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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季——
公共安全是大事

公共安全和社会稳定，事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对于每个人来说，生命只有一次。注意安全，就是
善待和珍惜生命的正确态度。然而，现实生活中，并非人人都具有较高的安全意识。在我们周围就经常有许
多人因为自己的疏忽大意、公共安全意识薄弱，而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

当下，春天来临，因为春季的气候特性，是火灾的多发期。大家都知道，灾难的突发会让人措手不及。
一般情况下，各种隐患都有较长时间的潜伏性，往往是小患不除，酿成大灾。要保护自身安全，就必须对突
发事件作出及时反应。一旦反应迟缓或判断失误，生命财产就会遭受重大损失。因此，针对居民防灾意识
不强、自我保护意识较差的现实，我们要通过多学习“防风、防火”安全知识，普及春季公共安全防范知识，
提高自身防灾、避险、自救能力，树立安全意识，才能让安全走进我们的生活，让生命多一份保障。

春季多风少雨、天气干燥，是火灾的多发季
节。春季火灾具有明显的季节性特点，无论是居
家、工作，还是踏青游玩，大多火灾都是因为忽略
了消防安全细节而“不慎”引发的。特别是春季
又是一个旅游的好时节，而且又有清明节，人们
举家郊游或祭奠先人时又常常在野草较多、树木
繁盛的地方，一旦用火不慎就会引起火灾。为增
强公众防火意识，在此提醒：注意春季防火“十不
要、五不烧”远离火灾威胁。

春季风干物燥，应注意正确的用电、用火方
法，牢记“十不准”：禁止在公共场合吸烟；祭扫时
遇到大风天，请勿烧纸、燃烛、点香、燃放爆竹。
在焚香烧纸进行祭祀活动时，要远离人群，远离
居民住宅、公共建筑、文物保护单位、易燃易爆场
所、山林、草原；不得私自乱拉乱接电源；要妥善
保管好个人的易燃可燃物；保证公共通道、安全
出口的畅通，选择安全可靠的电源开关；使用液
化气、煤气、天然气时不要离家外出；不准在野外
烧蜂、烧蚂蚁、烧火驱兽和使用火铳枪械狩猎；外
出野炊，不要在草木繁盛、树叶堆积等易燃物聚
集的地方野炊，以防引发火灾；不要选择山洞、房
间等封闭场所野炊，以防一氧化碳中毒，野炊结

束后要离开时，务必对野炊区域进行彻底灭火，
不要留任何星火，防止其复燃；驾车或乘坐公共
交通工具时，不要携带汽油、柴油、酒精、烟花爆
竹等易燃易爆危险品进站上车，不得在车内吸烟
或使用明火；驾车外出前，检查汽车油路、电路，
别在车内放置打火机等易燃易爆物。

除此之外，“烧荒”也是火灾隐患多发的原
因，据媒体报道曾有花卉大棚遭遇火灾。经调
查，火灾是因为有人在花卉大棚北侧的玉米地
违反规定进行“烧荒”，未能正确控制火势，引燃
玉米地南侧的花卉大棚，并导致附近高速发生
连环车祸，多人死伤。其实，“烧荒”是百害而无
一利的。首先，“烧荒”是一种资源的浪费。秸
秆再加工可用于牲畜食用，可用于农村家用燃
料，将秸秆付之一炬是资源的严重浪费。其次，

“烧荒”易引发火灾。由“烧荒”造成火灾，将会
受到不同程度的处罚，严重者或被追究刑事责
任。最后，“烧荒”易造成空气污染。大量焚烧
秸秆和杂草会产生浓烟，造成空气中二氧化碳
及一氧化碳、可吸入颗粒等有害物质增加，损害
人体健康，降低可见度引发交通事故。所以“五
不烧”就是要做到未经批准不烧；未开好防火线
不烧；未准备好打火工具不烧；刮风、高温、干旱
天气不烧；无人看守不烧。

现实生活中每个家庭都或多或少地存在一些
火灾隐患，只是我们平时没有注意到而已。特别是
随着居民用气、用火、用电量增加，更容易引起火
灾。容易引发火灾的可能性很多，厨房是春季家庭
防火的重点所在，因为日常动用明火烹饪烧水都在
厨房。此外，客厅、卧室、楼梯等位置也是安全隐患
藏匿地。为此记者总结了“七注意、五经常”希望可
以提醒大家，日常要多加注意家庭防火。

“七注意”：正确使用各种家用电器，安全使用
接线板，不要在同一个接线板上同时使用多种大功
率电器用具。选择安全可靠的电源开关，出门前关
闭电源；防止家用电器超负荷使用引发火灾，要保
证电气设备有足够散热的条件，不在电视机、空调、
电脑等电器周围放窗帘、书籍、衣物等可燃物；不要
卧床吸烟、不要乱扔烟头火柴，白酒、纸张、窗帘等
易燃可燃物品应与火源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使用
液化气、煤气、天然气时不要离家外出，用完后，应

关好开关，不要让小孩儿随意乱动燃气设施，避免
气体泄漏，一定要将易燃易爆物品放在孩子接触不
到的地方，教育孩子不要玩火；妥善保管好家中易
燃可燃物，保证公共通道、安全出口的畅通。不要
埋、压、圈、占消防设施，维护消防设施的完好；不私
自乱拉乱接电线，定期检查家用电器的使用期限，
检查线路是否存在老化现象；在家庭中配备必要的
灭火器材。

“五经常”：经常清除电器内部的积尘，注意保
持清洁，防止因灰尘覆盖过厚而引起的散热不畅或
短路；睡觉、外出前，都要对家里进行一次“消防检
查”，关闭应该关闭的电器电源，特别要留意厨房、客
厅等电器集中的地方；有孩子的家庭要经常检查并
严格保管火柴、打火机等火源，避免小孩儿接触火
源；出行前要对汽车做好安全检查，谨防车辆出现冒
烟等异常现象；经常留意楼道内防火指示标志以及
灭火器材使用方法。

春季空气干燥，大风天气较
多，常言道：“春天孩儿面，一天变
三变”春季的天气最是多变，上一
刻还风和日丽，下一刻可能就会狂
风大作，卷起尘土，满天风沙。春
风的“威力”开始显现，高空坠落物
伤人时有发生，造成的伤害十分严
重，尤其是一些楼体上的老旧广告
牌，比较容易“中招”。河南更是爆
出大风刮飞气垫蹦床造成30名儿
童受伤，一名儿童死亡案件。所
以，春季防风防意外，也是公共安
全不可忽视的一部分。而要做好
防风防意外的安全措施就要时刻
注意“六不为”：

如遇刮风天气，不要在户外晾
晒的物品、花盆、杂物等。应加固
空调压缩机等户外设施，妥善安置
易受大风影响的室外物品；尽量用
有围挡的交通工具运输物品，做好
覆盖，以免吹落；不要在广告牌和
老树下长期逗留。有的广告牌由
于安装不牢，一些老树已经枯死，
根基不牢。在大风天里，广告牌、
老树非常有可能断裂，对行人造成
危险；不要在高层楼之间的狭长通
道间走路或者骑车。因为狭长通
道会形成“狭管效应”，风力在通道
中会加大，从而给行进中的行人带
来一定的危险；要注意尽量少骑自

行车。因为在大风天气中，顺风或
逆风虽不会对骑车造成太大危险，
但是一旦侧风向骑行，有可能被大
风刮倒，造成身体损伤；不要在小
区内私接电线或者乱放杂物，避免
引起火灾或者绊倒过路行人；不要
超速行驶要注意轻型车的安全。
由于轻型车重量较轻，所以在高速
行驶中可能被大风掀起。应在轻
型车上放一些重物，或者慢速行
驶；春天的大风容易使风疹病毒得
到广泛传播，所以出门要做好防护
措施。更要注意携带口罩、纱巾等
防尘用品，以免沙尘对眼睛和呼吸
道系统造成损伤。

春季防风篇

防意外“六不为”

据有关部门统计，近年来，全国中小学每
年非正常死亡人数达到 16000多人，平均每天
就有 40多名中小学生死于非命。这意味着每
天就有一个班级消失。校园安全与我们每个
家庭密切相关。它关系到孩子们能否健康地
成长。做好校园安全教育工作，不仅是学校各
项工作的基础和前提，也是社会各界的首要任
务之一，提高孩子们的安全、文明意识，要时时
想安全，事事讲安全，特别是在校园，要定期组
织孩子们学习安全消防知识。

首先，要时刻提醒孩子们，自觉爱护校园
内的各种消防设施、设备。如灭火器、水枪、应
急灯、指示标志等。消防设施是扑救火灾的重

要工具，必须处于“常
备不懈”的状态。一
有火灾，马上能够投
入使用。因此，平时
不要随意玩弄、挪用

消防器材。要学习火灾消防知识，学会简单的
自护自救。比如说，发现火灾怎样报警，发生
火灾应怎样逃生等。在消防紧急疏散行动时，
同学们一听到学校的广播警报，应立即排队、
听从指挥、有序疏散，禁止因好奇而到危险处
围观。通道要畅通无阻，严禁逗留。疏散时，
同学们两人一组牵手，成两列纵队，一人扶着
楼梯栏杆按序下楼，楼梯要留三分之一的空位
给救援人员等。

其次，国家明令禁止中小学生参加灭火。
因为，同学们正处于成长发育期，还不具备成
年人的思维和体力，缺乏自我保护的能力和经
验，如发现火灾，最重要的是尽快脱离危险，撤
离火场。这样做既可以保证自身安全，
也为大人们灭火提供了方便，使他们可
以集中精力灭火。从这一意义
上来看，保护自身安全也为灭火
工作作出了贡献。

灾难来时大部分是突发性
的，特别是火灾在发展过程中瞬
息万变，不易掌握，来势迅猛，与

可燃物的种类、数量、起火单位的布局、通
风状况、初期火灾的处置措施等都有关
系。实践证明，火灾中受害者所表现出的
行为多属于被动的反应性行为。这是因
为火灾的突发刺激，迫使受灾者瞬时做出
反应。瞬时性的行为反应，包括逃生手段
与个体的应变能力，与每个人的知识素养
是分不开的。往往瞬间的错误反应会铸
成大错，造成终生的遗憾。“时间就是生
命”。在火灾中，无论是灭火、救人还是自
救逃生，都必须争分夺秒，准确把握稍纵
即逝的灭火战机，选择逃生时机，尽最大
努力，争取把火灾扑灭于初期阶段。当被
大火围困时，要沉着冷静，尽快地判明情
况，采取安全有效的逃生方法，撤至安全
地区。无数事实证明，失去了灭火战机，
会造成不堪设想的严重后果，不掌握逃生
知识，错过了逃生时机，就可能葬身火海。

火灾的蔓延发展受到各种外界条件
的影响和制约，火灾的多变性，既有人
们扑救的因素，也有火场可燃物的因
素，同时与天气条件有着密切的联系。
火灾的多变性特点，要求大家要更多地

学习和了解消防常识，懂得火灾发展过
程和燃烧特点，掌握自救逃生知识，一
旦发生火灾，能运用所学知识，做到临
危不乱，处险不惊，根据火灾的发展变
化采取正确的逃生措施；在进入宾馆饭
店等场所前，一定要留意疏散指示标
志，在宾馆房间门背后，一般都贴有楼
层平面示意图并标注逃生路线图，火灾
发生后应第一时间报火警，火势较小
时，可以使用身边的灭火器、消防栓等
进行扑救，如火势已大，应立刻按疏散
指示标志撤离；入住酒店，要查看客房
门后的紧急疏散路线图，了解自己所处
的位置、疏散通道、疏散楼梯的数量和
具体位置。首选最近、最方便且可以直
通室外的路线作为逃生路线，同时还要
了解其他路线作为备用路线；房间起
火，千万不能打开房门观望，迅速用水
浸湿床单、毛巾等堵塞房门的空隙，防
烟气蹿入，然后用湿毛巾捂住口鼻等待
救援；听从工作人员的引导和广播引
导，切不可自以为是，不听劝告盲目疏
散；根据火灾发生时的风向来确定疏散
方向，在火势蔓延之前，朝逆风方向快
速离开火灾区域。逃生时要注意随手
关闭通道上的门窗，以阻止和延缓烟雾

向逃离的通道流窜；逃离时要用
湿毛巾掩住口鼻，并尽量避免大
声呼喊，防止烟雾进入口腔。通
过浓烟区时，要尽可能以最低姿势或匍
匐姿势快速前进。注意呼吸要小而浅；
楼通道被火封住，欲逃无路时，可将床
单、被罩或窗帘等撕成条结成绳索，牢
系窗槛，顺绳滑下。家中有绳索的，可
直接将其一端拴在门、窗柜或重物上沿
另一端爬下。在此过程中要注意手脚
并用，要注意把手保护好，防止顺势滑
下时脱手或将手磨破；在无路可逃的情
况下，应积极寻找暂时的避难处所。如
果在综合性多功能大型建筑物内，可利
用设在电梯、走廊末端以及卫生间附近
的避难间，躲避烟火的危害。若暂时被
困在房间里，要关闭所有通向火区的门
窗，用浸湿的被褥、衣物等堵塞门窗缝，
并泼水降温，以防止外部火焰及烟气侵
入；消防员进入着火的房屋时，都是沿
墙壁摸索进行的，所以当被烟
气窒息失去自救能力时，应努
力滚向墙边或者
门口。同时，这样
做还可以防止房
屋塌落砸伤自己。

泡沫灭火器用来扑救汽油、煤油、柴油
和木材等引起的火灾。其使用方法是：一
手握提环、一手托底部，将灭火器颠倒过来
摇晃几下，泡沫就会喷射出来。注意灭火
器不要对人喷，不要打开筒盖，不要和水一
起喷射。干粉灭火器是一种通用的灭火器
材，用于扑救石油及其产品、可燃气体、电
器设施的初起火灾。使用时拔下保险销，
一手握住喷嘴，对准火源根部，一手向下压
鸭嘴，便会喷出浓云般的粉雾，覆盖燃烧
区，将火扑灭。干粉灭火器要注意防止受
潮和日晒，严防漏气。“1211灭火器”是一种
新型的压力式气体灭火器，其灭火剂灭火
性能高，毒性低，腐蚀性小，不易变质，灭火
后不留痕迹，用来扑火油类、电器、精密仪
器、仪表、图书资料等火灾。使用时首先拔

掉安全销，一手紧握压把，一手将喷嘴对准
火源的根部，压杆即开启，左右扫射，快速
推进。

四氯化碳灭火器主要用于扑救设备火
灾。千万不要用于金属钾、钠、镁、铝粉、电石
引起的火灾。

发生火灾拨打“119”电话报警，定要说
清失火单位或住户所在的区（县）、街道或乡、
村。有重名时，要区别开，以免找错。要报
清、报全单位和街、巷名称，不要用简称；要说
明是什么物质着火和火势大小。这样便于
消防队根据燃烧对象和火势大小来决定其
出动的车辆和警力。要说清楚报警人的姓
名和所用电话号码，可以拨通此号码向报警
人询问火势发展情况，便于指挥调动。报警
后，应由熟悉情况的人到离火场最近的路口
迎候消防车或指引通道，提供水源位置等情
况，以便迅速灭火。

春季公共防火篇

“十不准、五不烧”

春季家庭防火篇

“七注意、五经常”

春季公共安全重在加强校园教育

安全提醒之逃生法则

小贴士

灭火器的使用方法及正确报警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