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塞罕坝机械林场 60 年“零火灾”探源

（主持人）春回大地，万物复苏，位于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北

部的塞罕坝机械林场到了森林防火的关键期，林场采取人防加技防的

模式，为百万亩林海保驾护航，创造了建场整整 60 年无森林火灾的

记录。请听报道：

（录音）集合哨声响起（压混）

（记者）早上 8点，塞罕坝机械林场森林消防大队四班的十名防

火队员迅速集合，40 岁的崔宏财和同事携带扑火装备沿着山路巡护

防火。

（录音）：（记者）：队员们身上背的灭火机重量有多重？（崔宏

财）：19斤吧。虽然说这重量不是说特别重，因为我们走的路程比较

远，相互替着（背）。（记者）：咱们巡逻的范围有多大？（崔宏财）：

将近 10 公里，包括七星湖了，二龙泉附近都在巡，来回巡逻。

（记者）阳春三月，我省南部地区植树添绿正当时，可位于北部

地区的塞罕坝机械林场积雪还没有融化，枯枝在寒风中摇曳。10 公

里的巡护路上，崔宏财一行要细心观察，不放过任何可疑点。

（录音）崔宏财：如果要是风大，雪化得快，草干了以后，一点

火星它都会着。我们必须守护好，有责任。

(记者) 与此同时，在海拔 1900 米的月亮山望海楼，瞭望员刘

军、王娟夫妇正密切查看方圆 15 公里的林区。防火瞭望员刘军告诉

记者，目前，全林场共有九座望海楼。



（录音）一直到 6 月 15 日，都是从每天的早晨 6 点到晚上 9 点，

每 15 分钟就要向防火值班室报一次平安，晚上是从 9 点到第二天早

晨 6 点，是每小时要报一次。

（记者）除人防外，还加大现代科技手段应用。在林场的森林防

火指挥中心，工作人员通过 43 套监控系统，实时监测林场各区域视

频及热红外成像信息。工作人员彭志杰：

（录音）红外探火雷达单机的探测半径能达到 30 公里，每 4 分

钟扫描一圈，基本上能够覆盖全场。发现热源以后，它就会自动报警，

提示工作人员进行核实，是否发生火灾。

（记者）茫茫林海傲然屹立，创造出了可观的生态效益。每年为

滦河、辽河下游地区涵养水源、净化淡水 2.84 亿立方米，相当于 4.7

个十三陵水库，年释放氧气近 60万吨，相当于 219 万人呼吸一年的

空气氧含量，年固定二氧化碳 86万多吨，可抵消 86万辆家用燃油轿

车一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塞罕坝机械林场副场长张建华说，生态效

益能交出优异的成绩单，除了几代人坚持不懈的造林外，还得益于林

场严格的防火制度，保障了这里没有发生过火灾。

（录音）第一把武器就是《塞罕坝森林防火条例》。这部条例为

塞罕坝的森林防火筑起了一道法制防火墙。第二个武器就是制度武器，

我们实行林场、分场和营林区三级管理，网格化管控这么一个的制度

体系，把这个制度体系用好。

（记者）塞罕坝机械林场党委书记安长明表示，防火关乎林海的

存亡。2022 年，塞罕坝机械林场将以“二次创业”为主线，统筹推



进八大工程，打造新时代塞罕坝生态文明示范区。

（录音）林场建立了“天空地”一体化森林防火预警监测体系，

实现了卫星、无人机、探火雷达、视频监控、高山瞭望、地面巡护有

机结合，快速反应，确保森林资源安全。未来，我们一定不忘总书记

嘱托，在二次创业新征程上，干出一番新面貌。

以上由记者杨枷琪、王哲、侯丽、董璇齐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