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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江北区应急救援队伍建设

实施意见的通知
江北府办发〔2020〕45号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区政府各部门，有关单位：

《江北区应急救援队伍建设实施意见》已经区委第 147 次常

委会会议、区政府第 99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

请遵照执行。

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0 年 6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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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北区应急救援队伍建设实施意见

为加快推进应急体制改革，切实加强应急救援队伍体系建

设，努力提升生产安全与自然灾害突发事件应急处置能力，根据

全市应急体系建设工作要求，结合我区实际，提出如下实施意见。

一、总体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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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

精神以及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九次集中学习时关于应急管

理体系和能力建设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应急管理重要论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牢固树

立安全发展理念，立足“大应急、全灾种、综合性”应急救援发展

方向，以控大事故、防大灾害为核心目标，按照“加强资源整合，

推动军民融合，强化基层力量，完善运行机制，提升战斗能力”

总体要求和“对党忠诚、纪律严明、赴汤蹈火、竭诚为民”的训词

精神，全面建设以消防救援支队为主力、专业救援队伍为骨干、

群众应急力量为辅助、综合应急救援队伍为支撑的应急救援体

系，切实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努力维护社会安全稳定，

为争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示范区”和加快推进全市“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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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示范区建设提供坚实保障。

（二）总体目标。逐步推进全区应急救援队伍体系建设，建

立健全工作机制，形成统一领导、分级指挥、专常兼备、体制顺

畅、职责明确、反应灵敏、上下联动、保障有力、平战结合的应

急救援力量。

——2020 年，相国寺消防站、三峡库区综合应急救援中心

完工投用，在观音桥商圈周边建成 3 个消防救援小型站；重点行

业领域专业救援队伍、救援支持队伍全面建成；按照平战结合原

则，推进“区-街镇-社区”三级综合应急救援队伍建设；推进生产

经营单位应急救援队伍建设，重点企业和住宅小区依法应建尽

建；加快区应急指挥中心、区消防救援指挥中心等平台建设，建

立健全应急救援队伍联动响应机制。全区应急救援队伍体系框架

基本形成。

——2021 年，推进石子山、前卫消防救援站建设项目，推

进东原 D7 区购物中心、龙湖源著天街、寸滩立交、郭家沱市民

广场 4 个消防救援小型站和铁山坪、明月山两个临时消防救援小

型站建设项目；推进防灾减灾、应急处置信息化建设，打通部门

间信息壁垒，整合大数据信息资源，建立健全信息共享机制。全

区应急救援队伍体系进一步完善。

——2025 年，力争完成五宝综合训练基地及唐家沱、铁山



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政府行政规范性文件

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发布

- 4 -

坪、五里店、五宝等 4 个消防救援站建设项目，形成 12 个消防

站（含三峡库区综合应急救援中心江北大队）、1 个训练基地、

7 个小型站的消防救援站点布局；重点行业领域专业救援队伍得

到全面加强，综合协调机制运行顺畅；“区-街镇-社区”三级综合

应急救援队伍联勤联动，应急处置能力明显提升；重点企业和住

宅小区应急救援队伍训练有素，具备一般事故灾害突发事件的自

救、互救能力。应急救援能力满足本区域安全生产和自然灾害突

发事件应急工作需要。

二、建设“主、专、群”三类救援战斗队伍

按照《关于印发江北区安全生产与自然灾害应急体系建设总

体方案（试行）的通知》（江北委办〔2019〕113号）文件精神，

建设“主、专、群”救援战斗队伍。

（三）建强主力救援队伍。按照组建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

伍、构建新时代应急救援体系的要求，把区消防救援支队打造成

应急救援的主力军和国家队。科学规划和建设消防救援站及消防

救援小型站，按照“一站一专，一专多能”思路，加强队伍专业化

训练，从单一救援功能向多灾种救援功能转变，以满足“大应急、

全灾种、综合性”应急救援的需要。主要承担全区生产安全事故、

火灾事故以及森林火灾、水旱灾害、气象灾害、地质灾害、地震

灾害等自然灾害的应急救援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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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建全专业救援队伍。区应急、林业、公安、建设、交

通、城市管理、市场监管等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

根据行业特点和我区实际，可以单独建立或者依托有条件的生产

经营单位、社会组织联合建立以及购买服务的方式组建专业应急

救援队伍，包括危险化学品事故处置、地质灾害救援、防汛抗旱、

森林防灭火、道路交通事故处置、建设工地事故救援、道路抢险

保通、桥梁隧道抢险救援、特种设备事故救援等专业类型，负责

单独处置或与主力救援队（区消防救援支队）共同处置本行业领

域的突发事件。

区经信、城市管理等部门负责指导相关单位做好电力、燃气、

通讯、供水等应急保供抢险队伍建设。

（五）建好群众救援队伍。区人民武装部民兵应急队伍作为

区级应急救援的重要力量，按照《重庆警备区印发关于加强民兵

应急队伍建设的意见》文件精神，加快与我区应急救援体系深度

融合，联合参与抗洪抢险、森林灭火、抗震救灾、地质灾害救援、

水上救援和处置较大以上生产安全事故等重大应急救援任务。积

极培育蓝天救援队等社会应急救援力量。

三、建设“区-街镇-社区”三级综合应急救援队伍

（六）组建区综合应急救援队伍。区应急局组建一支 30-50

人的专兼职综合应急救援队伍，其中专职人员不少于 30 人，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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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由区应急局副局长兼任。突出“防救并重”职能，平时按《重庆

市应急救援队伍训练与考核大纲（试行）》开展训练，参与预防

性检查、安全宣传培训和应急演练等工作。战时负责搭建现场指

挥部，开展指挥部运行相关工作；负责统筹救援指挥、协调勤务

保障、维护现场秩序等工作；支持配合“主专群”救援战斗队伍实

施抢险救援。

（七）组建街镇综合应急救援队伍。各街镇分别组建一支

30-50人的专兼职综合应急救援队伍，其中专职人员不少于 5 人，

其余队员可由街镇在职职工和综合行政执法大队、综治巡逻队等

队员兼任，队长由应急办主任兼任。整合专职消防、民兵等应急

力量，实现综合应急、专职消防、民兵应急“三位一体”，平时负

责预防性检查、自然灾害监测预警、重大风险作业监护、安全宣

传培训等服务工作，开展应急演练和抢险救援训练，不断提升事

故灾害应急处置能力；战时负责事故灾害救援先期处置、组织群

众自救互救、突发事件信息报送等工作，协助参与抢险救灾、人

员转移安置、物资发放、秩序维护、信息续报、善后处置等外围

服务工作。

区商圈办、区港城发展中心、鱼复管委会要结合工作实际，

参照街镇综合应急救援队伍建设要求，建设综合应急救援队伍。

（八）组建社区综合应急救援队伍。各社区依托社区应急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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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站（微型消防站）或重点企业、住宅小区微型消防站，组建社

区综合应急救援队伍，每支队伍不少于 6 名队员，可由社区工作

人员、治安巡逻队员、保安员、综治网格管理员或辖区生产经营

单位应急救援队队员担任。负责安全（消防）宣传、应急演练和

培训等工作；负责组织社区网格员、楼栋长结合日常工作，做好

巡逻巡查、突发事件信息报告、帮扶救援等工作；负责突发事件

先期处置，配合各级应急救援队伍开展应急处置工作。各社区应

落实 1 名应急专干（可由综治专干兼任），承担应急管理相关工

作。

四、建设“协调、专家、支持”三种抢险救援保障队伍

（九）组建抢险救援协调队伍。区应急局组建一支 5-8 人的

专兼职协调队伍，配备适当规模的救援现场指挥官，常态时负责

监测预警、风险管控、会商研判、预案管理、应急演练、救援队

伍及应急指挥平台的建设和运行等日常工作。应急时负责收集整

理各方工作情况，汇总、分析、报送重要信息；承办指挥部各类

会议，跟踪督办落实指挥部工作指示；负责与上级指挥机构和后

方指挥中心的沟通协调，及时传达上级指令和反馈现场处置情

况。

（十）组建抢险救援专家队伍。针对石油天然气储运、危险

化学品、烟花爆竹、交通、建筑工地、消防、环保、防汛抗旱、



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政府行政规范性文件

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发布

- 8 -

地质灾害等重点行业领域，相关行业领域主管部门要选聘优秀专

业人员组建专家队伍，参与较大及以上事故灾害的救援工作，及

时分析事故灾害特征、影响程度、发展趋势，从专业技术角度提

出处置要点及防范措施等意见建议。

（十一）组建抢险救援支持队伍。相关行业领域主管部门牵

头组建或指导企业建立医疗卫生、城市管理、环境污染、气象地

理、警戒秩序、交通运输和通讯、电力、燃气、供水等抢险救援

支持队伍，为事故灾害应急救援现场提供支撑和保障。

五、建设生产经营单位应急救援队伍

（十二）重点企业应急救援队伍建设。易燃易爆物品、危险

化学品等危险物品的生产、经营、储存、运输单位，宾馆、商场、

娱乐场所、旅游景区等人员密集场所经营单位，以及矿山、金属

冶炼、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建筑施工单位等重点企业，要依法建

立应急救援队伍，配备必要的应急救援装备和物资，原则上队员

年龄不得大于 45岁，且应当具备必要的专业知识、技能、身体

素质和心理素质，主要负责突发事件先期处置、组织人员疏散、

安全巡逻巡查、消防设施维护、防灾避险知识普及等工作。鼓励

有条件的企业建立专职消防队。

（十三）住宅小区应急救援队伍建设。被列为消防安全重点

单位的住宅小区应当参照重点企业落实应急救援责任，由物业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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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公司负责建立应急（志愿）救援队伍。无物业管理的老旧小区、

非消防安全重点单位的住宅小区及其他应急救援力量薄弱的重

点区域，由属地街镇（园区、商圈）负责指导落实相关应急工作。

（十四）强化应急救援队伍统筹。重点企业应急救援队伍建

设工作，由行业领域主管部门牵头指导落实，辖区街镇（园区、

商圈）协助；住宅小区应急（志愿）救援队伍建设工作，由辖区

街镇牵头指导落实，部门协助。园区（商圈）聚集的生产经营单

位，经主管部门同意，在园区（商圈）工作机构指导下，可以联

合建立应急救援队伍。

重点企业、住宅小区应急救援队伍接到行业领域主管部门、

辖区街镇（园区、商圈）的救援指令后，应当立即组织参与邻近

单位事故灾害应急救援。接到邻近单位救援请求的，应当积极支

援。参与外单位应急救援所产生的物资消耗、装备损坏等费用由

当地街镇给予补偿。

六、提升应急救援综合能力

（十五）加强应急救援队伍管理。消防站救援站、消防救援

小型站由区消防救援支队负责建设、管理和指挥；区综合应急救

援队伍由区应急局负责建设、管理和指挥，由区消防救援支队负

责日常训练和生活管理；专业救援队伍由相关行业领域主管部门

负责建设、管理和指挥；街镇综合应急救援队伍由各街镇负责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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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管理和指挥，由区人武部、区应急局、区消防救援支队负责

业务指导；社区综合应急救援队伍由各社区负责建设和管理，按

照分级分类原则，接受区消防救援支队、辖区街镇和社区的指挥

调度。

（十六）强化应急救援队伍训练。区消防救援支队应当按照

“一队一专、一专多能”的思路，制定辖区消防救援站和消防救援

小型站专项训练计划，并严格组织实施；并将街镇综合应急救援

队伍、社区综合应急救援队伍和重点企业、住宅小区应急救援队

伍纳入训练对象，原则上每年不少于一次轮训。区应急局负责制

定区综合应急救援队伍训练大纲并严格组织实施。相关行业领域

主管部门负责指导专业救援队伍落实训练任务。区人武部负责按

照有关规定，做好民兵应急队伍的训练工作。生产经营单位应急

救援队伍所在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对应急救援人员进行

培训，应急救援人员经培训合格后，方可参加应急救援工作。

（十七）加强事故灾害应急演练。各街镇（园区）、行业领

域主管部门、生产经营单位应当针对事故灾害风险的特点和危

害，进行辨识和评估，制定相应的事故灾害应急救援预案。区政

府和各街镇（园区）、行业领域主管部门应当至少每 2 年组织 1

次事故灾害应急演练。

易燃易爆物品、危险化学品等危险物品的生产、经营、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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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单位，宾馆、商场、娱乐场所、旅游景区等人员密集场所经

营单位，以及矿山、金属冶炼、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建筑施工单

位等重点企业应当至少每半年组织 1 次事故灾害应急演练，并将

演练情况报送至区级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

七、完善应急救援工作机制

（十八）建立应急值守工作机制。各应急救援队伍要落实

24 小时应急值守制度，保障非工作时间及特殊时段的应急救援

力量。区应急局、区消防救援支队、有关行业领域主管部门应当

按照有关规定，安排应急救援队伍落实应急值守职责；街镇综合

应急救援队伍每班值守队员不少于 2 人；社区综合应急救援队伍

应急值守工作由社区统筹安排，每班值守人员不少于 2 人。

（十九）加强应急联动响应。建立健全全区应急救援联动响

应机制，充分发挥各级救援队伍的特点，积极构建多种形式应急

救援力量相互补充的应急救援体系，树立“宁可跑空十回，不可

失防一次”的救援理念，形成上下联动、左右衔接、军地协调的

应急救援新格局，切实提升全区突发事件应急处置能力。

（二十）完善应急救援指挥机制。坚持事故灾害分级分类指

挥原则，一般事故灾害由行业领域主管部门或街镇（园区、商圈）

负责指挥救援；较大及以上事故灾害，在区重大事故灾害应急救

援总指挥部的统一领导下，和区事故灾害应急处置现场指挥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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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指挥下开展抢险救援工作。

八、落实应急救援工作保障

（二十一）加快应急指挥平台建设。根据应急管理信息化建

设任务要求和区委、区政府安排部署，区应急局按照全市三级应

急指挥大厅标准，建设部门应急指挥平台，实现与各级党委政府、

各级应急部门和相关单位互联互通，整合应急、消防、公安、规

划自然资源、城市管理、农业农村等部门大数据信息资源，满足

全区自然灾害和生产安全的信息传输、数据处理、指挥调度等工

作。同时，在区智慧城市运营管理中心设置区应急局操作席位，

落实相关软、硬件设备，与区应急局应急指挥平台实现信息资源

共享，作为区级应急救援指挥中心。

（二十二）加快消防救援站点建设。根据我区城市建设发展

实际和自然灾害与安全生产事故应急救援工作需要，做好唐家

沱、铁山坪、郭家沱、五宝等 4 个消防救援站和龙湖源著、东原

D7 区、寸滩立交、郭家沱市民广场、铁山坪林区、明月山林区

等 6 个消防救援小型站的建设规划。加快推进石子山、前卫、相

国寺等 3 个消防救援站和三峡库区综合应急救援中心，以及观音

桥商圈、北城天街、九街等 3 个消防救援小型站建设项目，加快

完成我区消防救援站点布局。

（二十三）建设应急救援物资仓库。加快区级应急救援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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仓库建设，按照资源共享、统一调配的工作原则，建立健全应急

物资储备、调用工作机制，整合区级应急救援物资，提高自然灾

害与安全生产事故处置工作的反应速度与应对能力。

（二十四）加强应急救援队伍保障。各应急救援队伍管理单

位要将队伍日常运行工作经费纳入单位年度预算，按照“正规化、

规范化、专业化”要求，落实专用办公场地、专业救援装备，并

及时进行维护保养；落实应急值守人员生活保障，值守工作结束

后应尽量安排补休，如因工作需要不能安排补休的，应按照相关

规定给予适当应急值守补助。

（二十五）强化督导考核。全区应急救援队伍建设工作由区

安委会、减灾委、消委会统筹，区安委办、减灾办（区应急局）

和消委办（区消防救援支队）负责组织推进、检查指导、考核督

办。各街镇（园区）、部门、单位要加强组织领导，加快推进应

急救援队伍建设，全面构建我区应急救援队伍体系，整体提高事

故灾害抢险救援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