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防火应急预案演练脚本 消防火灾应急疏
散演练预案(实用5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以下是小编为
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防火应急预案演练脚本篇一

案。

1．学校设立突发火灾事故消防处置应急指挥组，由校长、分
管校长、部门主管组成。发生突发事故校长和事故所在部门
负责人必须急速就位，并启动应急报告程序。如发生火灾指
挥组指令有关工作部门组织初起火灾扑救，由指挥长命令各
行动组就位参与紧急处置。

指挥组下设灭火行动组，通讯联络组、疏散引导组、安全防
护网救护组。各组成员分别由总务处、校长办、教导处落实。
具体职能人员必须迅速就位，参与相关工作。

灭火行动组由总务处组建的学校义务消防队组成，接获指令
网后急速赶赴现场进行初起火灾扑救工作，在消防队到达现
场后配合扑灭工作，服从消防队指挥。

通讯联络组由校长办组成，值班人员接到火警报告后负责向
校长、分管校长汇报、请示，向市局汇报、请示，负责向各
工作组下达指挥组命令。校长、分管校长发出指令各行动组
必须执行。

疏散引导组由政教处负责组建和实施。根据火灾发生部位和
程度，年级分管主任、分管生活指导主任到达现场组织师生



疏散引导，办公楼、教学楼、图书馆和实验楼、公寓楼等各
楼层现场工作人员，根据指挥组指令，迅速有序地疏散引导
学生进入空旷安全地带。

安全防护救护组由政教处组织治保室、校医室人员就位。治
保室组织导护人员、门卫到达现场维护秩序，校医室组织初
起火灾受伤师生的救治，确诊需要转送医院就诊的与医院联
系。

2．报警与接警的处置程序。

如发生突发火灾事件，现场人员发现初起火灾后应急速组织
扑灭并及时派员报告校长办，校长办接警后迅速报告校长、
分管校长，由校长、分管校长视情况决定是否启动应急预案。
如遇地震事件，现场人员应即时疏散师生到安全区域，并派
员及时清点人数报告校长或行政值班人员。

夜间门卫值班时发现初起火灾应立即报告治保室和分管校长
并视情及时报警。生活指导组值班人员发现或接到初起火灾
报告应立即通过应急广播通知全体寄宿生保持冷静，并报告
分管主任、分管校长，根据初起火灾情况确定报警。

3．应急疏散的组织程序和措施。

初起火灾发生现场的教职工应及时组织学生有序疏散。应急
指挥组运行后，应急指挥组指令应急疏散引导组人员到场组
织疏散。其他非现场师生应根据应急指挥组要求，确定是否
疏散。疏散时引导人员应明确疏散队伍走向，各疏散引导人
员应相互配合，确保疏散有序，不发生拥挤踩踏等二次伤害
事故。疏散地点应选择就近空旷安全区域。疏散结束应及时
进行人员清点，发现人员缺少的应组织查找。疏散情况应及
时做好书面记录，由在场人员签字。组长应在现场安抚在场
师生，对有伤病学生应报安全防护组处置。



4．火灾扑救初起火灾的程序和措施。

初起火灾发生后现场人员应及时利用现场灭火设备对初起火
灾进行扑灭，应急指挥组运行后，灭火行动组到达现场组织
扑救工作，消防队到达现场后，现场人员要予以配合。扑灭
初起火灾贵在及时、正确。要根据不同燃烧物选用有效灭火
方法、设备。

5．通讯联络、安全防护的程序和措施。

地震或初起火灾现场人员应立即将现场情况报告通讯联络组。
通讯联络组根据分工分别报告校长、分管校长并联络各部门
工作人员做好应急准备。安全防护、救护组接到应急指挥组
指令后急速就位。安全防护组维持现场秩序，(来源：好范文
http:///）配合指挥组做好与消防、公安部门到达现场人员协作。
救护组及时检查受伤师生伤情，作出妥善处理。

应急工作中各班主任要主动发挥作用，各班主任必须到达现
场，维护本班学生秩序，组织疏散引导，联系受伤学生家长。
党团组织应发挥核心和突击队作用。在岗党团教师要身先士
卒，协助组织应急处置工作。

对在应急处置工作中作出贡献的部门和人员，给予褒奖并报
送上级部门表彰。对玩忽职守、推诿扯皮，造成事件和损失
扩大的部门和人员给予相应处理。

附件一：

应急指挥组：

组长：毛晓华

副组长：蒋国生、张立新



成员：顾忠良

灭火行动组：

组长：朱靖江

成员：黄祖洪、施昌华、潘水华

通讯联络组：

组长：郁瑾

副组长：何波

疏散引导组：

组长：石凯锋

副

防火应急预案演练脚本篇二

为扎实做好全县森林草原防火工作，根据《晋中市森林草原
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市公安局、市
应急管理局关于印发〈晋中市森林草原火灾隐患排查整治和
查处违规用火行为专项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市森防指
办发〔2022〕13号）和《灵石县安全生产委员会关于印发
〈全县安全生产大检查大整治大提升行动方案〉的通知》
（灵安发〔2022〕3号）工作安排，县森防指决定在全县开展
森林草原火灾隐患排查整治和查处违规用火行为专项行动，
特制定如下方案。

坚持“防未、防危、防违”“打早、打小、打了”全链条管
理，按照“全覆盖、零容忍、严执法、重实效”的原则



和“理直气壮、如履薄冰、从严从实、责任到人、标本兼治、
守住底线”的工作要求，对全县森林草原火灾隐患进行全面
排查整治，构建“台账管理、责任到人”的治理体系；依法
严厉查处违规用火行为，切实从源头上防范化解森林草原火
灾重大风险，真正把问题解决在萌芽之时、成灾之前，谨守
不发生重特大森林草原火灾和人员伤亡事故底线，全力维护
国家生态安全、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与社会和谐稳定，推
动全县高质量发展和安全形势持续稳定，以实际行动迎接党
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一）压实责任，凝聚合力。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
强化党委政府领导责任，严格落实森防办牵头抓总责任，林
草主管部门行业监管责任、公安部门火案查处责任、经营单
位防火主体责任，各相关部门加强协同、紧密配合，凝聚林
草防火管控合力。

（二）因地制宜，分区施策。统筹安排隐患排查整治、查处
违规用火行为各项工作，提高工作效率。结合实际，根据森
林草原资源分布状况和火情、火灾发生实际情况，针对性采
取措施，紧盯重要时段、重要部位、重要设施，科学开展专
项行动。

（三）直面问题，求真务实。直面问题隐患，加大隐患排查
整治力度，坚决依法查处违规用火行为。边检查、边整改、
边查处，及时堵塞漏洞。因责任不落实、措施不到位、排查
整治流于形式等导致发生火灾的，要严肃追责。

（四）依法治火，筑牢防线。严格落实省人大“禁火决定”
及市政府“双火八条”等法规政策，强化执法体系，拧紧责
任链条。建立健全规范标准，为治火、管火提供制度保障。
注重普法宣传，开展警示教育，提升群众法治观念。

县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成立专项行动领导组，组织协调开
展相关工作。组成人员如下：



（名单见附件）

县防火办负责专项行动开展情况信息的收集、汇总、通报等
工作，主任由郑金龙担任，成员郑树旺、武俊丹。

即日起至12月底。

（一）森林草原火灾隐患排查整治。各乡镇、林场、景区和
县直有关单位根据《森林火灾隐患评价标准》
（ly/t2245-2014）、《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森林草原防火督查工作
管理办法（试行）》，按责任落实、火源管理（含火情早期
处理）、防范措施、队伍建设、应急处置、宣传教育、设施
设备和其他方面对隐患进行梳理归类，并明确责任、时限和
整改目标，建立隐患排查整治台账。在全面排查治理的基础
上，要因地制宜、突出重点，特别是加强对油气管道、输配
电设施、森林公园、旅游景区、文博单位、在建工程及农林
交错区、二坡地、小块地、高速公路铁路、国省道沿线等重
要设施、重点部位的火灾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整治到位。

（二）查处违规用火行为。一是违规农事用火。在林区及林
缘烧田埂、烧杂草、烧秸秆、烧灰积肥、烧垃圾、烧垦开荒
等行为。二是违规祭祀用火。在林区及林缘焚烧纸质或者塑
料祭品、焚香点烟、上灯点烛、燃放花炮等祭祀殡葬用火行
为。三是违规生产用火。在林区及林缘明火做饭取暖、焚烧
垃圾杂草以及野外焊接等明火作业行为；林区建设、施工单
位未履报备许可手续或未履行隔离防护措施进行焊接、切割、
爆破、冶炼等行为。四是其它违规非生产性用火。非法携带
火种进入山林的行为；林草区、旅游景区野外吸烟、篝火、
烧烤、野炊和燃放花炮、放孔明灯等行为；破坏、盗窃森林
草原防灭火设施设备，在输配电线路廊道内非法种植超高植
物，在防火阻隔带内非法种植农作物及有关规定禁止的其他
违规用火行为。五是其它专项行动内容。严打故意纵火、失
火烧山行为；严惩阻碍执行森林草原防灭火公务行为；严处
森林草原高火险期内，拒绝接受防火检查，或者接到森林草



原火灾隐患整改通知书逾期不消除火灾隐患的行为。

（一）思想高度重视。县、乡各单位要高度重视，切实把森
林草原火灾隐患排查整治和查处违规用火行为专项行动作为
当前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的重要内容摆在高位，主要领导要
专题部署，认真分析总结近年林草火情火灾发生原因，找准
问题根源，把握特点规律，紧盯重点地区、重点部位、重点
方向、重点环节，扎实推进森林草原火灾隐患排查整治和查
处违规用火行为专项行动，全力扭转“旧常态”惯性思维，
杜绝火源管控老生常谈、不见成效。

（二）明确职责任务。县森防指有关成员单位要根据职责分
工，按照专项行动时间节点和工作内容，履职尽责，协同推
进，认真组织实施。宣传部门要大力开展森林草原防火宣传
活动，提升群众防火意识；民政部门要大力推进移风易俗，
倡导文明祭祀，加强已建经营性、公益性公墓的火源管理，
配备防火设施，落实防火措施；农业农村部门要推广秸秆全
量综合利用技术，实行秋耕秋清，当年完成农田剩余物处理；
文化和旅游部门要加强林区文物保护单位、旅游景区（点）
森林草原防火监督管理，组织指导文物保护单位、旅游景区
（点）、旅行社加强游客森林草原防火教育；气象部门要做
好森林草原火险气象等级预报，对火险气象等级高的区域进
行有效预警，扎实做好有关森林草原火灾预防基础工作。公
安部门要严格禁烧禁放管理，协同林业部门依法查处野外用
火行为；能源部门要加强林地、草地及其边缘电力设施森林
草原防火监督管理；应急管理部门要综合指导相关部门做好
森林火灾防控工作；林业部门要组织指导开展防火巡护、火
源管理、防火设施建设、火情早期处理等工作并监督检查，
扎实推进专项行动深入开展。

（三）确保治理成效。各单位要建立森林草原火灾隐患台账，
对排查出的隐患分类整改，逐步推进，实行挂账销号制，对
能够快速整改的隐患即知即改、立行立改；对能够采取措施、
年内完成整改的隐患积极推进、限时整改；对推进困难、长



期存在的隐患深入研究、制定步骤，长期推进。要坚持标本
兼治、健全完善依法治火和自查自纠长效机制，切实补齐短
板、夯实基础，提高林草火灾预防管理水平。

（四）强化警示教育。要通过及时曝光火灾肇事者和违规用
火处罚案例，以案说法，以案释法，以儆效尤，形成震慑，
切实提升群众法制观念和防火自觉。要深度普及森林草原防
火法律法规，加强防火宣传教育和专项行动宣传影响，鼓励
广大群众积极举报野外非法用火违规犯罪线索，广泛依靠群
众、发动群众，筑牢火灾防控人民防线。

（五）做好信息报送。专项行动开展期间，各单位要及时总
结报送专项行动做法、经验、成效。每月28日前报送专项行
动情况统计表（附件1）和森林草原火灾隐患排查整治台账
（附件2），12月5日前报送专项行动年终工作总结及最终专
项行动情况统计表和隐患排查整治台账。

防火应急预案演练脚本篇三

根据《府谷县林业局关于开展森林草原火灾隐患排查整治专
项行动实施方案》（府政林发〔2022〕116号）要求，为及时
排查和消除森林草原火灾隐患，查处违规用火行为，减少人
为因素引发森林草原火灾，决定在全镇开展森林草原火灾隐
患排查整治行动。结合工作实际，制定本工作方案。

按照李克强总理等领导同志重要批示要求，坚持“防未、防
危、防违”“打早、打小、打了”全链条管理，对全镇森林
火灾隐患进行全面排查整治；查处违规用火行为，切实从源
头上防范化解森林火灾重大风险，真正把问题解决在萌芽之
时、成灾之前，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生态安全。

（一）行动方式。各村、镇属事企业单位自行组织排查，按
要求建立台账，并上报镇林业工作站；镇林业工作站不定期
采取明察暗访的方式，对全镇整治工作进行督查指导。



（二）行动时间。2022年6月—12月

（一）重点路网沿线。排查整治道路沿线；村民烧灰积肥、
燃放烟花爆竹、上坟祭祀用火及其他野外违规用火，路网供
电线路等安全隐患。

（二）林区周边村。排查整治林区周边村村民烧灰积肥、燃
放烟花爆竹、其他野外违规用火等安全隐患；对小孩、智障
人员管控情况及森林防火宣传教育情况，坚决防止家火上山
入林。

（三）输配电设施。镇政府督促辖区电力部门做好林区电力
设施隐患排查整治工作，排查整治输配电设施安全距离不足、
线路和设备老化、设备放电、违规动火作业等安全隐患。

（四）墓群散坟。排查整治上坟祭祀烧香、烧纸等安全隐患。

（五）其他重点区域。结合区域实际情况开展排查整治。

为确保全镇森林草原火灾隐患排查整治工作有力有效开展，
特成立领导小组：

组长：刘玉文

副组长：赵二明杨哲刘金平张乐郝永刚

杜军田侯军杜玉林

成员：镇林业工作站全体人员、各村林长、副林长、各村扑
灭火队全体人员。

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镇林业工作站，负责全镇森林草原火灾
隐患排查整治工作的统筹协调和工作调度。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村、镇属事企业单位要高度重视此



次森林草原火灾隐患排查整治工作，精心组织，周密部署，
确保工作有力有效开展。

（二）突出工作重点。各村、镇属事企业单位要加强重点时
节点，退耕还林还草等重点区域及小孩、智障人员、精神病
人等重点人群的监管，督促监护人落实好监护责任。

（三）建立防患台账。各村、镇属事企业单位要分别建立森
林草原火灾隐患台账，镇林业工作站要建立总台账。对排查
出的隐患分类整改，逐步推进，实行挂账销号制，对能够快
速整改的隐患即知即改、立行立改；对推进困难、长期存在
的隐患深入研究、制定步骤，长期推进。

防火应急预案演练脚本篇四

为切实消除森林火灾隐患，查处违规用火行为，有效遏制人
为因素森林火灾多发态势，确保全镇森林防灭火态势持续稳
定向好；在全镇范围内组织开展森林火灾隐患排查整治和查
处违规用火行为专项行动，特制定本方案。

按照李克强总理等领导同志重要批示要求，坚持“防未、防
危、防违”“打早、打小、打了”的原则，全面排查整治构建
“账账明晰、责任到人、形成闭环、动态更新”的管理体系；
真正把问题解决在萌芽之时、成灾之前，严守不发生重特大
森林草原火灾和人员伤亡事故底线，全力维护国家生态安全、
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与社会和谐稳定，迎接党的二十大胜
利召开。

成立森林草原火灾隐患排查整治和查处违规用火行为专项行
动工作领导小组。

（名单见附件）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在镇农服中心（林业站）由熊林丹兼任



办公室主任统筹安排指导、协调、督促专项行动各项工作开
展。

（一）行动方式。以镇人民政府制定专项行动工作任务和专
项行动实施方案明确工作任务细化工作措施，抓好贯彻落实，
开展自查并建立隐患台账。

（二）行动时间。即日起至2022年10月31日。

（一）森林草原火灾隐患排查建档

1、开展自查（2022年7月20日前）。各村（社区）责任主体
将自查发现的问题进行梳理归类建立隐患台账明确整改措施、
责任单位、责任人和完成时限，并于7月20日前报镇林业站。

2、专班核查（2022年7月21日至10月31日）。镇人民政府将
根据各村（社区）上报的情况按照《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森林
草原防火督查工作管理办法（试行）》《重庆市森林草原防
灭火责任落实实施方案》，从责任落实、火源管控（含火情
早期处理）、防范措施、队伍建设、应急处置、宣传教育、
设施设备和其他方面对林区及林缘的电力线路、油气管道、
通信基站和易燃易爆仓库等重点部位坟场、林缘农耕地和火
情多发地区等重点区域进行全面排查汇总，完善隐患台账。

（二）查处违规用火行为

以镇应急办为主严厉打击林区及林缘10米范围以内违规农事、
祭祀、生产和非生产性用火并将查处情况登记造册立卷归档。
重点查处阻碍执行森林草原防灭火公务，以及其他危害防灭
火安全的行为。

1、违规农事用火。高火险天气在林缘、林内烧田埂、杂草、
秸秆、垃圾及烧灰积肥、烧埂开荒等行为。



2、违规祭祀用火。在林缘、林内焚烧香烛纸钱、燃放烟花爆
竹等祭祀行为。

3、违规生产用火。未经审批、未在允许天气条件下、未按操
作规程开展焚烧疫木、点烧阻隔带等行为。林区建设、施工
单位未履行报备手续或未采取隔离防护措施进行焊接、切割、
爆破、冶炼等行为。

4、违规非生产性用火。林区野外吸烟、烧烤、野炊和烧篝火、
燃放烟花爆竹、放孔明灯等行为以及规定禁止的其他违规用
火行为。

（一）思想高度重视。各村（社区）要高度重视切实把森林
草原火灾隐患排查整治和查处违规用火行为专项行动，作为
当前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的重要内容摆在高位主要领导要专
题部署，认真分析总结近年林草火情火灾发生原因找准问题
根源，把握特点规律紧盯重点地区、重点部位、重点方向、
重点环节，扎实推进森林草原火灾隐患排查整治和查处违规
用火行为专项行动，全力扭转“旧常态”惯性思维杜绝火源
管控老生常谈、不见成效。

（二）建立隐患台账。各村（社区）要建立森林草原火灾隐
患台账对排查出的隐患分类整改逐步推进实行挂账销号制。
要坚持标本兼治、健全完善依法治火和自查自纠长效机制，
切实补齐短板、夯实基础，提高森林草原火灾预防管理水平。

（三）强化警示教育。要通过及时曝光违规野外用火处罚案
例做到发现一起、查处一起、曝光一起、震慑一片。通过广
泛宣传提升经营单位（个人）和群众法治观念和防火自觉。
要深度普及森林草原防火法律法规加强防火宣传教育和专项
行动宣传影响，鼓励广大群众积极举报野外非法用火违规犯
罪线索广泛依靠群众、发动群众筑牢森林草原火灾防控的人
民防线。



（四）加强信息报送。每月30日将森林草原火灾隐患排查整
治台账（附件）报镇林业站。

防火应急预案演练脚本篇五

在现实生活或工作学习中，有时会有一些突发事件出现，为
降低事故造成的损失，往往需要预先进行应急预案编制工作。
那么大家知道应急预案怎么写才规范吗？下面是小编收集整
理的防火逃生疏散演练应急预案，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
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为了加强学生的安全教育，强化全体生活教师和寄宿学生防
控火灾、安全自救的意识，提高学生的安全防范与自护自救
能力，创建一个平安、文明、和谐的校园，学校决定组织寄
宿生防火逃生疏散演练，现将预案印发，请遵照执行。

组长

副组长

组员

1．总指挥下达防火逃生演练开始的命令后，初三公寓楼3层
中部发生火情，现场指挥立即通知楼层班长报警。

2．发现火情的生活教师首先报警（119），班长分别向教务
处领导、生活管理干事报警（***、***）。

3．各楼层负责生活老师听到火警信号后，立即打开通道门、
叫醒学生并说：“请大家保持镇静，用湿毛巾、手帕、衣物
等捂住口、鼻，低头躬身前行，按疏散路线有秩序地进行疏
散”。



4．各楼层一名生活教师指挥寄宿生学生迅速从各宿舍楼的出
口有条不紊的向操场疏散，一名生活教师站在楼层拐弯处疏
导学生，按照不同的'路线和顺序从东西两个楼梯道迅速、有
序、安全地撤离宿舍楼。

5．在撤离途中，如出现拥挤摔倒，紧跟在后面的学生应立即
大声喊“停”，同时停止不动，楼层老师招呼本楼层学生停
下，等险情排除后，再招呼按顺序撤出。

6．各位班长助理迅速将学生带入操场，各栋楼班长站在各自
宿舍楼口疏导学生出楼并模拟救助受伤学生最后疏散出宿舍
楼。

7．各楼层清点学生人数。

8．疏散演练总结。

时间：11月2日（周三）晚7：00—7：30

地点：学校操场

路线：初一宿舍楼从操场北门进；初二宿舍楼从宿舍南门出
楼门，进中院从操场南门进。

学生到操场后按平时上操队列位置站队。

1．疏散组成员提前到达指定岗位，指挥学生有秩序地疏散，
确保学生安全。

2．生活教师要稳定学生的情绪，大声指挥，前面带队；教育
学生撤离时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撤离，注意楼梯口行
走安全，防止拥挤踩踏。

3．学生撤离后，各楼层体育委员整理队伍，班长清点人数，
报告楼层生活教师，楼层生活教师向年级生活教师班长任报



告，年级生活教师班长向总指挥报告。

4．设计演练的工作人员，一定要熟悉演练内容、程序、要求，
认真履行责任，生活教师要提前进行安全教育，各方要全力
配合，确保演练安全、顺利。

初一宿舍楼：负责人

五楼负责楼层引导学生；xx负责楼梯口疏导学生。

四楼楼层负责引导学生负责楼梯口疏导学生。

三楼负责楼层引导学生；xx负责楼梯口疏导学生。

二楼负责楼层引导学生；xx负责楼梯口疏导学生。

一楼负责楼层引导学生；xx负责楼门口疏导学生。

xx负责组织全楼层学生迅速在操场集合。

xx负责疏导学生迅速离开宿舍楼并切断电源。

初二宿舍楼：负责人

四楼负责楼层引导学生；xx负责楼梯口疏导学生。

三楼楼层负责引导学生负责楼梯口疏导学生。

二楼负责楼层引导学生；xx负责楼梯口疏导学生。

一楼负责楼层引导学生；xx负责楼门口疏导学生。

xx组织全楼层学生迅速在操场集合。



xx负责疏导学生迅速离开宿舍楼并切断电源。

教务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