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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森林火灾突发性强、破坏性大、危险性高，是发生最频繁、

处置最困难、危害最严重的自然灾害之一，是生态文明建设和森

林资源安全的最大威胁，甚至引发生态灾难和社会危机。党的十

九大站在全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上，对生态文明建设提出了一系

列新思想、新要求、新目标和新部署。林业是生态建设和保护的

主体，是建设生态文明、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的主阵地，林业发展

和森林资源保护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地位越来越凸显，做好森林

防火工作成为捍卫林业建设成果、维护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保障。

“十四五”时期，聊城市既是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

时期，也是林业发展和森林防火工作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森林防

火是政府应急管理的重要内容，森林防火事关人民生命财产和森

林资源安全，事关“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安全，事关国土

生态安全，事关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森林防火责任

重于泰山。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对森林防火工作提出了新的

更高要求，面对新机遇新挑战，森林防火责任更加重大，任务更

加艰巨。从全国森林防火区域划分情况看，聊城市未被列入森林

火灾高危区、森林火灾高风险区。但近年来，随着气候变暖和极

端天气增多，聊城市高森林火险天气日明显增加，森林防火区内

人为火源增多，管理难度加大，森林防火形势愈发严峻。而如何

科学地、精准地编制森林防火规划，加强森林防火体系建设、提



高森林火灾综合防控能力，实现森林火灾预防、指挥、扑救措施

的系统化、规范化、标准化和综合化已成为聊城市森林防火工作

的迫切任务之一。编制聊城市“十四五”森林草地火灾防治规划

是建设生态文明、适应气候变化的需要，是保护森林资源、维护

社会稳定的需要，是提升应急管理水平、推进森林防火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需要。

为贯彻落实《全国森林防火规划（2016—2025 年）》提出的

总体思路、发展目标、建设重点和长效机制，按照《森林防火条

例》《山东省实施<森林防火条例>办法》《山东省森林草原防火

“十四五”规划》有关要求，聊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林业

局）组织编制了《聊城市“十四五”森林草地火灾防治规划》。

本规划范围包括聊城市有森林防火任务的 8个县（市、区）

行政辖区，涵盖国家级和地方级自然保护地等禁止开发区域。本

规划重点实施预警监测系统、通信和信息指挥系统、森林消防队

伍能力、森林防火应急道路、森林防火宣传教育系统等五大建设

任务，建立健全森林防火长效机制，提升森林火灾综合防控能力，

实现森林防火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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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十三五”时期森林防火工作成效

“十三五”期间，全市认真落实森林防火工作要求，加强森

林火灾预防能力建设，无森林火灾发生，有效保护了森林资源和

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一）体制改革顺利完成

根据《森林防火条例》、《山东省实施<森林防火条例>办法》

有关规定，聊城市成立了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指挥部在市应

急局下设办公室，负责市森防指日常工作。并在市自然资源和规

划局另设立市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火灾防治办公室，具体负责

森林草原火灾的防治工作。

（二）政策措施逐步完善

《山东省森林防火能力建设提质增效转型升级实施方案

（2016-2020 年）》顺利实施，推动了全市森林防火能力提质增

效。《关于加强护林员和防灭火巡查员队伍建设的意见》出台，

推动了全市护林员和防灭火巡查员队伍建设。2017 年，以市政府

文件的形式下发了《聊城市森林火灾应急处置预案》，推动了全

市森林火灾应急处置预案制。

（三）预警监测系统初步建立

全市建成森林火险监测站 3 处，人工瞭望台 4 座，视频监控

点 9 处。形成了“林火视频、人工瞭望、地面巡查”相结合的预

警监测网络体系雏形。



2

（四）宣传教育不断强化

利用广播、电视、报纸等传统平台和禁火通告、宣传画等手

段，创新宣传形式，丰富宣传内容。防火期内在新闻媒体滚动播

发森林防火信息、火险等级和安全用火提示，以森林火灾典型案

例开展警示教育。利用微信和公益短信平台，以及结合“安全生

产月”“科技三下乡”“普法宣传”等活动，宣传森林防火法律

法规、安全自救等知识，营造森林防火宣传氛围，全民森林防火

意识有效提升。

（五）火源管控得到加强

增设防火检查站，加大林内巡护密度。加大对林缘、墓地、

路口等巡护力度，对国有林场、自然保护地等重点地区、重点部

位加强管控。

二、面临的形势和问题

建设生态文明，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党的十九大

站在全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上，对生态文明建设提出了一系列新

思想、新要求、新目标和新部署，聊城市发展也进入了加快推进

生态文明建设的新阶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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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

安全，森林防火责任重于泰山。“十四五”时期，既是加快推进

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时期，也是森林防火工作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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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面临的严峻形势

1.全球气候变暖

近年来，全球气候变暖趋势仍在持续，已进入森林火灾高发

期；我国气候明显异常，高温、干旱、大风等极端天气频繁发生，

森林火灾风险加剧；聊城市遭受高温、干旱、大风天气的范围也

有增加趋势，极端天气增多，对森林防火较为不利。

2.森林可燃物载量有所增加

全市经过多年的造林绿化，林区周边植被长势旺盛，林内枯

枝落叶逐渐积累，森林抚育、病死木清理的剩余物堆积较多，导

致可燃物有所增加，给森林防火工作带来了隐患。

3.人为活动频繁

聊城市受传统生产方式和祭祀习俗的影响，“烧荒”“烧秸

秆”“烧地头”等农事用火仍存在，清明节上坟祭祖、焚香烧纸

等现象比较普遍；国有林场改革全面实施后，林区各种经营活动

日趋活跃，林下种植规模扩大，森林旅游发展迅速，进入林区的

人员逐年增多，意外失火隐患加大。这些因素相互交织，野外火

源管理极其困难，火灾隐患不断增加，森林防火的管理难度加大。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

1.森林火灾综合防控能力尚未实现

火险和火情监测能力不足。监测站和瞭望塔监测能力有待提

升，森林防火视频监控系统建设也需完善。

森林防火信息化水平较低。全市尚未构建具备森林火险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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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象因子、可燃物因子数据智能分析功能的森林防火监控指挥系

统；防火通信和有线基础网络建设还不健全，满足不了语音通信、

火险预警、监控图像、视频调度、信息指挥等工作需要。

森林消防队伍专业化水平不高。现代化的防控手段和集成化

的扑救机具短缺。现有队伍人员年龄结构不合理，保障机制不健

全，营房、训练场所、灭火机具等基础设施标准低、装备差、数

量不足。

森林防火应急道路还应加强。较多林区存在路况差，防火应

急道路建设不完善，尚未形成有效的防火应急道路网络。

森林防火宣传教育系统建设有待完善。全市森林防火宣传教

育手段较为单一，宣传教育固定设施布设密度较低、种类较少，

宣传教育氛围不够浓厚，林区用火文明有待加强。

2.森林防火体制机制有待完善

森林防火组织指挥体系有待完善。各县（市、区）级都建

立了森林防火指挥中心，但相应的指挥设备不足，不能有效实

现防火指挥需要。

科学防火体系有待提高。科技防火创新意识缺乏，科学管

理水平不高，森林防火科研成果转化和先进技术应用程度不够；

森林防火宣传教育、可燃物和火源管理森林防火标准化等方面

有待加强。对灭火技术和灭火工具的使用等培训不到位。

依法治火力度有待加强。林区周边社情民情复杂，森林防

火法治意识淡薄、思想麻痹大意客观存在，违规野外用火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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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度大；执法体系需进一步完善，执法力量需进一步充实。

三、总体思路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和关于全面做好

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

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进一步完善体制机制，强化体

系建设，着力提高森林火灾预防、扑救的综合能力，最大限度地

减少森林火灾发生和灾害损失，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保护森林资源，维护生态安全。

（二）基本原则

1.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

示批示精神，把生命安全摆在第一位，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

的理念，始终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扑火人员安全放在首位，提

高防火意识、安全意识、自救意识，避免发生影响较大火灾及人

员伤亡事故。

2.预防为主、防灭一体。坚持预防为主，筑牢森林草原防火

安全屏障，防患于未然，对重点区域、重点环节严防死守。坚持

防灭一体，强化监测预警，强化早期火情处置，强化重兵投入，

小火当大火打，确保打早、打小、打了。

3.属地管理、联防联护。各级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森林

草地防火工作，实行行政首长负责制。各类森林、林木、林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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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地经营主体对本单位森林草地防灭火工作负直接责任。涉及两

个以上行政区域的，有关县（市、区）、乡镇政府应建立联合机

制，确定联防区域，落实联防制度。

4.分类施策、突出重点。依据火险区划等级，坚持科学预防、

分类指导、分区施策，增强森林草原防火工作的科学性、针对性。

（三）规划范围及期限

1.规划范围

规划范围包括聊城市有森林防火任务的所有县（市、区）级

行政辖区，涵盖国家级和地方级自然保护地等禁止开发区域。

2.规划期限

规划期限为 2021—2025 年。

（四）规划目标

总体目标：建设较为完善的森林火灾预防、扑救、保障三大

体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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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工作信息化建设取得突破

性进展，人力灭火和机械化灭火、风力灭火和以水灭火、传统防

火和科学防火有机结合，森林防火长效机制基本形成，森林火灾

防控能力显著提高，实现森林防火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森林火灾受害率稳定控制在 0.9‰以内。具体目标为：

——提高瞭望监测能力。完善林火监测系统，提高监测能

力和水平；全面改善瞭望监测手段，确保火情早发现、早处置。

——加强森林防火通信系统建设。补齐短板，建立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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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防火通信系统，保障火场通信畅通。

——加强森林消防队伍建设。积极推进重点区域森林消防队

伍专业化建设，提高专业消防队实战能力。

——推进森林防火应急道路建设。积极推进重点区域森林防

火应急道路建设，发挥森林防火应急道路预防控制森林火灾能力，

降低重大森林火灾发生机率。

——加强森林防火宣传教育系统建设。全面加强森林防火宣

传教育系统化建设，完善宣传设施，创新宣传机制，丰富宣传手

段，营造浓厚防火氛围，提高全民森林防火意识。

（五）建设分区与布局

1.建设分区

（1）分区依据和标准

根据全省森林火险区划等级划分，全市所有县（市、区）划

分Ⅲ级，再结合森林资源分布状况和森林火灾发生情况，将聊城

市森林防火区域划分为一般森林火险区和低森林火险区 2 类。

①有国有林场或森林公园的县（市、区）级行政单位为一般

森林火险区。

②除去上述以外的县（市、区）级行政单位为低森林火险区。

（2）分区结果

根据上述分区依据和标准，一般森林火险区包括 6 个县（区）

级行政辖区，涉及市级森林防火重点单位 12 个，涵盖有国有林

场、国有苗圃、有森林防火任务的地方级自然保护地等禁止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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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一般森林火险区有林地面积 7.43 万公顷、蓄积 707.03 万立

方米，分别占聊城市有林地面积、蓄积的 82.55%、85.64%。

表 1 聊城市森林防火区域分布表

低森林火险区包括 2 个县（市、区）级行政单位，涉及市级

森林防火重点单位 2 个。（详见表 1、附图 2）

规划期内，一般森林火险区可根据县（市、区）级行政单位

分区
个

数

县（市、

区）
市级森林防火重点单位名单 个数

一般

森林

火险区

6

冠县

国有毛白杨林场（聊城西沙河

林场地方级森林自然公园）

国有马颊河林场

12

东阿县 东阿黄河国家森林公园

茌平区

国有菜屯林场

国有广平林场

茌平区国有苗圃

高唐县
国有旧城林场（聊城清平林场

地方级森林自然公园）

阳谷县
国有孟洼苗圃、国有赵王河

林场、景阳冈市级自然保护区

莘县

国有马西林场（聊城马西林场

地方级森林自然公园）

国有十八里林场

低森林

火险区
2

东昌府区 国有白洼苗圃
2

临清市 国有临清苗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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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资源和火灾发生状况变化及火险区划等级的修订及时调整。

森林火险区包含的 14 个市级森林防火重点单位即国有毛白

杨林场（聊城西沙河林场地方级森林自然公园）、国有马颊河林

场、东阿黄河国家森林公园、国有菜屯林场、国有广平林场、茌

平区国有苗圃、国有旧城林场（聊城清平林场地方级森林自然公

园）、国有孟洼苗圃、国有赵王河林场、景阳冈市级自然保护区、

国有马西林场（聊城马西林场地方级森林自然公园）、国有十八

里林场、国有白洼苗圃、国有临清苗圃，也可根据各级行政单位

森林资源和火险情况的变化及时调整。

2.治理措施

在全面加强森林防火宣传教育、火源管理、通信和信息指挥、

队伍常规装备配备的基础上，根据各区的特点，提出有针对性治

理措施。

（一）一般森林火险区

主要位于聊城市冠县、东阿县、茌平区、高唐县、阳谷县、

莘县 6个县（区）。该区域森林资源数量一般，发生森林火灾频

率、火灾危险程度一般。该区域尤其是市级重点森林防火单位要

建设聘用规范、管理严格、防火有力的护林员队伍和防灭火巡查

员队伍。同时，要大力推进森林消防队伍专业化建设，提高专业

消防队实战能力；开展森林防火应急道路建设；加强瞭望塔基础

设施建设，提高森林火灾预防能力。

（二）低森林火险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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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位于聊城市东昌府区、临清市 2 个区域。该区域森林资

源较少，发生森林火灾频率、火灾危险程度较低，主要加强森林

火灾预防，做好防火宣传教育工作，根据实际需要加强该区域市

级重点森林防火单位半专业扑火队伍装备建设。

3.重点区域布局

为进一步明晰重点，根据聊城市重要生态区域、森林资源分

布、地理地貌特征等因素，将全市森林防火重点区域划分为黄河

片区、黄河故道马西片区、黄河故道北沙河片区、黄河故道西沙

河及鲁冀边界片区 4 个片区（详见表 2、附图 3）。

表 2 聊城市森林防火重点区域布局表

序号 区域名称 范 围

1 黄河片区
主体位于东阿县、少部分位于

阳谷县阿城镇

2 黄河故道马西片区 包括莘县王奉镇、大王寨镇

3 黄河故道北沙河片区 包括高唐县清平镇、茌平区菜屯镇

4
黄河故道西沙河

及鲁冀边界片区

包括冠县北馆陶镇、东古城镇、

万善乡、斜店乡

森林防火重点区域涵盖了全市重要生态区域，是森林资源最

丰富、最集中地区，面积为 7.27 万公顷，占聊城市总面积的 8.4

3%，是未来五年森林防火工作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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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森林防火任务的自然保护地等禁止开发的森林火险区，是

聊城市森林景观资源的精华，保护价值高、政治敏感性强，人员

流动性大，火灾隐患危险程度高，容易造成重大损失，是重点的

保护目标。该区域重点加强森林防火视频监控系统建设，提高林

火瞭望监测能力和水平；加强以水灭火装备和水源地等设施建设，

提高森林防火扑火效能。

四、重点建设任务

（一）瞭望监测系统建设

针对林火监测的精度和时效性不高、瞭望存在盲区的现状，

在森林资源分布的重点地区、重点部位，加强视频监控系统建设，

升级改造瞭望塔，发挥其在大面积林区火情监测中的作用。

1.林火视频监控系统

充分利用现有瞭望塔、电力、网络等公共资源，采用先进的

红外探测技术、高清可见光视频技术、智能烟火识别技术，实现

森林火情 24 小时不间断探测和自动报警。在森林资源分布集中、

政治敏感性高、火源控制难度大等重点区域和重要部位建设视频

监控系统，增强新技术火情瞭望和及时发现火源的能力。特别在

人员活动、野外用火、农事用火频繁的重点区域和部位主要布设

火源监控视频系统，严格监管野外用火行为，减少人为火源引发

森林火灾的频度。

规划视频监控设备改造升级 2 套，并利用互联网平台逐步并

入全省森林防火视频监控网络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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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瞭望塔建设

充分发挥瞭望塔的瞭望监测功能，升级改造瞭望塔 2 座，并

每个塔配备必要的瞭望监测设备—红外探测仪 2 套、高倍望远镜

4 架，提高全区瞭望监测覆盖率。

专栏二 森林防火瞭望塔建设项目

（二）森林防火通信系统建设

森林防火通信系统建设是提升森林火灾防控能力的重要保

障。针对全市林区森林防火通信网络不完善的现状，重点建设以

固定通信网为基础，以车载、移动通信设备为支撑，以便携式应

专栏一 林火视频监控系统建设项目

行政区域
视频监控设备升级改造

数量（套） 位置

冠 县 1 国有毛白杨林场

高唐县 1 国有旧城林场

合 计 2

行政区域

升级改造

森林防火瞭望塔

配备红外

探测仪

配备高倍

望远镜

数量

（套）
位置 数量（个） 数量（个）

冠县 1 国有马颊河林场 1 2
莘县 1 国有马西林场 1 2
合计 2 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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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通信系统为补充的无线通信系统，确保火场调度通信得到可靠

保障。

（三）森林消防队伍能力建设

针对全市各类消防队伍发展不平衡、基础设施落后、装备差

和快速反应能力弱的现状，参照《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

强全省森林消防专业队伍建设的意见》，依托各地现有消防救援

站和林区周边乡镇专职消防队，通过增招政府专职消防队员，建

设森林火灾扑救兼职队伍。同时，参照《关于印发〈全省森林消

防专业队伍建设实施方案〉的通知》(鲁森防发[2020]1 号)、《森

林消防专业队伍建设标准》(LY/T5009-2014)要求，加强队伍装备

建设，提高队伍快速反应能力。

（四）森林防火应急道路建设

以完善防火主干路和重点防火区的防火支路为主，合理增

设防火线路、适当调整防火道路级别，确保道路通畅，纵横成网，

标示明显。改善林区道路状况，加大路网密度，增强车辆、机械

通行能力，为快速扑救火灾提供保障，需要升级改造的道路应按

照林Ⅲ级、林Ⅳ级标准修建。

（五）森林防火宣传教育系统建设

森林防火宣传教育是有效预防森林火灾发生的重要途径，是

森林防火工作的第一道工序，也是构建森林火灾群防体系最为重

要、最为经常化的一项基础性工作。按照全市现有森林资源状况、

人口密度和火险区划等级，在森林防火区出入口、道路沿线、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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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旅游场所、公共场所、墓地等区域加大式样美观、内容规范的

固定性宣传牌、电子大屏、电子语音宣传杆等森林防火宣传设施

布设密度，在全市营造浓厚的森林防火宣传教育氛围，广泛宣传

森林火灾危害性、森林防火的各种规章制度、林火预防和扑救林

火的基本知识、森林防火的先进典型和火灾肇事的典型案例等。

另外，通过社会化运作方式，与广播电视、报刊杂志、互联

网、新媒体等实行战略合作，联合推出多种类、丰富的宣传内容，

特别是在高森林火险期或关键时段向居住或进入森林防火区的

人员及时推送宣传信息，在潜移默化中不断提升和增强广大群众

的森林防火意识。

五、建立健全森林防火长效机制

（一）建立健全防火责任机制

全面落实森林防火行政首长负责制。各级党委、政府应当把

森林防火工作放在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位置，把森林防火工作融

入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全过程，切实落实政府行政

首长负责制，把防火责任制、防火工作成效纳入地方经济社会发

展综合评价体系，保障“十四五”时期聊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绿色

生态指标得以实现。严肃森林防火纪律，加大责任考核和问责力

度，不断建立健全森林防火工作考核、责任追究机制。

全面实行林长制。各级党委、政府要切实认识全面实行林长

制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切实加强领导，创新森林等生态资源保护

发展体制机制。各级林长是相应区域森林等生态资源保护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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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责任人，要树立责任意识、担当意识，切实担负起森林等生

态资源保护发展的主体责任，确保森林草地火灾防治等各项生态

资源保护任务真正落实到位。

全面落实部门分工责任制。各级森林防灭火指挥部成员单位

按照“职责分工、各负其责、密切配合、通力协作”的原则，落

实部门分工责任。自然资源部门履行森林防火指导监督职责，加

强工作指导，组织检查监督，促进工作落实。

全面落实经营主体责任。按照“谁经营、谁负责”的原则，

森林、林木、林地经营单位和个人，承担经营范围内森林防火责

任。国有林场、自然保护地等森林防火重点单位，应当履行经营

主体的森林防火责任，建立森林防火责任制，划定森林防火责任

区，确定森林防火责任人，配备森林防火设施设备，设置警示宣

传标志，做好本辖区森林防火工作。

（二）建立健全森林消防队伍建设机制

加强森林消防队伍建设。按照“专业化、职业化、规范化”

的总要求，建立以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为主、森林消防半专

业队伍和应急扑火队为辅的森林消防队伍。县（市、区）政府应

加强森林消防专业队伍建设，探索利用购买服务方式，鼓励、支

持社会力量组建森林消防队伍，专业队员享受特繁工种和人身意

外安全保险等待遇。逐步推行森林消防专业队伍认证和专业队员

持证上岗制度，提高专业化水平和灭火作战能力。

加强护林员和防灭火巡查员队伍建设。护林员和防灭火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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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队伍建设是保护森林资源的基础，其建设要遵循“注重实效、

规范管理”的原则，因地制宜聘用专职或兼职生态护林员，注重

调动护林员和防灭火巡查员工作积极性，加强火险排查、情况报

告、安全自救等培训，定期组织开展防灭火训练演练，提高工作

技能和履职尽责能力。

加强专业技术队伍建设。完善专业技术岗位设置，配备与当

地森林防火任务和发展相适应的专职技术人员。

（三）健全经费保障机制

健全财政经费保障机制。按照《聊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

印发交通运输生态环境自然资源应急救援公共文化领域市与县

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聊政办发〔2021〕

6 号）进一步厘清市、县（市、区）两级政府承担的职责，逐步

完善森林防火经费保障机制。森林防火工作以各县（市、区）为

主，财政部门按照属地原则做好经费保障，配合主管部门争取上

级资金支持。加快构建政府、社会多元化的经费配套保障机制，

确保森林防火工作需要。

推进森林火灾保险政策。积极推进森林保险业务，鼓励通过

保险形式转移森林火灾风险，提高林业防灾减灾能力和灾后自我

救助能力。引导保险公司主动参与森林火灾预防，实现“双赢”

和良性循环。

拓宽森林防火资金渠道。鼓励林区有防火任务的景区等单位

将门票收入提取一定比例用于该区域森林防火工作。鼓励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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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木、林地经营主体安排一定经费用于森林防火设施设备的建设。

鼓励公民、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为森林防火工作提供资金、捐赠

物资和技术支持。

（四）建立健全科学防火管理机制

树立科学管火理念。加强森林防火宣传，完善宣传设施，创

新宣传机制，丰富宣传手段，营造浓厚防火氛围，提高全民森林

防火意识。造林工程要统筹建设生物防火林带，对所有造林工程

和林区建设项目，研究建立森林消防评估、审批和验收制度，促

进森林防火与工程建设同步规划、同步设计、同步实施、同步验

收。加强森林抚育，及时清理林下可燃物，降低林区可燃物载量，

提高林分抗火阻火能力。积极探索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和农林废

弃物资源化利用，有效降低森林火灾隐患。加大林区内散坟整治

力度，科学引导群众文明祭扫，减少因祭祀用火引发的森林火灾。

提高森林防火科技水平。坚持需求导向，加大森林防火高科

技、新技术的推广应用，大力培养森林防火专业人才，推进科技

创新工作，鼓励社会企业参与森林防火技术和装备的研发与应用。

加快森林防火标准化建设。积极参加森林消防国家标准、行

业标准、尤其是地方标准制修订工作，加强森林消防标准的贯彻

宣传工作。

（五）建立健全依法治火工作机制

构建完备的森林防火法律规范体系。研究制定野外火源管理

规定、森林火灾损失评估标准，及时修订森林火灾应急预案，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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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健全地方配套法规和部门规章。

构建高效的防灭火实施体系。坚持敢于执法、善于执法，实

行行政执法责任制，增设执法力量，明确执法责任，规范执法程

序，加强执法管理，开展执法考核，提升执法水平。规范野外用

火审批条件，严格野外用火审批，加大野外火源管理力度。加强

公安机关与森林防火部门的配合，建立森林火灾案件快速侦破机

制。

构建严密的防灭火监督体系。开展《森林防火条例》《山东

省实施<森林防火条例>办法》实施情况执法检查，加强对森林、

林木、林地经营主体和林区施工单位的监督，加大森林火灾隐患

排查力度，及时向有关单位下达森林火灾隐患整改通知书，责令

限期整改，消除火灾隐患。加大对市级森林防火重点单位编制火

灾防控方案的监督检查，确保有效预防火灾发生，科学处置火险

火情。

构建有力的防灭火保障体系。提高全民森林防火法制意识，

实施严厉的森林防火管理措施，严格实行法制化、规范化、制度

化管理。着眼建立完善的监督、考核长效机制，努力提升应对新

情况、新问题的能力，健全与生态发展相适应的森林防火监管、

问责体系。建立森林防火法律援助队伍，提升森林防火法律咨询

服务水平。

六、规划组织实施

（一）明确任务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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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划总体目标由市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督促各县（市、

区）政府及市属开发区管委会抓好落实。各县（市、区）政府及

市属开发区管委会要按照本规划逐项细化任务，明确责任和进度，

确保规划目标的实现。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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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各相关规

划目标一致、各有侧重、协调互补。有关部门要按照职责分工通

力协作，加强对规划实施的精心指导，并为规划有效实施创造条

件，形成整体合力，确保有关政策落实到位。

（三）强化项目组织

按照“统一规划、分级实施、条块结合”的原则，明确项目

实施主体及内容，强化项目组织执行力度，市、县（市、区）两

级政府要积极落实项目建设及维护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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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聊城市森林资源基本情况统计表

名 称
土地总面积
（公顷）

林业用地面
积（公顷）

有林地面积
（公顷）

灌木林
地（公
顷）

未成林造林地
（公顷）

活立木蓄积
量（立方米）

森林覆盖
率（%）

聊城市 862805.14 116253.42 89915.22 1397.97 17663.31 8256597 10.59%

东昌府区 144322.15 17764.31 10061.22 531.98 5713.49 853179 6.98%

茌平区 100337.25 11705.25 8728.74 145.04 1780.94 716842 8.70%

东阿县 72663.41 13401.92 10880.79 135.76 1841.83 2217517 14.97%

高唐县 94738.09 11759.36 10309.57 15.59 651.72 966674 10.88%

临清市 95078.66 7948.17 5627.34 12.24 1223.18 333182 5.92%

莘 县 138772.23 16733.18 12869.16 61.03 3333.69 1300883 9.27%

冠 县 116123.53 27620.62 24263.86 446.19 1534.82 1219209 20.92%

阳谷县 100769.82 9320.60 7174.53 50.14 1583.65 649111 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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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聊城市自然保护地情况表

注：表中所列自然保护地均为 2021 年整合优化后的名称。

名 称 县（市、区） 级 别 总面积（公顷）

聊城西沙河林场地方级森林自然公园 冠县 地方级 568.09

聊城清平林场地方级森林自然公园 高唐县 地方级 991.83

聊城马西林场地方级森林自然公园 莘县 地方级 623.15

山东黄河国家森林自然公园 东阿县 国家级 1413.05

聊城景阳冈地方级森林自然公园 阳谷县 地方级 23.54

聊城黄河故道地方级地质自然公园 临清市 地方级 50.17

聊城古梨园地方级森林自然公园 冠县 地方级 337.09

山东洛神湖国家湿地自然公园 东阿县 国家级 160.72

山东金牛湖国家湿地自然公园 茌平区 国家级 466.02

聊城森泉地方级湿地自然公园 阳谷县 地方级 67.76

聊城马颊河地方级湿地自然公园 冠县 地方级 1011.34

聊城赵王河地方级湿地自然公园 阳谷县 地方级 124.38

聊城徒骇河地方级湿地自然公园 莘县 地方级 142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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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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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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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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