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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消防安全委员会
新闻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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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灾隐患举报投诉电话: 12345
新闻热线: 63529999消防

安全

晨报首席记者 叶松丽

12月 19日，《新闻晨报》老叶
较真栏目刊登报道《百年虹口救火
会大楼内隐患有点多》， 曝光武进
路 96 号 104 年优秀历史建筑里面
住着 “72� 家房客”， 消防通道阻
塞，楼内过道塞满破旧家具和生活
垃圾，居民最担心被“火烧连营”。

日前，虹口区四川北路街道通
知老叶较真，12 月 15 日上午 9：
30，街道将对该大楼的楼道堆物问
题进行集中整治。 并约老叶较真前

往采访。
然而，12 月 15 日上午 10 点，

记者赶到武进路 96 号时， 看见现
场冷冷清清，除了几个在过道里做
家务的居民外， 没有看到其他人。
阻塞过道的破旧家具和生活垃圾
还在原地，一件都没少，一寸地都
没挪，现场也没有任何改变。

随后，当地居委的冯先生来到
现场。 冯先生告诉记者，他们早上
来了 20 多个人，包括物业、城管、
平安应急、房办和居委等单位。 他
们把大楼公共走道内的垃圾进行
了清理，对电气线路隐患进行了初
步的排查。

记者 ：这么多人 ，清理掉什么
了？

冯先生：进门过道里的自行车
全部搬走了！

记者： 这些破旧家具还塞在这
里，没动。

冯先生：这都是居民做饭用的。
记者： 那些阻塞通道的柜子跟

做饭有什么关系？
冯先生： 确实有一些柜子堆在

那里。那户人家也不住在这里，我们
跟他们沟通过多次， 让他家清理掉
这些堆积物。但是他们说，如果大家
都搬，他们就搬，包括走廊里这些煤
气灶。 如果别人不搬，他们也不搬。

记者：这么说，这些消防隐患就
没法消除了？ 20 多个人就搬走了几
辆自行车？

冯先生向记者强调工作的复杂
性，说虽然是破旧物件，但也是居民
家的东西，居委会无权擅自处理。冯
先生没有谈到任何推进该项工作的
方案。

� � � � 问： 奉贤区主要的消防难点和
特点是怎样的？

宋喆： 奉贤区地域面积广，人
口数量大，业态复杂，消防工作的
难点和特点主要呈现以下几个方
面： 一是居住场所火灾占比较高，
约占全区火灾总量 36.8%；二是农
村地区“留守老人”及来沪务工人
员居住场所，火灾易发高发，占到
居住场所火灾一半以上；三是单位
厂房火灾为经济损失最大的火警
类型， 占总损失金额的 71.6%；四
是区域内危化企业仍有一定消防
安全风险， 火灾事故时有发生；五
是自贸新片区、 美丽产业等新建
设、新产业、新工艺中潜在的新风
险具有不确定性。

问：关于电动自行车违规充电，
有哪些值得分享的典型案例？

喻卫刚：今年十月份，奉城老街
一农村自建房发生了一把电动自行
车火灾， 幸好电动自行车停放在院

子里面，没有进门入户，人员都及时
逃生。

市民群众在电动车使用过程
中要注意以下几点：一是电瓶车应
该指定集中停放、充电区域，不要
停放在楼道、门厅，更不能进门入
户充电。 二是尽量在具备自动断电
保护的充电设施上充电， 不要过
充，严禁私拉乱接充电、“飞线”充
电。 三是购买时要选择质量过硬的
品牌，不要私自改装非标电瓶。 四
是定期对车辆电瓶、线路完好情况
进行检查， 密切关注车辆电瓶状
态，按时更换国标电瓶产品。 五是
鼓励群众，发现身边的火灾隐患并
举报。

问： 关于为老旧小区电动自行
车安装消防设施问题， 开展了哪些
工作？

宋喆：今年初，奉贤区就制定了
关于开展奉贤区住宅小区电动车充
电设施改造三年行动的一个方案，

把增设电动自行车充电位列入到区
政府为民办实事项目。

2021 年区财政投入 260 万经
费新增充电点 1200 个， 区房管部
门投入 1300 余万元为各街镇、开
发区老旧小区新增加充电车棚、库
近 200 个，充电电箱、桩 704 个，充
电车位 6229个。

问：奉贤区有不少危化企业，这
是消防安全的重点环节， 就此开展

了哪些工作？
喻卫刚： 针对危化企业管理这

一块， 我们一直是高标准严要求：一
是压实企业消防安全主体责任，指导
杭州湾开发区制定了《企业法定代
表人消防安全计分管理规定》和《企
业首席安全官制度实施方案》，形成
属地、企业消防安全责任命运共同体
的监管模式。二是提升消防监管智慧
化水平，目前已推进落实 21 家危化

企业安装消防物联网。 三是创新危
化企业治理新路径， 由专业能力强
的社会化服务机构为危化企业开展
“体检式”消防检查和评估。 截止 9
月上旬共完成 28 家危化企业安全
体检，发现一般火灾隐患 58项。

问：奉贤作为家具之乡，木器加
工企业消防安全现状如何？

宋喆： 奉贤区木器生产加工企
业聚集， 多年来因为缺乏有效规范
的产业引导，家具产业无序发展，一
度成为火灾多发行业。

2018年起，奉贤区开始启动木
器行业专项整治行动， 并开展多轮
“回头看”行动，目前在奉城及头桥
集体区域现有在册登记的木器企业
共计 109 家，后续根据产业结构调
整，按照“只出不进”的原则，坚决
做到“不增新量，减少存量”。

对于登记在册、 基本符合技术
条件的木器企业， 本着指导服务的
原则， 积极开展检查指导及宣传培
训工作，大力提升其自主管理水平，
减少火灾事故发生。

总体而言， 木器企业从原先的
凌乱到现在的规范， 火灾风险较之
前已经大幅下降， 消防安全形势持
续向好。

奉贤消防做客“有请发言人”

增设充电位列入为民办实事项目

奉贤消防救援支队受邀做客“有请发言人”栏目 /奉贤消防供图

晨报记者 倪 冬 通讯员 潘 路

12 月 15 日， 奉贤消防救援支队受邀做客 FM105.7 上海交通广播电台
“有请发言人”栏目，奉贤区消防救援支队支队长宋喆、副支队长喻卫刚走进
直播间，就大家关注的消防民生话题进行解答。

集中整治只搬走了几辆自行车

百年虹口救火会大楼内消防隐患仍未消除

� � � � 1.华经大厦依靠党组织 2 天拆
除 81 扇铁栅门

2019年 11月 14日，《新闻晨
报》刊登《加装铁栅门圈占公共楼道，
这个小区 2天拆掉 81扇铁栅门》。

位于普陀区宜川街道的 24 层
高的华经大厦，是一座住了 152 户
居民的大楼，里面居民们陆陆续续
装了 81 扇铁栅门。 这些栅门里堆
满了各种老旧家具和杂物，堵塞了
整幢楼的疏散通道。 但是，在宜川
街道、普陀区消防救援支队等部门
的支持下，宜川三村第二居民区委
员会用两天时间就拆掉了这 81 扇
铁栅门。

居民区党总支书记陈琴说，因
为楼里住的老人多， 楼道里装铁栅
门，让老人们进出很不方便。而且，万
一有人需要急救或者发生火灾，这些
铁栅门可能就会成为“鬼门关”。

决定拆除这些铁栅门，为楼里
居民打开救生通道时，遭到一些居
民的强烈反对。 相关部门持续工作
了几个月，一筹莫展。 后来居民区
依托党组织，多次召开支部会议，让
党员家里先拆！

于是，突破口终于找到了。 在
党员居民们的带领下，拆除工作顺
利铺开， 两天时间就将 81 扇铁栅

门悉数拆除。
2.在小区建“便民小屋”，提供

居民不时之需的物件
《新闻晨报》2019年 11月 15

日刊登《便民小屋成了小区居民的
“百宝箱”》一文，介绍普陀区宜川三
村第一居民区整治楼道堆物的经验。

经过多番走访， 宜川三村第一
居民区党总支书记杜佳敏认识到，居
民们在楼道里堆积陈旧物件，是备不
时之需。如果居委会能够解决居民的
日常需求，谁还愿意自己囤着？

于是， 该居民区就在居委会建
立了“便民小屋”，向居民出借不时
之需的物品。从圆台面、八字梯到冲
击钻、电子鞭炮等，应有尽有，从而
让喜欢在楼道“囤货”的居民没了
后顾之忧。

杜佳敏还组织居民将闲置物品
拿出来卖，名为“同心淘淘乐”的“跳
蚤市场”， 在这个小区已开展了很多
年。 居民们用破旧物件可以兑换一桶
油或者一袋米。 居委会用很小的代
价，就将居民“囤货”的习惯改掉了。

杜佳敏说，疏堵结合，就是他们
的工作思路。 让居民没有楼道堆物
的理由， 让居民乐意将利用率不高
的闲置物拿出来交换，形成习惯，就
达到了楼道堆物整治的目的。

[他山之石]

普陀区宜川街道整顿楼道堆物“有一手”

虹口救火会大楼楼道内大量旧家具仍在 /晨报记者 张佳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