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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山路、涉沙漠、跨草原……6月 30
日至 7月 7日，山西省人防办组织开展
跨区域演练。人防部门无枪无炮，8天
之内辗转 3省区、机动 2000余公里意义
何在？记者全程跟踪采访，一探究竟。

训练保底的通信技术

——越是备份越要托底

前不久，《人民日报》刊发消息，完
整版 5G标准正式出台，我国移动通信
技术在不久的将来就会换代升级。在
此背景下，山西人防参演队伍在携带现
代通信装备的同时，依然携带短波电台
等传统通信器材，一路走一路练，而且
练得热火朝天。

省人防办信保中心科长张晋华介
绍说，人防通信器材是着眼战时需要
配备的，未来战争中或者发生自然灾
害时，通信线路和基站一旦遭毁，常规
通信手段不能使用，人防通信器材就
会派上用场。而短波电台等通信器材
的作用往往受地形地物以及大气噪

声、电离层等因素影响，开展跨区域训
练，目的就是摸索有效方法，发挥器材
最大效能。

短波电台可以随时随地联通，单兵
图传系统可以把战场、救援现场的音视
频信息实时传送到后方，为决策指挥提
供依据。二者与具备短报文收发功能的
北斗移动终端，都属于保底的通信手段。

正是看中人防通信方面的优势，山
西省朔州军分区与人防通信系统实现
互联互通，这次演练中沿途的音视频信
息可实时传送到军分区。就在拉练期
间，山西省军区正依托某市人防指挥所
筹备一场演练活动。

有了导航仪，仍备指北针。“越是
备份，越要托底。”省人防办主任、演练
指挥长霍红义说，他们下决心集中全
省 11 个地市的人防通信力量并肩训
练、跨区联演，就是要查找薄弱环节、
弥补短板弱项，增强拉得出、联得远、
用得上的底气。

锤炼过硬的战斗作风

——破除和平积弊成为共识

7月 4日 11时 30分许，内蒙古库布
齐沙漠上空骄阳似火，5公里徒步行军
课目训练在沙漠中展开。

6月 30日，队伍集结到吕梁市民兵
训练基地的第二天，演练指挥部就组织
开展队列训练，从练习出入列、敬军礼
等动作入手，培养令行禁止的意识和作
风。演练中，指挥部统一作息时间，白
天人人参演，夜间查铺查哨，严禁从事
与演练无关的活动，保证大家把心思和
精力集中到训练上来。

省人防办副主任薄文杰说，人民防
空是战争的产物，战时防空、平时服务、
应急支援的职责使命要求人防队伍必
须具备相应的体能技能和战斗作风。
今年初，在中央军委开训动员大会上，
习主席发布训令，在人防系统也引发强
烈反响，各级主动破除和平积弊，积极
加入练兵备战的行列。

谈到破除和平积弊，不少人都有感
而发：作为人防通信专业力量，各地市
信保中心不仅人员有限，而且经常陷入
事务性工作，很难拿出大把的时间参加
训练。训练时间没有保证，手中的装备
器材就不熟悉。队伍刚刚集结到吕梁
市，某市一辆人防通信车就“趴了窝”，
维修时保障人员才发现，该车发动机是
6缸配置，而此前一直认为是4缸配置。

和平积弊不除，人防部门就难有作

为。朔州市人防办主任张国清认为，在
人防工程审批纳入规范化轨道以后，训
练演练理应成为人防系统的主责主
业。许多参演人员也都认为，经常性地
组织拉练、合练，培养和强化人防系统
的战斗作风，既是破除和平积弊的当务
之急，又是聚焦核心使命的长期任务。

加强基本的组织协同

——运筹帷幄才能决胜千里

在沙漠边缘和草原地带开展训练
和野炊时，内蒙古达拉特旗和乌兰察
布市两地人防部门不仅开来通信车，
开展联合训练，而且保障参演人员生
活所需。

不仅如此，途经之地的人防部门还
协调当地交战办，为演练队伍开辟绿色
通道，使由 35 台大小车辆组成的车队
行进速度不受影响。

今年 5月，陕西省人防系统入晋开
展跨区域演练，山西人防积极配合。
2015年，山西人防与陕西、内蒙古两地
人防部门签订通信支援保障协议，建立
健全一方有需求、各方齐支援的运行机
制。演练前，指挥部多次与沿途人防部
门对接，及时完善演练方案，凝聚联训
联演的合力。

在 2次野炊过程中，省办机关干部
在综合处副处长兰国宇带领下，挽起袖
口参加帮厨，在没有聘请 1名外部人员
的情况下，顺利保障 160 多人按时就
餐。演练过程中，省办 8个处室打破部
门界线，组织协同力量大大增强。

省人防办指挥通信处处长李向东
认为，对山西人防而言，如何搞好跨区
域演练中的组织协同尚是一个新课
题。为破好题、开好局，演练中指挥部
多次召开座谈会，征求各单位在组织协
同方面的意见建议。

在肯定成绩的同时，一些同志坦陈
己见：结合沿途城市人防部门担负的任
务，设置相关战术背景，增强实战化氛
围；按照军事机关的标准规范训练口
令、动作要领和行进方式，使穿上迷彩
服的参演人员更有兵味；在购置无人
机、便携式帐篷等机动指挥通信装备的
同时，持续加强固定指挥所建设，形成
点多线长的通信网络……

对此，霍红义表示，发现问题也是成
果，今后要在演练的真、实、严上下更大
功夫，不断提高省办机关的组织协同水
平，进一步增强指挥通信能力，为遂行人
民防空行动提供强有力的信息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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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管内部队联演、与铁路部门联
训、与军供单位联保……7月上旬，驻南
昌铁路局军代处对近期训练进行总结，
开展全要素训练成为显著特点。
“完成一支部队的远程投送任务，

除了军代处精心筹划、密切协同外，还
需要任务部队掌握装卸载技能、铁路部
门全力配合，以及军供单位提供饮食保
障。”军代处领导介绍说，这 4个环节哪
个出现纰漏或者过于薄弱，都会影响和
迟滞投送任务的完成。因此，他们在筹
划 2018 年训练时，以贯彻新一代军事
训练大纲为契机，一改过去重自身训
练、轻联合训练的做法，协调相关保障
要素开展联训联演，使投送保障链条上
的各个环节更加牢固，彼此之间的衔接
更加紧密。
“S94 轻型组合站台、58 根枕木顶

端站台、257根枕木侧面站台……”这些

听起来非常专业的名词对于驻闽某合
成旅的官兵来说，现在不仅比较熟悉，
而且明白了其中的含义。在与部队联
合训练中，军代处派出专业骨干面对
面、手把手指导官兵练习装卸载技能，
不仅使官兵在较短时间内掌握了基本
要领，而且也提高了军代表现场指挥、
协同保障的实际能力。

与部队联训的主要任务是补齐技术
短板，与铁路部门开展联训，则要首先建
立专业队伍。为弥补紧急情况下部队装
卸力量的不足，军代处协调南昌铁路局
组建了2支军运员装卸保障分队。
“保障分队属于配合力量，配合力

量参加训练还不就是模拟模拟、体验体
验吗？”泉州东站副站长安勇告诉笔者，
没想到一走进训练场地，一批坦克、装
甲车还有第一次见到的发射车就停在
他们面前。大家既感到十分新鲜，又觉

得压力倍增，练起装卸载技能来，谁都
认认真真、一丝不苟。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饮食保障一
直是军交运输的关键环节。以往训练
中，军用饮食供应站总是按照一日三餐
的正常时间实施保障。“战场环境瞬息
万变，官兵就餐怎么可能天天定点定
时？”军代处决定临时出题目，锻炼军供
站的应急保障能力。
“吉安军供站，某军列晚点，供应地

点现改为峡江站，请组织远程机动送
餐。”演练中，军代表蒋超给吉安军供站
站长肖杰通报情况。军供站虽然按照
时间节点完成了任务，但也出现了手忙
脚乱的现象，全站人员的神经一直紧绷
着。事后，肖杰进行了反思：部队投送
的规模越来越大，速度越来越快，保障
准备的时间也越来越短，只有平时多备
几手，才能遇事不慌、从容应对。

驻南昌铁路局军代处——

训全保障要素 提高投送能力
■本报特约通讯员 周 鹏

检查伤情、分送伤员、专家救治……
6月底，一场战时卫勤保障演练在安徽
省合肥市展开，演练中最引人注目的是
身着“救护白”制服的地方医护人员，与
穿着“军营绿”的军队医护人员并肩上
阵、联合施救。

组织演练的无锡联勤保障中心第
105医院，是一所集医疗、教学、科研为
一体的现代化综合性医院。“作为驻省
会城市的一所军队中心医院，未来战争
中必将担负繁重的医疗救护任务。”院
长陈春林介绍，近年来合肥市国动委加
大卫生动员工作力度，不仅组建了民兵

卫生营，而且组织军地医疗力量广泛对
接，为医院补充和壮大卫勤力量提供了
有利契机。

他们与地方相关医疗单位建立联
络员制度，定期召开联席会议，结合该
院卫勤保障所需与地方医疗单位所能，
制订动员预案。依据预案，该院组建了
一支军地医务人员混编的野战医疗队，
通过对医疗队成员开展集中培训，使队
员熟练掌握各类战创伤急救技能，并探
索形成“一站式”抢救模式，提高了救治
效率。在此基础上，他们组织医疗队与
地方医疗单位开展联合演练，从难从严

摔打队伍；主动参与地方突发事件医疗
救治工作，努力增强冲得上、展得开、救
得下的实际本领。

针对近年来部队演训任务增多的
实际，该院还将保障触角延伸：与合肥
市 120急救中心签订合作协议，在重点
保障方向上建成 7个平战结合的抢救
站，为平时军民急救、战时伤员转诊拓
展平台、提供便利。

在与该院共建过程中，地方医疗单
位充分发挥该院作为全军急救技能培
训基地的优势，引导医护人员大力提高
业务水平。尝到甜头的市 120 急救中
心主动提供 5辆救护车，弥补了装备短
板，保证了抢救站正常运转。

无锡联勤保障中心第105医院——

让“救护白”与“军营绿”并肩施救
■郝东红

工作人员介绍人防工程常识、物
业管理人员学习管护技巧、社区居民
掏出手机扫码体验……7月 3日上午，
广东省广州市御景雅苑小区内，一场
人防工程管护标识牌观摩活动吸引了
众多人员参加。据悉，类似的挂牌观
摩活动已在广州市全面铺开。

人防工程是有效掩蔽人员和物
资，保存战争潜力的重要设施，具有战
时保护生命、平时服务生活的特殊功
能。但人防工程的维护管理却是一个
老大难问题。人防工程处于地下，人
防部门进行维护管理相对困难；按照
谁建设谁使用、谁受益谁管理的原则，
建设方或物业管理公司也有管护之
责，但缺乏相关知识，导致重使用、轻
管护的现象长期存在。

广州作为省会城市，人防工程保
有量大、点多面广，工程维护管理任务
十分繁重。为加强工程管护，市民防

办进行了辛勤探索。一开始，他们采
取集中培训的办法，动员相关人员履
行管护责任，但由于集中培训组织难、
费用高、周期长，效果并不理想。后来
该办又出新招，为每处人防工程加挂
一个概况标识牌，牌上写清人防工程
基本情况，使大家一目了然。
“加挂概况标识牌，好比让人防工

程亮出了身份证，使大家对工程有所
了解。”广州市民防办主任叶锦祥告
诉笔者，仅仅让大家知道这是人防工
程还不够，懂得如何管护和使用才是
最终目的。为此，今年 4月以来，该办
组织市坑道管理所、专业厂家研制新
的标识牌，在人防工程“身份证”的基
础上，推出工程“使用说明书”：加挂
《人防工程维护保养须知》和《人防工
程战时使用须知》2块牌子。同时，依
托标识牌印制“广州民防微信公众号”
“人防工程日常维护管理”“空袭来了

怎么办”3个二维码，扫码之后，文字、
图片、视频等内容立即弹出屏幕，大大
增加了人防工程管护信息量。

御景雅苑小区的物业管理人员告
诉笔者，大家不出小区、不进课堂，看
一看标识牌，扫一扫二维码，就能掌握
人防工程日常管护的基本方法和操作
流程，以及平战转换的相关要求。市
民防办工作人员介绍说，下一步，他们
将依托挂牌的人防工程，组织社区居
民开展人防疏散掩蔽演练，促进大家
对工程“使用说明书”的学习理解，不
断增强防空防灾的意识和能力。

有了“身份证” 再配“说明书”
广州市民防办为人防工程加挂信息牌提高管护水平

■张杰军 本报特约通讯员 李雄庚

为确保主汛期辖区道路桥梁畅通，连日来，湖南省衡阳市国动委组织交通战备分队开展紧急拉动、路基抢修、物

资急运等课目的演练。图为分队参加道路抢修演练。 李小亮摄

7月4日，拉练队伍在内蒙古库布齐

沙漠徒步行军。 贾 勇摄

7月5日，山西省大同市人防办在拉练途中与内蒙古乌兰察布市人防办签订支援保障协议。 李 枫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