“附加条件”。每

年上半年，不断升高的气温炙烤着环城的山林原

野，天上常常连续多日落不下一滴雨水，不时还

有大风四起。极易发生火情的环境让这座西南

小城一直是四川省森林火灾重点防控区域和国

家一级森林火险区、森林火灾高危区。

“天气热的时候，从远处望山，可以清晰看

到空气中的热浪顺着微风翻滚，与枯黄的野草

碰撞发出‘沙沙’脆响，就像擦火柴一般，让人有

一种随时都会野火连天的错觉。”西北人肖明远

2017 年来到攀枝花，现任该市森林消防支队政

治委员。在他的记忆中，最初几年，每到火灾高

发期，最多时一天要进山处理两三个火情现场。

每天不是在救火，就是在去救火的路上。这

是“三州一市”里许多消防官兵共同的经历。时

任凉山州森林消防支队西昌大队四中队政治指

导员的胡显禄记得很清楚，2019年春节期间他和

队友共扑了 3场火；到当年 3月底之前，西昌大队

就已扑救了 12场森林大火。

那一年，西昌大队扑的第 13 场火在凉山州

木里县雅砻江镇。3月 30日，雅砻江镇立尔村发

生森林大火，扑救过程中，由于突发林火燃爆，

包括 27 名森林消防指战员在内的 31 人牺牲。

一年后的 3 月 28 日，此前火海逃生的胡显禄前

往木里祭奠后刚刚返回驻地，该县乔瓦镇锄头

湾村与项脚乡项脚村交界处又发生森林火灾，

过火面积约 30 公顷，火线长达 20 公里。2000 余

人参与了扑救，其中就有胡显禄和他带领的新

队友。

木里县连年发生大火并不偶然。该县有林

地 62 万公顷，森林覆盖率 67.3%，是全国森林蓄

积量最大的县。两次森林火灾，一为雷击树龄约

80 年的云南松后引燃地表腐殖层所致，一为 11

岁男孩点燃松木烟熏洞内松鼠引发。在木里，星

星之火，几乎势必燎原。

2020年，凉山州火场战况惨烈。这方木里火

势正浓，两天后的“3·30”周年祭，西昌市经久乡

突发森林火灾，救援过程中因火场风向突变、风

力陡增、飞火断路、自救失效，致使 19 名地方扑

火人员牺牲、3 名地方扑火人员重伤。火灾还造

成各类土地过火总面积超过 3047 公顷，综合计

算 受 害 森 林 面 积 791.6 公 顷 ，直 接 经 济 损 失

9731.12万元。

连续两年因森林火灾导致重大人员伤亡，四

川省和凉山州两级政府感受到了巨大压力。当

年，四川省发布了被称为“史上最严”的森林和草

原防火命令，明确每年 1~6月为该省森林草原防

火期，要求通过“人防”“物防”“技防”等各项举

措，对“青山之火”严防死守。

树走树的路，线走线的路

2020 年 12 月，西昌“3·30”森林火灾事件调

查结果公布，是一起受特定风力风向作用导致电

力故障引发的森林火灾。

那份字数不算多的调查情况通报，陈长江

反反复复看了很多遍。外人读来晦涩的文字，

在国网四川省电力攀枝花供电公司这位有着 30

多年配网经验的老专家眼里，字字都与攀西高

原上纵横交错的电力线路有关——攀枝花与凉

山州地缘接近，容易引发火灾的因素也相似，西

昌火灾付出的惨痛代价，让陈长江预感到变化

即将发生。

果然，2020 年西昌大火后不久，四川省出台

了多个文件，要求开展林牧区输配电设施火灾隐

患专项排查治理及森林草原火灾隐患排查整治

工作。

陈长江个子不高，身材瘦削，走路和说话速

度都飞快。第一次见面，他正举着手机跟电话那

头的人行云流水般说着业务。挂了电话，没有太

多寒暄，陈长江直接把记者拉上电力检修车，

“走，带你到现场看看！”

攀西一带，大散居、小聚居特征明显。作为

仁和供电分公司配电运检班班长，陈长江的班

组要保证 1300 多公里的线路安全稳定运行。当

天他选定的现场由啊喇彝族乡入、中坝乡出，电

力检修车在宽 3.5 米的乡村公路上穿山入林，虽

然每小时车速只有 40公里，但蜿蜒而上、疾驰而

下的节奏很容易让人头晕目眩。

陈长江对此显然早有免疫力，一路上还饶

有兴趣地讲着检修路上的“趣事”：上山时飞机

草沾满全身、一直钻进内衣内裤的痛苦；下山时

遇蛇，双方都猝不及防结果共同翻滚至山脚，最

后一头扎进农田果园的惊险……

在两乡交界的一个制高点，陈长江叫停了车

子，“你看这些干松枝，只要有一丁点火星就可能

被点燃。”他指着一处树林说。他的班组管辖区

域内郊县跨林区和荒山线路多，所涉及的防山火

区域，像蜘蛛网一样遍布山林。

近年来，四川省森林资源面积和生态环境

都得到显著提升，但部分林区林下可燃物载量

已达到或超过国际公认的易发生重大森林火灾

临界值。陈长江说，攀西地区主要树种为云南

松，枝叶油脂含量高、落叶量大，且受高温干旱

气候影响不容易腐烂，“电力线路从这样的林中

穿过，就像一根根火柴杆直挺挺地立在柴堆之

上，隐患极大。”

为了解决“树线矛盾”，陈长江和同事想了很

多办法，硬化地面、清理异物杂草，强化线路绝缘

性……“但想最大限度消除火灾可能性，还是要

给线路改道。”陈长江说。

顺着陈长江手指的方向看过去，一排新立

起来的电线杆直达对面山路，正在等待架线；

另一条沿公路而行的新线则已经架设完毕。

在空中指一条线、折几个弯，一条电力线路的

改造被陈长江一语带过，但实际上从实地勘探

到设计、规划、上报审批再到施工，每个环节都

费时费力。

两年下来，在几乎全员无休的情况下，陈长

江共带队完成了 10 条线路防山火改道、割接工

作，将仁和公司辖区内森林草原配电线路火灾高

风险线路总长度降低了 34%，基本清除了相关山

火隐患。

灭火需先观天象

“川西高原和攀西地区阴天间多云，大部分

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局部中到大雨，森林草原火

险气象等级低……”6 月初的一天，在凉山州应

急管理中心，朱兴宇打开了一期四川省森林草原

防灭火指挥办公室发布的火险预警报告，他知

道，这是防火期内大家最喜欢的天气。

在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中，有非常重要的

五情信息——地情、林情、火情、天情、我情，其

中“天情”是影响火险和火情最不确定的因素。

去年，52 岁的朱兴宇从凉山州气象局抽调到该

州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他的主要任

务就是利用各类气象预报预测信息为森林草原

火险预警，为火情火灾处理提供气象信息支撑。

2021 年 4 月 20 日，76 岁的周某在凉山州冕

宁县石龙镇马鞍村一林地边坡吸烟，随手丢弃烟

头引发森林火灾。根据此前四川省森林草原防

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发布的森林火险预警研判显

示，当日凉山州西南部以多云天气为主，降水稀

少、空气干燥，大部分森林火险等级 3~4级，局部

为最高的 5 级。冕宁县气象局发布了大风蓝色

预警信号，预计该日当地平均风力可达 6级以上

或阵风 7级以上。

借着诸多“有利”条件，一个烟头引发的山

火快速蔓延，数小时内就形成了东北西北两条

火线。

4 月 20 日那天，朱兴宇在指挥部办公室值

班。得知消息后，他立即通知气象部门，用于气

象监测的激光雷达车第一时间赶至火场，为灭火

工作提供气象数据参考。

在森林草原火灾扑救现场，天气状况是决定

一切行动的先决条件。晴日、高温、大风，冕宁山

火燃烧的头几天，朱兴宇得到的动态气象预报中

都少不了这几个关键词。艳阳高照的好日子，于

山火控制而言却是极其恶劣的天气，为了保证安

全，当风力超过 5级时人员不能进山救援。“那时

候，谁也没办法，只能眼看着山林中火光冲天。”

朱兴宇说。

冕宁山火是朱兴宇第一次近距离参与山火

处置。虽然从事气象工作已有 20 余年，但直到

那时候，他才真正感受到当火情发生，人类面对

自然时的弱小与无奈。

扑火不如防火。在借调期间，为了将气象监

测更好地运用到防灭火“空、天、地、人”一体化监

测管理体系中，朱兴宇利用所学的地理信息知

识，将气象信息资料与地图地理信息结合进行了

可视化显示。

在朱兴宇背后，还有一支庞大的“观天象”团

队，他们通过对分布在凉山州幅员 6.04万平方公

里的 700 余个气象监测站点进行数据分析，提供

防火期内长期、中期、短期的气象分析和预报，为

各部门准确划定重点防范、监测区域提供了有力

支持。

火场如战场

2021年冕宁县那场山火燃起后，胡显禄当天

即带队直奔火场。肖明远接到调令后，于次日凌

晨 5 时集结 150 人赶赴支援。同时，附近多方救

援力量也相继向冕宁进发。

受不利气象条件影响，好几天时间里，救援

指挥部都在前进与后撤两个命令间谨慎游走，前

方扑火人员也小心翼翼地择机不断向火场中心

聚拢。即便如此，危险依然出现了。

4月 24日上午，攀枝花支队从冕宁县灵山寺

火电站向火场北线机动，意在与对面凉山州救援

力量配合对火线形成合围。临近午时，两支队伍

还没能汇合，这让在火场外指挥的肖明远开始感

到不安。按照他多年打火经验，中午 12 点后队

伍必须回撤，否则一旦起风，形成上山火，救援人

员所在位置将非常危险。

就在肖明远思索时，山间突然刮起大风，他

心头一颤，马上抓起对讲机喊道：“快！抓紧回

撤！起风了！”

接到紧急命令的救援队员立即反应，快速从

山顶向山脚撤退。就在这瞬息之间，上山火凶猛

成势，从小火变成了大火，不过十多分钟时间，火

线比原来延长了十多公里。

前方队员回撤的路程只有两公里，肖明远

却觉得远得不可想象。当大家连滚带爬地出现

在不远处，他已紧张到额头青筋暴起、双眼通红

有泪。

肖明远第一时间清点人数，万幸，全员都在。

经 过 6 天 全 力 奋 战 ，冕 宁 山 火 明 火 被 扑

灭。攀枝花支队队员返回当时的撤退点寻找

遗留装备时，看到的是被烧得只剩钢圈的水

带。“太凶险了，到现在想起来还心有余悸。”肖

明远说。

“山火骇人，有时候能救，有时候不能救。可

森林火灾有其特殊性，如果没有提前设置隔离

带，会连片起火，对生态环境破坏极大，所以我们

必须要克服畏惧，尽最大可能为生态减损。”胡显

禄对冕宁大火救援时的那次危机同样记忆深刻，

并将其称为“灵山寺保卫战”。

作为一线消防指挥官，近年来肖明远专注于

研究灭火战术。据他介绍，一点突破、两翼突进、

前行夹击、递进超越等是常见的实战方法，“但每

场山火火情都不相同，灵活制定妥善、完备的灭

火方案至关重要”。

水泵打得透、不复燃，可是管线长，只有一

个水枪头，需要队伍配合；风力灭火机打得快，

沿着火线挺进，距离不受限、作战灵活，但彻底

性不足……结合各种装备的不同特点，肖明远

不断总结，最终认为复合型打法能够更快打开

扑灭山火的突破口，“打早、打小，扑灭山火主要

靠人，大自然雄伟也脆弱，征战山林火海，要心

存敬畏，也要练就过硬的本领”。

胡显禄很认同肖明远的观点。每每念起两

年多前离开的队友，他都会觉得那场山火是自己

职业生涯里一次巨大的教训。他说，火场如战

场，艰辛和危险不可把控，真的要以生命为代价

也是使命所在，“但如果那时候我们的专业能力

再强一些，就有全员安全归建的可能”。

保卫青山

2022 年春夏季，四川全省平均气温较常年

同期偏高约 0.5 摄氏度，而省内多地的降水量较

常年同期略偏少；3 月-5 月，甘孜州南部、凉

山州中西部、攀枝花森林草原火险气象等级

为 4~5 级。

尽管防灭火形势依然十分严峻，但胡显禄明

显感觉到，大队救火任务少了，更多的时候队员

们是在战备、提升。

已被破格提拔为西昌市森林消防大队教导

员（代理）的胡显禄不愿意躺在已故队友的功劳

簿上。日常训练中，他对队员和自己都很严格，

去年在凉山州森林草原防灭火技能大比武中，他

不仅带领队员获得团体总分第一名，自己也获得

了综合项目比赛的第一名。

“3·30”木里森林火灾过去已3年，这期间，西

昌大队陆续迎来了 90后、00后的新鲜血液，目前

已实现 110 人的建制满编运转。胡显禄说，新队

员很多是本地人，对山路熟悉，体能素质好。不

仅如此，大队里的灭火器、水枪、消防服等防灭火

物资装备也升了级，这进一步增强了队员的安全

保障和作战能力。

记者从四川省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办公

室了解到，为了让森林火灾的悲剧不再重演，两

年多来，该省采取了一系列有力举措。

根据四川省森林草原防灭火标本兼治的相

关方案，该省在 175 个有森林草原防火任务的县

级行政单位实施长期治理，切实提升森林草原防

灭火综合防控能力，从根本上解决森林草原火灾

频发及人员伤亡问题。

在凉山州，林区防火检查卡点、前置驻防点、

火情瞭望哨等“两点一哨”正在发挥积极作用。

去年以来，该州选择关键点位，建立有火源探测

仪、防火二维码、人脸识别系统、视频监控等装备

的林区卡防点 1748 个；以“半小时内抵达现场”

为标准，在全州老林深处建立前置驻防点 334
个；选择山头制高点，建立“七有”瞭望哨 426个，

24 小时轮班值守，实现信息无缝传达，为森林火

灾“打早、打小”提供了有力保障。

攀枝花市严格落实“市包县、县包乡、乡包

村、村包组、组包户”的五级责任机制，以政府主

导、部门联动、群众参与实现森林草原防火群防

群治。在充分发挥森林消防力量的同时，以县

（区）为单位，组建450人的专业队伍；以乡（镇）为

单位，组建 320人的应急队伍；以村（组）为单位，

组建5800余人的义务队伍，强化基层防御力量。

此外，各防火重点地区还依托“村村响”广

播、乡镇宣传车、摩托宣讲队，开展森林草原防灭

火知识宣传教育，降低人为火灾发生率；无人机、

红外线检测仪、火灾隐患在线监测装置等诸多

“地空一体”的高科技装备的投入，也进一步强化

了火灾隐患排查能力、监测水平。

“在攀枝花境内，今年未发生一起森林火

灾。”6 月的“水果王国”阴雨连连，凉风习习有

力。肖明远和支队战士已提前进入汛期备战。

有时沿河巡视，他会站到城市高点，遥望近山草

盛、远山青葱，感叹围“战”山火之不易，“这一

年，人努力、天帮忙，但保卫青山之路仍漫漫不

可轻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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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娜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李娜李娜

战战““火火””战战战战““““火火火火””””

在一棵有防火宣传标语的树下，陈长江正在与相关部门电话沟通电力线路迁改事宜。 本报记者 李娜 摄

2019年西昌森林消防大队开展森林草原防灭火演练。 受访者供图

春节期间，西昌森林消防大队向村民宣传防火知识并在屋前张贴海报。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