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姐妹花记者化身“安全检查员”走村串巷
安全用火是大事 防火知识要知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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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各地频频发生的一些火灾敲响了消防安全警钟。生活中，有哪些火灾隐患，应如何防火，又该如何自救？
近日，在市消防安全“双月攻坚”行动领导小组成员的带领下，记者化身“安全检查员”与工作人员一同对我市部分沿街

商铺、出租房、“低小散”企业进行随机抽查，学习火灾隐患的类型、界定方法等知识。

全国巾帼文明岗
监督电话：87126426

既服务到人
更服务到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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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记者跟随安全检查员来到

象珠镇杏里村附近的出租房片区，发

现出租房内存在私拉电线的现象。“这

些电线都是居民为了充电从自己家里

拉到储藏室的。”安全检查员指着如同

蜘蛛网般的电线对记者说，“如果真出

问题，这幢楼的居民都要遭殃。”

安全检查员进屋环视了一周，房

间内放着两个灭火器，他打开仔细检

查压力够不够、是否过期、能否使用

等。“你看，这里电线线路老化，很容易

引 发 火 灾 ，得 抓 紧 时 间 重 新 布 设 线

路。”安全检查员叮嘱道，“电线要装进

护套管内。”

为严防火灾事故发生，市消防安

全“双月攻坚”行动领导小组联合相关

部门加大火灾隐患排查整治力度，每

周至少两次开展这样的检查。

当天上午，记者跟随安全检查员

走访了十余户家庭，并和工作人员一

起把发现的情况、存在的安全隐患都

一一记在本子上。

消 防 安 全 需 强 基 固 本、久 久 为

功。10 月 7 日，记者又跟随安全检查

员前往世贸滨江花园小区。在察看完

水枪、水带及灭火器等设备后，记者一

行还检查了每个楼层的防火隔离门。

高层住宅消防安全整治专班组长

朱新指着一扇防火门问：“看看这门有

什么问题？”记者仔细察看后，并未发

现问题。但是，在朱新眼中，这扇防火

门隐藏着安全隐患。他用手指着门缝

处的密封条说：“你看，这个密封条已

经松动，时间一久就可能掉落，降低防

火门的防烟防火作用。”

朱新介绍，高层建筑一般具有火

势蔓延快、人员疏散困难、火灾扑救难

度大等特点。楼层越高，灭火难度越

大。如果消防设备后期保养和管理不

到位，一旦发生火灾，将增加救援难

度。他表示，高层火灾重在自防，超过

100米的高楼着火，如果大楼自身的消

防系统不起作用，靠外部救援扑灭大

火几乎不可能。

除此之外，身居高楼的市民也应

该多留意消防设施，如看看楼道内的

消防栓是否正常供水，消防应急照明

灯是否可用，消防楼梯处的防火门是

否完好，建筑内的消防控制室是否能

够正常使用、是否有人值班等。尤为

关键的是，要保障逃生通道畅通。安

全通道是生命通道，为了自己也为了

他人，大家都应该积极配合做好消防

安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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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来，记者跟随安全检查员持续

开展高层建筑消防安全隐患排查行动，

分级分类开展消防安全风险评估。查

隐患、堵漏洞、保安全，最可贵的就是敢

于较真碰硬。

患生于所忽，祸起于细微。事故常

常发生得很突然，看上去似乎是偶然因

素所致，其实是平时一次次马虎、一天

天懈怠积累的结果。“海恩法则”告诉我

们，每一起严重事故的背后，必然有 29

次轻微事故和300起未遂先兆以及1000

起事故隐患。因此，我们对于隐患不可

抱有任何怠惰、侥幸心理。再微小的隐

患，若不及早排除，也可能由小变大、积

少成多，就如毁坏千里之堤的蚁穴。

安全检查
要敢于较真碰硬

融媒记者 吕晓婷

连日来，记者走访了多处住宅小

区并随机采访了小区居民。采访中，

记者询问日常消防知识时，有些市民

不知道如何正确使用灭火器，也不清

楚小区何处安放了灭火器等消防器

材。也有个别市民一脸茫然，表示平

时并未留意生活中是否存在遮挡消防

设施行为，不清楚家中存在的消防隐

患。还有市民在阳台或空调间堆放杂

物，觉得这是自己的私人空间，并未意

识到可能带来安全隐患。

市民楼女士介绍，自己在单位消

防培训中学会了灭火器的使用办法，

并向记者科普使用步骤。“灭火器使用

起来特别简单，只要三个步骤：拔去保

险销、喷嘴对着火根、压下把手就行

了。”楼女士如是说。

当记者问及高层建筑消防安全知

识时，大多数市民知道一些知识，比如

“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不能跳窗户、不

能乘电梯”等，但也有极少数市民不懂

高楼火灾逃生自救常识，不知道高楼

如何自救。市民王女士说：“之前觉得

高楼发生火灾的几率很小，所以没多

想，更不会特意去了解火灾逃生常识，

今后要多学习消防知识。”

有的居民虽然在平时的生活中会

关注消防问题，但是问及消防应急措

施时，表示并不了解。“平时挺注意这

些安全隐患的，只要出门就会把总电

源关掉，做完饭会注意燃气的关闭情

况。原先也学习过消防栓的使用，但

是并没有注意住宅楼里配备的消防设

施，也没注意过消防通道的情况。”今

年 70 岁的吴海莲这样告诉记者。

与此同时，记者随机抽取了数名

学生开展“消防知识问答”调查，结果

显示，学生对消防知识有一定了解，但

还存在一些欠缺，比如如何操作灭火

设施等。

有市民建议，有关部门联合社区

多开展火灾现场模拟逃生、灭火器材

操作、灭火演练等活动，让大家进一步

提高自防自救能力，懂得将知识运用

于实践，正确救火。

消防安全隐患多 高层火灾重自防观察

朱新介绍，日常生活中，火灾多是

用火不慎、用火设备不良以及线路短路

等原因造成的。最佳灭火时间是着火

初期且火势较小时，市民可尝试自救。

市民除了留意身边的消防隐患外，还要

了解消防安全误区。

若做饭时油锅起火，切勿倒水灭

火，应立即盖上锅盖或倒入切好的蔬

菜；家用电器着火应先拉闸断电，再用

衣物捂盖；燃气因泄漏起火时，可将毛

巾等浸湿捂住着火点，同时迅速关闭阀

门。室外发生火灾，如果摸到门的温度

比较高，应关紧门并用被子或衣物堵住

缝隙，用水冷却直至救援人员赶到。室

内着火，先找灭火器或消火栓灭火。如

果火势较小，应果断用湿被子等裹住身

体，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冲出受困区。若

被浓烟困在室内，不可夺门而逃，应转

移至火势不能蔓延到的房间，将门及孔

隙用被褥等堵住，拨打119，等待救援。

此外，高楼发生火灾时，身居高楼

的市民可利用建筑内部设施，如利用防

烟楼梯、安全绳、墙边落水管等逃生。

当某一楼层或某一部位起火且火势蔓

延时，应注意听火场广播，选择合适的

疏散路线和方法；当房间起火且门被封

锁时，可通过阳台或走廊转移到相邻的

未起火房间，再行疏散。

如何自救、互救逃生呢？大家可以

利用各楼层存放的消防器材扑救火灾；

充分运用身边物品自救逃生，如把床

单、窗帘等接成绳进行自救；设法用自

来水淋湿门和墙壁，阻止火势蔓延；对

老、弱、病、残、孕妇、儿童及不熟悉环境

的人要引导疏散，共同逃生。

■记者手记

检查高层消火栓系统

检查喷淋控制柜是否正常运行检查喷淋系统

消防知识不可少 操作演练更重要调查

认识误区
学自救知识

科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