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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9日上午,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分组审议《湖

南省 森 林 防 火 若 干 规 定 (草 案)》。第 二 组 由 李平 委 员 召 集,

马石城、柳秀导、李平、雷震宇、邓军民委员先后发言。列席会议的

省十三届人大代表唐勇红、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沈昌健也发了言。

马石城委员说,1、条例设置了森林防火区和非防火区,想了解

一下全省森林防火区占多大面积? 非防火区占多大面积? 如果森

林防火区占的面积过大,那么清明祭扫根据第11条禁止用火的难

度有多大? 2、森林面积59%,加上周边50米的距离,就超过60%。

清明祭扫时坟头烧纸、放鞭炮是普遍现象。在违法变成普遍现象

的时候,法律到底是禁止成本更大? 还是进行有效的规范更好?

条例起草时有没有进行思考?

柳秀导委员说,1、条例第11条规定“森林防火期内,在森林防

火区村民烤火、取暖”等这些行为都是违法的。我省农村房子,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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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是山区房子大多是在山边,这个情况要怎么区分? 要有明确规

定。2、森林防火的消防通道,不清楚是强制性要求还是一般性要

求。这个条例是森林防火地方性法规,对消防通道是否可以在重

点区域做出强制性要求? 森林消防装备也应在预算里做出强制性

要求。

李平委员说,1、全省明确一个防火期不太精细,授权各地明确

本辖区防火期。2、野外用火行为规范要考虑林农居住实际,明确

规范村民小组行为。3、森林防火,地方行政主管负责人应当是第

一责任人,各级政府要制定完善追责办法。4、林区乡镇应当建立

防火机构,护林员可以结合扶贫攻坚工作确定,聘用多少护林员应

根据林区面积和地形地貌来确定。5、第19条过火面积达到一定数

量的也要报告省人民政府。

雷震宇委员说,第22条“未经批准擅自…野外用火”,未引起火

灾和引起火灾的处罚差额不够大,可根据后果严重性的不同,把处

罚差额增大。另外经批准用火引起火灾的是否有相应的处理办

法?

邓军民委员说,建议:1、要明确责任,明确防火责任区,确定责

任区责任人,谁的责任区就由谁负责。第2条要把责任范围写的更

清楚,明确责任区以及签订责任合同,层层传导责任、层层压实责

任。2、明确配备森林防火的设施和设备,并将配备森林防火设施

设备纳入财政预算。什么状况下怎么配这个设施? 像公墓和扫墓

集中的地方,容易产生火灾的地方,以及救火设备到不了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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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建立设施? 要没有这些设施,火灾发生后,要快速有效地扑灭

不容易、损失将很大。引起森林火灾的因素90%是人为的,所以在

人集中的区域,防火设施要明确。很多地方有水源,就要建立必要

的水系统,配备发生森林火灾时水可以直接到起火点的设施,应在

条例中明确规定。同时,要把设施设备保护纳入到战备装备维护

级别上来,谁破坏、谁盗窃以违法论处。3、明确造成森林火灾处

理,第22条可参照广东森林防火条例,“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民事

赔偿责任,涉嫌犯罪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只有这样才能把责

任落到实处。要把承担的后果明确列出来。

省十三届人大代表唐勇红说,建议在特定地区从源头管控治

理森林火灾隐患。目前,农村火灾高发期就是清明和春节以及不

定期的殡葬。虽然村规民约禁止燃放烟花鞭炮,但是老百姓素质

参差不齐,仅靠村规民约很难到位。以跳马镇为例,属于长株潭绿

心片区,森林覆盖率达到80%,每年清明节村上都要上百人负责森

林防火,成本很高。在绿心片区和特定生态保护区要从源头管控

治理,由县级政府出台规定禁止经营烟花鞭炮。

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沈昌健说,这些年森林防火工作取得了

较好的效果,但也存在一些美中不足,主要是少数地方森林防火工

作防而不严、防而不实,措施和责任落实不到位,村民森林防火意

识淡薄等,导致春节、清明节等山火时有发生,严重影响了人民群

众的生命财产安全。要结合农村实际把森林防火工作抓严、抓实。

领导重视是关键,加强宣传是基础,要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法律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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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意识和防范意识。建议:1、林业部门要与宣传部门,特别是广播

电视部门,拍一些宣传森林防火的专题片,和森林火灾的案例作为

警示,起到警示教育作用。2、落实措施是前提,先解决防治,防要

有责任书,要有基层的防范队伍,要有一系列的防范制度,目标管

理细则等落实,管制主要是严防死守,管好火源,禁止携带火种进

入林区,禁止在山林区吸烟、野炊、鞭炮、烧纸等。3、严厉打击故意

引发火灾的违法犯罪分子,对于玩忽职守造成森林火灾的依法追

究责任。

本组出席情况

缺席3人:叶红专 刘明建 谭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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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