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部队消防安全检查新闻稿(优秀5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
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
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部队消防安全检查新闻稿篇一

2月21日下午3点半，区教体局邀请了消防大队席乐辉教官给
幼儿园全体教职工讲授消防安全知识讲座——"珍惜生命，远
离火灾"。席教官讲解了防火的重要性及一些理论知识，也结
合一些消防案例事件，对火灾发生的原因、类别、过程、危
险进行了详细讲解。并按照事故处理"四不放过原则"，对如
何开展消防安全检测、安全学习、安全检查，以及火灾中如
何进行有效的逃生等知识进行了阐述。席教官的课，增强了
我的消防安全意识，提高了我的火灾应急处理能力，同时也
让我学到了幼儿园消防工作更好的做法。幼儿园的消防要做
好以下几点，才可确保师生财产安全。

一、领导要重视。这是幼儿园消防安全工作得以顺利开展的
首要保证。各部门的负责人作为消防安全工作的第一责任人，
要加大对安全工作的管理力度，定期组织安全检查，查处隐
患限期整改反馈，切实地把消防安全工作与生产经营管理工
作相结合，确保各项工作能顺利进行。

二、宣传教育要到位。这是企业消防安全工作得以顺利开展
的第一前提。要通过开展培训讲座，发放消防宣传资料和组
织专业人员到生产一线宣讲等形式宣传消防安全知识，宣传
教育面要达到100%，提高教职工的消防安全意识，提高教职
工在事故发生时的施救、自救能力。

三、制度措施要到位。这是幼儿园消防安全工作得以顺利开



展的软件保障。要根据上级有关消防的法律法规，结合本单
位实际制定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和措施，并严格抓落实，
奖优罚劣，保障消防安全的各项工作能正常有序开展。

四、消防器材配备要到位。这是幼儿园消防安全工作得以顺
利开展的硬件保障。根据消防管理部门，配备足够数量的消
防器材，定期对消防设备进行检查和保养，对到期的器材及
时换药，以备发生事故时能及时启动。

五、思想意识要到位。这是幼儿园消防安全工作得以顺利开
展的重要基础。提高安全员的业务素质，培养出一支具备不
计得失、乐于奉献、忠于职守和敢抓敢管精神的专业队伍，
提升企业安全管理水平。定期组织消防演练，提升企业对事
故的防范能力。

总之，通过这次对消防法规和消防实用知识的学习，对消防
工作有了更深的认识，牢牢得记住了"隐患险于明火，防范胜
于救灾，责任重于泰山"。

消防部队安全大检查心得体会3

部队消防安全检查新闻稿篇二

防火常识进部队，自防自救保安全。你们听说消防安全部队
战训宣传标语和警示语有哪些吗?那么本站小编，为大家整理
了消防安全部队战训宣传标语，欢迎阅览!

1. 消防官兵为人民，望君遵守《消防法》

2. 对消防的无知，就是对自己的生命不负责任

3. 参加灭火工作是每一个成年公民的应尽义务



4. 清醒于事前，防范干未然

5. 消防安全，防患未然

6. 安全检查是火患的“扫描仪”

7. 预防火灾，人人有责

8. 消防保平安，千金及不上

9. 消防安全教育，要从孩子抓起

10. 一人把关一处安，众人把关稳如山

11. 普及消防知识，增强防火观念

12. 出门在外，安全第一

13. 一人惹火，众人遭殃

14.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占用防火间距，不得阻塞消防通
道

15. 人人知防火，户户齐欢乐

16. 消防安全是幸福的保障，治理隐患保障消防安全

17. 防火比救火更重要

18. 减灾找规律，防患保平安

19. 安全中求高产一顺百顺，火患里冒进一挫再挫

20. 防止火灾，消除隐患



1. 加强防火管理，不准违章动火

2. 过年过节乐融融，防火工作莫放松

3. 发现小孩玩火，应即制止

4. 火起于幽微，灾缘于疏忽

5. 提高全民安全素质必须从娃娃抓起

6. 贼偷一半，火烧精光

7. 绳子断在细处，火灾出在松处

8. 遵章是安全的先导，违规是火灾的预兆

9. 火灾教训是镜子安全经验是明灯

10. 事事讲安全，处处讲安全，人人讲安全

11. 齐心筑牢防火墙壁，携手打造平安家园

12. 绿叶底下防虫害，平安之中防火患

13. 依法防火，加强消防监督管理工作

14. 不绷紧消肪的弦，就弹不出安全的调

15. 生活奔小康，消防要安全

1. 消防安全是关系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的大事

2. 要效益，更要安全

3. 安全为了生产。生产必须安全



4. 小洞不补大洞吃苦，防患于未“燃”

5. 消防结合，预防为主

6. 实行防火安全责任制

7. 安全生产要遵守，健康幸福又长久

8. 你关注，我关注，大家都来关注防火安全

9. 前事不忘痛心事，后事之师是预防

10. 庄稼离不开阳光，消防少不了规章

11. 消除火患是最好的防范

12. 增强防火安全意识，提高自防自救能力

13. 居安思危，常备不懈

14. 定时组织防火检查，及时消除火灾隐患

15. 严禁谎报火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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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要效益，更要安全

3.安全为了生产。生产必须安全

4.小洞不补大洞吃苦，防患于未“燃”

5.消防结合，预防为主



6.实行防火安全责任制

7.安全生产要遵守，健康幸福又长久

8.你关注，我关注，大家都来关注防火安全

9.前事不忘痛心事，后事之师是预防

10.庄稼离不开阳光，消防少不了规章

11.消除火患是最好的防范

12.增强防火安全意识，提高自防自救能力

13.居安思危，常备不懈

14.定时组织防火检查，及时消除火灾隐患

15.严禁谎报火警

部队消防安全检查新闻稿篇四

2.消防安全要时时讲，天天讲

3.执行消防安全法规，搞好安全生产工作

4.安全生产，毫发不损

5.生命无价，平安是福

6.安全是增产的细胞火患是事故的胚胎

7.思想走了神，火灾瞬间生

8.大意一把火，损失无法补



9.消防事关你我他，安全系着千万家

10.生产再忙防火不忘

11.人民消防人民办。办好消防为人民

12.火灾常生于疏忽，祸患多起于细末

13.消防安全常抓不懈，抓而不紧，等于不抓

14.消防安全齐参加，预防火灾靠大家

15.天晴物燥，小心“火祝”

16.反违章除火患保安全促生产

17.关注消防消除火患，珍惜生命减灾避难

18.消防安全是职工的生命线，职工是消防安全的负责人

19.火警电话，该出手时就出手

20.出门无牵挂，先把火源查

部队消防安全检查新闻稿篇五

消防部队是一支公安现役部队,是一支专业化程度高,工作职
能明确,工作任务繁重、危险系数较高的特殊部队。那么公安
消防部队安全管理规定，以下是小编整理的相关规定。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公安消防部队的安全工作，巩固和提高部队
战斗力，依据共同条令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安全工作条例》



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的安全工作，是指部队为防止和减少事故，
保证人员和装备、财产安全所进行的管理活动。 第三条 安
全工作是部队建设经常性、综合性的基础工作，是部队保持
高度稳定和集中统一，巩固和提高战斗力，圆满完成防火灭
火、抢险救援等各项任务的重要保障。

第五条 安全工作必须坚持以巩固和提高部队战斗力为根本标
准，贯彻预防为主的方针，遵循统一领导、各负其责，教育
先行、严格管理，突出重点、综合治理，发动群众、保持经
常的原则。

第六条 各级党委(党总支、党支部)、首长应当加强对安全工
作的组织领导，建立和落实安全责任制，指导和督促部属履
行安全职责，确保安全工作的经常性和有效性。

各级机关及各部门应当按照职责分工，及时掌握安全工作情
况，向党委、首长提出加强安全管理的建议，并密切合作，
互相支持，共同做好安全工作。

基层单位应当建立健全群众性安全组织，经常开展安全竞赛、
安全评比、安全自查与互查等群众性安全活动。

部队全体人员应当牢固树立安全意识，认真履行安全职责，
严格遵守安全规定，自觉服从安全管理。

第二章 安全工作职责

第七条 做好安全工作是各级党委、领导、机关、基层的共同
责任，支队级以上单位建立安全工作领导小组，由军政主官
担任组长，司政后防领导及有关部门人员为成员，充分发挥
组织系统的作用。



(四)大队级(含本级，下同)以下单位依据上级的部署和要求，
结合本单位实际，全力抓好安全工作落实。

第十二条 未设司令部门或者政治部门、后勤部门的单位，其
负责行政管理、政治工作、后勤工作的部门，分别按照本规
定第八条、第九条、第十条履行安全工作职责。 第十三条
各级机关的业务部门，按照规定的职责对主管业务工作范围
内的安全工作负责。重大活动的安全工作由主办部门负责。

第十四条 军政主官是本单位安全工作的第一责任人，对安全
工作全面负责，履行下列职责：

(一)了解和掌握本单位安全工作情况，严格执行安全工作法
规、规章;

(二)建立健全安全工作责任制以及安全工作规章制度，并监
督执行;

(三)领导安全教育、安全训练和安全检查; (四)领导安全设
施建设与管理;

(五)组织协调和解决安全工作的重大问题

六)领导和组织事故救援与调查处理工作。

副职领导协助军政主官组织领导分管工作中的安全工作，参
照前款规定履行职责。

第三章 安全工作分析与部署

第十五条 各单位计划安排年度工作、阶段工作以及执行重大
任务或者组织重大活动时，应当将安全工作作为重要内容进
行部署，明确重点，提出要求，制定措施;工作进程中，应当
进行安全检查，及时发现和解决存在的问题;总结工作时，应



当包括安全工作内容。

第十六条 总队级每半年，支队级每季度，大队级以下单位每
月应当进行一次安全工作分析。季节变换、任务变动、装备
更新或者组织重大活动时，应当预先进行安全工作分析，并
有针对性地落实安全工作措施。执行紧急任务时，应当边行
动边分析，明确安全工作的重点和要求。

第十七条 安全工作分析的主要内容包括：人员的思想状况与
安全意识，部队任务、驻地环境、季节气候等变化对安全工
作的影响，存在的不安全因素和预防事故的重点等，并有针
对性地制定预防措施。

并制定安全预案。

安全预案由单位主要领导审批，报上一级主管机关备案。

第四章 安全教育与训练

第十九条 安全教育采取定期教育和随机教育的方式进行。定
期教育应当列入部队年度教育训练计划，通常总队级单位每
半年、支队级单位每季度、大队级以下单位每月组织一次。
随机教育应当在季节变换、任务变更、人员变动、形势变化
以及节假日时，有针对性地采取多种形式进行。

第二十条 安全教育的主要内容包括：安全方面的思想教育、
法规教育、常识教育、技能教育、事故案例教育以及心理疏
导等。

安全教育应当结合实际，讲求实效，使所属人员增强安全观
念，强化责任意识，熟悉安全规定，掌握预防事故的基本知
识和技能。

第二十一条 出现影响安全的倾向性问题、严重事故苗头或者



发生事故时，应当进行安全整顿。安全整顿应当从思想教育
入手，引导所属人员总结吸取教训，增强安全意识，查找事
故隐患，修改完善安全规定和措施。

第二十三条 电工、电焊工、锅炉工、油料保管员、化学危险
品保管员等有危险因素的工作岗位和特种消防车辆、消防船
艇、消防直升机、消防坦克(装甲车)的驾驶及特种消防器
械(具)的操作，应当按照专业要求配备人员，进行安全作业
培训，使其具备必要的安全知识和安全操作技能，并按照规
定取得特种作业操作资格证书。

第二十四条 执行危险性较大的任务时，应当对不具备专业安
全知识的人员进行安全教育和培训，使其掌握安全作业的基
本要领和操作规范。

第五章 安全设施保障

第二十五条 各级领导和机关应当重视安全设施建设，推广运
用先进技术，改进和完善安全条件，为安全工作提供可靠保
障。

第二十六条 在有较大危险因素的作业场所和有关设施、设备
上，应当设臵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对在有危险因素场所作
业的人员，应当按照规定配备必要的安全防护用具。 第二十
七条 车场、油库(加油站)应当设有大门或启闭杆，场内设臵
车速限制、禁止烟火等标志。车库、油库区域应当设臵消防
给水设施，配备灭火器等消防器材。

或者安全标志。

第二十九条 各单位在年度经费预算中，应当本着按级负责、
分工保障的原则，安排适当的安全工作经费，用于维护安全
设施，完善安全工作条件，配备安全防护用品，进行安全工
作培训，组织安全教育宣传，奖励安全先进单位和个人。 总



队级单位每半年，支队级单位每季度，大队级以下单位每月
应当组织一次综合性安全工作检查。

重大节日、重要活动或者执行危险性较大的任务时，应当针
对可能发生事故的薄弱环节，适时组织安全工作检查。 第三
十二条 安全工作检查的主要内容包括：履行安全工作职责、
制定和执行安全工作计划、落实安全工作制度、组织安全教
育训练、安全设施建设和管理等情况，重点查找可能存在的
事故隐患。

第三十三条 安全工作检查中发现违反安全规定的问题，应当
及时纠正或者限期改正;发现事故隐患应当责令有关单位立即
排除，在重大事故隐患排除前或者排除过程中无法保证安全
的，应当责令暂时停止有关工作。

第三十四条 班以及相当单位应当指定人员担任安全员，负责
宣传安全知识，督促有关人员遵守安全规定，制止影响安全
的行为，及时报告安全情况。

第三十五条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都有责任对违反安全规定的问
题提出批评和建议，向上级首长和机关报告事故隐患或者其
他不安全因素，举报不履行安全职责和隐瞒事故真相的行为。
首长和机关接到报告或者举报后，应当迅速查明情况，严肃
处理。对为避免发生事故起到重要作用的报告人或者举报人，
应当给予奖励。对报告人或者举报人应当予以保护。

第三十六条 通常情况下总队每半年对部队安全工作情况进行
一次讲评，特殊情况随时讲评。主要分析安全工作形势，总
结经验教训，部署安全工作任务。

第七章 常见事故预防

第三十七条 预防训练事故和灭火救援伤亡事故 (一)在进行
军事、体能和消防业务训练时，干部必须到现场，亲自指挥，



认真组织，提出安全注意事项和具体要求。 (二)落实安全防
护措施。训练前，应做好准备活动和器械(具)检查工作，对
超过使用年限和不能保证安全的器材装备，要及时更换。训
练中，严密组织，严格遵守操场纪律和训练器械(具)操作规
程。严禁官兵带情绪参加训练，严禁超强度训练和体罚训练。

(三)购买训练器材装备，要严格把关，健全审批手续，确保
产品质量合格。

(一)严禁个人私自到江、河、湖、海和水库、水塘、水渠等
处游泳、洗澡、捕鱼。

(二)集体组织游泳，必须经支队以上首长批准，由干部亲自
带队到正式游泳场所进行。游泳前要根据人员的水性情况进
行编组，指定专人负责。禁止单独下水、私自乱游、超过规
定水域和在水中打闹嘻笑。凡身体患病不适宜游泳的人员不
得下水。下水前和上岸后要逐一清点人数。

(三)驻江、河、山区附近的部队，要调查掌握河水涨落和山
洪爆发期的规律。汛期要与当地防汛部门取得联系，了解汛
情和气象情况，积极做好防洪的准备工作。

(一)要经常进行饮食卫生的教育，加强饮食卫生的管理。要
经常对食堂、厨房和食品仓库的卫生进行检查，保持清洁。
(二)聘请地方炊事员要选派责任心强、身体健康的人员担任，
定期进行体格检查，发现患有传染病者，应立即调换。要加
强对炊事员的管理和监督，随时了解掌握其思想状况，发现
隐患苗头，要采取果断措施，立即撤换。

(三)炊事员要搞好个人和厨房卫生，勤洗手、勤洗澡、勤换
衣、勤理发、勤剪指甲，工作服、帽、口罩要保持清洁，食
堂、厨房和食品库要做到无蚊蝇、无老鼠、无蟑螂。 (四)严
禁采购未经检疫的食物，严禁食用腐烂变质的食品和病死的
家畜、家禽，采摘的各种山菜野果，必须确定无毒时方可食



用。

(五)严禁将食品与火药、化肥和毒性药品混放在一起。生熟
食品的刀板、菜盆不得混用，碗、筷、盘、勺等餐具要洗净
消毒。剩余饭菜要妥善保管，再次食用前要仔细检查并加热
处理。食用蔬菜瓜果要认真冲洗干净。

(六)发现人员恶心、头晕、呕吐、腹泻等食物中毒症状时，
应立即报告，及时诊断治疗。

第四十一条 预防煤气中毒和煤气、液化气、天然气火灾爆炸
事故

(一)要加强对使用煤气、液化气、天然气安全防火常识教育，
懂得预防火灾的措施和中毒急救办法，做到会防、会救。
(二)在使用火炉、燃气灶前要认真检查和试烧，使用过程中
要经常检查，不漏烟、漏火、漏气，做到看管定人，发现问
题，及时处理。

(三)用炉火取暖的房间，必须安装烟筒和风斗，保持室内空
气流通，要经常清理烟筒，保持烟道畅通(四)在使用煤气、
液化气、天然气时，要认真检查阀门、开关、通风情况，发
现问题要立即停用，速报有关部门检修。

(五)发生人员煤气中毒，要立即打开门窗并将中毒者抬到室
外，进行人工呼吸或速送医院抢救。

(一)在炎热季节进行执勤训练，施工劳动或执行其他任务时，
要妥善安排作息时间，注意劳逸结合，适当控制人员的活动
量，备足开水和防暑药品。特别是在室外进行强度较大的科
目训练时，一定要根据气温和消耗体力的实际情况，科学安
排训练内容和时间，防止长时间烈日曝晒。

(二)要完善通风和降温设备。夏季室内温度高的，应配备必



要的降温设备(有条件的可配备空调设备)，增大空气流动量，
以便对流散热。

(三)发生中暑，应迅速将中暑者送阴凉通风处仰卧，垫高头
部，解开衣扣、腰带，冷敷头颈部，要多喝温开水，严重中
暑要立即送医院抢救。

第八章 事故报告与统计

第四十六条 事故按照其性质分为责任事故和非责任事故。

因思想麻痹大意，工作失职，组织不严，管理不善，不执行
命令，不遵守纪律，不按照条令条例、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
办事等原因造成的事故，为责任事故。

在抢救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的直接行动中或者因自然灾害等不
能预见、不可抗拒的因素造成的事故，为非责任事故;但是其
中可以预见和避免，因工作疏漏、盲目蛮干而未能预见和避
免的，应当作为责任事故。

第四十七条 事故按照其危害程度，通常分为一般事故、严重
事故、重大事故和特大事故。

一次重伤2人以下或者直接经济损失(指物资损失折款和善后
处理所付出的费用，下同)1万元以上不满10万元的，为一般
事故。

一次亡1人或者重伤3至5人(师职以上领导干部重伤1人)，或
者直接经济损失10万元以上不满100万元的，为严重事故。

一次亡2至5人(师职以上领导干部亡1人)或者重伤6人以上，
或者直接经济损失100万元以上的，为重大事故。 一次亡6人
以上或者损失特别严重、影响特别恶劣的，为特大事故。



第四十八条 事故发生后，事故现场有关人员应当立即报告本
单位领导。单位领导接到事故报告后，在迅速组织抢救的同
时，应当按照下列规定立即逐级上报：

(四)对某些细节一时不清或难以定性的问题，先报告基本情
况，然后随着调查工作进展及时续报，处理完毕后专题报告，
并附事故现场照片(图片)或录像资料。

(五)各类事故在报告安全工作主管部门的同时，抄送有关业
务部门。

第四十九条 一般事故和严重事故的责任认定权属于总队级单
位，重大事故和特大事故的责任认定权属于公安部消防局。

第五十条 事故统计报告分为月报和年报。支队级以上单位应
当于每月5日前对上月发生的事故起数、伤亡人数进行分类统
计，报告上级主管部门;每年1月10日前对上年度的事故情况
进行统计，填写年度事故统计报告表，报告上级主管部门。
总队、天津警官培训基地、消防指挥学校、南京士官学校的
年度事故统计报告表还应当附事故情况分析，于翌年1月底前
报公安部消防局。

事故统计报告表的式样以及统计要求，由公安部消防局规定。

第九章 事故救援与调查处理

第五十一条 发生事故并造成人员伤亡和装备、财产损失的，
应当迅速采取有效措施组织抢救，防止事故扩大，减少人员
伤亡和财产损失，并保护事故现场。发生重大事故或者特大
事故，单位首长应当立即到事故现场组织抢救。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都应当支持、配合事故抢救，并提供 一切
便利条件。



第五十二条 发生事故的单位，应当按照有关规定，本着实事
求是的原则对事故进行调查处理。一般事故由支队级单位组
织调查处理;严重事故由总队组织调查处理;重大、特大事故
由公安部消防局组织调查处理。

第五十三条 对事故的调查处理应当及时进行。一般事故和严
重事故的调查处理工作，应当在30天内完成;重大事故和特大
事故的调查处理工作，应当在50天内完成;遇有特殊情况，经
上级首长批准，可以适当延长。

(五)指导和帮助发生事故的单位处理善后工作; (六)完成事
故调查报告。

第五十五条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阻挠和干涉对事故的调查
处理。

第十章 安全工作奖励与惩戒

第五十六条 对严格遵守本规定，在安全工作中做出突出成绩，
促进部队全面建设的单位和个人，依照《中国人民解放军纪
律条令》的有关规定，给予奖励。

第五十七条 负责事故调查处理的单位，应当在对事故进行全
面调查的基础上，实事求是地确定事故的性质和责任。 对直
接造成责任事故的人员应当追究相关责任;对发生责任事故单
位的领导，应当追究领导责任。

第五十八条 对直接造成责任事故的人员，应当根据事故的等
级、后果和影响，以及有关行为对导致事故发生的作用和情
节轻重等情况，依照《中国人民解放军纪律条令》的有关规
定，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十九条 对发生责任事故单位的领导，应当根据事故的等
级、后果和影响，确定追究领导责任的对象。



对责任事故负有领导责任的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依照
《中国人民解放军纪律条令》的有关规定，给予处分;构成犯
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三)发现重大事故隐患，不采取措施积极处理致使事故发生
的;

(四)发生事故后未积极组织救援或者措施不力致使事故损失
扩大的;

(五)弄虚作假、隐情不报的; (六)阻挠、干涉对事故调查处
理的; (七)其他违反本规定，妨害安全工作的。

第六十条 对发生责任事故的单位，应当给予通报批评，并责
令限期改正。

第十一章 附 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