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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9 月 22 日森林火灾是近江西省内发生的重大森林火
灾，涉及宜春市丰城市、南昌市新建区两市县，过火森林面积达
6185 余亩，受害森林面积 4173 余亩。消防人员历经两天三夜艰
苦奋斗，明火才得以扑灭。

一、火场自然概况
（一）自然地理概况
火场在江西中部地区，位于丰城市隍城镇与新建区石岗镇

间的丘陵山区，地势由西北向东南倾斜，境内最高峰 227.6m（大
岭），最低海拔 55m，场内丘陵密布，海拔虽不高，但都较为陡
峭。

（二）植被概况
火场植被主要为天然马尾松纯林为主，面积约 4600 余亩；

少量为针阔混交林，优势树种以马尾松、杉、樟等树种，面积约
1500 余亩；极少量为人工杉树纯林，面积 42 亩。

二、火灾原因分析
（一）干燥的气候因素
据气象资料分析，江西中部地区从 7 月中下旬至火灾发生

时，两个多月时间内，降雨量极其稀少，酷热、干旱成为常态，
高温、干燥的气候，导致植被严重缺水，植物枯黄现象较为普
遍；山塘、水库水位大都已处于死水位线以下，有的早已干枯
见底（火场附近的狮子山水库库区当时已成为 2019 年 9 月 22 日
防火指挥部驻扎地）。至 9 月中下旬，本地仍受副高控制，无降
水，为晴热高温天气，旱情较为严重，气温较常年偏高。恶劣的
天气为 2019 年 9 月 22 日森林火灾的发生积累了有利的气候因子。

（二）独特的森林植被现状
火灾发生区大多为两市国家级、省级生态公益林，其主要树

种多为天然马尾松纯林，少量杉木林、阔叶林及灌木林。近几年
来，江西加大了对公益林的保护管理力度，严禁一切破坏森林行
为发生，聘请了护林员进行日常管护，并不定期进行监管。生态
公益林区人类活动日益减少，植被越来越茂盛。林区地被物层多
为茅、蕨等植物，枯枝落叶层平均厚度达 10cm以上。这些独特的
植被特征，为 2019 年 9 月 22 日森林火灾发生积累了“有利”的
物质因子。

（三）野外用火管理不严
2019 年 9 月 22 日上午的火场，据说是因为新建区石岗镇金

城村民在离火场 150 处的偏北稻田田里焚烧稻草引起的。高温、
干旱、偏北大风，这些都不利于野外用火条件，但个别群众竟然
漠视，仍然我行我素焚烧稻草，结果引起森林火灾。群众的野外
用火意识不强，为 2019 年 9 月 22 日森林火灾的发生创造了可燃
因子。

（四）行政区间扑火联动机制不畅
2019 年 9 月 22 日上午的火场，新建区出动了百人队伍扑

火，但未通知毗邻的丰城市预防火势蔓延至其境内；下午火场的
火源虽然到现在都未有定论（是人为还是上午火星飞落后而自
燃？到现在不得而知），但回想起上午火灾起因，两市应在上午
火场扑灭后，在火场南边沿第一层山脊线处派人瞭望警戒，派驻
应急消防分队在原地待命，时时处理突发火灾发生。可惜的是，
上述部署未能落实。不畅通的扑火联动机制给 2019 年 9 月 22 日
森林火灾大蔓延创造了有利的时间因子。

三、问题对策
（一）强化防火宣传工作
一方面加强防火宣传。在森林防火关键期，要深入有林区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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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集市、村委会、乡村中小学，通过散发宣传单、小册子、展板
和设立咨询台的形式进行森林防火知识及各项法律法规宣传；利
用“村村通”优势，在乡村有线广播中宣传防火基本知识，确保
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防火意识。另一方面，强化野外火源管理。
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落实防火责任和林长制负责制，实行乡镇领
导包村、乡村干部包组包户的森林防火层级负责制，特别是在防
火关键期，严格火源管控，护林员加强巡护，乡、村两级要在林
区路口设点检查，重点监管野外火源，一经发现，按规定从严处
罚。三要公开打击失火犯、纵火犯，以打击促防范，真正做到
“失火必究、纵火必判”，提高失火犯罪的查处率和判决率。通
过公安机关公开处理、公开办案，严厉打击森林火灾犯罪行为，
起到强化教育威慑作用。

（二）抓好半专业森林消防队伍建设
在按照《关于推进全省专业森林消防队正规化建设的意见》

要求，加强全体专业森林消防队队员的森林防火基本理论知识和
装备操作使用培训的同时；在林区，要根据《江西省半专业扑火
队标准化建设实施方案》要求，扩大半专业森林消防队伍建设，
建立以村为基本单元的半专业森林消防分队，由财政给予适当的
经费补助，纳入以乡（镇）为单元的半专业队培训和实战演练系
统，完善各项森林防火装备，确保分队能快速处理小火灾。半专
业森林消防分队就在山区，熟悉山区基本情况，能在第一时间
到达火灾现场，他们的扑火装备、扑火技能影响一般火灾扑灭进
程，更能迟缓火灾快速蔓延，对林火可以起到“打早、打小、打
了”作用。因此，在加强专业森林消防队伍建设的同时，在山
区，建立以村为单位的熟练的半专业森林消防队伍至关重要。

（三）建立行政区间森林防火联防联动机制
处于行政区间交互的山区一般交通不很方便，其所在行政区

对其管理较为松散，其山林交错分布，也增加了对其管理难度。
2019 年 9 月 22 日江西森林火灾，就发生在南昌市新建区与宜春
市丰城市间的丘陵山区，在火灾初发期，两市间特别是基层间的
缺乏交流互动，错失了“打小、打早”时机。行政区间的工作联
防联动能有效增强信息交流互通，增强双方人员工作情感，有利
于交互的山区森林防火工作的开展与落实。

（四）有计划建立生物防火林（带）
生物防火林（带）可以很好地起阻隔林火蔓延作用，2019 年

9 月 22 日火灾现场旁边，有一座没有被林火焚烧的养殖场，主要
是因为火灾现场与养殖场间有一片宽阔的油茶林，火势被油茶林
阻隔。在山区，特别是在丘陵山区，要有计划、有规划建立生物
防火林（带），利用油茶、木荷、杨梅、冬青、楠木等防火树种
改造林相、达到防火效果。

四、结束语
森林火灾除受自然因素影响外，加强防火宣传力度，严厉打

击森林火灾犯罪行为，减少人为火灾隐患，同时，加强行政区间
森林防火联防联动协调机制，消除火灾隐患；抓好半专业森林消
防队伍建设，一旦火灾发生，可以起到“打早、打小、打了”效
果；在林区，有计划建设生物防火林（带），有针对性阻隔森林
火灾蔓延。这些措施，都能有效防止森林火灾发生，即便发生森
林火灾，也能很好地减少火灾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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