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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资源保护和森林防火管理措施研究
宗秀虹

重庆市合川区湿地保护中心，重庆市合川区，401520；

摘要：森林是陆地生态的主体，是国家、民族最大的生存资本，是人类生存的根基，关系着国家生态文明建设和

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本文围绕当下森林资源保护意义、现状、措施和森林防火措施进行分析和讨论，指出了森

林资源保护和森林防火管理的重要性，对森林资源保护和森林防火管理的措施进行了论述，为森林资源保护和森

林防火管理提供参考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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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森林是生态系统的主要构成部分，森林资源是国家

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保护森林资源具有十分重要的意

义。近年来由于人为活动频繁和环境问题日益突出，森

林资源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其中森林火灾是威胁森林资

源安全主要因素之一。现阶段，我国虽然在森林资源保

护与森林防火管理方面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

但是从实际效果来看仍未达到预期目标，森林资源保护

还有进步空间。基于此，相关管理部门，需要全面分析

实际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并且结合实际情况，创新改革

工作。

1 保护森林资源的重要意义

森林资源与人类生活息息相关，森林作为地球上最

大的“储碳库”和最经济的“吸碳器”，在调节气候、

改善环境发挥重要作用，一旦森林资源遭到破坏就会导

致生态系统失去平衡，会引发一系列自然生态灾害。例

如，森林资源过度开采导致森林退化，这会引发水土流

失、气候变暖等灾害，从而对人类社会生产、生存带来

不利影响
[1]
。又如，森林资源无节制、无计划地开发，

导致森林资源再生与利用失衡，进而对国家经济发展造

成负面影响。

2 保护森林资源的基本现状

2.1 缺乏完善的森林资源管理制度

保护森林资源离不开有效的管理工作，尤其是在森

林资源开采与森林抚育方面，一旦管理工作无法落实到

位，就会出现过度开采林业资源的情况，这会导致森林

资源造成严重破坏，甚至会引发森林资源迅速枯竭的局

面
[2]
。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管理制度存在漏洞，未能

根据森林资源开采制定全面监管制度，造成森林资源开

采缺乏约束性和指导性，个别地区存在滥砍滥伐的问题，

以及有的地区违反规定使用错误的森林资源开采方式，

这会直接破坏森林资源的安全性与平衡性，容易导致森

林资源枯竭的灾害性后果。管理制度不完善侧面反映出

相关部门对森林资源保护缺乏重视度，直接造成森林资

源保护与管理失去规范性与标准性，最终损害我国森林

资源可持续发展的综合效益。

2.2 森林资源保护意识薄弱

森林资源保护和开发问题上，很多人认为森林资源

取之不竭用之不竭，并且森林资源能够在一定周期内实

现再生，此类人群保持着开发重于保护的思想观念，所

以在森林资源保护工作中持有松懈意识
[3]
。殊不知，森

林资源一旦过度开采，就会导致森林资源快速枯竭，甚

至对整个自然生态系统带来巨大危机，即便是森林资源

能够再生，也无法抵消过度开采造成的危害。思想观念

和意识的局限性、滞后性，是导致森林资源保护工作难

以落实的主要原因之一，更是导致森林资源快速枯竭的

根本原因之一，所以在如何保护森林资源这个问题上，

首要任务便是增强全国人民群众的保护意识。

3 保护森林资源的有效措施

3.1 提高森林资源保护的法律效力

针对森林资源被恶意破坏、违法开采的情况，需要

依托法律法规的约束效力进行遏制，从而达到保护森林

资源的目的
[4]
。首先明确森林资源是我国重点保护对象

的思想观念，对开采森林资源的行为实施法律管控，规

定任何单位或个人开采森林资源必须得到相关单位的

许可，否则将被视为违法行为并受到法律制裁，相信在

法律法规的约束效力下，恶意开采、滥砍滥伐等行为将

会大幅减少。其次组建专门的执法队伍，对保护区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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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资源进行巡查监督，一旦发现违法开采森林资源的

情况，需要根据相关法律严肃处理，以此保障森林资源

保护的执法力度。

3.2 充分发挥群众力量实现有效监管

单纯依靠国家政府的力量实施森林资源保护工作

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诸如保护工作难以实现全面覆盖，

所以应当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力量，从而提升森林资源

保护的综合水平。首先通过宣传教育工作增强人民群众

的森林资源保护意识，同时推行奖惩制度调动人民群众

参与森林资源保护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当人民群众都能

投身于森林资源保护事业，就能有效壮大森林资源保护

力量
[5]
。其次林业管理部门牵头与社会企业密切合作，

构建以人民群众为基础的森林资源保护阵地。例如，由

企业提供资金或技术投入森林资源保护事业，提倡人民

群众自发性组织巡查队伍，对森林区域进行定期巡视，

或者对森林资源进行调查统计，详细掌握森林资源的现

实状况，以及避免发生任何破坏森林资源的行为。

4 森林火灾发生的主要原因

所谓森林火灾主要是指失去人为控制，在林地区域

范围内蔓延和扩展，会对森林生态系统与人类造成巨大

危害的林火行为，通常情况下森林火灾多具备突发性、

破坏性、影响范围大等特征，属于救助十分困难的一种

自然灾害
[6]
。其发生火灾原因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4.1 思想松懈的问题

森林防火战线长时间高强度连续作战，导致部分干

部职工和一线防火人员出现麻痹思想、厌战情绪、松劲

心态和侥幸心理。加之天气变化如有降雨降温来临，导

致思想开始滑坡，责任意识有所放松，措施落实方面出

现打折扣的现象。

4.2 是物候条件不利

随着森林资源总量不断增长，加上农村能源结构转

变和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薪炭用材减少，林区可燃物

承载量持续增加，极易引发森林火灾。

4.3 人为条件不利

受传统生产方式影响，林区及周边“烧灰积肥”、

“烧秸秆”等传统农事用火屡禁不止。进入林区度假、

康养和旅游人员增多，火灾隐患将大大增加，野外用火

管控难度越来越大，引发森林火灾的机率将增高。

4.4 群众防火意识不足

很多群众的森林防火意识淡薄，认为森林防火工作

与自己无关，只是相关单位的责任。调查显示，人为原

因是造成森林火灾的重要因素，如私自生火、烧纸祭拜、

野外用火等行为。

4.5 基础设施落后

现有林火视频监控、防火道路、阻隔带、消防水池

建设投入不足，建设滞后，火灾扑救难度大，一旦发生

林火极易蔓延成灾。例如，森林防火管理尚未推行信息

化和数字化，导致一些先进的火灾防控技术无法得到有

效应用，包括无人机巡查技术、红外线检测技术、热成

像技术等，仅凭借人力巡视的手段开展防火管理工作，

难以保障森林防火管理的质量与效率。

5 森林防火管理的有效措施

森林防火管理是森林资源保护事业发展的关键一

环，针对森林大火容易对森林资源造成严重破坏的问题，

相关部门及属地政府必须采取合理、全面的森林防火管

理措施，旨在将森林火灾发生概率降至零。基于对森林

火灾发生原因的分析，下文主要从不同维度提出了实施

森林防火管理的有效路径。

5.1 落实各级责任

落实党委政府属地责任。要按照“党政同责、一岗

双责”要求，建立健全镇（街）防火责任机制，按照镇

（街）领导包村（社），村（社）干部包组，小组长包

户，户包山的责任体系，落实各级森林防灭火责任，有

效解决当前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将森林防火重点

工作纳入防灭火责任书内容，层层签订责任书。要强化

各行政交界区域和省界毗邻区域的联防联控工作。落实

经营单位（个人）主体责任。督促指导电力企业、通信

铁塔业主、旅游公司等林区经营单位（个人）划定责任

区，确定责任人，组织防火巡护，排查整治隐患，建设

防火设施，储备防火物资，落实各项森林防火措施，开

展早期处理。落实护林员巡护责任。聘用具备履职能力

的人员担任护林员，通过明查暗访强化管理，督促履行

巡山守卡、排查整治隐患、劝阻违规用火。

5.2 强化预警宣传

思想意识直接影响行为意识，森林防火管理工作中

相关人员的思想认识，将会直接影响防火管理工作开展

的综合效益
[8]
。及时发布预警，密切关注林区气候、物

候和人为活动，发挥“四级”火险预报员作用，加强联

合会商、滚动研判，强化短临预警，及时发布火险预报

预警信息，确保信息传达至基层末梢，做到家喻户晓。

防火紧要期，要采取增派护林员、增设防火检查站（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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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和延长巡山守卡时间等响应措施。连晴三天以上、

重要时段和高温干旱天气做到提级响应，加大林区网红

打卡点、农林结合区和坟墓等重点部位巡护密度。利用

广播、电视、报刊、网络、标语横幅、手机短信、户外

显示屏、宣传栏、乡村大喇叭和流动宣传车等载体，采

取院坝会、“敲门行动”和主题班会等宣传方式，开展

不间断的防火政策法规宣传和防火知识普及，加大举报

奖励制度宣传和典型违法案例曝光力度，做到“林区有

标语、广播有声音、电视有图像、网络有报道、入林有

短信、课堂有教育”。同时要结合实际举办主题突出、

形式多样的防火宣传月集中宣传活动。

5.3 严管野外火源

野外火源如果不能及时发现并采取有效处理措施，

极有可能发展成不受控制的森林火灾。从严审批监管。

要按照“谁审批、谁检查、谁负责”要求，严格用火审

批，督促指导用火单位（个人）落实防火措施。加强祭

祀用火管理，春节、清明节等重点时段，每个墓地坟头、

每个寺庙要落实专人负责专人看管。加强野外农事生产

用火安全管理，烧荒积肥要远离林区，做好必要的扑火

准备，保证用火安全熄后才能离开。开展一次特殊人群

排查，对新增特殊人群登记造册，逐一落实监护人和监

护责任。加强巡山守卡。要强化护林员巡林监管，落实

火情报警信息现场核实工作。要切实发挥防火检查站

（卡口）作用，对入林人员、车辆开展防火检查，收缴

火源火种。坚持疏堵结合。要组织开展专项行动依法查

处打击违规野外用火行为；运用村规民约追偿违规野外

用火造成的损失；通过设置集中祭祀点或者鲜花（树苗）

置换纸烛等方式减少在林区林缘祭祀用火数量；采取集

中收购、就地粉碎秸秆等方式管控农事用火。

5.4 强化基础设施及队伍建设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和维护。修复完善防火公路、防

火步道、消防水池等防火基础设施。做好现有防火物资

日常维护保养，落实“货架化、标签化、制度化”管理

要求，并将二号工具、灭火器等常用装备扁平化配发到

群众扑火队伍，确保关键时刻拿得出、用得上。森林消

防救援专业队伍要靠前驻防、带装巡护，做好应急备勤

扑救准备。

5.5 强化数字化建设

森林防火管理范围较大、工作量较大，需要投入大

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但是在实际工作中仍然无法对

森林区域进行全面覆盖，导致森林防火管理存在诸多盲

区。基于此，林业管理系统需要强化数字化建设，依靠

科学技术扩大森林防火管理范围，清除森林防火管理工

作中的死角。例如，运用无人机摄像技术对森林区域进

行高空巡视，重点检查人力触及不到的森林区域，消除

有可能导致森林火灾的隐患点，通过云计算、大数据、

物联网、人工智能、烟火智能识别等新一代信息技术,

能够实现对涉林火情的实时监测、预警、快速响应和有

效应对，解决火源管控难、火情发现难、巡护效率低等

问题，有效推动初期火情早发现向自动化、智能化、科

学化方向发展，降低森林草原火灾发生概率，切实保障

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森林草原资源安全。

6 结语

森林资源是最宝贵的资源之一，加强森林资源保护

与森林防火管理意义重大。提高森林资源保护的法律效

力，通过宣传教育工作增强人民群众的森林资源保护意

识，壮大执法力量可以有效保护森林资源。落实各级责

任，加大预警宣传，严格管控火源，加大森林防火基础

设施及队伍建设，加大森林防火数字化建设可以有效预

防森林防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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