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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政办秘〔2020〕38号

宿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宿州市
综合性消防救援装备发展规划
（2020－2024年）的通知

各县、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

《宿州市综合性消防救援装备发展规划（2020－2024

年）》已经 2020 年 10 月 19 日市政府第 51 次常务会议审议

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2020年 10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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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州市综合性消防救援装备发展规划
（2020－2024年）

为加快推进全市综合性消防救援装备转型升级，优化装

备性能结构和配备体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等

有关法律法规要求，结合国家《组建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

伍框架方案》和《安徽省综合性消防救援装备发展规划（2020

－2024 年）》，立足全市实际情况，编制本规划。

一、规划背景

（一）发展现状。

我市现有投入执勤消防救援站 12 个、消防战勤保障站 1

个、消防救援训练基地 1 个，全市消防救援队伍共配备消防

车 83 辆、冲锋舟橡皮艇 19 艘、无人飞行器 10 台，各类防

护及灭火救援装备 1.975 万件套。近年来，市政府投入财力

物力，扎实推动装备建设，全市装备数量不断增加，质量性

能不断提升，为我市综合性消防救援装备体系的建立奠定了

坚实基础。近 3 年，全市消防救援队伍共成功处置 1.4 万余

起火灾及各类灾害事故，出动消防救援人员 9 万人次，出动

车辆 1.6 万辆次，抢救疏散被困人员 0.6 万余人，有效保障

了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消防工作与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相联，当前，我市城市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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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不断提速、人口规模持续扩大，消防安全风险也随之加大，

全市社会面的消防安全形势和综合性消防救援任务日益严

峻。一是消防救援队伍职能不断拓展。在新修订的《消防法》

颁布实施后，随着城市的扩展延伸、经济的快速发展，人民

群众对公共安全期望的要求越来越高，消防救援队伍所担负

的职能任务从以火灾扑救为主，逐步向以抢救人员生命为主

的多种灾害救援职能拓展，出警任务日益繁重。二是火灾复

杂性和危险性不断加大。近年来，宿州市城市建设快速发展，

新设备、新工艺、新技术、新材料广泛应用，不可预测的火

灾因素大量增加，扑救难度加大，特别是高层、地下建筑、

易燃易爆危化品企业、大型批发市场、仓储物流企业、人员

密集场所等一旦发生火灾，极易造成群死群伤和重大财产损

失。三是部分城中村、群租房、小工厂、小作坊等场所环境

乱、基础差、道路堵、人员杂、火险多、隐患大，且流动务

工、老幼等弱势群体自防自救能力较差，火灾防控十分困难，

“小火亡人”事故时有发生。

消防救援队伍转制后，作为应急救援主力军和国家队，

承担着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应对处置各类灾害事故的重

要职责，职能任务从“单一灭火救援”向“全灾种、大应急”综

合性救援转变，任务量呈几何倍数增加，作战对象、训练模

式、救援方式发生深刻变化，应对处置地质灾害、建筑垮塌、

森林火灾、水域事故、空勤救援、公共卫生、重大环境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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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等特殊灾种的专业装备缺乏，现有救援装备不匹配新的

职能定位和任务需要。

（二）存在问题。

1．消防救援装备数量与队站建设不相适应。近三年，

我市先后投入使用消防站 3处，建成未投入使用消防站 1处，

在建消防站 3处，全市综合性消防救援装备中基本防护装备、

特种防护装备及抢险救援器材均存在缺配情况，装备整体效

能和科技含量偏低，结构不够合理，用于攻坚克难的“高精尖

专”装备严重不足，不能完全适应处置现代大型灾害事故的需

要。

2．消防装备建设经费投入不均衡。虽然宿州市消防装

备建设经费投入整体呈逐年上升趋势，市本级及大多数县区

装备建设经费较为充足，但也有部分县区消防装备建设经费

投入仍显不足，与灭火救援实际需求不符，所占财政收入比

重较低。部分地区为了装备达标，配备价格低、性能一般的

装备，装备建设总体水平仍处于低层次循环状态。

3．装备型号不统一，采购效益低。全市装备采购以分

散采购为主，采购体量较小、不成规模、缺乏连贯性，装备

经费投入标准难以统一，出现了同类装备型号过多、匹配性

差、采购效益低、价格浮动大等问题。同时，由于供应商过

多，造成了装备售后服务管理混乱等问题。

二、总体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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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

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认真落

实党中央、国务院组建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专业队伍的战略

部署，立足应急救援“主力军、国家队”的职能定位，立足灭

火救援“全灾种、大应急”的现实需求，按照“一专多能、专常

兼备”的总体思路，全面加强全市综合性应急救援装备建设，

逐步建成与综合性应急救援任务相适应、与消防救援队伍专

业化职业化能力相匹配的装备体系，为建设现代化美好宿州

创造良好的消防安全保卫环境。

（二）基本原则。

1．标准化原则。车辆装备的配备在品种、数量上要符

合国家《城市消防站建设标准》《消防员个人防护装备配备

标准》《消防特勤队（站）装备配备标准》等规定，同时在

产品技术标准和质量监督上应满足消防装备的市场准入要

求。

2．实战化原则。灭火救援装备的配备应立足实际、面

向实战，从提升作战效能角度出发，根据作战编成、力量等

级调派进行车辆编组、调配、整合，达到相互配套、优势互

补、形成体系，在此基础上对现有装备的种类和功能进行补

充和完善，提高一线综合作战能力。

3．模块化原则。应根据处置对象的类型和特点，采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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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化方式配备装备，优化装备集成，使其更具针对性和专

业性，方便作战力量编成和调派。在战勤物资装备保障上应

采用模块化储备和运输，突出保障的机动性和系统性，提高

遂行保障能力。

4．一致性原则。从降低消防装备使用、维护、管理成

本，提升灭火救援战斗力出发，加强消防装备的统型建设，

减少包括消防车底盘在内的同种用途、同一性能装备的品

种、型号，降低使用成本，提高使用效益。

5．持续性原则。建立消防装备的维护、维修机制，根

据消防装备全寿命周期内经费保障要求，确定消防装备年度

维持性经费预算。建立消防装备的更新机制，根据消防装备

退役报废情况制定安排装备更新经费预算，确保消防装备的

可持续发展。

6．前瞻性原则。根据宿州市经济社会发展状况，装备

建设必须立足实战、适度超前，应拥有一定数量科技含量较

高、满足宿州市灭火救援现实需求的高端技术装备，达到或

超过国内同类型城市消防装备的技术水平。

（三）发展目标。

2020 年，消防救援站按照《城市消防站建设标准》装备

配备达标率达 70%；市、县两级配备一定数量专业装备，满

足基本救援任务需要；各地自然灾害救援装备配备基本满足

实战需求；各县区结合本地火灾特点，针对性配备灭火攻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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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备，灭火攻坚能力得到初步提升；市级战勤保障站完成基

础车辆、装备及物资配备，满足一般执勤需要，并建设完成

装备维修站；市一级要建立工程机械社会联勤联动机制；消

防训练基地开工建设。

2021 年，消防救援站装备按照《城市消防站建设标准》

配备达标率达 80%；市级地震救援专业队、水域救援专业队、

山岳救援专业队装备配备达标，完成高层建筑、地下工程、

大型综合体、石油化工火灾扑救专业队基本装备配备任务，

配备远程供水系统，战勤保障站车辆、装备及物资配备达标

率 100%；初步建立消耗性装备库存备购机制，满足灭火救

援急需；消防训练基地建成，并同步配备训练装备，配备氧

气呼吸器、化学防化服、侦检器材等易损高价值防护装备和

高精尖装备的仿真模拟训练装备系统；市级装备维修中心建

成并完善，装备维修能力进一步提升。

2022 年，消防救援站按照《城市消防站建设标准》装备

配备达标率达 90%；地震救援专业队、水域救援专业队、山

岳救援专业队装备配备规模、质量进一步提升；在完成高层

建筑、地下工程、大型综合体、石油化工火灾扑救专业队基

本装备配备任务基础上，增加经费投入，进一步提升装备配

备水平和灭火救援攻坚能力；建立消耗性装备库存备购机

制，市级购置一定数量备份装备，满足灭火救援急需；全市

根据任务需要配备 1—3 台工程机械；新建成消防训练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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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练装备配备率达 100%，完善配备氧气呼吸器、化学防化

服、侦检器材等易损高价值防护装备和高精尖装备的仿真模

拟训练装备系统；全面推行消防员防护装备清洗维护室建

设，实现消防员防护装备集中专业清洗，化学防护服使用后

清洗率、气密性检测率达到 100%。

2023 年，消防救援站按照《城市消防站建设标准》装备

配备达标率达 100%；市级结合城市发展，加大灭火攻坚装

备配备力度，提升各类灭火救援扑救专业队装备规模、质量；

市级战勤保障站在达标基础上，进一步提升车辆、装备及物

资配备水平，战勤保障站工程机械配备总量达 3—5 台；市

级消防训练基地针对性地配备仿真模拟训练和虚拟现实训

练设备设施，完成消防员呼吸防护“三室一站”升级建设。

2024 年，通过更新换代，全市救援装备完成统型建设；

县区级消防救援站，结合辖区救援任务实际，配备专业装备，

满足基本任务需要；有任务需要的县区级消防救援站可配备

远程供水系统；市区难以覆盖的县区配备基础战勤保障车

辆、装备及物资，满足一般任务需要；市、县两级结合实际，

进一步加强工程机械配备；试点在基层消防站配备仿真模拟

训练和虚拟现实训练设备设施；在部分县区级消防救援站试

点推行消防员防护装备清洗维护室建设；全面使用统一的外

网装备信息采集平台，构建装备信息物联网大数据库，实现

装备全过程跟踪、全寿命管理以及作战效能统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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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点任务

（一）优化消防站装备配备。全面开展执勤消防救援站

装备达标建设，及时淘汰更新老旧装备，配齐各类装备品种

及数量，分级、分类对消防员防护装备、救援器材、消防车

辆、灭火药剂的“外观标识、结构型式、主要参数”进行统型，

实现装备配备数量与质量双提升。落实新建消防站配套消防

装备经费保障机制，确保新建消防站建成后营房、装备同步

投入使用。

（二）加快专业装备配备。按照“一专多能、专常兼备”

的原则，配齐配强各类“专、精、尖”装备。加强市、县两级

地震救援专业队、水域救援专业队、山岳救援专业队、空勤

救援专业队装备配备。针对洪涝、台风、山体滑坡、雨雪冰

冻、森林火情等自然灾害救援及公共卫生事件、重大动植物

疫情应急需要，配备专业处置装备。

（三）加强灭火攻坚装备配备。针对高层超高层、城市

大型建筑综合体、城市轨道交通、大体量地下建筑、各类化

工单位等特殊场所火灾扑救及消防勤务需要，重点加强高性

能、多功能、针对性强的灭火救援攻坚装备配备。

（四）推动消防战勤保障发展升级。根据辖区任务特点

及建设标准，完成战勤保障车辆装备物资配备，配齐配强所

需宿营、淋浴、卫勤、加油等战勤保障车辆，加强装备模块

化储运水平。市、县两级全面建立装备应急保障响应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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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消耗性装备库存备购机制，满足灭火救援急需。

（五）加强工程机械配备。针对重大石油化工火灾扑救、

化学事故处置、大跨度厂房火灾扑救、建筑物坍塌事故救援、

洪涝排险中的破拆清障、筑堤导流、转运物资等任务需要，

加强具有较强机动性的工程机械配备。

（六）完善训练装备配备。按照执勤装备与训练装备相

分离的原则，配齐市、县两级消防员训练专用装备。推行消

防车辆、水泵及工程设备仿真操做装置、真火训练装置等仿

真模拟训练设备。利用计算机、虚拟现实技术、可穿戴装备、

交互式信息平台等信息化技术手段开展虚拟仿真训练。配备

氧气呼吸器、化学防化服、侦检器材等易损高价值防护装备

和高精尖装备的仿真模拟训练装备系统。

（七）完善装备维修、维护及检测体系。整合现有资源，

借助社会力量，建立市级装备维修中心，提升市级战勤保障

站装备维修能力。推广应用装备远程技术保障系统，逐步实

现装备技术保障数字化。试点推行消防员防护装备清洗维护

室建设，提升消防员灭火防护服、化学防护服等防护装备的

清洗、维护保养水平。

四、保障措施

（一）强化组织领导。各县区及有关部门要把综合性消

防救援装备发展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形成多级统筹、上

下联动、多方协同的工作推进机制。市消防救援支队要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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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筹协调力度，市有关部门按职责分工积极研究支持政策，

鼓励地方提升综合性消防救援装备水平。各县区人民政府是

综合性消防救援装备发展工作责任主体，要统筹协调解决消

防工作中的重大问题。

（二）强化资金投入。各地要按照规划内容保障综合性

消防救援装备经费投入，根据市消防救援支队会同市财政局

制定的年度采购资金计划，落实资金来源，足额安排资金，

确保完成年度装备建设任务。全市消防装备建设经费任务分

解表明细如下：

全市 2020-2024 年消防装备建设经费任务分解表

序号 单位 装备建设经费（万元） 年均（万元）

1 市本级 4500 900

2 埇桥区 3250 650

3 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 1177.75 235.55

4 宿州马鞍山现代产业园区 752.9 150.58

5 灵璧县 2021 404.2

6 泗县 1747.05 349.41

7 萧县 2976.92 595.38

8 砀山县 1747.05 349.41

合计 18172.67 3634.53

（三）强化责任落实。坚持政府统一领导下的消防工作

责任制，发挥消防安全委员会协调作用，把综合性消防救援

装备建设纳入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健全规划实施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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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每年组织开展考评。

（四）强化规划实施。各地各部门要制定分年度规划实

施计划内容，建立完善规划实施考核机制，保障规划分步有

效实施。规划实施情况纳入各级安全生产和消防考核并定期

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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