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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 13日，超强台风“山竹”即将在
广东登陆的消息传来，原定于 14日至 16
日举行的多项大型活动均被取消。广
州供电局供电抢修专业队却在这一天
同时接到两个通知：一是，“羊城天盾”
城市人民防空演习照常举行，专业队负
责在罗冲围储罐场进行供电抢修课目
演练；二是，台风“山竹”登陆期间，专业
队伍随时准备执行供电抢修任务。

15日 10时 20分，“羊城天盾-2018”
城市人民防空演习就在这样的背景下
拉开了帷幕。

让市民知晓，人防就在身边

代号为“羊城天盾”的城市人民防
空演习已连续举办 19年，是广州民防工
作的一张名片，今年的参演人数更是达
60余万人。可是 2000年，广州市民防办
公室（简称：广州民防办）第一次举办
“羊城天盾”人防演习时，很多市民对防
空警报是陌生的，有的甚至产生恐慌情
绪。之后几年，对“羊城天盾”人防演习
的反对之声不绝于耳。

广州民防办指挥通信处处长来源
第一次负责筹划“羊城天盾”演习时，提
前了 3 个月做动员工作。每次敲开企
事业单位领导的大门，对方一开始都是
客客气气的，但一提到“参加演习”，都
会说：“演习是部队的事情，和我们没有
关系。”

对此，来源说：“身处和平时期太
久，大家对人防有距离感很正常。若让
老百姓真正了解人防、熟悉人防、走进

人防，反对的声音自然会少。”
实际上，人防宣传更侧重提高民众

在战时自救互救的能力，需要市民掌握
的知识技能并不复杂。该办法规宣传
处处长张杰军总结：“人防宣传重点就
是要告诉市民空袭来了该怎么办。”

想要回答好这个问题，第一步就是
听懂空袭警报。除了每年 9月在全市范
围内拉响防空警报，广州民防办为社区
民防工作站配备手摇警报器，社区居民
动手摇一摇，按照“6秒起、6秒落”的次
序，就能体验空袭警报。

听到警报后，往哪里藏？打开“广
州人防”微信公众号，找到“民防专栏”
板块，点击“掩蔽疏散”，市民就能立刻
获知距离自己最近人防工程的位置。
张杰军向记者展示了一套人防漫画挂
图，各类群体需要掌握的人防知识和应
急技能一目了然，这样的挂图张贴在广
州市各个街道和社区。

事实证明，在市民面前“多刷刷存
在感”效果很明显。这几年参加“羊城
天盾”人防演习的企事业单位不断增
加，人数也是逐年递增，新闻媒体对演
习的关注度不断提高。2016 年，“羊城
天盾”人防演习被评为广州市直机关为
民服务五大品牌之一。“要知道这可是
老百姓一张票一张票投出来的。”该办
法规宣传处调研员伍继延说。

教会一个学生，带动一个家庭

就在“羊城天盾”演习的前一天，广
州市 510所中学同步组织了人防疏散演

练，参演人数和规模是历年“羊城天盾”
人防演习之最。

9月 14日 9时 20分，记者在广州市
江南外国语学校看到，预先警报响起
后，教师立即组织学生有序疏散到操场
等空旷地域，3分钟后 1000名师生集结
完毕。当空袭警报响起，学生们立即伏
地，借助周边有效掩体保护自己，动作
标准熟练。

采访中记者发现，学生对人防知识
较为了解，不仅能准确分辨不同的防空
警报，而且对战场自救互救技能熟稔于
心。初中二年级学生邓曦蕾告诉记者，
虽然这是她第一次参加人防演习，但之
前听过好几节人防讲座，对疏散流程和
自救技能有所了解。

广州民防办主任叶锦祥表示，组织
中学生人防演习不仅能提高学生的防
空防灾技能，而且能够通过教会一个学
生，带动一个家庭，实现人防教育宣传
效果的最大化。

正因如此，广州市初级中学安排
了“三防”知识教育课，结合国防教育、
公共安全教育等课程嵌入式开展。所
有中学的初二年级学生每年都会到市
人防教育培训基地开展为期一天的人
防训练，对人防知识和实战课目进行
集中强化学习。高中阶段的人防教育
则尝试纳入学生军训内容。今年 7
月，广州市民防办公室、广州市委宣传
部、广州市教育局等 5 个部门联合下
发《加强中学民防教育与国防教育融
合发展的通知》，继续推动中学生人防
教育与国防教育一体规划、一体组织、
一体落实。

学校组织防空演练，看台上聚集了
一批前来观摩的学生家长，徐女士就是
其中一位。“以前只知道人防演练就是
警报拉响后，市民携家带口跑到空旷区
域躲避。自从去年 10月，孩子走进市人
防教育基地参加为期一天的人防知识
学习，回来向我普及学到的知识时，我
才意识到自己对‘人防’的认识有多狭
隘。学校组织学生开展人防演练是一
件好事，我作为家长全力支持。”徐女士
如是说。

地下空间，加载平战一体功能

恐慌和有序，紧张和警觉，区别往
往只在一闪念。在地铁增城广场站平
战转换演习现场，记者感受尤为明显。
今年，“羊城天盾”演习首次在地铁内组
织大规模、全要素的平战转换演练。在
地铁工作人员的指引下，记者跟随市民
体验了紧急疏散的过程。

地铁是城市居民最常用的公共交

通工具。广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安监
部副经理林健斌表示，自 1996年广州地
铁 2号线项目建设起，广州地铁就已经
全面落实人防建设要求。目前，已开通
的 13条地铁线路设防面积达数百万平
方米，成为广州市最大的人防工程。

广州民防办工程管理处处长薛青
向记者介绍：“一个车站加相邻区间隧
道为一个防护单元，每两个防护单元设
一道防护密闭隔断门。一旦战时需要，
区间两头的隔断防护门闭合，通风装置
开启后，一座地铁站就变成紧急人员掩
蔽所，可一次容纳上千人。”

近年来，广州市积极推行地下空间
平战功能一体化，地铁站点、人防工程、
大型地下空间互联互通，与过街通道、换
乘中心、地面大中型服务场所等公共设
施连片成网，形成以地铁为骨干、地铁站
点及大型地下空间为节点、防空地下室
为主体的整体防护工程体系。

15日 12时，“羊城天盾-2018”城市
人民防空演习圆满结束，坐在角落里的
广州市委市政府战备指挥所管理处主
任周永春一直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
“我现在的心情，就像是辛苦劳作的老
农，坐在田埂上望着一堆堆小山似的稻
谷，心里都是满足感。”

周永春是个“老人防”，参与了 13届
“羊城天盾”城市人民防空演习，每年大
约有 1/4 的时间待在地下指挥所里，被
大家调侃是新时期的“地下工作者”。
在周永春的书柜里，有两大摞资料合订
本，记载着 2001 年——2017 年历届“羊
城天盾”演习的变化。记者翻阅资料发
现，从 2000 年首次组织警报试鸣开始，
每一年的演习都会有新突破、新创新，
2006年演习开始加入实战背景，此后 12
年演习越来越贴近实战化。

南国的草木四季常绿，没有在“一岁
一枯荣”间记载着岁月的变化，但是“羊
城天盾”演练历经这 19年，给广州人防
带来的变化是实实在在的——不仅磨砺
出一支精干高效的联合指挥机构，实现
全市党、政、军首脑机关联合指挥；推动
各级各类指挥所建设，建成基本指挥
所、预备指挥所、后方指挥所、机动指挥
所、应急指挥中心相配套，地下、地面相
结合的市、区、街（镇）三级人防指挥平
台，更让“人民防空”意识深植羊城市民
的心中。

采访结束，记者来到广州番禺区海
伦堡创意园，刚刚参加完社区居民疏散
演习的刘阿姨表示，这是她第 3次参加
人防演练：“这防空警报声，老早就刻在
我的心里了。人民防空，人人有责。”

截至发稿时，强台风“山竹”登陆后
强度逐渐减弱，参加演习的各方应急人
员仍坚守在抗击台风一线。

台风“山竹”来袭前，广州市取消多项大型活动，人防演习却如期举行

广州：“羊城天盾”风雨无阻
■本报记者 汪 娜

9月 18日，是安徽省“防空警报试
鸣日”。

9时 18分，随着安徽省副省长、省
人民防空指挥部指挥长李建中一声令
下，防空警报在全省统一鸣响。以试
鸣为契机的大疏散、大演练、大宣传活
动在江淮大地拉开帷幕。

人防指挥部由党政军首长和机关
组成，人防机关协调指挥部训练难度
大、困难多、力量弱。大多数城市在组
织防空警报试鸣活动时，很难组织指
挥部成员全员参加，且指挥长仅负责
下达拉响警报的命令。

9时 30分，在安徽省人民防空指
挥部地下指挥大厅，16个地级市组织
开展疏散演练、重要经济目标防护等
活动实况，通过人防指挥通信系统实
时传送至指挥部大屏幕。以省党政
军群有关部门负责人组成的指挥部
成员，统一身着人防训练服，按照各
自职责实时指挥。

遭到空袭后，如何组织群众疏
散？专业救援力量如何配置？怎样开
展救援行动、消除空袭后果等，都是指

挥部成员需要解决的问题。
“这次防空警报试鸣，不仅仅是拉

响警报、在群众中开展宣传活动，更主
要的是要让指挥部成员进入角色，履
行职责。”省人民防空办公室主任袁方
介绍说：“我们通过人防指挥通信系
统，综合利用卫星、微波、集群、4G等
多种通信手段，实施省、市两级人防指
挥部异地同演、网上同练，让指挥部成
员熟悉组织指挥程序，提高研判处置
各种情况的能力，确保战时实施精准
高效的指挥。”

近年来，安徽省加大人防指挥部
的训练力度，专门成立训练领导小组，
副省长、省人民防空指挥部指挥长担
任训练组长，按照训练计划，狠抓训练
人员、时间、内容的落实。

据悉，他们已经连续 5年开展皖
北、皖中、皖南分片轮转训练，组织
人防指挥部成员进行了以消除空袭
后果、地震应急救援、临战疏散安
置、重要经济目标防护等为课题的
演练。省人防指挥部还将各级人防
指挥部训练引入考核评估机制，每年

抽查 3个城市，进行人防军事斗争准
备检验评估，使人防组织指挥保障能
力得到有效提升。

预先警报拉响后，疏散行动在安
徽省各地展开。

滁州学院 5000 余名大一新生在
人防志愿者引导下，紧急疏散到指定
地域。市人防办通过无人机图传系
统，将疏散过程传送至省、市两级人防
指挥部。

阜阳市第三中学，4600余名师生
听到预先警报后，3 分钟内疏散完
毕。当有学生“受伤”时，医疗救护人
员能够快速处置，现场秩序井然。

淮南市组织了重要经济目标防护
演练，首次采取烟幕避障、空飘气球、
角反射器等防护手段，对“敌”空袭兵
器进行干扰。宣城、亳州、马鞍山、蚌
埠等城市也依据本地实际，同步组织
防空防震应急救援演练。

在这一过程中，人防指挥部成员
全程坐镇“中军帐”，通过人防指挥信
息系统，远程指挥各市的演练活动，并
临时处置各种突发情况。

安徽：人防指挥部训练贯穿全程
■本报特约记者 杨开斌

9月14日，河南省鹿邑县人防办组织人防应急疏散演

练。当日，人防专业队伍不仅开展了抢修供水管道、消防救

灾等课目训练，还组织中学生防空疏散演习。 冯淑娟摄

“九·一八”，中华民族的耻辱日。

这一天，全国上百座城市进行了

防空警报试鸣活动，有的还组织开展

了人防疏散演练，让人民防空再次进

入人们的视野。

但从影响力来说，一些城市和地

区对塑造人防品牌的重视力度和相关

投入还不够。

之所以如此，大概有以下几方面

的原因：从职能定位来看，作为防范和

应对战时空袭的专职机构，人防体系

具有鲜明的国防指向和独特的体系特

征，其主要功能是备战、慑战、止战，

“重做轻说”的特点更为明显；从部门

关联来看，人防系统的纵向联系较多，

与其他党政机构的横向联系相对较

少，可供直接调动的资源与利用的条

件比较有限。从机构设置来看，人防

部门并非经济发展主要部门，在政府

序列中也非强势机构，可以说“话语

权”不足、发声机会不多。受此影响，

一些地区的人防系统社会关注度不

够，人防工作公众影响力不足，人防宣

传群众认可度不高。

当今社会是全媒体社会，成功的

社会活动既需要政府的大力推动，也

需要舆论的积极引导，及时的媒体发

布、巧妙的媒介运用、良好的公众关系

日益受到重视。因此，筹划和开展人

防活动，组织者要注重增强品牌意识，

掌握塑造技巧，善于统筹谋划，发挥综

合效益。

发挥警钟长鸣、秣马厉兵的实战

准备作用。着眼信息化局部战争防

空袭斗争，围绕“八个行动”，着眼“六

种能力”，有效提升人防指挥机构、人

防机关的组织指挥能力，以及人防专

业队伍、重要经济目标单位的遂行任

务能力。

发挥查漏补缺、调控纠偏的检验

评估作用。通过训练演练等活动，检

验人防工程和设施设备的性能、验证

防空袭方案和方法对策的效果、评估

人防建设和人防力量的成效，总结经

验，发现问题，实时调整，及时纠正。

发挥面向社会、惠及大众的能力

提升作用。鼓励广大学生、城镇居民

参加人防活动，了解防空警报信号的

种类，掌握基本的防空知识与技能，提

高紧急避险和自救互救能力，提升自

我防护能力。

发挥广泛周知、人人皆知的国防

教育作用。将人防活动作为开展国

防教育的大好契机，利用多种媒体和

平台开展宣传，增强“天下虽安、忘战

必危”的危机意识，强化“居安思危、

有备无患”的忧患意识，树立“天下兴

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意识，牢固确立

国防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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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张松涛、记者路波波报
道：“嗡……”9月 10日 10 时，伴随防空
警报声响起，宁夏 11个人防重点城市同
步开展防空疏散演练。

2007年，自治区政府将每年 9月 15
日定为宁夏人民防空警报统一试鸣
日。今年恰逢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 60
周年，9月中旬，区内各类活动较多，防
空警报还要不要拉响？“越是欢庆盛典，
越要铭记不忘国耻。”基于这种考虑，
自治区人民政府决定防空警报试鸣
活动照常组织。

为了提高各级党政机关、
院校和企事业单位的重视程
度，自治区通过区内各级电
视、广播、报刊和网络媒体在
9 月 7 日前发布警报试鸣公
告，还分别协调中国移动、中

国联通和中国电信发布了警报试鸣公
益短信。

9 月 10 日，记者在银川市育才中
学看到，师生根据警报类型开展不同
的演练。据自治区人防办指挥通信处
处长王银森介绍，当日该自治区共有
137 个机关单位、87 个社区（小区）、
231 所学校的 33.4 万余人参加防空疏
散演练。

宁夏：11个人防重点城市试鸣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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