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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的北京之夏，给人们留下酷

热难耐的记忆，而一群群孩子们却在凉

爽舒适的人防工程里学到了人防技能

和安全常识。

8月11日，笔者来到北京市朝阳区

“地瓜社区”地下人防工程内，清爽之感

扑面而来。工程内10多个孩子在家长

的带领下，有的“全副武装”体验防暴恐

训练，有的练习打绳结等应急救援技

能，有的学习制作各类安全标志。

朝阳区民防局工作人员告诉笔者，

他们在暑期中先后组织44场民防技能

培训活动。参加活动的家庭被称为“安

全家庭”，每个“安全家庭”均可获得1

个民防应急包。北京市民可以通过“北

京朝阳民防”微信公众号报名，免费参

加“安全家庭”培训活动。

一位家长告诉笔者，她已是第二次带

孩子参加“安全家庭”培训，孩子在这里不

仅能学习自救互救技能，还能增强团结协

作意识。据了解，今年暑期朝阳区民防局

将培训500个以上的“安全家庭”。

近年来，朝阳区民防局大力开展人

防工程清理整治，在消除安全隐患的同

时，提升改造多处人防工程，并积极开

展公益活动，传播防空防灾知识。

上图：“安全家庭”接受培训后在

“地瓜社区”地下人防工程内合影。

右图：参加培训的孩子辨识防空警

报。 毛丽珠、李向伟摄影报道

北京市朝阳区民防局

在人防工程内培训“安全家庭”

2018 年这个夏天，对于浙江省嘉
善县人防办指通科工作人员孙学健来
说，既忙碌又快乐。忙碌的是，经常冒
着酷暑对各镇、街道人防指挥平台进
行巡检，及时发现和排除故障；快乐的
是，大家盼望已久的省、市、县、镇四级
人防指挥机构互联互通，在他和同事
们手中变成了现实。

2017年底，嘉善县下辖的 6镇 3街
道全部建成民防指挥中心。一些地方
县（市、区）人防指挥平台尚不健全，嘉
善县却能在全部镇（街道）建成集信息
采集、指挥控制、辅助决策等功能于一
体的基层民防指挥中心，着实让人眼前
一亮，不少兄弟单位都前来学习取经。

笔者翻看该县民防指挥中心工作
日志，发现嘉善县人防办 2013年底便
印发了《镇（街道）民防指挥中心建设、
使用和维护管理实施办法》（以下简称
《办法》）。从印发《办法》到全部建成，
9个基层民防指挥中心的建设为何用
了整整4年时间？
“嘉善县经济条件较好，人防工作

基础也较为扎实，但要推动人防指挥信
息系统建设向基层延伸，还是要在调动
各镇、街道积极性上下功夫。”县人防办
主任冯斌告诉笔者，与大家想象的不

同，他们推动基层民防指挥中心建设的
方法不是直接交任务、压担子，而是在
镇（街道）党委、政府同意建设、有合适
场所的情况下，才研究立项。

基层既是指挥中心的建设者，又
是使用者、管理者，只有基层自觉建、
主动建，才能确保指挥中心发挥出最
大效益。按照这一思路，嘉善县人防
办每年只推进 2至 3个镇（街道）民防
指挥中心建设，既能让先行者发挥示
范引领作用，又能保证指挥中心场地、
年度预算经费准时到位。

如何确保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
基层主动提出建设申请呢？在制定
《办法》的同时，县人防办还把指挥中
心建设纳入年度人防工作目标责任制
考评内容，在总计 105分的考评项目中
占到 8分，谁先建设则谁领先一步，年
年不建则年年落后。由于考评结果与
单位、个人表彰奖励挂钩，因而建设民
防指挥中心成为镇（街道）党委、政府
的普遍共识和自觉行动。

搞建设就要花钱，但基层大可不
必为花钱的事犯愁。考虑到各镇、街
道的经济状况不尽相同，县人防办在
指挥中心核心元件——显示屏的配置
上，向基层推荐背投、工业级投影仪、

LED 拼接屏 3种设备。3种设备的价
位不等，各镇、街道可根据自身场地条
件和财力情况任选一种。这样既能保
证指挥中心功能所需，又不至于增加
基层财政负担。

即使不增加财政负担，和平时期
基层建设民防指挥中心有什么用？县
人防办采取应战应急一体化的措施，
解开了一些干部群众的这一疑惑。

该县西塘古镇属于国家 5A 级旅
游景区，每天游客川流不息，治安维稳
任务相对繁重。西塘镇民防指挥中心
设计施工时就接入了公安、城管、旅游
管理等部门的应急指挥系统，并连接
景区内的近 300个视频监控点，景区一
旦发生突发事件，民防指挥中心即可
作为一线指挥部。

像西塘镇一样，全县各镇、街道民
防指挥中心均有序接入交通、水利、民
政、消防等单位的指挥信息网络，能够
对人防工程、重要经济目标、交通要
道、繁华路段等设施和地点进行实时
监测。这样一来，指挥中心不仅可为
人民防空组织指挥提供决策依据，而
且能为地方党委、政府提供快捷高效
的应急指挥平台，实现“一种投入、多
种效益”。

浙江省嘉善县人防指挥信息系统建设实现末端落实

镇（街道）全部建成民防指挥中心
■本报特约通讯员 戴光明

一听到经济发达地区办成一件

事，某些人便习惯性地说一句：那地方

有钱。钱多好办事不假，但通过分析

具体事例便不难发现，经济条件只是

外因，有了人的主观能动性这个内因，

外因才会发挥作用。

以上文提到的嘉善县为例，如果

没有人防部门数年前的及早部署，没

有量化考评的激励机制，没有量身定

做的设备购置方案，特别是没有平战

结合的具体举措，基层民防指挥中心

建设恐怕难以走到浙江省前列。

人民防空建设需要主动作为，整

个国防动员建设也需要乘势而上。目

前我国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这为

国防动员建设创新发展提供了丰厚沃

土和宝贵契机。“道虽迩，不行不至。”

新一代国动人当秉持军民融合发展理

念，主动而不是被动地、系统而不是零

散地、长期而不是临时地在经济建设

领域贯彻国防需求上出主意、想办法，

搞协调、抓落实，努力推动国防建设与

经济建设常态化融合、高质量发展。

道虽迩，不行不至

编余小议 ■贾 勇

8月12日，山西省交战办成立直升机应急保障中队，开启国防交通立

体化保障新模式。

吴正银摄

8 月 13日，随着汽笛长鸣，一艘满
载军用物资的渡轮劈波斩浪，由浙江省
温州市乐清湾码头全速驶向数海里外
的大麦屿码头，不到 30分钟，物资送达
指定地域。担负此次运输投送任务的
无锡联勤保障中心某综合仓库领导介
绍，水运投送时间较以往陆运缩短三分
之二，这是他们在军事投送上引进民用
运力带来的可喜变化。

这个仓库长年驻守在丘陵密布、
海岸线绵延曲折的浙东南地区，担负
着对驻地周边部队的补给保障任务。
以往前送军用物资，仓库主要依托自
身力量，采取传统陆运办法，而受地形
起伏多变、道路崎岖等因素影响，陆路
运输特别耗时。尤其是面对大大小小
的海湾，迂回绕行往往要比海上直线
运输多跑百余公里，甚至有时候只能
“望洋兴叹”。

“在瞬息万变的未来战场，物资前
送快敌一手，掌控战局就主动三分。”仓
库主任方海潮告诉笔者，基于对军事投
送重要性的深刻认识，他们决心引进驻
地发达的民用运力，改变单一的陆路运
输方式，开辟水陆并用新模式。

仓库领导主动走访驻地港务公司，
积极与乐清湾、大麦屿等轮渡码头沟通
协调，通过对码头泊位、各类船舶进行
实地勘察、现场测量，研究制订水路输
送计划、装载加固方案以及应对突发情
况预案，并多次组织官兵开展演练。

方案成熟后，仓库依据国防动员法
等相关法规，与地方相关部门、运输企业
逐一签订保障协议，明确协议单位接到
通知后出动的时限、船舶类型、保障人
员、保密事宜，以及仓库付款的时限、方
式等双方责任与义务，建立起“驻军部队
提需求——协议单位来响应——军地联
合去投送”的运输投送机制。为确保民
用运力保障质量，仓库定期对协议单位
的保障能力进行评估，实行优胜劣汰。

新的运输投送机制启动后，仓库依
托“公路+水路”“军运+民运”联动运输
方式，多次开展实兵实装演练，物资前
送时间均比以往缩短三分之一以上。
方海潮告诉笔者，下一步他们将继续探
索军民融合保障模式，提高大吨位物资
收发效率，进一步提升立体化运输投送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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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能、射击、帐篷搭设、北斗导航
仪操作……今夏，内蒙古锡林郭勒盟
组织民兵比武，桑根达来粮食储备库
民兵班在诸多课目比赛中崭露头角。
在赢得点赞的同时，他们也让一些人
感到好奇：粮食储备库为什么要组建
民兵队伍？

8月 15日，笔者来到位于锡林郭勒
盟正蓝旗的桑根达来粮食储备库，只见
高大的房式仓库、立筒仓库、钢板储仓
分布地错落有致，10 多名青年民兵正
在开展灭火训练。据库主任王成国介
绍，该库建于 1996 年，目前仓容量达
4.5万多吨，担负着军粮保障、应急支前
等重要任务。

近年来，随着仓库的快速发展，库
区安保力量日渐不足，特别是在消防、
防汛、巡逻执勤方面缺少骨干力量。
2018 年初，主管仓库的盟经济动员办
公室找到锡林郭勒军分区动员处商讨
解决办法，双方一拍即合：组建一支民
兵队伍，平时担负粮食储备库的安全防
卫，必要时参加上级组织的统一行动。

听说要成立民兵班，储备库 33 名
职工踊跃报名，负责编兵的正蓝旗人武
部根据岗位需求，挑选出 16名职工组
建了一个民兵班，全班平均年龄 33岁，
大家既精通粮食保障业务，又熟悉当地
民情社情。

民兵许亚晓的长辈是老民兵，在边
境巡逻、抗雪救灾、治安维稳方面做出

不少贡献。人武部安排小许讲老人的
故事、谈自己的感受，引导大家增强当
民兵的责任感自豪感。

人武部还组织民兵班开展军事训
练，以及防火防灾技能培训，并指导他
们与桑根达来镇上的其他民兵分队建
立定时通联、互相支援机制，确保遇有
情况，能够快速形成处置合力。
“建不建民兵队伍就是不一样。”盟

发改委粮食科科长郝富告诉笔者，穿上
迷彩服不到 1个月，民兵班的军事素质
和组织纪律观念就有了大幅度提高；在
几次演练中，民兵班对突发情况的处置
都很及时、很到位。
“建在身边，才能用在关键。”基于

这一共识，盟经济动员办公室和军分
区紧密合作，在锡林浩特市、太仆寺
旗、多伦县等 5个粮食储备库相继组建
民兵班。为把这支力量抓在手中，军
分区一边深入开展思想政治教育，一
边建立完善各种预案方案，并加强训
练演练，确保遇有情况能够拉得出、用
得上、起作用。

锡林郭勒盟在粮食储备库建强民兵组织

让军粮安全更有保障
■刘欣欣 本报特约通讯员 刘永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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