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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河南省公安厅消防局提出。 

本标准起草单位：河南省公安厅消防局。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王建刚、范平安、韩建平、王天瑞、刘新兵、王新凯、王肖。 

本标准参加起草人：康文安、张万民、赵伟刚、刘正勤、邓建华、张镇宇、梅红秀、江波、康大生、

王金玲、刘志亮、汪海、种新胜、游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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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单位消防安全“三会三化”建设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社会单位消防安全“三会三化”建设的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河南省行政区域内社会单位开展消防安全“三会三化”建设。 

2 术语与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2.1  

社会单位 

有固定活动场所且有依法注册名称和其他合法名称的组织。包括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个

体工商户及其他组织。 

2.2  

消防安全“三会三化” 

会检查消除火灾隐患、会扑救初起火灾、会组织人员疏散逃生和管理标准化、标识明细化、宣传常

态化。 

2.3  

消防安全标识 

用图案、符号、文字、特定的颜色和几何形状构成的标志，向人们传递消防安全信息，传达消防安

全管理指令。 

2.4  

公众聚集场所 

宾馆、饭店、商场、集贸市场、客运车站候车室、客运码头候船厅、民用机场航站楼、体育场馆、

会堂以及公共娱乐场所等。 

2.5  

人员密集场所 

公众聚集场所，医院的门诊楼、病房楼，学校的教学楼、图书馆、食堂和集体宿舍，养老院，福利

院，托儿所，幼儿园，公共图书馆的阅览室，公共展览馆、博物馆的展示厅，劳动密集型企业的生产加

工车间和员工集体宿舍，旅游、宗教活动场所等。 
2.6  

消防安全责任人 

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是本单位的消防安全责任人，全面负责本单位消防安全工作。 
2.7  

消防安全管理人 

由单位的副职担任，也可以单独设置或聘任，具体实施和落实本单位的消防安全工作。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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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从事消防安全管理工作的相关人员。包括消防工作归口管理职能部门的工作人员和保安、专职

消防队员、志愿消防队员等。 

3 会检查消除火灾隐患 

3.1 社会单位应认真落实相关消防法律法规，做到“消防安全自查、火灾隐患自除”。 

3.2 消防安全责任人应了解消防法律法规，落实逐级消防安全责任制，将消防安全工作纳入本单位生

产、科研、经营、管理等活动内容进行统筹安排，保障单位消防工作经费、火灾隐患整改和消防组织建

立等重大事项的落实。 

3.3 消防安全管理人应熟悉消防法律法规，组织制定并督促落实消防安全制度和操作规程，每月至少

组织一次防火检查。社会单位内设部门负责人应对本部门每周至少组织一次防火检查。 

3.4 专兼职消防管理人员应掌握消防法律法规，熟悉本单位消防安全状况，管理、维护建筑消防设施，

每日开展防火巡查。其中公众聚集场所营业期间应每 2h巡查一次，营业结束时对营业现场进行检查，

消除遗留火种；医院、养老院、寄宿制学校、托儿所、幼儿园应每日至少进行两次夜间防火巡查。 

3.5 自动消防系统的操作人员应掌握自动消防系统的功能和操作规程，每日测试主要消防设施功能，

发现故障或隐患及时消除。自动消防系统的操作人员应通过消防职业技能鉴定。 

3.6 单位员工应当熟悉消防安全制度和操作规程，掌握本岗位火灾危险性和火灾防范措施，每天班前、

班后对本岗位进行防火检查，及时发现火灾隐患。 

3.7 发现的火灾隐患应立即整改；对不能立即改正的，消防工作归口管理职能部门或专兼职消防管理

人员应及时向消防安全管理人或消防安全责任人报告。 

3.8 消防安全管理人或消防安全责任人接到火灾隐患报告后，应立即组织核查，及时确定整改措施、

期限、责任人和部门，并督促落实。消防安全责任人应为整改火灾隐患提供经费和组织保障。 

3.9 火灾隐患整改责任人和部门应按照整改方案要求，落实整改措施，加强整改期间的安全防范；对

不能保证消防安全，严重危及人身和财产安全的，应将危险部位停产停业整改。 

4 会扑救初起火灾 

4.1 社会单位应建立志愿消防队，依法应建立专职消防队的单位应当建立专职消防队，承担本单位及

临近单位的火灾扑救工作。 

4.2 单位员工应掌握电话报火警的基本要求和灭火器、消火栓等消防器材、设施的使用方法，熟知本

单位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具备扑救初起火灾的基本技能。 

4.3 单位员工发现火灾应立即拨打“119”电话报警，并通过报警按钮或楼层电话等向消防控制室报警。

起火部位现场及附近员工应立即展开扑救，并引导在场人员疏散。 

4.4 自动消防系统的操作人员接到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发出的火灾报警信号后，应立即通知巡查人员或

报警区域的值班、工作人员迅速赶往现场进行确认。火灾确认后，应立即电话报警，并启动灭火和应急

疏散预案，单位志愿消防队、专职消防队应迅速赶赴火灾现场，扑救火灾，疏散人员。 

5 会组织人员疏散逃生 

5.1 社会单位应组织制定符合本单位实际的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并每季度至少组织开展一次灭火疏

散演练。 

5.2 单位员工应熟悉本单位疏散逃生路线以及引导人员疏散程序，掌握避难逃生设施的使用方法，具

备火场自救逃生和组织引导人员疏散的基本能力。 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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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人员密集场所应逐楼层、逐部位确定疏散引导人员，负责紧急情况下组织引导在场人员安全疏散。

公共娱乐场所应逐房间配备简易防护面罩、手电筒等逃生自救设备。 

5.4 火灾发生后，疏散引导人员应通过喊话、广播等形式，稳定火场人员情绪，消除恐慌心理，引导

群众采取正确的逃生方法，向安全出口、疏散楼梯、避难层（间）、楼顶等安全地点有序疏散逃生，避

免拥堵踩踏。 

5.5 火灾发生时，应按照以下顺序通知人员疏散： 

a) 二层及以上的楼层发生火灾，应先通知着火层及其相邻的上下层； 

b) 首层发生火灾，应先通知本层、二层及地下各层； 

c) 地下室发生火灾，应先通知地下各层和首层。 

5.6 应优先疏散婴幼儿和老、弱、病、残、孕人员。 

6 管理标准化 

6.1 消防管理组织 

6.1.1 单位应建立健全内部消防安全管理体系，确定消防工作归口管理职能部门和专兼职消防管理人

员，根据实际确定各部门、各楼层、各区域的消防安全负责人，逐级明确消防安全责任，每年签订消防

安全责任书。 

6.1.2 单位应制定完善消防安全教育培训、防火巡查检查、安全疏散设施管理、消防（控制室）值班、

消防设施器材维护管理、火灾隐患整改、用火用电安全管理、易燃易爆危险品和场所防火防爆管理、专

职和志愿消防队的组织管理、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演练、燃气和电气设备的检查和管理、消防安全工作

考评和奖惩等消防安全制度和操作规程，并公布执行。 

6.1.3 承包、租赁场所的承租人是其承包、租赁范围的消防安全责任人。 

6.1.4 同一建筑由两个以上单位共同管理或者使用的，应书面明确各方的消防安全责任，确定责任人

对共用的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建筑消防设施和消防车通道进行统一管理。 

6.1.5 消防安全责任人或消防安全管理人应每月至少召开一次消防工作例会。 

6.2 建筑消防设施管理 

6.2.1 建筑消防设施必须符合国家现行消防技术规范与标准。建筑消防设施投入使用后，应保证正常

运行，任何单位、个人不得擅自拆除、改造、埋压、圈占、遮挡、挪用、停用和损坏，确需改造的必须

依法办理相关手续。 

6.2.2 单位消防安全归口管理职能部门和专兼职消防管理人员应负责本单位消防设施的巡检。消防设

施巡检每日至少进行一次，重点检查常闭防火门是否关闭、自动报警和自动灭火系统是否运行正常、消

火栓压力是否符合要求等内容，并填写巡检记录。 

6.2.3 单位应与具备相应资质的企业签订消防设施维保协议。每月至少组织开展一次消防设施测试检

查，每年至少组织一次消防设施全面检测，填写测试记录和年度检测报告，年度检测报告应于 30日内

报主管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备案。单位消防设施的测试检查和全面检测应当由具有相关资质的中介服务单

位实施。 

6.2.4 消防设施出现故障，应当及时组织修复。因故障、维修等原因，需要暂时停用系统的，应经单

位消防安全责任人批准，系统停用时间超过 24h 的，应报当地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备案，并采取有效措施

确保安全。 

6.3 安全疏散设施管理 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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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1 消防安全疏散设施必须符合国家消防技术标准，应落实定期维护检查，发现损坏应及时维修、 

更换。 

6.3.2 单位应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禁止堵塞疏散通道、锁闭安全出口。人员密集场所不应

在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外窗上安装栅栏、金属护栏等。公众聚集场所营业期间确需关闭的安全出口必

须采用安全控制与报警逃生门锁系统。 

6.3.3 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应设置电致发光型疏散指示标志。疏散指示标志应完好、清晰，不应遮挡。

公众聚集场所宜选用 80cm×35cm 大型灯箱式安全出口标志。 

6.3.4 楼梯间及前室、疏散走道、公共活动房间以及消防控制室、消防水泵房等发生火灾时仍需正常

工作的房间应设置消防应急照明灯具。 

6.3.5 常闭式防火门应经常保持关闭，需要保持开启状态的防火门，应保证火灾时能自动关闭。 

6.4 用电消防安全管理 

6.4.1 电气线路敷设、电气设备安装和维修应由具备职业资格的电工操作。 

6.4.2 电气线路应穿阻燃管或金属管保护，人员密集场所宜安装电气线路过载、漏电、短路等保护装

置。 

6.4.3 电器线路和电气设备不应敷设、安装在可燃物上，严禁私拉乱接电线，严禁超负荷用电。人员

密集场所严禁使用电熨斗、热得快、电热器等大功率电器。 

6.4.4 照明用电应与动力、消防用电分开设置。商店、餐饮场所、公共娱乐场所营业结束时，应切断

营业场所的非必要电源。 

6.4.5 对电气线路、设备应定期检查、检测，公众聚集场所应委托具备检测资格的单位至少每年进行

一次全面的检查测试，并出具检测报告。 

6.5 用火消防安全管理 

6.5.1 单位应明确用火的审批程序和要求。明火作业前，实施动火的部门和人员应按照规定办理动火

审批手续，清除易燃可燃物，配置灭火器材，落实现场监护人员和安全措施。 

6.5.2 电气焊工等实施明火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并遵守消防安全操作规程。 

6.5.3 公众聚集场所禁止在营业时间进行动火施工，禁止使用明火照明或取暖；公共娱乐场所内严禁

吸烟、使用明火、燃放烟花爆竹。 

6.5.4 商场市场营业厅内食品加工区的明火部位应靠外墙布置，并应采用耐火极限不低于 2h的隔墙和

1.5h的楼板与其它部位分隔。 

6.5.5 厨房燃油、燃气管道应经常检查、检测和保养，烟道应至少每季度清洗一次。 

6.5.6 易燃易爆单位内严禁携带火种，严禁违规动火，汽车、拖拉机必须安装排气管火星熄灭器，必

须使用防爆型电瓶车、铲车，工作人员不得穿戴易产生静电的工作服、帽。 

6.6 装饰装修消防安全管理 

6.6.1 室外装修、玻璃幕墙、广告牌不得影响人员疏散、防排烟和灭火救援。外保温材料的燃烧性能

应选用不燃、难燃材料。 

6.6.2 建筑内部装修不应遮挡消防设施和疏散指示标志及出口，不应妨碍消防设施和疏散走道的正常

使用。消火栓门四周的装修材料颜色应与消火栓门的颜色有明显区别，消火栓箱应采用易碎玻璃。 

6.6.3 人员密集场所室内装修、装饰，应当使用不燃、难燃材料。公众聚集场所宜采用阻燃制品，并

张贴阻燃标识。 

6.6.4 疏散走道两侧和安全出口附近不得设置误导人员安全疏散的反光镜子、玻璃等装修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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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消防控制室管理 

6.7.1 消防控制室应保持整洁、有序，严禁与其无关的电器线路和管路穿过，不得设置床铺，附设在

建筑物内的消防控制室应设置直通室外的安全出口。 

6.7.2 消防控制室内的合适位置应悬挂消防控制室管理制度、值班制度、值班人员职责、消防控制室

管理及应急程序等 4种职责制度。自动消防设施检测合格的单位，应在消防控制室联动控制柜的左上角

张贴建筑自动消防设施检测合格证明。 

6.7.3 消防控制室应实行 24h值班制度，每班值班人员不应少于 2人并在岗在位，认真填写消防控制

室值班记录。 

6.7.4 消防控制室应确保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和灭火系统处于正常工作状态，确保高位消防水箱、消防

水池、气压水罐等消防储水设施水量充足；确保消防泵出水管阀门、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管道上的阀门常

开；确保消防水泵、防排烟风机、防火卷帘等消防用电设备的配电柜开关处于自动（接通）位置；火灾

确认后，必须立即将火灾报警联动控制开关转入自动状态(处于自动状态的除外)。 

7 消防标识明细化 

7.1 一般要求 

7.1.1 消防标识应当醒目、美观，标识内容要简单明了，应设在与消防安全有关的醒目位置，一般不

应设置在可移动的物体上，标识的正面或其邻近不得有妨碍视读的障碍物。 

7.1.2 消防标识应纳入日常防火巡查和检查的内容，至少每月组织全面检查一次，破损、松动、退色、

丢失应及时修整、更换或重新设置。 

7.2 消防设施标识 

7.2.1 配电室、发电机房、消防水箱间、水泵房、消防控制室等场所的入口处应设置与其它房间区分

的识别类标识和“非工勿入”警示类标识。 

7.2.2 消防设施配电柜（配电箱）应设置区别于其它设施配电柜（配电箱）的标识；备用消防电源的

配电柜（配电箱）应设置区别于主消防电源配电柜（配电箱）的标识；不同消防设施的配电柜（配电箱）

应有明显区分的标识。 

7.2.3 供消防车取水的消防水池、取水口或取水井、阀门、水泵接合器及室外消火栓等场所应设置永

久性固定的识别类标识和“严禁埋压、圈占消防设施”警示类标识。 

7.2.4 消防水池、水箱、稳压泵、增压泵、气压水罐、消防水泵、水泵接合器的管道、控制阀、控制

柜应设置提示类标识和相互区分的识别类标识。 

7.2.5 室内消火栓给水管道应设置与其它系统区分的识别类标识，并标明流向。 

7.2.6 灭火器的设置点、手动报警按钮设置点应设置提示类标识。 

7.2.7 防排烟系统的风机、风机控制柜、送风口及排烟窗应设置注明系统名称和编号的识别类标识和

“消防设施严禁遮挡”的警示类标识。 

7.2.8 常闭式防火门应当设置“常闭式防火门，请保持关闭”警示类标识；防火卷帘底部地面应当设

置“防火卷帘下禁放物品”警示类标识。 

7.3 危险场所、危险部位标识 

7.3.1 危险场所、危险部位的室外、室内墙面、地面及危险设施处等适当位置应设置警示类标识，标

明安全警示性和禁止性规定。 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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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2 危险场所、危险部位的室外、室内墙面等适当位置应设置安全管理规程，标明安全管理制度、 

操作规程、注意事项及危险事故应急处置程序等内容。 

7.3.3 仓库应当划线标识，标明仓库墙距、垛距、主要通道、货物固定位置等。储存易燃易爆危险物

品的仓库应当设置标明储存物品的类别、品名、储量、注意事项和灭火方法的标识。 

7.3.4 易操作失误引发火灾危险事故的关键设施部位应设置发光性提示标识，标明操作方式、注意事

项、危险事故应急处置程序等内容。 

7.4 安全疏散标识 

7.4.1 疏散指示标识应根据国家有关消防技术标准和规范设置，并应采用符合规范要求的灯光疏散指

示标志、安全出口标志，标明疏散方向。 

7.4.2 商场、市场、公共娱乐场所应在疏散走道和主要疏散路线的地面上增设能保持视觉连续性的自

发光或蓄光疏散指示标志。 

7.4.3 单位安全出口、疏散楼梯、疏散走道、消防车道等处应设置 “禁止锁闭”、“禁止堵塞”等警

示类标识。 

7.4.4 消防电梯外墙面上要设置消防电梯的用途及注意事项的识别类标识。 

7.4.5 公众聚集场所、宾馆、饭店等住宿场所的房间内应当设置疏散标识图，标明楼层疏散路线、安

全出口、室内消防设施位置等内容。 

8 消防宣传常态化 

8.1 社会单位应建立健全消防安全宣传、教育制度，制定详细的宣传培训计划，将消防安全融入企业

文化。 

8.2 社会单位应确定专兼职消防宣传教育培训人员，具体实施本单位消防安全宣传培训工作；单位内

部各部门应确定一名消防宣传志愿者，组织开展经常性的消防知识宣传工作。 

8.3 社会单位新上岗和进入新岗位的员工上岗前，应经过岗前消防安全培训合格；在岗员工每半年进

行一次消防安全教育培训。 

8.4 社会单位应购置或者制作宣传教育培训资料，悬挂或者张贴消防宣传标语，设置消防宣传橱窗、

展板、专栏，开通消防宣传广播。公共娱乐场所应设置音响设备开机消防安全提示。设有楼宇电视、户

内外视频的单位，应至少每 2个小时播放一次消防宣传视频或字幕。 

8.5 公共娱乐场所、餐饮住宿场所、车站机场、商市场和医院、学校等单位应在疏散通道和消费场所

的显著位置设立“提示公众所在场所火灾危险性；提示公众所在场所安全逃生路线、安全出口的具体位

置，遇到火灾等紧急情况如何正确逃生、自救；提示公众所在场所内简易防护面罩、手电筒、灭火器等

灭火、逃生设备器材具体放置位置和使用方法”的“三提示”宣传标牌和宣传专栏。 

8.6 社会单位应当经常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消防宣传教育活动，在重大节日、重大活动、火灾多发季

节和“119 消防宣传日”，组织开展针对性宣传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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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社会单位消防安全“三会三化”建设规范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社会单位消防安全“三会三化”建设的要求。
	术语与定义
	会检查消除火灾隐患
	社会单位应认真落实相关消防法律法规，做到“消防安全自查、火灾隐患自除”。
	消防安全责任人应了解消防法律法规，落实逐级消防安全责任制，将消防安全工作纳入本单位生产、科研、经营、管理等活动内容进行统筹安排，保障单位消防工作经费、火灾隐患整改和消防组织建立等重大事项的落实。
	消防安全管理人应熟悉消防法律法规，组织制定并督促落实消防安全制度和操作规程，每月至少组织一次防火检查。社会单位内设部门负责人应对本部门每周至少组织一次防火检查。
	专兼职消防管理人员应掌握消防法律法规，熟悉本单位消防安全状况，管理、维护建筑消防设施，每日开展防火巡查。其中公众聚集场所营业期间应每2h巡查一次，营业结束时对营业现场进行检查，消除遗留火种；医院、养老院、寄宿制学校、托儿所、幼儿园应每日至少进行两次夜间防火巡查。
	自动消防系统的操作人员应掌握自动消防系统的功能和操作规程，每日测试主要消防设施功能，发现故障或隐患及时消除。自动消防系统的操作人员应通过消防职业技能鉴定。
	单位员工应当熟悉消防安全制度和操作规程，掌握本岗位火灾危险性和火灾防范措施，每天班前、班后对本岗位进行防火检查，及时发现火灾隐患。
	发现的火灾隐患应立即整改；对不能立即改正的，消防工作归口管理职能部门或专兼职消防管理人员应及时向消防安全管理人或消防安全责任人报告。
	消防安全管理人或消防安全责任人接到火灾隐患报告后，应立即组织核查，及时确定整改措施、期限、责任人和部门，并督促落实。消防安全责任人应为整改火灾隐患提供经费和组织保障。
	火灾隐患整改责任人和部门应按照整改方案要求，落实整改措施，加强整改期间的安全防范；对不能保证消防安全，严重危及人身和财产安全的，应将危险部位停产停业整改。

	会扑救初起火灾
	社会单位应建立志愿消防队，依法应建立专职消防队的单位应当建立专职消防队，承担本单位及临近单位的火灾扑救工作。
	单位员工应掌握电话报火警的基本要求和灭火器、消火栓等消防器材、设施的使用方法，熟知本单位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具备扑救初起火灾的基本技能。
	单位员工发现火灾应立即拨打“119”电话报警，并通过报警按钮或楼层电话等向消防控制室报警。起火部位现场及附近员工应立即展开扑救，并引导在场人员疏散。
	自动消防系统的操作人员接到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发出的火灾报警信号后，应立即通知巡查人员或报警区域的值班、工作人员迅速赶往现场进行确认。火灾确认后，应立即电话报警，并启动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单位志愿消防队、专职消防队应迅速赶赴火灾现场，扑救火灾，疏散人员。

	会组织人员疏散逃生
	社会单位应组织制定符合本单位实际的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并每季度至少组织开展一次灭火疏散演练。
	单位员工应熟悉本单位疏散逃生路线以及引导人员疏散程序，掌握避难逃生设施的使用方法，具备火场自救逃生和组织引导人员疏散的基本能力。
	人员密集场所应逐楼层、逐部位确定疏散引导人员，负责紧急情况下组织引导在场人员安全疏散。公共娱乐场所应逐房间配备简易防护面罩、手电筒等逃生自救设备。
	火灾发生后，疏散引导人员应通过喊话、广播等形式，稳定火场人员情绪，消除恐慌心理，引导群众采取正确的逃生方法，向安全出口、疏散楼梯、避难层（间）、楼顶等安全地点有序疏散逃生，避免拥堵踩踏。
	火灾发生时，应按照以下顺序通知人员疏散：
	应优先疏散婴幼儿和老、弱、病、残、孕人员。

	管理标准化
	消防管理组织
	单位应建立健全内部消防安全管理体系，确定消防工作归口管理职能部门和专兼职消防管理人员，根据实际确定各部门、各楼层、各区域的消防安全负责人，逐级明确消防安全责任，每年签订消防安全责任书。
	单位应制定完善消防安全教育培训、防火巡查检查、安全疏散设施管理、消防（控制室）值班、消防设施器材维护管理、火灾隐患整改、用火用电安全管理、易燃易爆危险品和场所防火防爆管理、专职和志愿消防队的组织管理、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演练、燃气和电气设备的检查和管理、消防安全工作考评和奖惩等消防安全制度和操作规程，并公布执行。
	承包、租赁场所的承租人是其承包、租赁范围的消防安全责任人。
	同一建筑由两个以上单位共同管理或者使用的，应书面明确各方的消防安全责任，确定责任人对共用的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建筑消防设施和消防车通道进行统一管理。
	消防安全责任人或消防安全管理人应每月至少召开一次消防工作例会。

	建筑消防设施管理
	建筑消防设施必须符合国家现行消防技术规范与标准。建筑消防设施投入使用后，应保证正常运行，任何单位、个人不得擅自拆除、改造、埋压、圈占、遮挡、挪用、停用和损坏，确需改造的必须依法办理相关手续。
	单位消防安全归口管理职能部门和专兼职消防管理人员应负责本单位消防设施的巡检。消防设施巡检每日至少进行一次，重点检查常闭防火门是否关闭、自动报警和自动灭火系统是否运行正常、消火栓压力是否符合要求等内容，并填写巡检记录。
	单位应与具备相应资质的企业签订消防设施维保协议。每月至少组织开展一次消防设施测试检查，每年至少组织一次消防设施全面检测，填写测试记录和年度检测报告，年度检测报告应于30日内报主管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备案。单位消防设施的测试检查和全面检测应当由具有相关资质的中介服务单位实施。
	消防设施出现故障，应当及时组织修复。因故障、维修等原因，需要暂时停用系统的，应经单位消防安全责任人批准，系统停用时间超过24h的，应报当地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备案，并采取有效措施确保安全。

	安全疏散设施管理
	消防安全疏散设施必须符合国家消防技术标准，应落实定期维护检查，发现损坏应及时维修、
	更换。
	单位应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禁止堵塞疏散通道、锁闭安全出口。人员密集场所不应在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外窗上安装栅栏、金属护栏等。公众聚集场所营业期间确需关闭的安全出口必须采用安全控制与报警逃生门锁系统。
	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应设置电致发光型疏散指示标志。疏散指示标志应完好、清晰，不应遮挡。公众聚集场所宜选用80cm×35cm大型灯箱式安全出口标志。
	楼梯间及前室、疏散走道、公共活动房间以及消防控制室、消防水泵房等发生火灾时仍需正常工作的房间应设置消防应急照明灯具。
	常闭式防火门应经常保持关闭，需要保持开启状态的防火门，应保证火灾时能自动关闭。

	用电消防安全管理
	电气线路敷设、电气设备安装和维修应由具备职业资格的电工操作。
	电气线路应穿阻燃管或金属管保护，人员密集场所宜安装电气线路过载、漏电、短路等保护装置。
	电器线路和电气设备不应敷设、安装在可燃物上，严禁私拉乱接电线，严禁超负荷用电。人员密集场所严禁使用电熨斗、热得快、电热器等大功率电器。
	照明用电应与动力、消防用电分开设置。商店、餐饮场所、公共娱乐场所营业结束时，应切断营业场所的非必要电源。
	对电气线路、设备应定期检查、检测，公众聚集场所应委托具备检测资格的单位至少每年进行一次全面的检查测试，并出具检测报告。

	用火消防安全管理
	单位应明确用火的审批程序和要求。明火作业前，实施动火的部门和人员应按照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除易燃可燃物，配置灭火器材，落实现场监护人员和安全措施。
	电气焊工等实施明火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并遵守消防安全操作规程。
	公众聚集场所禁止在营业时间进行动火施工，禁止使用明火照明或取暖；公共娱乐场所内严禁吸烟、使用明火、燃放烟花爆竹。
	商场市场营业厅内食品加工区的明火部位应靠外墙布置，并应采用耐火极限不低于2h的隔墙和1.5h的楼板与其它部位分隔。
	厨房燃油、燃气管道应经常检查、检测和保养，烟道应至少每季度清洗一次。
	易燃易爆单位内严禁携带火种，严禁违规动火，汽车、拖拉机必须安装排气管火星熄灭器，必须使用防爆型电瓶车、铲车，工作人员不得穿戴易产生静电的工作服、帽。

	装饰装修消防安全管理
	室外装修、玻璃幕墙、广告牌不得影响人员疏散、防排烟和灭火救援。外保温材料的燃烧性能应选用不燃、难燃材料。
	建筑内部装修不应遮挡消防设施和疏散指示标志及出口，不应妨碍消防设施和疏散走道的正常使用。消火栓门四周的装修材料颜色应与消火栓门的颜色有明显区别，消火栓箱应采用易碎玻璃。
	人员密集场所室内装修、装饰，应当使用不燃、难燃材料。公众聚集场所宜采用阻燃制品，并张贴阻燃标识。
	疏散走道两侧和安全出口附近不得设置误导人员安全疏散的反光镜子、玻璃等装修材料。

	消防控制室管理
	消防控制室应保持整洁、有序，严禁与其无关的电器线路和管路穿过，不得设置床铺，附设在建筑物内的消防控制室应设置直通室外的安全出口。
	消防控制室内的合适位置应悬挂消防控制室管理制度、值班制度、值班人员职责、消防控制室管理及应急程序等4种职责制度。自动消防设施检测合格的单位，应在消防控制室联动控制柜的左上角张贴建筑自动消防设施检测合格证明。
	消防控制室应实行24h值班制度，每班值班人员不应少于2人并在岗在位，认真填写消防控制室值班记录。
	消防控制室应确保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和灭火系统处于正常工作状态，确保高位消防水箱、消防水池、气压水罐等消防储水设施水量充足；确保消防泵出水管阀门、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管道上的阀门常开；确保消防水泵、防排烟风机、防火卷帘等消防用电设备的配电柜开关处于自动（接通）位置；火灾确认后，必须立即将火灾报警联动控制开关转入自动状态(处于自动状态的除外)。


	消防标识明细化
	一般要求
	消防标识应当醒目、美观，标识内容要简单明了，应设在与消防安全有关的醒目位置，一般不应设置在可移动的物体上，标识的正面或其邻近不得有妨碍视读的障碍物。
	消防标识应纳入日常防火巡查和检查的内容，至少每月组织全面检查一次，破损、松动、退色、丢失应及时修整、更换或重新设置。

	消防设施标识
	配电室、发电机房、消防水箱间、水泵房、消防控制室等场所的入口处应设置与其它房间区分的识别类标识和“非工勿入”警示类标识。
	消防设施配电柜（配电箱）应设置区别于其它设施配电柜（配电箱）的标识；备用消防电源的配电柜（配电箱）应设置区别于主消防电源配电柜（配电箱）的标识；不同消防设施的配电柜（配电箱）应有明显区分的标识。
	供消防车取水的消防水池、取水口或取水井、阀门、水泵接合器及室外消火栓等场所应设置永久性固定的识别类标识和“严禁埋压、圈占消防设施”警示类标识。
	消防水池、水箱、稳压泵、增压泵、气压水罐、消防水泵、水泵接合器的管道、控制阀、控制柜应设置提示类标识和相互区分的识别类标识。
	室内消火栓给水管道应设置与其它系统区分的识别类标识，并标明流向。
	灭火器的设置点、手动报警按钮设置点应设置提示类标识。
	防排烟系统的风机、风机控制柜、送风口及排烟窗应设置注明系统名称和编号的识别类标识和“消防设施严禁遮挡”的警示类标识。
	常闭式防火门应当设置“常闭式防火门，请保持关闭”警示类标识；防火卷帘底部地面应当设置“防火卷帘下禁放物品”警示类标识。

	危险场所、危险部位标识
	危险场所、危险部位的室外、室内墙面、地面及危险设施处等适当位置应设置警示类标识，标明安全警示性和禁止性规定。
	危险场所、危险部位的室外、室内墙面等适当位置应设置安全管理规程，标明安全管理制度、
	操作规程、注意事项及危险事故应急处置程序等内容。
	仓库应当划线标识，标明仓库墙距、垛距、主要通道、货物固定位置等。储存易燃易爆危险物品的仓库应当设置标明储存物品的类别、品名、储量、注意事项和灭火方法的标识。
	易操作失误引发火灾危险事故的关键设施部位应设置发光性提示标识，标明操作方式、注意事项、危险事故应急处置程序等内容。

	安全疏散标识
	疏散指示标识应根据国家有关消防技术标准和规范设置，并应采用符合规范要求的灯光疏散指示标志、安全出口标志，标明疏散方向。
	商场、市场、公共娱乐场所应在疏散走道和主要疏散路线的地面上增设能保持视觉连续性的自发光或蓄光疏散指示标志。
	单位安全出口、疏散楼梯、疏散走道、消防车道等处应设置 “禁止锁闭”、“禁止堵塞”等警示类标识。
	消防电梯外墙面上要设置消防电梯的用途及注意事项的识别类标识。
	公众聚集场所、宾馆、饭店等住宿场所的房间内应当设置疏散标识图，标明楼层疏散路线、安全出口、室内消防设施位置等内容。


	消防宣传常态化
	社会单位应建立健全消防安全宣传、教育制度，制定详细的宣传培训计划，将消防安全融入企业文化。
	社会单位应确定专兼职消防宣传教育培训人员，具体实施本单位消防安全宣传培训工作；单位内部各部门应确定一名消防宣传志愿者，组织开展经常性的消防知识宣传工作。
	社会单位新上岗和进入新岗位的员工上岗前，应经过岗前消防安全培训合格；在岗员工每半年进行一次消防安全教育培训。
	社会单位应购置或者制作宣传教育培训资料，悬挂或者张贴消防宣传标语，设置消防宣传橱窗、展板、专栏，开通消防宣传广播。公共娱乐场所应设置音响设备开机消防安全提示。设有楼宇电视、户内外视频的单位，应至少每2个小时播放一次消防宣传视频或字幕。
	公共娱乐场所、餐饮住宿场所、车站机场、商市场和医院、学校等单位应在疏散通道和消费场所的显著位置设立“提示公众所在场所火灾危险性；提示公众所在场所安全逃生路线、安全出口的具体位置，遇到火灾等紧急情况如何正确逃生、自救；提示公众所在场所内简易防护面罩、手电筒、灭火器等灭火、逃生设备器材具体放置位置和使用方法”的“三提示”宣传标牌和宣传专栏。
	社会单位应当经常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消防宣传教育活动，在重大节日、重大活动、火灾多发季节和“119消防宣传日”，组织开展针对性宣传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