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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烈焰狂魔斗法
□韩如意
11月9日，这里的月日数连起来便是119，与火警电话号码119相同。为增加全民的消防安全
意识，使“119”更加深入人心，公安部在一些省市进行“119”消防活动的基础上，于1992
年发起，将每年的11月9日定为全国的“消防宣传日”。说到消防，同学们会联想到什么？
火灾？生命？
我们听到过太多令人痛心的消防安全事故，看到鲜活美好的生命葬身在茫茫火海之中。不论
是多大的年纪，都有专属于这个年龄的宝贵，生命应该被珍视。对于消防安全，我们能做到
的就是尽最大的努力，时时刻刻预防。

我与“火”擦肩而过
火灾，离我们有多远？先来看一组数据：近五年来，全国共有1624名未成年人在火灾中遇
难，占火灾死亡人数的18.6%，少年儿童已成为火灾受害者中的高危群体。全国因儿童玩火
引发的火灾多达2.7万起，直接导致264人死亡。其实，很多时候，火就在我们身边，接下来
再看几位学生记者分享的故事。
合肥市海顿学校四（7）班  潘慧佳：今年夏天，妈妈在厨房炒菜，突然油锅着火了。这
时，爸爸噌地一下冲到了厨房，立刻拿起锅盖把火红的油锅盖上，随即关闭燃气阀门，把窗
户开到最大，让我们退出厨房。没一会儿，火就灭了。爸爸说：灭火，要用正确的知识。那
一刻，我意识到了消防安全就在我们身边。（指导老师  徐艳红）
定远县建设小学四（3）班  杨宇畅：有一次我在妈妈办公室，看见垃圾桶里着火了，拿起
一个茶杯，装上水就去扑火，然后开窗散烟。后来我知道，是有人将没熄灭的烟头扔进了垃
圾桶。哎！看来大人们的安全意识也有待加强啊！ （指导老师  杨世星）
定远县建设小学四（3）班  王应丞：“啊！”正在吹头发的我，一把扔掉手中冒了烟的吹
风机，准备接水浇上去。爸爸冲过来阻止了我，他立刻拔出吹风机插头，化解了这场火灾危
机。爸爸说：“电器着火必须先切断电源，直接用水扑救会加剧险情，甚至引发爆炸！”我
点了点头，心想：消防知识是多么重要啊！（指导老师  杨世星）
定远县职工子弟小学五（4）班  刘瑞锦：今年夏季的一个夜晚，我家对面的房子着火了！
我马上拨打了119，爸爸说出了着火地址，接着就往楼下跑。几分钟后消防车到了，消防员
叔叔观察情况后，拿着灭火器去扑火，十几分钟后，火被扑灭了。我非常敬佩他们，他们是
我的保护神，是我的英雄。（指导老师  谢宗宇）

防范于未“燃”
在日常生活中，像上面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我们经常会用到火，但要懂得如何正确用火，
懂得防范于未“燃”。
1.正确认识火的用途。安全的火能让我们吃到香喷喷的饭菜，可以驱赶冬天的寒冷。爸爸妈
妈在烧菜时，我们可以认真观察；外出、临睡前记得关闭家中电源开关及煤气、液化气总阀
门。
2.要了解火柴、打火机的用处，同时知道它们的危害，了解到火柴可能比刀子、电锯更危
险。当发现随意放置的火柴、打火机，不要动手碰，应该马上告诉父母。
3.观看防火电视节目。火不仅能烧毁房子，烧伤人，还会烧毁森林，污染空气。要知道如果
发生了火灾，心爱的东西就会全部都被烧掉，我们可以尝试去切身体会和想象火灾的巨大危
害力。
4.熟悉周围环境。比如知道逃生通道的位置，对逃生路线做到心中有数，知道如何拨打119
火警电话，能讲清失火地址等。

消防知识要牢记
为了让同学们了解更多的基本火灾逃生、救灾知识，我们联系到合肥市晟办消防安全信息咨
询中心宣教中心主任刘刚，一起听听刘叔叔是怎么说的……
1.谨记火警电话“119”。报警时，要讲清发生火灾的单位名称、地址，尽最大可能说清着
火部位、着火物质、火情大小、报警人姓名、联系电话等要素。
2.当发生火灾时，可在窗口、阳台、阴台、房顶、屋顶或避难层处，向外大声呼叫，引起救
援人员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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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火场烟气具有温度高、毒性大、氧气少、一氧化碳多的特点，在疏散过程中，应采用湿毛
巾或手帕捂住嘴和鼻。注意：不要顺风疏散，应迅速逃到上风处躲避烟火的侵害。
4.将浸湿的棉大衣、棉被、门帘子、毛毯、麻袋等遮盖在身上，确定逃生路线后，以最快的
速度直接冲出火场，到达安全地点。
5.如果走廊或对门、隔壁的火势比较大，无法疏散，可退入一个房间内，将门缝用毛巾、毛
毯、棉被、褥子或其它织物封死，防止受热，可不断往上浇水进行冷却。
6.发生火灾时，实在无路可逃时，可利用卫生间进行避难。因为卫生间湿度大，温度低，可
用水泼在门上、地上，进行降温，水也可从门缝处向门外喷射。
最后小米姐姐要和大家分享一段消防安全口诀，大家可以用自己的freestyle打着拍子学起
来。
防火常识，记心里；电、气用完，要关闭；
易燃杂物，勤清扫；安全出口，要记牢；
发现火情，早报警；保持镇定，有序逃；
简易防护，弯下腰；莫入电梯，走楼道；
判断火势，勿惊跑；不贪财物，最重要。
（部分资料参考中国消防网、重庆消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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