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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原市森林防火条例

（１９８９年１２月２９日太原市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二十一次会议通过　１９９０年５月９日山西省第七届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批准　根据１９９７年１０月３１日
太原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关于修改

〈太原市森林防火条例〉的决定》修正　１９９７年１２月

４日山西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三十一次会议批准）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有效地预防和扑救森林火灾，保护森林资源，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国务院发布的《森林防火条例》和《山西
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的办法》，结合我市实际情况，制
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森林防火，是指森林、林木和林地火灾的
预防和扑救，在本市行政区域内，一切森林火灾的预防扑救，均适
用本条例。

第三条　森林防火工作实行“预防为主，积极消灭”的方针，坚
持发动群众与专业队伍相结合的原则。

第四条　森林防火工作实行市、县（市、区）、乡（镇）三级政府
行政领导负责制。

各级林业主管部门、森林经营单位及有林地、林木的单位，都
应在当地人民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实行部门和单位领导负责制。

第五条　预防和扑救森林火灾，保护和发展森林资源，是每个
公民应尽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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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森林防火组织

第六条　市、县（市、区）设立护林防火指挥部（城区除外），严
格履行国家《森林防火条例》规定的职责，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森
林防火工作，护林防火指挥部办公室设在林业主管部门，配备专职
干部，负责日常工作。

乡（镇）、林区村庄、森林经营单位和重点风景管理区，应当建
立相应的护林防火组织，负责本地区、本系统、本部门的森林防火
工作。

行政区交界的林区，由就近的当地人民政府牵头，建立护林
防火联防组织，确定联防区域，规定联防制度和措施，检查、督促联
防区域的森林防火工作。

第七条　各级林业公安机构，执行同级人民政府规定的森林
防火工作的有关任务。

第八条　各级护林防火组织和森林经营单位应当组建一定人
数的义务灭火队伍，人员相对集中，定期进行培训，提高灭火能力。

第九条　各乡（镇）、林区村庄和森林经营单位都应当配备专
职或兼职护林员。集体林业经济组织的护林员由乡（镇）人民政府
委任。国营森林经营单位的护林员，由单位推荐，县（市、区）人民
政府委任。护林员在森林防火方面的职责是：

（一）宣传森林防火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
（二）巡护责任区内的林木；
（三）严格执行入山、搜山管理制度；
（四）制止在林区违章用火；
（五）发现火情、火灾立即扑救，并及时报告；
（六）协助有关机关查处森林火灾案件。
护林员在执行公务时，应佩戴和持有省林业主管部门统一制

作的标志和证件。标志和证件由委任单位发给。

第三章　森林火灾预防和扑救

第十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组织经常性的森林防火教育，提
高人民群众的森林防火意识，做好森林火灾预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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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区村庄和森林经营单位，应当与当地驻军、企事业单位建立
联防制度，制定群众森林防火公约，做好经常性的森林防火工作。

森林经营单位必须对新入岗的职工进行森林防火培训。
第十一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一旦发现森林火灾，必须立即扑

救，并及时向当地人民政府或护林防火指挥部报告。
扑救森林火灾，所有单位和个人都应服从当地人民政府或者

护林防火指挥部的统一指挥。
气象、公安、部队、民政、铁路、交通、民航、邮电、财贸、卫生等

部门，应当在扑救森林火灾时，认真履行各自的职责。
第十二条　根据我市的气候条件，确定每年十月十五日至第

二年的六月十五日为森林防火期，四月份为森林防火重点月，“清
明”节前后和“五一”、“五四”节前后（四月二十九日至五月五日）为
森林火灾特险周。

第十三条　进入林区的人员必须遵守以下规定：
（一）禁止上坟烧纸、开山放炮；
（二）禁止吸烟、野炊、烤火；
（三）禁止烧荒、烧地堰草；
（四）未经批准不得使用枪械狩猎；
（五）未经批准不得进山搞副业。
进入林区的各种机动车辆，必须有防火装置，并采取其他有效

措施。严防漏火、喷火。
在林区进行勘察和施工等活动，必须由县以上林业主管部门

批准，并采取防火措施。
第十四条　森林防火重点月，通往林区的主要道路设卡，严格

检查，扣留与没收火种。
第十五条　森林火灾特险周，天龙山、崛 山为森林防火警戒

区，悬瓮山为森林防火戒严区。警戒区和戒严区应当树立标志，出
示森林防火通告。进入警戒区的人员必须遵守森林防火通告的规
定。因特殊情况需进入戒严区的人员，必须持有市林业主管部门
批准的证明，并遵守森林防火通告的规定。

第十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组织有关单位和个人做好平原
林网林地、林木的防火工作。

禁止在铁路、公路和田间四旁的林网林带堆放秸草、烧灰、积
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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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组织有关单位加强森林防火设
施建设：

（一）设置火情 望台；
（二）配备防火灭火机具、交通工具；
（三）健全通讯设施，逐步实现市、县（市、区）、乡（镇）三级通讯

网络化；
（四）重点林区修建防火道路、隔离带。
第十八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保证森林防火工作有一定资金，

资金由财政拨款，育 林 基 金 中 提 取 和 有 林 单 位 自 筹 解 决，实 行 分
级、分部门管理，专款专用。年终结余允许跨年度使用。

第十九条　扑救森林火灾中的各项费用，按下列规定支付：
（一）因扑救森林火灾负伤、致残或牺牲的国家职工（含合同制

工人和临时工，下同），由其所在单位给予医疗、抚恤；非国家职工
由起火单位按照国家的有关规定给予医疗、抚恤。起火单位对起
火没有责任或确实无力负担的，由起火单位的上级主管部门或当
地人民政府给予医疗、抚恤。

（二）国家职工在扑救森林火灾期间的工资（含奖金）、差旅费
由所在单位支付。

（三）国家职工在扑救森林火灾期间的生活补助费，非国家职
工参加扑火期间的误工补贴和生活补助费，及所消耗的其他费用，
由火灾肇事单位或者肇事个人支付；火因不清的，由森林权属单位
支付。

（四）本条第三项所指费用，火灾肇事单位、个人或者森林权属
单位确实无力支付的部分，由当地人民政府支付。

第四章　森林火灾的调查和统计

　　第二十条　森林火灾分为：
（一）森林火警：受害森林面积不足一公顷或者其他林地起火

的；
（二）一般森林火灾：受害森林面积在一公顷以上不足一百公

顷的；
（三）重大森林火灾：受害森林面积在一百公顷以上不足一千

公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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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特大森林火灾：受害森林面积在一千公顷以上的。
第二十一条　森林火灾发生以后，由当地人民政府或者护林

防火指挥部及时组织林业主管部门、公安部门和有关单位，对起火
时间、地点、原因、肇事者，受害森林面积、经济损失、物资消耗，参
加扑火的人员、车辆及人身伤亡情况，进行详细调查，如实上报。

第五章　奖励与处罚

第二十二条　有下列事迹之一的单位或个人由市人民政府给
予奖励：

（一）县（市、区）行政区域内一年不发生森林火灾的；
（二）林区、乡（镇）行政区域内连续三年不发生森林火灾的；
（三）发现森林火灾及时报告，并尽力扑救，避免造成重大损失

的；
（四）发生森林火灾及时采取有力措施组织扑救，或者在扑救

森林火灾中起模范带头作用，有显著成绩的；
（五）发现纵火行为，及时制止或者检举报告的；
（六）在查处森林火灾案件中作出贡献的；
（七）开展森林防火联防活动成绩显著的；
（八）林区负责人和护林人员防火工作成绩卓著的；
（九）在森林防火科学研究中有发明创造的；
（十）连续从事森林防火工作十五年以上，工作有成绩的。
县（市、区）、乡（镇）人民政府可以参照前款规定，对森林防火

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予以奖励。
第二十三条　有下列第一项至四项行为之一的，处十元至五

十元罚款或者警告；有第五项、六项行为之一的，处五十元至一百
元的罚款或者警告；有第七项行为的，责令赔偿损失，限期更新造
林，可以并处一百元至五百元的罚款：

（一）违反本条例第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
（二）违反本条例第十五条规定擅自进入戒严区的；
（三）违反本条例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的；
（四）有森林火灾隐患、经森林防火指挥部或林业主管部门通

知不加消除的；
（五）违反本条例第十三条第二款、第三款规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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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不服从扑火指挥机构的指挥或延误扑火时机，影响扑火
救灾的；

（七）过失引起森林火灾，尚未造成重大损失的。
有前款行为之一的责任人员或者在森林防火工作中有失职行

为的人员，还可以视情节和危害后果，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主管机关
给予行政处分。林业职工有前款行为之一的应从重处理。

第二十四条　本条例第二十三条规定的行政处罚，由县级以
上林业主管部门或者其授权的单位决定。

当事人对林业主管部门或者其授权的单位作出的行政处罚决
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处罚通知之日起十日内向作出处罚决定机
关的该级人民政府申请复议；不服复议裁决的，可在接到复议裁决
通知书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期满不申请复议或不起诉又不
履行的，林业主管部门或者其授权的单位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
执行。

第二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应当给予治安管理处罚的，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由公安机关处罚；构成犯
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六条　本条例执行中的具体问题由太原市林业主管部
门负责解释。

第二十七条　本条例自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
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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