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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难，是民族的悲痛记忆，也是民族进

步的加速器。汶川十年，在灾难中恢复和屹

立起来的，不仅是一座座城镇、一处处厂房，

还有震区人民防空体系的涅槃和重塑。

人民防空是国之大事，是国家战略，是

长期战略。汶川十年，震区正在向世人呈现

这样的场景：地上有楼宇，地下有空间；地上

开发区欣欣向荣，地下创业空间别有洞天。

在这里，人民防空正在为人们创造幸福、应

对灾害提供支持和庇护。实践证明，要想把

人民防空这个护民之盾建强，就要转变人防

建设发展方式，树立和落实新发展理念，坚

持人防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把人防

工程、专业队伍、教育训练与城镇建设规划、

人力资源管理、学校和社会安全教育培训对

接起来，同步规划，协调推进。

人民防空因战而生，为战而备，既是战

时维护国计民生、保存战争潜力的保底手

段，又是国家战略防御体系的重要构成和

战略威慑能力的重要体现。当今世界，国

际体系进入加速演变和深度调整时期，各

种国际力量加快分化组合，大国关系进入

全方位角力新阶段，围绕权力和利益再分

配的斗争日趋激烈，局部动荡频繁发生，世

界依然面临着现实和潜在的战争威胁。在

信息化战争时代，战场前方后方界线模糊，

围绕重要经济目标和城市民生设施的空袭

与反空袭斗争空前激烈。因此，一个国家、

一个城市，只有寓防于建，才能越建越强，

如果只建不防，往往是空忙一场。汶川十

年，震区人防战线从痛定思痛走向未雨绸

缪，积极发挥人防应急救援支撑功能，并主

动融入城市应急救援保障体系，在提供公

共服务的同时，持续推进实战能力建设和

实战功能储备，给新时代人民防空为战备

战提供了鲜活写照。

习主席强调，人民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宗

旨。“人民防空人民建，人民防空为人民”就

是这一宗旨的生动体现。放眼复杂多变的

国际形势和周边安全环境，虽然维护国家

安全与发展利益的手段和选择是多样的，

但军事手段始终是保底手段，扎实推进人

防战线军事斗争准备仍然是紧迫课题。怎

么办？人防战线就是要坚持问题导向，敢

于问题倒逼，紧盯队伍强不强、作风硬不

硬，技能专不专、业务精不精，储备足不足、

数据准不准，预案行不行、演练真不真，疏

散好不好、救援快不快，伪装像不像、管制

严不严，网络通不通、信息畅不畅，局势利不

利、人心稳不稳，等等，这些平时战时躲不开

绕不过的“门槛”，拉单挂账，问题归零，以人

民安全为宗旨建强铸牢护民之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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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 5月 12日 14时 28分 04秒，一场震惊
中外的特大地震让一座城市深深铭刻在人们心
中。这个城市的名字叫——汶川。

每一次灾难，都以历史进步作为补偿。
2009 年 5月 12日，我们迎来首个全国防灾减灾
日。也是从那时起，我国许多地方的人防部门
加快了人防向民防转轨的积极探索，在防灾减
灾、保护民众生命和财产安全等方面发挥作
用。四川省人防系统在这一过程中不断总结反
思，从应急机制、人防工程、救援队伍等多方面，
探索人防发展方向，铸就坚不可摧的护民之盾。

建立人防机构，从以防
为主向防抗救结合转变

地震、火灾、洪水……当遇到自然灾害时，
如何正确避险？

北川县作为“5·12”汶川特大地震受灾最严
重的县城之一，对此有深切体会。县人防办工
作人员张琳琍是地震的亲历者，她一直遗憾在
灾难发生时，县人防办还没有成立。“若当时我
们有人防专业分队，有详细科学的疏散预案，很
多惨剧或许能避免。”

正因如此，2010年 6月，北川县人防办挂牌
成立。8年间，他们依托县公安局、县医院成立
抗洪抢险、心理救助等多支专业救援队伍。“以
前遇到自然灾害会感到心惊胆战、束手无策，现
在有这些专业救援队伍，心里有了底气。”张琳
琍说。

同样有底气的还有汶川县。4月初，汶川县
漩口镇在红福山村组织开展了 2018年防汛防灾
联合应急演练。演练设定背景是，因持续强降
雨，可能发生泥石流灾情。镇政府协同县应急、
人防办等部门成立应急救援指挥部，组织各应
急小组及防汛抢险队伍展开救援。
“演练目的一方面是检验防汛预案措施的

可行性，另一方面是锻炼防汛抢险队伍的应急
能力。”汶川县人防办主任谷洪辉告诉记者，“汶
川县人防办于 2009年 7月挂牌成立。近 10年做
了 10 余项较大的工作，其中一项就是建立了 9
支应急救援队伍。这 9 支队伍在震后恢复重
建、抗洪抢险救灾、医疗救护援助等方面发挥了
重要作用。”

家园的重建，在震后 3年已经完成，而人心
的重建，如果错过心理危机干预的最佳时机，就
会产生不同的后遗症。绵阳市人防办是汶川地
震后第一个建立心理救援专业队的单位。在参
与汶川震后救灾的过程中，该市人防办意识到，
灾后必须立刻帮助受灾群众重建生活信心。为
此，他们集结市各大医院、疾控中心、大专院校
等单位的心理专家，组成一支专门负责灾后心
理重建的救援队伍。

谈到心理救援，该市人防办主任张军感慨
颇多，他告诉记者：心理救援专业队是从汶川地
震废墟上成长起来的一支重点人防专业队，也
是全省唯一一支心理救援专业队伍。10 年时
间，这支队伍已经发展到 20余人，为近万人开展
心理救治，帮助受灾群众逐渐走出灾难阴影。

扩建人防工程，从防空
疏散向综合防御转变

汶川十年有什么反思？对于这个问题，记
者所到的每个人防办给出的答案均一致：建强、
加固人防设施及人防工程首当其冲。

他们说，“深挖洞、广积粮”在任何时候都不
过时。人防工程设施，在战时空袭条件下能保存
战争实力，减轻人民生命财产损失，赢得城市反
空袭斗争的时间。而在平时遭受地震等自然灾
害时，人防工程同样可以发挥防灾避险的作用。

在汶川地震中，都江堰市某小区，在经受
强烈的晃动后依旧完好无损。经过调查，该小
区与市人防办签订协议，建造了地下人防工
程。地震中，这些人防工程分解部分震力，提
高了地上楼层的防护能力。这让记者想起一
个实例：1976年唐山地震过后，国家人防办、新
华社、建设部专门组织考察组到唐山考察，发
现凡是震后没有倒塌的高层建筑，都建有防空
地下室。

“把人防建设纳入城市建设中，不仅有利于
解决交通、能源和治理环境污染等方面的问题，
而且战时或城市遭到自然灾害以及突发事件发
生的时候，都可以增强城市的整体防护能力。”
四川省人防办综合处处长赵恺说，四川省有关
部门曾对全省受灾地区房屋做了抽样调查，结
果显示，建有人防工程的房屋，抗震等级要高一
些。即使地震等自然灾害来临，来不及到人防
工程躲避，框架结构的房屋也能抵抗高强度地
震波的冲击。

2008 年后，四川省各市县州开始大规模扩
建人防工程、改善房屋构造结构。仅成都市这
十年，人防工程面积以逐年增长 4倍的速度扩
建。以往几乎没有人防工程的北川县，目前已
建成近万平方米的地下防空工程。都江堰市将
城市人防工程建设融入城市立体化建设体系，
对地下空间资源进行开发，平时用于地下交通
和商业经营，战时用于重要物资隐蔽和疏散，具
有平战结合的双重功能。

汶川、绵竹、什邡等地人防办与当地学校
开展校内建筑防震减灾安全检查。对校内不
同年代的建筑进行分类统计，对达不到防震抗
震标准和要求的楼房要求整改加固，避免灾难
重演。

科学认知灾害，从重灾
后救助向重灾前预防转变

“组建应急救援队伍的目的是减轻灾难造
成的损失，但提前预警、建立应急机制则更加重
要。”赵恺一语道出问题关键。

2008 年之后，四川省人防办及各市县州人
防办逐渐认识到建立应急机制的重要性。赵恺
与记者谈到：过去我们一直思考，紧急事件来临
时，如何快速处理来自不同领域、不同层级的海
量信息？通过参与地震救援，我们意识到“疏络
健体”迫在眉睫，组织指挥这根“筋”必须要建
强，应急机制必须健全。

自然灾害不可避免，但灾害预报和预警工
作则是可人为改进的，通过主观努力可以拯救
宝贵的生命。都江堰市人防办指挥通信科科长

李英告诉记者：汶川地震期间，震区电路、通讯
全部中断，电动警报器瞬间失效，市民无法及时
接收预警信息，内部信息送不出去，外部信息传
不进来，整个城市陷入瘫痪。针对这一情况，他
们在这十年间不断健全二级报警机制，完善监
测预警系统。如今，都江堰市人防办已经完善
信息报知体系，设立警报指挥终端系统，确保在
第一手段失去效果后，能实现二次报警。

在 2008年受灾严重的汶川县，同样在建立
监测预警系统方面迈出一大步。

4月 3日，汶川县龙溪乡阿尔村监测员朱光
跃在巡查中发现某户房屋和院坝有裂缝，结合
当地地形和近期天气，朱光跃认为此地有可能
会发生滑坡。他立刻将情况上报阿尔村地质灾
害监测责任人，负责人根据预案要求将险情报
告给县相关单位。县里将预测、预警信息发布
到各村组、农户以及学校、工矿企业、施工单位
等防灾救灾重点单位和基层一线，成功疏散 122
户 415名村民。当滑坡发生时，人员已全部疏散
完毕，实现零伤亡。

该县人防办工作人员彭海洋告诉记者，9年
来，汶川县人防办在各乡镇建立 1000余名地质
灾害联络员，在全县范围内开展地质灾害防治
培训，并在每年重大纪念日开展常态化地质灾
害防治培训和应急演练，面向群众发放印有隐
患点监测人员、应急撤离路线、避灾地点等信息
的防灾避险明白卡，确保防灾减灾宣传到户，变
被动防灾为主动避灾、临灾避让为预防避让。

防灾教育进校园，从课
堂宣讲向实战化演练转变

漩口中学，14时 28分，这个学校，这个时间
对于汶川县人民来说，是心中难以愈合的痛。
也让汶川县人防办明白，青少年防灾减灾教育
的重要性。

前不久，该县第二幼儿园组织全园师生进
行防震减灾应急疏散演练活动。随着校园警报
声响起，孩子们迅速蹲下，躲在桌子旁，用手或
小枕头保护头部。约 1分钟后，“安全撤离”口
令响起，各班孩子们在老师指导下疏散到指定

“安全地带”，整个过程用时 50 秒，完全达到预
期目标。
“演练的目的是让孩子们一听到警报声，

就能迅速展开避险自救。”谷洪辉告诉记者，
“类似这样的演练，在汶川县已经常态化。以
实战化演练的模式开展防灾减灾教育，效果更
显著。”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

社会。”这是阿坝州在灾后提出的要求。汶川县
人防办的几任领导都认真落实这项要求，将重
点瞄向各中小学校。

让他们欣喜的是，各中小学校的领导班子
都积极响应，在人防办到各校开展宣传活动
前，许多学校已经制定出一整套防震减灾教育
方案。

谷洪辉向记者介绍：年初以来，他们已经收
到 5所学校申办国家级防震减灾科普示范学校
的资料。记者翻阅其中银杏小学资料，从组织
防震减灾科普知识的宣传教育、开发防震减灾
教育资源到开展抗震救灾演练等活动，均有特
定计划、有专人进行指导与监督，每项活动落实
情况还要定期检查、开展考评，防震减灾教育落
到实处，而不是纸上谈兵。

绵阳市安州区的桑枣中学，在当地可谓家
喻户晓。这所学校虽然在汶川地震中有 8栋教
学楼部分坍塌，但是该校师生无一人伤亡。事
后人们才知道，奇迹的发生靠的不是偶然和侥
幸，而是桑枣中学长年累月常态化开展防灾减
灾演练的结果。

在百度百科中，原桑枣中学校长介绍的防
震减灾经验已经成为一个重要词条。这也给了
绵阳市人防办主任张军新思路,他们开始全面反
思人防宣传进校园工作，在工作人员有限、宣传
手段缺乏创新的情况下，应该将眼界向外拓展，
主动去防震减灾优秀示范校学习取经。

规范管理队伍，从应对
单一灾害向综合减灾转变

人防志愿者队伍是人民防空专业队伍的一
支重要力量。

谷洪辉在未到任县人防办之前，一直在政
府相关部门工作，他记得 2010年 8月 14日，汶川
县映秀镇发生泥石流灾害，受灾群众不得不向
外转移。在都映高速入口，青年志愿者刘明康
用嘶哑的声音指引大家：“往前面洞子里走，里
面有免费大巴”；在映秀到都江堰的高速收费站
入口，来自四川大学锦城学院的青年志愿者给
受灾群众免费发放矿泉水和食品，从早上 8点一
直坚守到晚上 11点。这些都让谷洪辉意识到志
愿者的重要性，因此上任县人防办主任后，他抓
的第一项工作，就是加强人防志愿者队伍的规
范化建设。

他告诉记者：“人防志愿者队伍是一支新锐
力量，对于人民防空建设意义重大，但同时志愿
者队伍如何规范也要重视起来。”

对此，赵恺也是深有感触，他谈到：在地震
发生后，志愿者充分发挥“一方有难、八方支援”
的精神，来自四面八方的志愿者纷纷涌入灾区，
由于缺乏引导机制，救援初期，志愿者一度堵塞
救援道路，引发社会对志愿者行动进行规范的
思考。

要让这支既来自于人民又服务于人民的群
众防空组织，在正规体制机制的引导下做有意
义的事。目前，有个别县市依托当地应急办、市
委市政府、共青团成立人防志愿者队伍，队员接
受应急指挥机构统一调度，每次遂行任务时，都
能做到解难而不添乱。不仅如此，四川省人防
系统在管理人防志愿者队伍时，培训内容从应
对单一灾害向综合减灾转变，全面提升志愿者
抵御自然灾害的综合防范能力。
“一个民族在灾难中失去的，总会由进步来

补偿。”家园已经重建，人民的生活恢复宁静，人
防工程面积每年都在成倍扩建，四川省人防办
领导相信，在这样的完善过程中，有政府的参
与、学校的支持、民众的自觉，以及全国的支援，
即使面对灾难，也难不倒英雄的中国人民。

上图：四川人防专业分队参与茂县新磨沟
泥石流抢险和全省应急拉动演练时的场景。

由四川省人防办提供

汶川特大地震十年后看四川省人防系统发展进步—

人民防空：既应对空袭又防灾减灾
■本报记者 杜怡琼 通讯员 闫 红 王发平

汶川县城新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