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业部关于印发 

《“十三五”全国草原防火规划》的通知 

 

农牧发〔2017〕4号 

 

有关省、自治区草原防火指挥部、畜牧（农牧、农业）厅（局），新疆生产建

设兵团畜牧兽医局，黑龙江省农垦总局： 

为提升草原防火应急管理水平，实现草原防火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我部组织制定了《“十三五”全国草原防火规划》，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本

地实际，认真组织实施。 

 

                                                        农业部 

                                                  2017年2月28日 

 

“十三五”全国草原防火规划 

 

草原防火是草原资源与生态保护建设成果的安全保障，是国家突发事件应

急处置的重要内容，事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家生态安全、牧区经济社

会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为提升草原防火应急管理水平，实现草原防火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草原防火条例》《全国

草原火灾应急预案》，制定《“十三五”全国草原防火规划》（以下简称《规划》）。 

一、工作现状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草原防火工作。“十二五”时期，草原防火“一案

三制”不断完善，投入力度不断加大，预防、扑救及保障能力建设不断加强，

草原火灾综合防控能力明显提高。 

（一）法制建设明显完善 

一是推进依法治火。各地根据《草原防火条例》规定，积极制定本地区草



原防火法规规章。内蒙古自治区人大对《内蒙古自治区森林草原防火条例》进

行了修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颁布实施了草原防火实施办法，有关重

点草原防火省（区）也根据本地工作实际，积极推动制定完善草原防火法规规

章。二是健全应急预案体系。共制定以政府名义发布的省、市、县三级草原防

火应急预案 2200 件。政府统一领导、部门分工负责、专家出谋划策、救援队伍

有效参与的草原火灾应急预案体系基本形成。 

（二）保障能力明显加强 

一是物资储备基础不断夯实。草原防火物资储备库建设覆盖 95%的极高火险

市和45%的高火险市，草原防火站建设覆盖80%的极高火险县和25%的高火险县，

草原防扑火物资保障体系已基本建立，草原防火装备水平进一步提高。二是防

火资金投入快速增长。“十二五”期间，中央草原防火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达 6.19

亿元（基本建设投资 5.04 亿元，财政专项 1.15 亿元），其中，2015 年投资规模

最大，达到 2.8 亿元。中央投资总额比“十一五”增加 3.4 亿元。三是科技水

平进一步提高。新型草原灭火战车、新一代野外生存装备、新型灭火机及灭火

机快速启动装置等科研成果已得到广泛应用，为有效扑救草原火灾注入了高科

技力量。 

（三）预防能力明显提升 

一是防火意识逐渐增强。全国累计建成草原防火宣传碑牌 2 万多个。每年

防火期在中央电视台天气预报栏目发布高草原火险天气预报。在中国草原网设

立防火减灾专栏，及时发布草原防火信息。各地积极组织开展内容丰富、形式

多样的宣传活动，全民草原防火意识逐渐增强。二是火情监测能力建设不断推

进。各级草原防火部门与气象部门密切协作，定期开展火险气候趋势监测与分

析，及时接收处理气象卫星监测热点，积极发布监测预警信息。在部分国家级

草原自然保护区、境外火频繁侵扰区及关键设施分布区开始实施草原火情监控

站试点建设，探索建立卫星遥感、高塔瞭望、视频监控有机结合的立体监测网

络。三是监测预警速度与精度逐步提高。火情热点监测发现时间控制在 30 分钟

以内，热点核查覆盖率与精准度达到 95%以上，基本做到了草原火灾不漏查、不

迟查和不错查。 



（四）扑救能力明显提高 

一是机构队伍不断壮大。《农业部关于加强草原防火基层应急队伍建设的意

见》发布后，各地不断加强草原防火机构队伍建设。截至 2015 年底，全国县级

以上草原防火机构达到 1261 个，防火人员 2 万多人，比“十一五”增加 1.3 万

人。应急队伍 7000 余支，扑火人员 19 万多人，比“十一五”增加 17 万人。全

国草原火灾 24 小时扑灭率一直保持在 90%以上。二是信息化水平不断提升。研

发草原火险气象预警信息系统，实时监测重点区域卫星监测热点信息，为草原

扑火作战决策指挥提供依据。开发草原防火综合管理系统、扑救指挥系统、火

场三维模拟显示系统，初步实现部分草原火灾重发频发区火情信息在部、省、

市、县四级组织指挥机构之间上下联通。 

二、面临的挑战 

虽然“十二五”期间草原防火各项工作取得较大成效，但随着气候变化、

草原生态保护建设效益日益显现及草原牧区经济社会快速发展，草原防火工作

面临的形势越来越严峻，任务越来越艰巨。 

（一）火灾形势十分严峻 

一是高草原火险区域不断扩大。随着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和退牧还

草、京津风沙源治理等重大生态保护建设工程的顺利实施，主要草原防火省（区）

草原植被明显恢复，可燃物载量增高，高草原火险区域不断扩大。二是致灾气

候明显增加。受全球气候异常影响，高温、干旱、大风等极端天气大幅增加，

草原火险等级不断攀高。三是火灾隐患明显增多。草原旅游方兴未艾，到草原

上游玩的人数越来越多；草原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提速，牧民集中定居点扩大，

厂矿企业星罗棋布，铁路公路纵横连贯，火灾隐患明显增多。四是境外火威胁

加剧。与我国接壤的蒙古、俄罗斯等国边境草原火灾发生次数增多，严重威胁

我国草原防火安全。 

(二)预防体系不健全 

一是立体化监测预警网络尚未完全建立。尽管火情卫星监测技术较为成熟，

但地面监测网络建设滞后。瞭望塔建设数量不足，火情自动化监控布点不多，



极高火险县草原火情监控站覆盖率不到 2%。二是监测预警存在盲点。限于卫星

过境频率、在轨工作时间及天气变化等影响，火情监测在空间上和时间上存在

盲点。三是火灾阻隔系统有待完善。部分边境地区草原防火隔离带建设标准低，

一些易过火地段未实现全线贯通，对阻隔较大境外火入侵存在隐患。重要设施

集中区、草原自然保护区及林草交错区等境内关键区域的草原防火阻隔工程建

设缺乏投资支持。 

（三）保障体系不完善 

一是物资保障覆盖范围存在空白面。根据 2015 年调整后的全国草原火险等

级区划，近 5%的极高火险市、55%的高火险市未建设草原防火物资储备库，20%

的极高火险县、75%的高火险县未建设草原防火站。中央草原防火物资储备库仅

在北京建设了一个，覆盖东北、西北、青藏高原区等重点区域的中央草原防火

物资储备库还未建设。二是应急队伍力量不强。有建制无管理、有人员无装备、

有队伍无操练的情况较为突出，并且发展不平衡，地区差距较大，实战能力不

强。三是物资装备落后。新型灭火机、以水灭火与风水结合灭火装备配置数量

较少，运兵车、灭火战车、大型隔离带开设机具、野外宿营车等现代装备匮乏。 

（四）信息化水平较低 

一是基础平台落后。只有省级和 19个极高火险市建设了草原防火指挥中心，

且由于建设较早，大部分指挥中心设备老旧，兼容性差，无法做到火情态势、

扑火力量投入及物资储备等基础信息的互联互通，多数处于“待机”状态。二

是传输手段落后。火情信息传输仍然主要依靠电话传真。由于草原地区地广人

稀，手机信号无法全覆盖，导致草原火情信息迟报漏报、内容碎片化、实时性

差等问题突出。特别是发生重特大草原火灾时，因缺乏火灾现场实况信息，严

重影响各级草原防火指挥机构对火灾扑救的科学指挥决策。 

三、总体思路 

（一）指导思想 

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深入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



发展理念，全面执行“预防为主，防消结合”的工作方针，以保护人民群众生

命财产安全和草原资源为根本，以极高草原火险治理区为重点，以加强草原火

灾监测预警、预防控制、应急处置三大系统及组织体系建设为主要内容，不断

完善火灾应急预案，健全法规制度，强化体制机制，全面提高草原火灾预防、

扑救和保障能力，加快实现草原防火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 

（二）基本原则 

一是突出以人为本，保护草原安全 

坚持以人为本，把保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放在首位，采取有效的措施遏制

草原火灾发生，有力的手段控制重特大草原火灾发生频率，科学的方法处置突

发草原火情，先进的装备扑灭草原火灾，确保草原资源安全、广大农牧民群众

生命安全和扑火队员人身安全。 

二是突出预防为主，强化防消结合 

推进火情视频自动监测预警、地面火情瞭望设施建设，形成横向与纵向相

结合的立体火情监测预警网络，确保火情早发现。加快推进火场音视频双向传

输建设，实现火情信息互联互通，确保火情早报告。强化草原防火物资储备库

（防火站）建设，装备大型先进扑火装备，增强物资覆盖保障与扑火作战能力，

确保火灾早扑灭。 

三是突出重点区域，坚持统筹兼顾 

既要立足实际，着眼轻重，突出关键，又要树立全国一盘棋理念，统一布

局，统筹兼顾。根据草原资源分布、火灾发生频次及致灾损失等因素，合理确

定极高草原火险治理区与高草原火险治理区。并以极高草原火险治理区为实施

重点，给予重点倾斜，同时统筹兼顾高草原火险治理区。 

（三）主要目标 

到 2020 年，草原防火法规体系基本健全，火灾应急预案体系更加完善。中

央草原防火物资储备库、极高和高草原火险市县草原防火物资储备库（防火站）

全部建成，统筹推进中火险市县草原防火物资储备库（防火站）建设，草原防

火物资保障能力大幅提高。立体化预警监测网络基本建成，重点区域草原火情

信息基本实现互联互通。草原防火组织指挥与办事机构体系基本健全，专业草



原防火应急队伍能力明显提升。重特大草原火灾发生率、草原火灾 24 小时扑灭

率分别控制在 3%和 95%，草原火灾受害率控制在 3‰，有效减轻草原火灾危害。 

专栏 1   发展目标 

类 别 指 标 2015 年现状 2020 年目标 

预警监测 极高火险县草原火情监控站覆盖率(%) 2 100 

预防控制 

中央草原防火物资储备库建设数量（个） 1 5 

极高火险市防火物资储备库覆盖率(%) 95 100 

高火险市防火物资库储备库覆盖率(%) 45 100 

极高火险县防火站覆盖率(%) 80 100 

高火险县防火站覆盖率(%) 25 100 

边境地区防火隔离带开设公里数（公里） 2884 3000 

应急处置 

火场音视频信息联通状况 无 

实现农业部、省级和 43

个极高火险市、60 个极

高火险县互联互通 

火情信息网络互联互通状况 
实现部、省互

联互通 

实现部、省、市、县四

级互联互通 

组织体系 
极高火险县专业半专业草原防火应急队伍建设率(%） 60 100 

高火险县专业半专业草原防火应急队伍建设率(%) 30 70 

综合防控

能力 

边境草原防火隔离带堵截外火入境率(%) 90 90 

边境草原防火隔离带防止内火出境率(%) 90 95 

草原火灾 24 小时扑灭率(%) 90 95 

重特大草原火灾发生率(%) 3 3 

草原火灾受害率（‰） 3 3 

四、重点区域 

根据各地草原火险区划、草原资源分布状况与草原火灾发生情况，将全国

草原防火区域划分为极高草原火险治理区和高草原火险治理区两类。为有效整

合资源、聚焦关键区域、稳步递次推进，《规划》实施原则上以极高草原火险治

理区为重点，着重对接极高草原火险治理区中极高、高火险市县及省级以上草

原自然保护区。 

专栏 2  重点区域 

省（区） 极高草原火险治理区 高草原火险治理区 



河  北 
张家口市草原火险治理区 

承德市草原火险治理区 

太行山草原火险治理区 

燕山东部草原火险治理区 

山  西 雁门关草原火险治理区 中南部草原火险治理区 

内蒙古 

呼伦贝尔市草原火险治理区 

兴安盟草原火险治理区 

通辽市草原火险治理区 

赤峰市草原火险治理区 

锡林郭勒盟草原火险治理区 

中西部草原火险治理区 

西南部草原火险治理区 

辽  宁 
辽西北草原火险治理区 

辽东南草原火险治理区 
 

吉  林 

东北部草原火险治理区 

东南部草原火险治理区 

白城市草原火险治理区 

松原市草原火险治理区 

 

黑龙江 

齐齐哈尔草原火险治理区 

大庆草原火险治理区 

绥化草原火险治理区 

东部三江平原草原火险治理区 

“两大平原”草原火险治理区 

山  东 
黄河三角洲草原火险治理区 

沂蒙山区草原火险治理区 
 

四  川 

甘孜州草原火险治理区 

阿坝州草原火险治理区 

凉山州草原火险治理区 

川中草原防火治理区 

西  藏 

昌都林芝草原火险治理区 

那曲火险治理区 

藏东林草交错草原火险治理区 

藏东南边境县林草交错草原火险治理区 

藏南边境县林草交错草原火险治理区 

藏中南草原火险治理区 

陕  西 
榆林草原火险治理区 

延安草原火险治理区 
 

甘  肃 

甘南草原火险治理区 

张掖草原火险治理区 

酒泉草原火险治理区 

武威草原火险治理区 

甘东南草原火险治理区 

青  海 
三江源草原火险治理区 

环青海湖草原火险治理区 
东部区草原火险治理区 

宁  夏 
环六盘山草原火险治理区 

中部干旱带草原火险治理区 
贺兰山东麓草原火险治理区 



新  疆 

塔城地区草原防火治理区 

阿勒泰地区草原防火治理区 

天山北坡草原防火治理区 

天山东部草原防火治理区 

博斯腾湖湖滨草原防火治理区 

塔里木盆地北  草原防火治理区 

塔里木盆地西  草原防火治理区 

塔里木南  草原防火治理区 

新疆生产建

设兵团 

塔城地区（第九师）草原火险治理区 

阿勒泰地区（第十师）草原火险治理区 

天山北坡（第四师、第五师）草原火险治理区 

准噶尔盆地垦区（第六师、第七师）草原火险治理区 

塔里木盆地草原火险治理区 

黑龙江省农

垦总局 

三江平原垦区草原火险治理区 

松嫩平原垦区草原火险治理区 

中部垦区草原火险治理区 

 

五、主要内容 

（一）完善法规预案 

一是健全法规制度。各地要按照《草原防火条例》要求，根据草原防火工

作实际，进一步制定和完善本地区草原防火责任追究、草原火源管理、草原火

险预报预警、草原火情监测报告、草原防火物资和消防车辆管理等配套规章制

度，为依法治火提供法制保障。 

二是完善应急预案。各地要根据《全国草原火灾应急预案》，针对本地区草

原防火工作新情况新问题，对本级草原火灾应急预案中的应急组织机构职能分

工、预警与预防机制、灾情报告程序、应急处置措施、扑救财物和队伍保障、

人员财产撤离和医疗救治等内容进行完善，并加强对预案的演练，增强预案的

权威性、科学性、针对性与可操作性。 

（二）建设三大系统 

1.草原火灾监测预警系统 

草原火情监控站。在极高草原火险治理区和高草原火险治理区的极高火险

县、省级以上草原自然保护区新建一批火情监测瞭望设施，并对现有瞭望设施

进行升级改造，安装远程红外探测与智能烟雾识别功能的高清摄像头。实现重

点区域内草原火情 24 小时不间断自动探测，一旦遇到突发火情，草原防火组织

指挥机构能立即感知和及时处置。 



2.草原火灾预防控制系统 

防火物资装备。一是在极高草原火险治理区和高草原火险治理区的极高、

高、中火险县，省级以上草原自然保护区及相关武警森林部队建设草原防火站。

内容包括建设防火物资储备库房，配备一定数量的防扑火机具、通信设备、草

原消防车及防火隔离带开设机具等。实现县域内一旦发生火灾，迅速利用站内

储备物资进行扑救，确保草原火灾“打早、打小、打了”。二是在极高和高火险

市建设草原防火物资储备库。内容包括建设防火物资储备库房，配备相当数量

的防扑火机具、草原消防车及大型扑火装备等。实现对较大以上草原火灾扑救

给予快速物资驰援，并对区域内草原防火站消耗的物资给予及时补充。三是在

西北、东北、西南、青藏高原四大重点草原防火片区建设中央草原防火物资储

备库。内容包括建设大型防火物资储备库房，配备较大数量的防扑火机具、通

讯装备及大型扑火装备等。实现对片区内有关省（区）扑救重特大草原火灾提

供快速物资驰援，并对片区内草原防火物资储备库消耗的物资给予及时补充。 

草原火阻隔网络。一是加强边境草原防火隔离带建设，提高建设标准，扩

大建设范围，保证建设质量，有效堵截外火入侵，防止内火出境。二是在林草

交错区、重要设施分布区及省级以上草原自然保护区实施草原防火应急道路建

设，通过升级改造废弃牧道，开设防火通行道路，形成布局合理，便于通行并

具备一定阻火功能的草原防火应急道路网，实现生产生活与防灾减灾的有机结

合。 

防火宣传教育。一是在火灾重发频发区、边境草原毗邻区、林草交错区、

草原自然保护区、草原旅游景点、重要设施接壤区、国营牧场等关键区域和交

通要道，增设草原防火宣传牌、宣传窗及防火检查站。二是完善草原防火网络

平台建设，开通草原防火 APP，编制《草原防火宣传手册》，制作草原防火宣传

标语和防火旗帜等各类宣传材料，为开展防火宣传教育打牢基础。 

3.草原火灾应急处置系统 

草原防火应急处置音视频双向传输。在农业部、重点草原防火省（区）的

部分极高火险市县实施。内容包括配备卫星固定站、卫星通信车、终端控制系

统及单兵视频采集装备等。实现火灾扑救现场图像与音像的同步实时传输，确



保火场态势、作战实况及地理信息等情况，在各级决策指挥机构之间互联互通。 

草原火灾扑救指挥系统。在农业部、重点草原防火省（区）实施。内容包

括安装综合显示系统、中央控制系统、视频会商系统、综合调度系统及综合接

入系统。实现农业部与重点草原防火省（区）草原火灾扑救决策指挥数字化、

信息化与高效化。 

（三）健全机构队伍 

草原防火组织指挥与办事机构。完善由各级政府主管领导担任指挥长、相

关部门负责人为成员的草原防火指挥机构，设立专门负责组织协调草原火灾防

控各项工作的办事机构，并充实人员，落实经费，强化手段。 

专业半专业草原防火应急队伍。在极高、高火险市县成立并不断完善专业、

半专业草原防火应急队伍建设，配备所需的扑火工具、生存装备、防火车辆及

通讯器材。根据草原防火工作实际，推进地形地貌贴近实战、演练科目完整、

演练装备较为齐全的草原防火综合演练基地建设，为全面提升草原防火应急队

伍的能力和水平提供基础保障。 

六、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 

要高度重视《规划》的组织实施工作，成立组织实施领导机构，强化顶层

设计，根据本区域草原防火工作实际，科学制定本级草原防火规划，精心组织

实施，将草原防火各项任务落到实处。 

（二）加大投入力度 

要把《规划》纳入当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统筹推进实施，努力增加

草原防火投入，严格资金使用管理，建立中央和地方投入相结合的草原防火“人、

财、物”保障体系和保障机制。 

（三）加强督导检查 

要加大组织协调力度，深入开展督导检查和隐患排查工作，将草原防火纳

入年度绩效考核，建立草原防火监督管理工作机制。重点检查《草原防火条例》

贯彻落实情况、各项配套规章制度和应急预案制定完善情况、应急队伍和防火



物资到位情况、草原火源管控和火灾隐患排查等情况，彻底消除火灾隐患。 

（四）扩大舆论宣传 

要制订专门宣传方案，充分利用各种新闻媒体，开展多层次、大范围的宣

传活动，广泛宣传草原防火法律法规、安全扑火常识和紧急避险技能，做到电

视广播有宣传、新媒体有传播，防火知识进社区、进学校、进村入户、进生产

单位，实现草原火灾群防群控。 

（五）强化演练培训 

要经常组织开展多层次的草原防火培训和实战演练，全面提升草原防火指

挥人员、应急值守人员及扑火队员草原火情形势判断、技战术应用、舆情掌控、

应急指挥与实战扑救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