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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天津消防

长期堆放在楼道的废旧物品，一直是天津
市河西区越秀路街道珠海里社区消防安全治
理的堵点。该社区管理的小区是典型的老旧
住宅小区，房龄在30年以上，没有物业服务企
业进驻，有的居民把自家的废旧物品放在楼
道里。

起初，该社区组织工作人员上门清理，可效
果不甚理想，有时工作人员前脚刚走，废旧物品
后脚又堆上了。“有些东西舍不得扔，可放在家
里又嫌占地方，就习惯往楼道里堆。”该社区居
民由玉琴说。

这些废旧物品堆在楼道里是火灾隐患，有
没有对应的良方良策？后来，该社区组织网格
员和居民代表召开议事协商会议专门商议此
事，决定通过“杂物换实物”的方式解决这一难
题。该社区工作人员与周边爱心企业、社会公
益组织对接，用生活用品换居民手中的废旧物
品。“爱心企业和社会公益组织提供生活用品，
社区动员居民把家里不用的东西拿过来兑换。
废旧物品可以回收再利用，形成良性循环。”该
社区党委副书记高婷表示。

该社区每个月都开展兑换活动，居民拿着
废旧物品过来，重量在两公斤以上就可以根据
实际重量兑换相应的生活用品，包括鸡精、洗洁
精、香皂、护手霜、消毒湿巾、大米、面粉等。该
社区居民王统娟说：“兑换起来很方便，我非常
支持这个活动。换一些生活用品，我也受益。”
“其实，这些东西堆在楼道里也是为了卖掉，叫
废品回收人员上门回收，总想着攒多了一块儿
卖。现在我看到有自家需要的生活用品，就把
废旧物品拿过来兑换，不在楼道里堆着了。”该
社区居民程景耀补充道。针对部分年龄大、腿
脚不方便的居民，该社区工作人员提供上门回
收兑换服务。称重后，社区工作人员将废旧物
品运走，将生活用品直接送来。

小切口体现大变化。2023年初以来，河西
区消防救援支队围绕“基层街道消防工作规范
化建设年、消防志愿者队伍建设年、消防常识和
技能社会大培训年”，在推动基层消防工作正规
化、消防志愿队伍品牌化、社会消防力量专业
化、消防技能培训常态化方面持续发力。

下恒心
解决“小而碎”问题

2023年，河西区消防救援支队根据区政府
部署，以越秀路街道为试点开展消防工作规范
化建设，在辖区14个街道建立街道消防工作规
范化“1271”工作格局，即建设1个消防安全管
理调度中心，形成消防安全排查网格化、违法
行为查处双闭环工作2项工作机制，制定消防
安全责任人报备制度、消防工作例会制度、定
期消防安全检查制度、隐患处理移交制度、信
息采集制度、定期消防宣传培训制度、考评奖
惩制度7项工作制度，全区组建1支万人规模的
消防志愿服务队。

河西区委、区政府今年批准14名事业编专
编专用于街道消防工作。王津作为其中一员，
在该区东海街道从事消防专职工作已有半
年。谈及这半年的工作经历，他感受颇多。“辖
区光残障人员家庭和独居老人家庭就有1600
多户。重点人群家庭多，老旧小区多，‘九小场
所’多，外来务工人员多，基层消防工作推进存
在一定的阻力。”王津说，“但再难做的工作也
要有人去做。”

东海街道辖区一栋三层小楼的底商有一家
名为乐业超市的零售店。之前有群众反映，该
超市存在“三合一”现象。王津得知后，立刻会
同公安派出所民警、街道综合执法队队员上门
核实。超市负责人对此矢口否认，不配合调查。

当晚，一行人再次来到该超市，发现留宿人
员不止一个，屋里有床铺、枕头、被褥。事实摆
在面前，超市负责人眼看无法否认，又辩称店内
存有大量贵重烟酒，安排人员留宿是为了防
盗。再充足的理由也无法为消防违法行为开
脱。为消除火灾隐患，王津没少往该超市跑，讲
法律法规，讲利害关系，讲责任义务，掰开揉碎
了讲，终于做通超市负责人的思想工作。床拆
了，被褥和枕头收起来了，闭店后人员全部离
店，“三合一”行为彻底被纠正。

天津市天炉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是该街道辖
区一家主营冶金设备的小微企业，之前所属社
区工作人员多次上门检查，都吃了“闭门羹”。
该公司拒不接受检查。越不让查，说明越有问
题。该街道联合应急管理、公安等部门到该公
司开展安全检查，结果发现其存在“三合一”、违
规动火作业等多种违法行为。最终，该公司依
法受到处罚并被责令限期整改。

基层消防工作中遇到的事往往小而碎，但
不能不解决，一旦出问题，很可能是大问题。
就拿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来说，很多人知道
这是火灾隐患，可就是屡禁不止。该街道先
前对辖区2个高层住宅小区开展多次联合治
理，在电梯轿厢加装电动自行车智能梯控系
统，可总有个别居民仍然把电动自行车放在
一楼楼梯间。一问才知道，原来居民担心车
子放在外面风吹日晒受损，另外还有部分商
铺经营者把电动自行车电池卸下来，拿到室
内充电。对此，该街道在指定区域建设电动
自行车充电车棚、充电桩、充电柜，给电动自
行车一个舒适的“家”，实现安全充电、便捷存
取，解除群众后顾之忧。

2023年5月，该支队编写的《天津市河西区
街道消防工作规范化建设指导手册》下发至14个
街道，拉开了各街道建设具有区域特色消防基层
末端治理模式的序幕。挂甲寺街道为13个社区
配备组网电台，将其纳入该支队指挥中心调度体
系。2023年，区政府把为老旧小区安装电动自行
车电池充换电站纳入老旧小区改造工程，建设
461个电池充换电站，每个站设置90个电池仓。
梅江街道组织辖区3家养老服务机构与周边社区
物业服务企业建立区域联防机制。尖山街道组
织35岁以下青年干部成立消防志愿者服务队，每
周六协助社区工作人员开展消防安全检查，发现
并整改各类火灾隐患273处。友谊路街道投入专
项资金4万元，为设有门岗的准物业住宅小区建
设26个微型消防站，为独居老人家庭等重点人群
家庭免费安装烟感报警器130个。2023年以来，
该区各街道共开展消防安全检查5.2万家次，发
现火灾隐患7672处，立案处罚141起，罚款1.17
万元，基层消防治理能力得到显著提升。

怀热心
擦亮志愿服务品牌

2023年12月13日，天津市精神文明建设委
员会办公室发布《关于公布天津市文明实践志
愿服务项目大赛获奖名单的通知》，“河西大姨”
消防志愿服务项目获得银奖。这是“河西大姨”
消防志愿服务队伍2023年获得的又一项殊荣。
自2023年初注册成立天津市首家消防志愿服务
社团组织后，“河西大姨”队伍不断扩大，现有成
员957名，覆盖河西区14个街道。

挂甲寺街道南北大街社区居民王富珍加入
“河西大姨”消防志愿服务队前，是南北大街社
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从社区退休后，她
主动申请加入该志愿服务队，用20多年的基层
工作经验，为社区消防安全治理发挥余热。家
住该社区美宁公寓的黄大爷是一名独居老人，
腿有残疾，行动不便，家中堆积着大量废旧物
品。邻居担心引发火灾，便将这一情况反映到
社区居委会。社区工作人员、支队防火监督人
员上门了解情况，无论怎么敲门，老人就是不肯开
门。“这家的情况我了解，我能敲开老人家的门。”
王富珍得知后，立刻赶了过来。敲开门后，老人
家中的状况让所有人感到吃惊：灯不亮，垃圾遍
地，废品成堆，厨房水池里堆着没刷的碗筷……
火灾隐患重重，卫生状况堪忧，屋里都没有下脚
的地方。

众人在征得老人同意后，决定采取逐步清
理、逐步向前推进的方式，帮老人消除隐患。
社区工作人员拿来多个整理箱和专用垃圾袋，
堆在地上的东西先分类，需要留下的装进整理
箱，垃圾装袋；能回收的，就喊来废品回收人员
在门口过数、称重。清走一部分，大家就往屋
里推进一点儿，忙活两个多小时，光垃圾就装
满十几个垃圾袋。随后，该支队防火监督人员
给屋里换上新灯管，又把堆在厨房水池里的碗
筷刷干净。“消除隐患连带搞卫生，比给房子做

‘开荒’保洁还费时费力。”王富珍笑道，“好在
人多力量大，这个家终于像点儿样了。”

始于消防但不止于消防，是“河西大姨”消
防志愿服务队的特色之一。老街旧邻一起住了
几十年，天天抬头不见低头见，大姨们跟居民们
都很熟。谁家有个大事小情，大姨们都过问，能
搭把手的绝不旁观。“我们开展消防安全宣传和
消防隐患巡查，就要发挥人熟地熟的优势，这样
才有助于工作顺利开展。要不谁听你的，你说
话凭啥好使，是不是？”王富珍说。

截至目前，该志愿服务队以“楼门包片、邻
里互助”的形式开展志愿服务1213次，包括宣讲
消防安全常识、查找各种风险隐患并提供相关
线索、劝阻消防违法违规行为等，深受群众信
任。2023年，该志愿服务队被评为河西区消防
志愿服务先进单位，荣获“学雷锋，做雷锋，共建
天津志愿城”文明实践志愿服务项目大赛河西
分站赛决赛一等奖，1名队员被评为“河西好
人”，27名队员被评为河西区消防志愿服务优秀

志愿者。借鉴成立“河西大姨”消防志愿服务队
的宝贵经验，该支队乘势而为，大力推动街道社
区、社会单位开展消防志愿者招募活动。此举得
到众多一线工作者积极响应，成立了由1.2万人
组成的340支消防志愿服务队。队员们来自各行
各业各社区，通过开展志愿服务形成示范带动效
应，引导群众主动辨识风险、自觉查改火灾隐患，
为建设经济强区、打造品质之城贡献力量。

真用心
锻造应急处置硬核力量

微型消防站是社会消防救援力量的重要组
成部分，肩负着防火宣传队、火灾隐患巡查队、
灭火先遣队的职责。河西区地理位置特殊，高
层建筑密集，商业经营业态多样，人口密度大，
加强各社会单位微型消防站建设，对防范化解
风险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天津华润万象城位于河西区乐园道9号，建
筑面积约36万平方米，是一家集购物、餐饮、休
闲娱乐于一体的大型商业综合体。作为市级火
灾高危单位，万象城有一个“拉得出、冲得上、打
得赢”的微型消防站，队员平均年龄28岁，大多
为退伍军人，其中一部分来自原公安消防部
队。万象城微型消防站配备12人，配置灭火战
斗服、空气呼吸器、高压细水雾、呼救器等器材
装备。队员们坚持开展日常训练，定期开展演
练，并与属地消防救援站联合开展训练和演练，
主动融入区域联防机制，与周边社会单位微型
消防站交流、联动，持续提升快速响应和应急处
置能力。在2023年6月举办的河西区首届消防
运动会上，万象城微型消防站以商业综合体行
业第二名的成绩进入总决赛。经过激烈角逐，
万象城微型消防站在众多参赛队伍中脱颖而
出，摘得总决赛桂冠。

2023年11月20日，梅江街道召开辖区物业
服务企业、养老机构消防安全共建推动会。会
上签署3份共建协议，根据协议内容，如遇突发
险情，物业服务企业微型消防站对周边养老机
构提供支援。友谊路街道为有效提升住宅小区
准物业消防安全岗位人员的消防安全工作能
力，以开展燃气安全专项整治工作、消防宣传月
培训活动等为契机，多次组织住宅小区准物业
消防安全岗位人员接受培训。培训内容涉及各
种消防设施器材主要功能和常见问题解决方法
等。根据相关工作要求，住宅小区准物业消防
安全岗位人员要在发生火情后能第一时间响
应，进行有效的前期处置，及时拨打火灾报警电
话，与消防救援人员做好工作对接。

2023年以来，该支队推动消防安全重点单
位、社区整合组建微型消防站552个，有队员
3284人。该支队加大对微型消防站业务培训力
度，将其纳入支队指挥调度体系，目前已指导
456个微型消防站配备组网电台，下一步将指导
全部微型消防站配备组网电台。属地消防救援
站每天分片区对各微型消防站进行组网电台测
试。该支队指挥中心每周对各微型消防站进行
组网电台抽查测试。2023年6月14日，该支队
在辖区环渤海名家居购物中心首次开展以微型
消防站为处置初起火情主力、消防救援站为增
援力量的大跨度人员密集场所灭火救援综合实
战演习，旨在检验微型消防站在联勤联动调派
体系下的实战能力。2023年11月3日，河西区
政府召开会议，部署全区社会消防救援力量建
设工作，宣布该区社会消防救援力量联勤联动
测试成功，辖区社会消防救援网络初步建成。

有耐心
变“要我学”为“我要学”

为满足社会各界对消防安全知识的需求，
该支队 2023年将河西区消防科普教育基地、
洪泽路消防救援站、围堤道消防救援站、大沽
南路消防救援站、体院北道消防救援站、沂山
路消防救援站、微山路特勤消防救援站面向
全市机关、团体、学校、企事业单位和社区居
民免费开放，通过微信小程序预约，即可到消
防科普教育基地、消防救援站学习防火灭火
知识、逃生自救技能。

这是该支队开展“两个请进来、两个走出
去”活动的重要一环。“两个请进来”，即请群众
进入消防科普教育基地、消防救援站参观学习，
请微型消防站队员到消防救援站参加业务培
训。“两个走出去”，即消防救援人员到社区开展
帮扶共建，消防救援人员到社会单位与微型消
防站队员开展联勤联动。据统计，今年共有
7297人次到消防科普教育基地、消防救援站参
观学习，172个微型消防站组织队员到消防救援
站学习灭火救援技能。该支队所属消防救援站
消防员到12个社区，帮居民清理可燃物，畅通
“生命通道”；对特殊人群、弱势群体开展入户宣
传182次，惠及2067人次；组织负责大型商业综
合体、高层建筑消防安全的993名微型消防站队
员开展培训和实战演练，引导其学习隐患巡查、
消防安全宣传、应急处置、疏散逃生等消防安全
知识，涉及社会单位214家。
“两个请进来、两个走出去”活动形成良性

效应。随着消防安全文化的广泛传播，社会单
位和群众的消防安全意识不断增强。“最明显的
变化就是从‘要我学’变成‘我要学’。”该支队灭
火救援指挥部干部任振鹏说。

天津桂发祥十八街麻花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微型消防站队员多次主动到队学习，围绕队伍
建设、日常管理、技能比武、联勤联动、值班值守
等方面，接受消防救援人员的专业指导。天津
农商银行总行积极联系该支队，以建立完善消
防档案，制定消防安全规章制度，制定《天津农
商银行总行友谊路办公区消防应急预案》，并组
织员工多次开展消防安全技能培训。柳林街金
海湾花园小区、国家开发银行天津分行、河西区
梧桐小学多次分别组织居民、员工、学生参观消
防救援站。天津财经大学人文学院商务英语专
业学生龚存京、商学院旅游专业学生王璐瑶、财
税与公共管理学院行政管理专业学生白佳睿、
艺术学院美术专业学生吴佳丽到队学习消防安
全知识后，主动报名加入天津财经大学消防志
愿服务队，积极参与消防工作。

在此基础上，该支队用两个月的时间制作
出《社会单位微型消防站建设及灭火救援联勤
联动示范片》，详细讲解社会单位微型消防站建
设标准、灭火救援联勤联动处置程序等内容，力
求直观形象、通俗易懂。

守正笃实，久久为功。河西区消防救援
支队坚持推进消防工作社会化，巩固消防志
愿者服务队伍和社会消防救援力量两支队伍
建设成果，不断增强群众消防安全意识，提
升自防自救能力，深入推进街道消防工作正
规化，指导推动行业监管部门消防工作规范
化建设，夯实消防基础工作，为河西区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核心区创造良好
的消防安全环境。

本版撰文 姜涛

凝聚多方力量 破解治理难题
——天津市河西区消防救援支队推动共筑安全防线见闻

河西区越秀路街道调度消防安全工作

“河西大姨“劝导居民不要在楼道存放杂物

河西区社会消防救援力量联勤联动测试成功并正式启动

河西区企业、社区微型消防站走进基层消防救援站开展实操培训

河西区央企、国企自主开展“119”消防宣传月消防宣传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