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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徐雪纯 实习生 周紫嫣

通讯员 张问期

林立的高楼大厦蕴含着城市蓬

勃的生长力，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一

系列管理和公共安全问题，消防安全

就是其中之一。

如何消除安全隐患，最大限度地

避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近日，浙

江省政协围绕“加强和改进高层建筑

消防安全”举办民生协商论坛，部分

政协委员、界别群众代表等在主会场

和杭州市、宁波市政协分会场发言。

省有关部门现场互动回应，共同为筑

牢安全防线贡献智慧力量，凝聚广泛

共识。

破解“中老年”高层建筑消防隐患，如何将宣传延伸到社区最末梢

这场民生协商论坛
为筑牢高层建筑“防火墙”支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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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9月4日，首届国家级汽机本体检修工

竞赛决赛在宁波开幕。本次竞赛是 2023 年全国行

业职业技能竞赛——第十四届全国电力行业职业技

能竞赛的第三项赛事，由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中国

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联合主办，浙江省能源集团

承办。这是全国电力行业职业技能竞赛首次在宁波

举行，也是浙江能源企业首次承办国家级职业技能

竞赛。

来自包括中国华能集团、大唐集团、中国华电集

团、国家能源集团、中国电力投资集团、中国长江三

峡集团等全国大型发电集团的24支队伍参赛。

我国能源电力供应中，火电机组在较长一段时

间内将继续发挥“压舱石”“稳定器”的作用。汽轮机

是火力发电厂和核电厂中承担能源转换任务的核心

装置，定期高质量完成汽机本体检修工作是保证火

力发电厂和核电高效、可靠运行的重要手段，对我国

电力稳定供应、可靠运行意义重大。

本次汽机本体检修工技能竞赛是人社部批准的

国家级赛事，对获得竞赛决赛个人成绩前 3 名的选

手，将由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报请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部核准后授予“全国技术能手”称号。

本次竞赛分理论考试和技能操作考试两部

分。其中，理论考试主要考察对发电厂汽轮机本

体、调速系统、水泵、管阀和辅机检修等方面的基

础知识，以及汽轮机设备及检修新技术、新材料、

新工艺的掌握程度；技能操作考试包含推力瓦平

面修刮、转子对轮中心调整和隔板洼窝中心测调 3

个项目。

据介绍，本次竞赛旨在大力弘扬劳模、工匠精

神，加强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队伍建设，为

电力行业提供相互交流、共同提高的舞台，引导鼓励

广大电力职工立足本职、钻研技术、走岗位成才发展

道路。通过此次竞赛，进一步促进全国电力行业汽

机本体检修工专业人才队伍的成长。

接下来的三天，参赛队伍将在浙能镇海发电公

司同台竞技，展现汽机检修人员的风采。

本报记者 王燕平 通讯员 许明荣 鲁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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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火灾扑救难在哪里
一线救援人员有话说

谈到高楼灭火，消防员们显然最有发言权。

作为界别群众代表，杭州市上城区近江消防救援

站站长江龙在发言时表示，高层建筑灭火救援过程中

经常遇到堵塞消防通道、占用消防登高面等现象，使

得主战消防车很难靠近起火建筑，大型举高消防车辆

登高救援无法顺利展开，进一步加大了施救难度。

为了最大限度争取时间，消防员需要背上装备，

从楼梯跑步进入建筑，但这会大大消耗体力，非常影

响救援工作的迅速展开和持续进行。

江龙建议，一方面要建立健全消防安全制度，加

强对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消防车登高

场地维护管理力度，保证生命通道的畅通；另一方面

从技术装备上寻求突破，加大压缩空气泡沫车、高层

供水车、举高消防车以及无人机、外骨骼等专业装备

的配备力度，实现灭火救援能力的提升。

同样关注高层建筑消防制度的，还有同为一线

救援者的省政协委员、香港纪律部队义工队主席麦

锦辉。

麦锦辉在香港从事消防救援 37 年。听说这次

协商论坛主题是“加强和改进高层建筑消防安全”，

他当即报名参加，并会同几位港区政协委员在香港

开展了调研和座谈，做了精心准备，希望通过交流提

高浙港两地应对火灾的能力。

“香港高层楼宇集中，消防部门对高层楼宇建立

了一套以风险评估为基础的制度来管控火灾风险。”

麦锦辉介绍，香港的高层建筑在规划设计时就充分

考虑消防元素，平时物业也要经常检查消防通道和

消防设备是否存在隐患。

破解“中老年”高层建筑消防隐患
他们带来了新解法

随着社会发展和城市化进程加快，一些建设年

代较早的高层建筑正面临“中年危机”，设施老化、管

理疲弱、安全隐患丛生，在火灾面前显得尤为脆弱。

浙江大学建筑工程学院防灾所副所长、韧性城

市研究中心主任王乃玉提出，近年来，浙江坚持以数

字化改革引领系统性变革，这些智慧化手段也应当

被运用于高层建筑消防风险排查和预警。“可以在杭

州、宁波等高楼较多城市先行试点，结合‘未来社区’

建设，建立老旧高层风险隐患数据库，定期组织开展

安全检查，采取动态销号模式督促整改。”

发现了风险隐患，管理责任又该如何落实？宁

波市鄞州区东柳街道华侨城社区党委书记郑红波也

带来了新解法。

东柳街道共有 30 个小区，大多已交付使用 20

年以上，或多或少存在一些消防设施老化的问题，亟

需改造提升。

为了破解这一难题，东柳街道大胆探索了市场

化助力监管模式。郑红波介绍，当地推出“保险+服

务”模式，将消防设施设备维护管理职能推向了市

场。保险公司则会联合第三方专业维保单位，为住

宅小区消防设施设备进行日常维护保养、年度检

测。如因未能及时维修造成火灾损失扩大或人员伤

亡，均由保险公司赔付，赔付额最高可达 500 万元，

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消防设施设备没人管、管不好、不

愿管的问题。

“消防宣传”
成了发言高频词

消防安全，重在防范。筑牢消防安全的“防火

墙”并不仅仅是消防员和管理者的责任，也需要大家

的共同努力。

在此次民生协商论坛中，“消防宣传”也成为委

员发言中的高频词。

省政协委员、衢州市衢江区政协副主席罗诚剑

通过调研发现，目前高层建筑消防安全的宣传形式

还比较单一，一些居民消防意识不强、重视不够。他

建议，要将触角延伸到社区最末梢，发挥社区党组织

动员能力，组织老党员、老干部、退休职工教师等担

任兼职消防宣传员，培养带动一批“消防明白人”。

省政协委员、省侨联副主席、荷兰得力浦集团公

司董事长傅旭敏认为，应当充分利用网络、报刊、电

视等新闻媒体，发动广大群众积极参加消防产品的

监督和投诉，动员全社会力量共同抵制和打击假冒

伪劣消防产品。

针对委员们的建议，省应急管理厅的相关负责

人也在现场作了回应。未来将在安全宣传教育上下

更大功夫，采取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组织开展消防

安全宣传活动，广泛动员群众参与隐患自查自纠，切

实提升群众安全意识和技能，努力实现“人人能自

救、个个会逃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