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4

凉山州森林草原火灾应急处置流程图

接县（市）森防指火灾情况报告。
州森防指召开紧急会议或由指挥长、副指挥长通过电话方式部

署应急响应工作。州森防指进入临战状态，迅速组织会商研判。

县（市）能有效控制、扑救的，不予成立火场联指，由州

森防指指挥长派员赴现场实地指导扑救。

州委办、州政府办、州森防指办研判火情信息，州森防指统

一审定火情信息，报送州委办、州政府办、林草、应急和省

森防指办等部门并续报。

县（市）不能有效控制扑救请求支援的，由州森防指办研判火情，州森防指视情迅速启动州级响应，按州级预案开展工作，视情协调州内扑火力量〔森

林消防、南方航空护林总站西昌站、消防救援、县（市）级扑火队伍、军队等〕携带装备向火场指定地点集结增援。启动州级预案Ⅲ级及以上应急响

应后，州森防指视情成立联指，联指第一时间研判火场态势，做好重要目标保护和群众转移，制定扑救方案，报省森防指备案。联指由州森防指指挥

长或受其委托的副指挥长任指挥长，火灾发生地县（市）森防指指挥长或县（市）前指指挥长转任联指副指挥长兼调度长，森林消防队伍在场最高指

挥员任副指挥长兼科学扑救组组长。联指接受国家、省、州等上级部门的工作指导。

联指的主要任务是研判火场形势、制定扑救方案、调度扑火力量，协调上下关系。联指每天召开会议研究火场态势，研究审定扑救方案，由调度长

接收集结增援力量，会同科学扑救组组长指挥调度并督促各队伍按方案组织扑打。根据火场发展态势，视情请求省森防指调动省森林消防、省消防

救援、南方航空护林总站等力量支援灭火。

火场得到全面控制，立即制定余火清理和防守方案，严防复燃。

火场达到“三无”条件，向省森防指申请销号，启动灾后处置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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