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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贫困县建乡镇专职消防队的思考

中国消防在线 | 时间： 2012-11-20 | 文章来源： 安徽阜阳市消防支队 | 作者： 范永伟

乡镇专职消防队是由乡镇政府牵头组织，招用合同工，每队一般几人到十几人，配置轻型消防车

辆或手抬泵浦，实行集中住宿，由当地公安消防机构进行业务培训和指导。笔者认为，乡镇专职消防

队是填补县级以下区域消防力量空白的中坚力量。在我国，绝大多数乡镇处于城市消防站保护范围以

外，消防力量缺乏，消防工作基本处于不设防状态。乡镇专职消防队近年在经济发达地区有较快的发

展，但在贫困地区仍进展缓慢。 

1、发展现状 

1.1 组建进度缓慢 

2012年3月，经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认定、审批，全国现有592个国家级贫困县，集中

在中西部的少数民族地区、革命老区、边境地区和特困地区。以中部地区的安徽为例，全省105个县

（市/区）中有19个属于国家级贫困县，目前完成50%建队任务的只有颍上等为数不多的县（市/

区）。 

1.2 管理难度较大 

一是兼职任务多。虽然乡镇专职消防队在人员配备上都能基本到位，但多数队员的主要职能并不

在消防执勤训练上，大多精力用在治安、巡逻、警卫方面，造成队员无法24小时满员在位、训练时间

不足、战训技能得不到提高。二是人员流动性大。乡镇专职消防队仿照现役公安消防部队实行军事化

管理，“养兵千日，用兵千日”的特殊性使队员的休息、休假始终是一个老大难问题，已婚队员照顾

不了家，未婚队员谈对象困难，加之处置灾害事故工作的艰苦性和危险性，使队员面对超常的工作压

力，思想情绪波动较大，工作积极性不高，离职现象较多。三是制度落实不严。大多队员是本地人

员，复杂的社会关系影响正常工作、生活，导致队员平常请假时间多，外出办事多，影响队伍正规管

理和灭火救援。 

1.3 保障不到位。 

一是薪酬待遇低。乡镇专职消防队员往往和一般保安待遇等同，出警也没有补贴，甚至没有购买

“五险一金”，工作积极性差。二是消耗补充难。据统计，乡镇专职消防队保障经费每年1万元以下

的居多，有的甚至零经费，经费的不足导致车辆器材维护、日常训练等工作得不到保证，队伍战斗力

得不到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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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剖析原因 

2.1 政府财力有限、意识不到位 

国家六部委下发了专题文件，要求各省市政府加强多种形式消防队伍建设，各省市政府随即下发

了本地区的指导意见，但一些县市区政府只是流于形式的进行了转发，没有出台实施细则或长远规

划，队伍发展的制度保障不完善。很多政府领导虽大力支持乡镇专职消防队伍建设，但却以各种经费

紧张为由消极建队；少数领导片面认为组建乡镇专职消防队是多此一举。同时，在国家级贫困县，政

府财政吃紧，建设乡镇专职消防队的费用全部让县市区政府或乡镇政府来承担，也的确有不现实的一

面。 

2.2 部门畏难情绪、措施不到位 

个别部门领导认为组建乡镇专职消防队是消防部门的职责，与己无关，没有把乡镇专职消防队伍

建设摆上工作议程，工作上畏难情绪严重，始终抱有“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片面强调客观

困难，对乡镇专职消防队建设工作思路不清，力度不大，推动较慢。个别消防部门和其它相关政府职

能部门沟通协调少，错失国家对贫困地区的很多倾斜政策，目光只盯在县市区政府、乡镇政府和消防

部门身上。 

2.3 竞争机制不健全、氛围不积极 

目前，乡镇专职消防队虽在组建上采取了一些实施有效的推进措施，但还没有建立统一完善的聘

用、管理、考核、奖惩、辞退等竞争激励机制。有的队员认为“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

样”，感受不到优胜劣汰的危机感，自然会滋生出“只求过得去、不求过得硬”的思想，整个队伍就

不会出现争先进位、积极向上的氛围。 

3、努力方向 

2010年8月19日，公安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民政部、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交通运输部和中华全国总工会联合印发了《关于深化多种形式消防队伍建设发展的指导意见》（公通

字[2010]37号），明确指出：“十二五”期间，未建公安消防队的地方应当建立多种形式的消防队

伍，并针对近年来多种形式消防队伍建设发展中在队伍管理、工资待遇、经费保障等方面存在的“瓶

颈”性问题，提出了指导性和操作性强的政策措施。《乡镇消防队标准》已于2012年7月1日颁布实

施，要求按照“新队按标建、旧队促达标”的统一要求推进乡镇消防队建设。 

3.1 明确责任、理清管理 

党委政府关心支持是消防工作发展的源动力，消防部门要利用各种机会主动向党委政府汇报，争

取支持，推动县级政府将乡镇消防队建设纳入乡镇政府绩效考评，调动乡镇工作积极性。必须让乡镇

政府主要负责人意识到消防工作的重要性，意识到建队的益处，不能把乡镇专职消防队当作累赘和摆

设。考虑消防安全实行三级管理，乡镇专职消防队的运行机制和公安部队的准军事化部队性质，笔者

认为，乡镇专职消防队应依托公安派出所，由乡镇人民政府统一领导，公安派出所负责日常管理。 

3.2 典型引路、合理配置 

一是明确标准。为防止乡镇消防队建设流于形式，所有建成队必须达到“有固定队址、有4名以

上队员、有不少于1部执勤车辆、有必要经费保障”的“四有标准”。在此基础上，根据各乡镇经济



发展不平衡的实际情况，制定乡镇消防队车辆装备建设的“二个标准”：即经济发达的乡镇，购置多

功能消防水罐车；经济欠发达的乡镇，配备多功能洒水车，具备灭火和执勤的基本条件。二是培育典

型。深入研究分析各乡镇每年的财政收入和人口数量，以财政收入中等乡镇为突破口，组建乡镇专职

消防队，发挥实际效用，为推动其它乡镇建队树立榜样和典范。三是量力而行。消防车辆装备价格不

菲，一般乡镇很难接受。消防部门要主动提供车辆性能参数，多方联系厂家，带领乡镇政府领导实地

查看，提出合理的改装意见，确保购置的消防车性能较好、价格较低、功能较齐。 

3.3 沟通协调、巧用工程 

建立乡镇专职消防队，不能老盯着政府的钱袋，也不能孤军奋战。要加强同城建、农业、水务等

部门的沟通协调。当前，支农惠农的政策很多，拨款也不少，如水利系统的农村饮水工程，是国家于

2005年启动的，目的是解决农村人口的饮水问题，可以协调利用建设乡镇市政消火栓和购置消防设

备。如住建系统的农村清洁工程，是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的，可以协调利用购置消防车辆。 

3.4 盘活资源、一队多能 

乡镇充分利用多功能消防车的优势，在保证灭火救援工作的同时，还进行冲洗道路、洒水、美化

街道等。有效整合消防、安监、治安联防等资源，由乡镇政府干部、安监员、派出所协警和联防队员

组成乡镇消防队，实行24小时值班备勤，达到能及时组织开展应急救援行动，能有效控制火灾事故的

蔓延，能降低火灾危害损失程度的“三能”目标。经济欠发达的相邻乡镇，一个乡镇难以建队和维持

运转的，可局部整合资源建队，其队站建设及人员招聘和日常运行经费由出资乡镇按比例承担，主要

担负出资乡镇的灭火救援和消防保卫任务。 

3.5 落实保障、激发干劲 

一是多元化筹资。经费保障是制约乡镇建队工作的瓶颈性问题，建队和运转经费可以从财政预

算、乡镇自筹、企业赞助、个人捐助等方面考虑，不断拓宽经费筹措渠道，建立完善以县政府拨款为

重点，乡镇投资为补充的多元化经费保障机制，充分调动乡镇建队的积极性。二是人性化保障。专职

消防队岗位属高危岗位，队员待遇在《消防法》第四十条中有明确规定。建队单位应按照特殊行业补

贴标准给予相应补贴。参加灭火救援或消防训练中受伤、致残、牺牲的队员，政府和建队单位应按照

有关规定给予生活保障、医疗救助或抚恤待遇。三是制度化竞争。没有激励和淘汰机制的队伍肯定是

一潭死水。专职消防队员在灭火救援中表现突出，立功受奖，达到一定年限的人员可纳入地方事业编

制或者解决医疗、养老等保障问题；表现一般，无明显成绩的人员则分流到其它岗位或则淘汰。 

3.6 常态指导、人文关怀 

消防部门要加强对乡镇专职消防队的指导和管理，采取“进城、下乡”两种方式，深入乡镇进行

有关消防业务理论、器材装备操作、车辆维护保养、体能技能等项目的培训。通过不间断的培训和演

练，提高乡镇消防队灾害事故处置能力。搞好组织和协调，注重推广先进经验，明确对乡镇专职消防

队的教育培训、考核考评等制度，每年至少组织开展一次练兵或比武活动，使乡镇专职消防队在比拼

中得到提高。 

节假日期间走访慰问乡镇专职消防队，邀请队员家属进行座谈、联欢，加深感情和心理认同，化

解矛盾，激发工作动力，大力宣扬乡镇专职消防队员为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所作出的积极贡献，增强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