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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站城区覆盖率达100%
风险防范化解成效显著

近年来，我省消防救援队伍
扎实推进公共安全治理模式向事
前预防转型，加快构建全面责任、
隐患排查、监督管理、宣传培训、
应急救援“五大体系”，守牢消防
安全基本盘。三年累计投入 3.3
亿元，全面提升消防救援车辆装
备水平，推动消防队站、力量、装
备等实现质的飞跃。

在深入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整
治行动中，五年累计检查单位56
万余家，督改火灾隐患 140 余万
处，各级政府挂牌督办重大火灾
隐患单位700余家，全省连续17
年未发生重特大火灾事故，万人
火灾发生率年均低于全国0.8个

百分点，火灾死亡人数连续 3 年
保持递减，“小火亡人”事故得到
有效遏制，社会面火灾保持了稳
中有降的态势。紧盯基层消防工
作“最后一公里”，全省1353个乡
镇街道全部挂牌成立消防工作站

（所），有效破解了基层消防监管
力量薄弱难题。

五年来，我省消防救援队伍
建设并部署应用全省消防“两智
一图”系统，搭建重大灾害场景数
据融合平台，深化同行业部门联
勤协作，先后与公安、应急、交通
等 20 余家单位签订联勤协议。
五年来，全省消防救援队伍共接
警出动10万余次，解救被困群众
4.8万人，成功处置兰州新区滨农
公司爆炸、白银景泰泓胜煤矿边
坡坍塌、张掖山丹连霍高速槽罐

车泄漏、甘南夏河山洪等灾害事
故，圆满完成“应急使命·2022”

“陇原砺剑·2023”抗震救灾实战
演习任务。

五年来，总队全面推广“中心
站+卫星站”“1+N”城市消防站
规划布局新模式，小型消防站建
设遍地开花，全省消防站增加到
146个，城区覆盖率达100%。专
业救援车辆从 332 台增至 1391
台，装备器材从6万件套增至22
万件套，车辆装备从量少质弱向
齐全精良实质性转变。

多措并举
高层建筑火灾防控高效应对处置

高层建筑的火灾防控是消防
救援工作重中之重。近年来，我
省面向高层建筑及其所在的社区
街道、微型消防站和居民家庭，集
中配备 2000 套逃生气垫、2000
台微型站调度指挥终端、10万个
火灾应急器材箱和逃生缓降装
置，并为20个县区购置举高消防
车，切实提升全省高层建筑的消
防安全整体水平。

与此同时，我省消防救援队伍
紧盯外墙保温材料、建筑消防设
施、安全疏散通道、管井防火封堵、

电气燃气管理等重点方面，持续开
展整治提升行动，累计督促整改消
防安全隐患问题 9 万余条，完成
1573个小区的消防车通道治理工
作，推动全省9500余栋高层建筑
接入了消防物联网远程监测系统，
建立微型消防站6400余个。

目前，全省已经配备了登高
平台消防车40辆、举高喷射消防
车63辆、云梯消防车31辆，实现
了县区一级举高类消防车的全覆
盖，为高效应对处置高层建筑火
灾事故奠定了坚实基础。

组建7类灭火救援专业队
提升全灾种救援能力

消防救援队伍改革转制以
来，职责任务由单一灾种向全灾
种转变，对应的职责任务也不断
拓展，面对“全灾种、大应急”职责
拓展，我省在实战化练兵、专业化
培训、规范化建队等方面做了大
量的探索尝试，优化组建地震、水
域、化工、山岳、高层建筑、地下、
大型城市综合体7类灭火救援专
业队83支，制定完善各类专业队
伍建设硬件配备标准和能力测评
指标，采取“视频+实地”方式开
展常态化拉动检验和能力测试，

确保关键时刻可“一键式调动、成
建制出动、模块化投送”，大力提
升了响应效率和救援效能。

我省消防救援队伍依托国家
陆搜基地、兰州石化公司等社会
优势资源和师资力量，高质量开
展水域、绳索、冰面、地震等救援
技术，以及化工灭火救援技术、攻
坚组队员、指挥能力、建筑消防设
施运用等专项培训和资质认证。
目前，全省共有2600余人次取得
急流、绳索、舟艇、地震、急救、潜
水、训导员等专业资质。同时，聘
请队伍内外部灭火救援专家，组
建“师傅带徒弟”课题组，常态化
开展“研战议训”大讲堂和典型战
例复盘研讨，着力提升指战员指
挥决策和实战救援水平。

同时，与中国移动、中国电信
等企业签署战略合作协议，进一步
健全完善战时、平时灾害救援应急
联动协作机制。今年9月，联合内
蒙古、四川、陕西、宁夏、青海、新
疆消防救援总队组织召开了“首
届西北片区邻近省份灭火救援勤
务协作联席会”，推动七省区搭建
多层次、多领域、多渠道合作平
台，区域协作救援效能得到提升。
奔流新闻·兰州晨报记者 夏苗

改革转制五年
甘肃消防救援交出“成绩单”

本报讯（奔流新闻·兰州晨报记者杨亮）11月13日，文化和旅游部公示了国家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示范
区建设单位名单。经地方申报、省级行政部门推荐、合规性审查、专家评审等方式，文化和旅游部会同自然资源部、住房
和城乡建设部拟确定50个国家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单位，敦煌市位列其中，是我省唯一上榜县市。

据了解，酒泉市委、市政府于2022年10月印发《酒泉市创建国家文化旅游融合发展示范区实施方案》，为新时期
酒泉文化旅游纵深融合提供政策支撑。《方案》提出，到2025年，酒泉市文化旅游基础设施健全完善，产业规模不断扩
大，品牌知名度持续提升，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成为全市支柱性产业；力争培育5个年营业收入过亿元，10个年营业
收入过千万元，30个年营业收入过500万元的文化旅游企业；旅游接待人数、收入保持稳定增长，旅游直接从业人数
达到6万人以上，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不断提高，建成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国家文化和旅游消
费示范城市、国家文化旅游融合发展示范区。

本报讯（奔流新闻·兰州晨报
记者平丽艳 杨亮）以著名先进典
型——“文物保护杰出贡献者”
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敦煌研究
院名誉院长樊锦诗和“时代楷
模”敦煌研究院文物保护利用群
体的先进事迹为题材的电影故事
片《吾爱敦煌》，将于11月17日起
在全国公映。据悉，该影片创新采
用了纪录加剧情的独特表达方式，
在敦煌全程进行实地实景和部分
加工模拟场景拍摄，同时特邀樊锦
诗先生和敦煌研究院众多专家学
者、工作人员真人出镜本色出演，
其中樊锦诗先生饰演的片段也是
影片的最大亮点。

电影故事片《吾爱敦煌》由
甘肃、四川、江西、福建、江苏等
五省省委宣传部，以及峨眉电影
集团有限公司、甘肃风行影视文
化有限公司、敦煌研究院联合摄
制。影片以常书鸿、段文杰、樊
锦诗、李云鹤等为主要生活原
型，以樊锦诗为主要人物，以生
动感人的故事和光彩鲜活的人
物形象描述一代代敦煌莫高窟
人为传承弘扬敦煌文化所作的
探索和努力，颂扬敦煌文物保护

研究人员全力保护敦煌文物、潜
心石窟考古研究，并在改革开放
中创新构建“数字敦煌”，为世界
文化遗产敦煌莫高窟文物和大
遗址保护传承与利用做出的突
出贡献和崇高精神。

值得一提的是，该片由苗月
女士担纲编剧、导演，她曾编剧
导演《大路朝天》《十八洞村》《秀
美人生》等影视剧，先后荣获中
宣部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
程”奖、中国电视剧飞天奖、中国
电影华表奖等奖项。同时，特邀
知名电影表演艺术家，斩获中国
电影金鸡奖、百花奖、金鹰奖、华
表奖、中国电视剧飞天奖等诸多
奖项的陈瑾女士出演女一号樊
锦诗，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林永
健、黄品沅、孙敏、张政勇等也在
片中饰演重要角色。

据记者了解，2018 年底，甘
肃风行影视文化有限公司确定该
片选题并启动项目，随后组织创
作筹拍团队多次踏访省城兰州、
河西走廊、敦煌进行采访、体验、
勘景，前往甘肃省文物局、敦煌研
究院驻兰机构和研究院敦煌本部
广泛收集、研究相关资料，对数十

位专家和相关人员进行深入访
谈，并取得生活原型樊锦诗先生
的授权。在剧本创作中，编剧在
有关生活原型的基础上认真进行
艺术创造，并对剧本进行反复修
改，精益求精，使之成为一部思想
性、艺术性、观赏性有机统一的优
秀电影文学作品。按照分阶段拍
摄的计划，影片于2019年9月底
进行前期拍摄，2020年11月起正
式开机集中拍摄，至2021年1月
底拍摄结束。集中拍摄期间，峨
眉电影集团有限公司倾力支持担
当第一出品方，并派出团队全程
负责现场组织与实施工作，甘肃
省直有关部门、敦煌研究院、酒泉
市、敦煌市航空、铁路等部门也给
予全力支持，保证了影片拍摄顺
利完成。

今年 6 月，影片《吾爱敦煌》
曾在上海国际电影节举办首场
展映，影片结束时，全场观众多
次自发鼓掌。有观众看完影片
表示，“通过感受樊锦诗这位前
辈的故事，再次燃起了心中最初
对于艺术的热情”，也有观众称

“片中的敦煌真的很美，是一部
很适合大银幕来观看的影片”。

樊锦诗先生真人出镜本色出演

电影故事片《吾爱敦煌》17日起全国公映

国家文旅产业
融合发展示范区名单公示
敦煌成为我省唯一上榜县市

三年累计投入3.3亿元，全省连续17年未发生重特大
火灾事故，万人火灾发生率年均低于全国0.8个百分点……
11月14日，在甘肃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甘肃消防这五年”
新闻发布会上，甘肃省消防救援总队亮出一份详细的成绩
单，介绍了自2018年消防救援队伍改革转制五年来，我省
消防救援队伍为打造一支能应对全新的“全灾种、大应急”
职责所做的系列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