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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简报组         2018年7月19日 

7月19日上午,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审议《湖南省

森林防火若干规定(草案)》。第一组由王刚委员召集,向佐谊、

蒋洪新、王刚委员、向力力副主任、刘莲玉副主任先后发言。列席

会议的省十三届人大代表龙献文、龚雄夫也发了言。

向佐谊委员说,建议:1、明确森林防火指挥部的机构性质。指

挥部由哪些部门构成? 特别是军分区、消防武警的管理职能都做

了调整,原来这些机关和单位都是森林防火的组织单位,军分区是

副指挥长单位,现在还能不能够成为森林防火指挥部的组织单位,

如果不行,到时候怎么协调? 规定明确了指挥机构的主要职责,但

权力没有规定。特别是指挥长,作为前线指挥一把手怎么行使职

责和权力。要对指挥部作一个比较清晰的界定,包括性质、组成,

指挥长的职责权利等。2、要明确乡镇政府的职责。规定把乡镇政

府的职责弱化了。实际上乡镇政府在森林防火的监测、管理,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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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发现、早期扑救这方面能够发挥很大的作用,包括在重大火灾

扑救的后勤保障、服务方面也有责任。但没有做出规定。3、明确

火灾隐患的排查和监测预警。火灾隐患方面,很多火险讲的是人

为的火险,但还有一些自然的火险,特别是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

这些地方,很可能发生因为雷电造成的火灾。这一类的火灾隐患

的排查、监测怎么搞? 应该要列入进去。4、把严重干旱期也列入

火灾高发时段。第4页第10条规定了春节、元宵、清明、春耕备耕、

秋收冬种等森林火灾高发时段,还有一个高发时段就是严重干旱

的时候。前些年湖南很多起大的火灾都是在干旱时期造成的。

蒋洪新委员说,建议:1、文字表述上须加强,例如即第11条第

5项“烧黄蜂、熏蛇鼠、烧山狩猎”不能概括全,还有其他狩猎行为。

可改为“烧山狩猎等易引发森林火灾的行为”。2、体制上需要更健

全,要建立政府、防火部门和全体人民共防体并且责任明确。如,

重要的森林保护地段,除了消防部门外,应该有一个巡山员,有一

些固定的人来承担防护责任。3、条文某些条款须更完善。第9条

中有“每年的10月1日至次年4月30日为全省森林防火期”其实

湖南省有干旱时期为夏季也容易引发火灾。另外条文里面规定

“组织第三方救助队伍”,第三方救助队伍到底是怎么明确? 鼓励

探索建立第三方专业救援队伍,规定颁布以后,谁来负责解释? 建

议在这方面也应该更完备一点。还有就是设置,罚款是不是有上

位法依据? 应当予以斟酌。

王刚委员说,就必要性、体制、表述、规范问题,提几点意见:1、

制定若干规定的必要性。在说明当中过于简单,森林防火工作出

现了各种新情况、新问题,需要及时调整规范。没有概括式的或者

列举式的点出来。立法的直接依据是国务院2008年制定的森林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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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条例,有六章56条,省里搞若干规定应对新情况新问题符合必要

性、操作性的规范,草案的问题导向不明显,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不突出,因此必要性的问题值得研究。2、为何是“若干规定”的体

例,在说明当中未交代清楚。既然国家的条例全面详实,具有很强

的现实指导性,规定为何没有就若干问题进一些细化。对罚款幅

度需再细化,再研究。3、许多表述需要规范。一是第2条“森林防

火工作实行各级人民政府行政首长负责制……”政府的行政首长

负责制不仅仅是森林防火,而是从国务院组织法到地方人大政府

组织法,都是有明确规定的。若干规定行政首长负责制,似乎其他

工作就不是行政首长负责制。二是第3条森林防火指挥机构也是

模糊的,是政府的一个部门、一个独立的机构,还是一个协调的办

事机构? 机构的序列当中属于什么? 当然现在正处在机构改革,

森林防火的主管部门就可以了。这一条规定森林防火机构的职

责,也有问题,不能取代编办的“三定”方案,通常不写那么具体。

三是第6条第二款“人民政府要结合实际,积极探索……社会化投

入机制”,第9条中“适当增加防火期”等这都是政策语言,第9条上

面这一款,在全省森林防火期的基础上,适当增加……“这个适当

也不是规范的用语。四是第14条第三款”导游人员应当告知游客

森林防火的注意事项,防止出现游客违规用火、丢弃火种等情况。

对导游提防止出现游客违规用火、丢弃火种,的要求太高了,那是

防不胜防的。假如没有防止,出现游客违规用火,谁担责? 五是第

19条第二款“森林火灾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省人民政府森林

防火机构报省人民政府”,和前面六项不是并列关系也有些“文不

对题”。六是第20条建立森林防火工作约谈制度。这不是地方立

法要规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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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力力副主任说,湖南生态条件和自然条件还是有些特殊,所

以制定一个湖南省的森林防火规定,是有必要的。但是规定到底

怎么写,怎么有用,确实值得我们很好地斟酌和审议。关于绿化和

植树造林工作我们在实践中有一些体会:首先一是封山育林,对湖

南来讲,只要把山封住,生态就会很快变化,关键是封山育林做的

还不够好。二是防火护林,能够把火防住,就会保持绿化带成果。

最后才是植树造林,我们常常说:年年种树不见树。因为前两件事

没干好,封山育树和防火护林没做好,每年种树每年烧,每年损毁

森林,所以有些地方绿化的成效不明显。禁火在湖南来讲非常重

要,真正管住了火,禁住了火,在防火的问题上能够抓好落实,湖南

的绿化和生态建设还会有更大的变化,当然这几年成效很大。总

体来讲,赞同出台这么一个规定。很赞同刚才王刚同志讲到的,搞

个规定必须要有干货,要以问题为导向,有可操作性,有湖南特点

特色,同时这几条规定管用。我们讲制定规定,无非在火的问题

上,一是怎么防火的问题,我们要说清楚。二是用火的问题,哪些

可以用,哪些不可以用。三是管火的问题,火怎么管? 由谁来管?

四是灭火的问题,火怎么灭,采取哪些措施来灭? 这些问题都要在

规定里面说清楚,责任要很明确。规定颁下去以后,下面可操作,

不能讲原则性的,都是国家条例有的,刚才讲到指挥部,省级人民

政府以及主管部门和指挥部的职责规定怎么明确? 别到时候发生

这些问题不知道找哪些单位,找那些部门,规定一定要有针对性。

建议可以简单简短一点,一定要增强可操作性。此外,里面有一些

表述,比如每年10月1号到次年4月30日为全省森林防火期,忽

视了湖南的气候特点,建议防火期要斟酌一下。另外,“约谈”是一

个常态,上一级人民政府跟下一级人民政府有个什么问题批评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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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他谈话是常态,建议不在地方立法中写出,要有其他依法管理的

措施。

刘莲玉副主任说,赞成王刚同志和力力同志的发言。森林防

火是天大的事,从立法层面进行规范,很有必要。但感觉这个规定

还比较粗放有些先天不足。前不久省委常委会议研究立法工作规

划时家豪书记提出要求,立法必须做到少而精,要管用,目前这个

规定要往下走,不做大的修改不行。主要是坚持问题导向不够,篇

幅也偏长,受用的“干货”不多。建议相关单位抓紧研究,按照常委

会的相关审议意见进行认真修改。

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龙献文说,建议:1、规定要落实,不能停

留在纸上。2、要让人民群众有一个紧迫感、危机感、敬畏感,如果

是玩耍、野炊,农民烧田埂做农活的,发生火灾事故,责任必须要追

到每个人身上,做到层层有责任。要抓好宣传发动,让人民群众都

知道自己的责任,出事了以后要追责,要坐牢,增强安全防火意识、

保护意识。

省十三届人大代表龚雄夫说,建议:1、将规定改成条例。湖南

是林业大省,森林覆盖率已高达59.68%。而我省99%以上的森林

火灾都是因为人为用火不慎而引起的。因此森林火灾的预防工作

显得犹为重要。为切实保护好现有森林资源,维护生态安全和人

民生命财产安全,有效提升我省森林火灾防控能力,需以法律做为

保障,江西、四川、黑龙江、广东等林业大省均就森林防火工作出台

了条例。2、增加对森林火灾发生后,明确森林植被恢复的责任主

体等相关内容,增加:森林火灾发生后,森林、林木、林地的经营单

位和个人应当及时采取更新造林措施,恢复火烧迹地森林植被,火

灾肇事单位或者个人应当承担相关费用;起火原因不明的,由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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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林木、林地的经营单位和个人承担相关费用;森林、林木、林地

的经营单位或者个人、火灾肇事单位或者个人无力承担更新造林

任务或者费用的,由火灾发生地的县级人民政府负责采取更新造

林措施,恢复火烧迹地森林植被。3、建议《规定(草案)》的第16条

未对因未正确履行监护职责而引发的森林火灾的民事责任予以明

确。建议增加:因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用火、

玩火引起森林火灾造成损失的,由其监护人依法承担民事赔偿责

任。4、建议把严重干旱期也列入火灾高发时段。

本组出席情况

缺席5人:方先知 蔡建和 谢卫东 张勇 袁运长

抄送:省委常委,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副省长

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列席人员

省人大各专门委员会、常委会各办事机构和工作机构

省政府办公厅、省林业厅、省政府法制办 (印180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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