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dvances in Social Sciences 社会科学前沿, 2020, 9(12), 2085-2089 
Published Online December 2020 in Hans.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ass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0.912292  

文章引用: 赵俊良, 叶俊. 提升消防救援队伍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实效的对策[J]. 社会科学前沿, 2020, 9(12): 2085-2089.  
DOI: 10.12677/ass.2020.912292 

 
 

提升消防救援队伍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实效的对策 

赵俊良，叶  俊 

重庆工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重庆 
 

 
收稿日期：2020年11月10日；录用日期：2020年12月24日；发布日期：2020年12月31日 

 
 

 
摘  要 

当前，制约消防救援队伍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时实效提升的因素主要集中于思想政治教育模式僵化、思想

政治教育工作缺乏系统化整合和对消防员思想动态掌握不足三个层面。对冲这些制约因素应从提升消防

救援队伍思想政治教育系统化水平；建立专业化、针对性的思想政治教育平台和结合网络舆情展开专题

思想政治教育三个层面展开方案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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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present, the factors restricting the improvement of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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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al education work of fire company mainly focus on the following three aspects: rigi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mode, lack of systematic integr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work and lack of dynamic grasp of fireman’s thoughts. To offset these constraints, a plan design 
should be carried out at three levels. Firstly, we should improve the systematization level of ideo-
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for fire company. Secondly, a professional and targeted platform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should be established. Finally, we should base technical ideo-
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n online public opinions. Only by carrying out differen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from actual situation of the life and work,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f the fire company in Hainan province can be continuously impro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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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思想政治教育要往深里想、深里做，不能停留在表面、满足于大路货，不能

雁过不留声、雨过地皮湿。”消防救援队伍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要达到这一要求，就要厘清思想政治教育

工作的现状和内在机制[1]。消防救援队伍思想政治教育，指通过理论教育和思想引导等工作对消防员进

行思想政治层面的教育。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丰富，主要包括：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本内容为主的理论教育，以党的基本路线、时事政治、法律常识为主的形势政策教

育，以军队优良传统、建军原则、爱国主义为主的革命军人人格教育，以形势战备和遂行任务为主的实

践教育等。中国共产党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实现对消防救援队伍的政治领导。消防救援队伍思想政治教育

在增强消防救援队伍凝聚力、提高消防救援队伍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等方面意义深远。 

2.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在消防救援队伍中的重要作用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在消防救援队伍中的开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当前，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对处于

转型时期的消防救援队伍而言具有更加突出的作用。这种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2.1. 强化消防救援队伍的责任意识和大局意识 

思想政治教育可以不断加强党对消防救援队伍的领导，保证消防救援队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当

前，消防员全面退出现役，但消防工作的特殊性要求党保持对消防救援队伍的领导。党对消防救援队伍

的指挥和管理是维护社会稳定和安全的重要层面。 

2.2. 提升消防救援队伍的业务素质 

广大消防员尤其是一线消防员时刻面临各种复杂危险的局面。广大消防员必须牢牢掌握和不断提升

自身的业务素质。向消防员群体进行消防工作中不断涌现出的英雄人物事迹宣传有利于广大消防员时刻

牢记自身使命并在面临突发事件时能够迎难而上、攻坚克难。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可以不断深化消防救援

队伍对于自身肩负的使命的认知，进而使其自觉承担这一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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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确保消防救援队伍转型的进一步推进 

2018 年末，根据国家机构改革部署，公安现役消防队伍集体退出现役，组建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

伍。转型时期的消防救援队伍必然面临个体困惑与机制调整带来的负面影响。长期的、针对性的思想政

治教育工作可以让广大消防员了解政策的变动，进而化解一些负面影响，以保证消防救援队伍转型的进

一步推进。 

3. 消防救援队伍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面临的问题 

当前，消防救援队伍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按照相关部署有条不紊的实施，取得众多成果。这些成果保

证了我国消防救援队伍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的同步提高。当前的消防救援队伍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也面

临着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层面。 

3.1.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模式有僵化倾向 

消防救援队伍主要由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出生的年轻人构成。当前，传统的灌输式的、说教式、单

向度的思想政治教育仍然是消防救援队伍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开展的主要模式。这种模式在面临思想复杂

多变的年轻消防员的时候出现了效率不高、容易引起排斥的问题。僵化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无法对冲年

轻人多元和复杂思想带来的风险。 
原有的消防救援队伍思想政治教育模式还面临着网络传媒的挑战。2016 年 1 月，中国网络信息中心

发布的《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中显示，截至 2015 年 12 月，中国网络普及率达到 50.3%。

消防救援队伍的相对于社会的独立性，广大消防员与外部世界的交流更加依赖网络。这种对于网络的高

依赖性是一把双刃剑，引导得当可以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引导不当则有可能降低广大消防员的政

治素质甚至业务素质。随着网络技术的迭代进步和网民参与度的不断增强，网络上信息资源呈现出内容

包罗万象的状态。广大消防员可通过手机能网络终端获取大量信息。而网络信息中存在着大量的不实信

息。鱼龙混杂的网络信息对于消防员的思想会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3.2.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缺乏系统化整合 

消防救援队伍是一个组织严密、上下级权责明确的科层制组织。一般来讲，科层制组织包括决策管

理层(高级管理者)、协调组织层(中级管理者)和执行层(业务工作者)。在对消防救援队伍进行思想政治教

育的过程中应当充分考虑不同层次的组织成员的不同需要。决策管理层应当以政治素质作为思想政治教

育的关键。顾大局、抓主要矛盾才能高瞻远瞩，保持消防工作的正确方向。协调组织层的思想政治教育

工作应当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并重，既要有稳固的政治意识，又要专业素质过硬。而执行层面对一线突

发状况应当以专业素质为核心，政治素质的培育主要集中于在危险状况下能够保持本色，不忘使命上。 
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主要是通过政工干部备课讲课，形式单一、内容单调。因此，传统的思想政治

教育往往落入照本宣科的尴尬境况。这种境况在消防救援队伍中一定程度的存在通常，传统的思想政治

教育是零散的，不系统的。这种现象主要是当前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未将“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

的理念落实到位。大水漫灌式的，将消防员不做细分的思想政治教育往往事倍功半。 

3.3. 对消防员思想状态掌控不足 

当前社会不断发展和变革的阶段，社会问题时有显现。加上繁重、危险的消防工作都会在一定程度

上给消防员的心理和思想上带来负面影响，这种负性影响的出现会影响到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开展。消

防员可能会出现关注自我、团队观念减弱等问题，从而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采取一种冷漠和据斥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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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握对象群体的思想动态和心理状况是进行针对性思想政治教育的前提。因此，处于转型时期的消

防救援队伍应当更加关注消防员个体的思想动态和心理状况。此外部分消防救援队伍政工人员本身政治

理论基础薄弱，对当前的最新理论和思想把握有限。 

4. 消防救援队伍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调整策略 

消防救援队伍思想政治教育模式的创新发展必须紧紧抓住党在新时代的不断提高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这个中心，着眼形势和任务发展的现实需要，不断提高消防救援队伍思想政治教育模式在不同

情况、不同场域的应变能力和指导能力，切实提高消防救援队伍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科学性和有效

性。具体的策略设计可以从以下三个层面展开。 

4.1. 进一步推进消防救援队伍思想政治教育的系统化建设 

当前消防员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总体上看处于分散化状态，系统化程度不足。消防救援队伍的思想

政治教育工作可以从统筹机构和供给资源两个层面展开。 
对于消防救援队伍这样的专业化的科层制结构组织来讲，命令的主要传导机制是自上而下的。因此

建立高级别的配套思想政治教育机构尤为重要。考虑到的消防救援队伍已经配备专职或者兼职的政工人

员，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机构应当以政工人员为主体。统筹这些政工人员，将他们按照大队、机关等不同

的职能部门进行统一的、系统化的培训。尤其是注重研究消防救援队伍有别于其他组织的特征，并以此

作为提升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水平的抓手。 
这里提到的资源不仅仅是思想政治教育相关经费的拨付，更重要的是针对消防员的思想政治教育素

材的收集和整理。当前，尚未有针对消防员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数据库出现，而网络信息的纷繁复杂又

给广大消防员带来了甄别上的困境。因此，消防管理部门可以在结构上按照决策管理层、协调指挥层和

执行层，在时间上以适应期、定向期和成熟期为主要指标建立一套系统化的思想政治教育素材数据库。

这个数据库应当涵盖文字、图片和视频三种材料。数据库的建立可将处于零散化的思想政治教育素材进

行收集、区分和整理，进而保证在使用过程中的高效率。 

4.2. 建立针对消防员的专业化思想政治教育平台 

路径依赖是一种过程，并且属于一种锁定状态，这种锁定状态可以是高效率的，也可以是低效率的

[2] [3]。消防员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存在着路径依赖的现象。当前普遍推行的，说教式的、灌输式的思想

政治教育之所以难以实现高效率在本质上是因为这种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产生的单向的传播路径难以让受

众产生切身之感。而专业化的思想政治教育平台可以打破传统的路径依赖所带来的效率低下问题。 
当前，我们最为熟悉的思想政治教育平台主要是学习强国 APP。学习强国已成为党宣传重要文件精

神，回顾光辉历史甚至进行学术研究的宝库思想政治教育平台。这一平台整合了大量的线上资源，可以

为广大消防员提供一般的思想政治教育素材。但这一平台面对的受众是全体中国人民，所以难以满足消

防救援队伍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需求。从这一实际情况出发，必须设立专业化的针对性强的思想

政治教育平台，以提升消防救援队伍思想政治教育的效率。 
建立针对消防救援队伍的思想政治教育平台应当分三步进行。首先，应当大量采集和整理素材。通

过内部文件、各级图书馆、高校、独立智库等机构大量收集与消防救援队伍相关的思想政治教育素材。

如消防救援队伍的英雄事迹和消防事业的重要作用等方面。将这些具备针对性的素材进行分类并整合，

使其成为专业思想政治教育平台的基础素材。其次，利用融媒体传播和展现消防救援队伍的独特魅力，

传递消防救援队伍正能量。在此基础上将第一阶段收集的素材上传到网络平台上，打造出更适合官兵学

习、阅读、观看的内容丰富、功能强大、传播迅捷的权威新媒体平台。并使用智能识别及动态镜像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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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因特网的教育资源及时引入思想政治教育平台，实现定制化针对性的教育信息推送。最后，坚持思想

政治教育平台作为课堂教学补充的功能，不断地扩大在广大消防员中的影响力。 

4.3. 结合网络舆情展开专题思想政治教育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要想提升实效就必须抓住矛盾的特殊性这一原则。据此，专题思想政治教育应当

建立在对消防员的心理状态和面临的外部环境充分把握的基础之上。在实际操作层面可以采用专题集中

学习和组织实地调查相结合的方式。针对网络舆情的思想政治教育可以通过音视频、图片、文字等方式

呈现。消防员可以通过听、说、读、写等方式进行学习，形式多样，不仅能刺激消防员的视觉感官，也

能激活消防员的认知模式。 
推进消防救援队伍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发展，必须着眼主动占领网上思想舆论阵地，全面提升思想政

治教育的时代性和感召力。如从 1998 年抗洪救灾过程中涌现出来的消防员的英雄事迹和近期抗洪救灾过

程中消防员所展现出来的英雄气概结合进行专题思想政治教育。从里历史中感悟现实，从现实中坚定未

来信念。这些专题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还可以向社会发布，以强化群众对于消防救援队伍和消防事业的

关注。 
在进行专题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时应当关注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相结合。消防救援队伍是极为专业化

的机构，广大消防队员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是一种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关系。在肯定一些消防救援

实例(如 8•12 天津滨海新区爆炸事故)消防员所展现出来的英雄气概并驳斥网络不实信息以达到正本清源

的目的的同时应当从业务层面对这些实例进行分析。尤其是应当关注这些实例中有没有业务层面的操作

不当或者错误，以不断的警醒广大消防员应当时刻提升自身的业务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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