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了解隐患，预防先行

餐饮场所后厨内往往用火、
用电、用气集中，容易存在火灾
隐患，如煤气罐老化、软管破损，
关火不拧阀门；油锅失控，油炸
食物油温高、油溅到火上；油烟
管道长时间未清理，导致油垢堆
积；插座过载、电线裸露在外，这
些都可能导致火灾的发生。

再加上易燃物密集，厨房的
油脂、纸箱、木质厨具，餐厅的桌
椅、装饰布料等，都是快速燃烧
材料，一旦起火，火势可能瞬间
蔓延，还可能引发燃气爆炸的连
锁反应。因此，“防患于未然”是
逃生的第一步。

进入餐厅时，别只顾着找座
位，应先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
道的位置。可以说，吃饭前花 1
分钟看安全出口，火灾时就能多
一分生机！具体来说分三步。

第一步是找出口：搞清楚从
哪进来，能从哪疏散。进门先看

绿色“安全出口”灯牌，记住位置
（尤其是带孩子时）。

第二步是认路线：墙上张贴
的“疏散示意图”要扫一眼，一旦
遇到紧急情况知道往哪跑。

第三步是瞄设备：对灭火
器、消防栓、应急灯的位置要心
里有数，紧急情况下能够镇定、
熟练使用消防器材。

另外，安全出口被货物堵
塞、疏散通道狭窄，或是外窗加
装了防盗网、窗户焊死铁栏杆等
情况，会阻碍逃生和救援，如果
发现这类情况，可拨打 12345 进
行举报。

小火快灭，大火快跑

若不幸遭遇火灾，保持冷静
是关键。我们推崇的原则是：小
火快灭，大火快跑！

是否尝试自行灭火，取决于
火势、烟势和燃烧物质。比如我
们遇到油锅着火，第一时间要做
的是关燃气，使用专用灭火毯覆

盖，隔绝氧气。严禁向油锅泼
水，水遇高温油会瞬间汽化，带
着热油飞溅，导致烫伤甚至引发
爆炸。

如果是电器冒烟，先切断电
源总闸，再拔插头，避免触电风
险，断电后用干粉灭火器对准冒
烟处喷射。

一旦发现火势失控就必须
果断选择立刻撤离，切勿贪恋财
物，因为火势蔓延速度快，而烟
比火更致命。

科学行动，分秒必争

火灾中，浓烟是头号杀手，
燃烧产生的一氧化碳会让人迅
速昏迷。火场逃生，最推荐的还
是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也是
我们通常所说的“防烟面具”。

在没有防烟面具的情况下，
毛巾拧到“不滴水但能挤出水”
的程度，将湿毛巾折叠至 8 层，
覆盖口鼻呼吸区域也能在一定
程度上降低烟气对呼吸道的伤
害，有助于逃生。

特别要提醒，饮料浸湿布料
很可能因含糖而粘脸，所以优先
选清水。火场逃生容错率极低，
错误决策可能导致致命后果。

因此，使自己远离这种“生死挑
战”才是上上策。

在不同的餐饮场所，逃生的
策略也有区别。

小店：往往通道窄、煤气罐
多，优先从正门跑，严禁穿越厨
房作业区。

商场、高层餐厅：逃生切记
不能乘坐电梯！应听从消防广
播指挥，沿着安全疏散标志，通
过防烟楼梯间迅速逃生。

露天大排档：要避免摔倒和
踩踏，远离煤气罐和油锅，逆风
方向逃生，避免飞火引燃衣物。

危难之时，迅速逃生是首要
选择，其次是固守待援，通过建
立抗御火势的阵地来确保自身
安全，比如以布条堵塞门缝，通
过向门上浇水等形式进行降
温。同时，拨打 119 告知被困位
置。

特别提醒，老人和孩子是遭
遇险境的弱势群体，带家中老人
和孩子外出用餐，应优先选择靠
近安全出口的位置，不宜选角落
卡座；应当提前教育孩子“着火
就跟紧爸妈跑”，别躲桌底或厕
所；协助老人逃生时应予以搀
扶，避免被挤倒发生踩踏，优先

选择贴墙走。

注意防护，谨防踩踏

火灾发生时，人会本能产生
逃离危险的紧迫感，尤其看到浓
烟或听到惊叫，容易因慌乱造成
无序抢行，导致踩踏事件的发
生。

遇险逃生时应双臂架在胸
前，像拳击手一样，保护自己不
被碰撞，优先保护自己的胸腔，
留出呼吸空间，不逆行、不推挤，
侧身顺着人流缓慢移动。

万一不慎摔倒，不要选择下
蹲、俯卧等姿势，要迅速蜷缩身
体成球状，用手护住后脑和胸
口，侧脸贴地留出口鼻呼吸空
间。

再多的美味也抵不过平安
二字，无论是食客还是从业者，
都要时刻绷紧安全弦。记住：火
灾无情，预防先行，科学逃生，莫
存侥幸。将安全意识融入日常，
让每一顿饭都吃得安心、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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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这三步，必要时能自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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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哨”密布，科技赋能
精准监测预警

在松口镇车田村，四要素自
动气象站静静矗立，实时数据源
源不断传回镇气象服务站。“过
去全镇只有 4 个观测站，防灾很
大程度上依赖经验判断。”梅县
区松口镇党委委员、副镇长梁彬
介绍，“去年我们加快建设步伐，
统筹规划新建了 7 个站点，覆盖
农业、水利、交通等多个领域，编
织起一张更精密的监测网。这
些站点，就是我们的‘前哨眼’，
对做好农业服务和灾害防御至
关重要。”

作为粤东首批试点镇，松口
镇天气会商系统建成启用。在
重大天气过程期间，镇里每日通
过该系统与区气象局进行实时
会商，确保第一时间掌握最新、

最权威的预报信息。针对松口
洪水多发特点，区气象局还为其

“量身定制”了“松口气象服务系
统”，重点建设韩江流域灾害性
天气协同监测预报预警系统，让
上游流域的雨情等尽在掌握。

突破“最后一公里”，气
象预警直达千家万户

预报预警信息如何突破“最
后一公里”瓶颈，及时传递到每
家每户？松口镇的答案是创新
推行“气象预警+大喇叭+网格
员”模式。

如今，全镇46个行政村实现
了农村气象大喇叭全覆盖。一
旦监测到重大天气过程，预警信
息通过梅县区突发事件预警信
息发布管理系统，可“一键式”启
动所有大喇叭广播预警，信息同
时精准推送至村干部和网格员

手机端，确保“预警到户、责任到
人”。

“农村老人多，手机使用率
相对较低。以前预警信息传递
是个大难题。”松口镇综合事务
中心干部何乐贤指着村头的大
喇叭说，“现在，大喇叭一响，预
警信息和河水水位情况瞬间传
遍全镇，老百姓能第一时间做好
撤离准备，心里踏实多了。”

制度筑基，“软硬兼施”
提升综合防御力

除了“硬科技”支撑，松口镇
同步深耕“软实力”培育。在松
口中学，校园气象科普站让防灾
减灾知识扎根于青少年心中，在
承载着历史记忆的百年骑楼街，
气象防灾减灾科普活动拉近了
公众与气象信息的距离。

梅县区气象局全力辅助松

口镇完善三防应急预案，成立了
气象灾害防御领导小组，明晰了
从分管领导到具体工作人员的
岗位职责，建立起涵盖气象服
务、应急联动、灾情报送、业务管
理的闭环制度和流程，形成了

“党委领导、政府主导、部门联
动、分级负责”的高效工作机制。

尤为关键的是，梅县区委机
构编制委员会印发《梅州市梅县
区乡镇岗位目录管理制度》，首
次将“气象灾害防御”纳入乡镇
岗位目录管理制度，从制度源头
上破解基层气象职能定位不明、
边界不清、协同不畅等问题。各
部门、各层级责任环环相扣，筑
起一道密不透风的“责任长城”。

“网格化责任体系+智能化
监 测 平 台 + 靶 向 化 预 警 发
布”——这套在实践中摸索出的

“松口模式”，展现出强大的生命

力。今年以来，面对多轮极端天
气考验，松口镇成功实现了“大
雨大汛无大灾，人员零死亡”的
目标。

从昔日被动“靠天吃饭”到
今日主动“知天而备”，松口镇以
先行者的担当，在粤东北山区成
功走出一条气象防灾减灾的新
路径。如今，大喇叭的声声预
警、网格员的匆匆脚步、监测屏
的时时跳动，与这座千年古镇的
红色基因交相辉映，共同守护着
万家灯火的安全。其探索出的
有效模式，已在梅州全域推广，
为更多乡镇筑牢抵御灾害的“第
一道防线”提供了可复制的“松
口样本”。

本报记者 刘肖勇
通讯员 吴文媚曾惠娟 廖雪峰

梅县松口镇打造广东省气象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先行镇

外出餐厅吃饭，不要直接就坐下无论是早茶飘香的老字号，还是烟火气十足的
夜市大排档，餐饮场所始终是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
的一部分。然而，热闹的背后也暗藏危机，人流量
大、装修复杂、厨房明火密集等特点，让火灾风险始
终如影随形。今天，特邀广东省消防救援总队新闻
宣传处一级助理员张戈，为大家讲解餐饮场所常见
的火灾隐患，让我们共同学习正确的火灾逃生知
识，为自己和家人筑牢消防安全的防线。

千年古镇筑起“智慧防线”

梅州市梅县区松口镇建成市县乡三级天气会商制度 廖雪峰 摄

在粤东北山区，三省交界处，拥有1200年历史的松口古镇是客家人
“下南洋”的首站。然而，密布的河流、频发的灾害性天气，特别是汛期集
中强降雨与上游水库泄洪叠加，让这座千年古镇也长期经受极端天气的
考验。

2024年，梅州市梅县区气象局与松口镇人民政府共同探索构建“上
下联动、分区防治、主动避险”的气象灾害防御新机制。2024年12月，松
口镇成功创建粤东首个“广东省气象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建设先行
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