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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 27日，浙江省嘉善县慈山教育
集团人防教育共同体成立。该集团在
嘉善县 8所民办新居民小学的基础上
组建而成，此举标志着该县把新居民子
女正式纳入防空防灾教育计划。

新居民，是对在城镇务工、经商、创
业等，但非本地户籍、有固定住所的外
来人员的称呼。由于新居民子女学校
教学设施比较简陋，师资力量相对薄
弱，一度成为学校人防教育中被遗忘的
角落。

前不久，嘉善县人防办到某新居民
子女学校进行调研。不承想，该校 4年
级的 130余名学生竟没有一人知道 5月
12日是我国防灾减灾日。这件事使校
方和人防部门深受触动，也由此深化了
双方共识：落实防空防灾教育，绝不能
让一个新居民子女掉队！

新居民子女学校条件有限，如何开
展人防教育并确保教育效果？经广泛
征求各方意见，人防部门决定借鉴当地
普遍运用的教育共同体模式推动这项

工作落实。
县人防办依托慈山教育集团，面向

集团下辖的 4所小学，成立人防教育共
同体。共同体涉及学生 5200 余名，由
担负人防教育试点任务的学校牵头开
展教学活动，其他3所小学自愿加盟。

据县人防办主任冯斌介绍，人防教
育共同体将按照师资共育、课程共享、
活动共办的思路，定期开展校际之间的
教学交流、技能竞赛等活动；同时人防
部门借助嘉善县民防教育体验馆等优
势资源，免费提供教材、教具和场地，共
同推动全县新居民子女人防教育落地
生根。

浙江省嘉善县

防灾教育向新居民子女拓展
■本报特约通讯员 戴光明

百米烟幕中空抛雷引偏诱爆，熊熊
火焰前救援队大显身手……9月 27日，
陕西榆林能源化工集团生产厂区内，
“秦防·2018”重要经济目标综合防护演
练正酣。此次演练既对榆林市人防战
时防空能力进行全面检验，又为陕西省
人防训练作了示范。

值得注意的是，演练观摩人员中既
有陕、甘、宁、蒙、晋等省区人防部门，又
有省、市、县三级军事机关。一个地级
市人防办敢于亮剑的底气从何而来？
陕西省人防办指挥通信处处长王文益
介绍说，这是该省人防系统聚焦实战化
训练带来的效果。

评估对象由人防办调整

为指挥部——

人员参演按照实际身份

综合防护演练是人防建设水平评
估的重要内容。从 2015 年起，陕西省
人防办每年都指导一个地级市开展人
防演练，并以此为契机，对当地人防建
设水平进行评估，以期达到以评促训、

以评促建的目的。
在指导榆林市人防办筹划演练时，

省人防办机关最初把评估对象定为市
人防办。省人防办党组书记尉俊东却
引导大家深入探讨：战时人民防空要靠
人防指挥部组织指挥，人防办只是指挥
部的办事机构。如果把评估对象定为
人防办，不仅难以形成铸盾护民的合
力，而且还会给人留下人防只是人防办
的事的错误印象。最终，评估对象由榆
林市人防办调整为市人防指挥部。

人防指挥部囊括党政军群各个系
统，涉及国计民生各行各业，是平时组
织战备建设、战时指挥防空袭行动的决
策指挥机构。在 9月 27日的演练中，陕
西省人防指挥部指挥长、副省长胡明
朗，副指挥长、省军区副司令员张黎鸿
带评估组全程检查评估。榆林市人防
指挥部指挥长、副指挥长带指挥部成员
全部按照实际身份参加演练。
“按照实际身份参演，并不是把迷

彩服穿上了事。”省人防办指挥通信处
副处长王双社告诉记者，这次演练不仅
促使榆林市地下人防指挥所成功验收，
而且使群众防空组织的装备器材得以
配备齐全。

国防大学教授刘宝庭介绍说，人防
指挥部演练是人防训练的重要形式，人
员只有按照实际身份参演，不搞充当和
替代，担负人防指挥重任的“关键少数”
才能进入角色、了解职责，一旦受命才
能由地方领导岗位快速进入战时指挥
席位。

分队职能由战后救援向

战前引偏拓展——

目标防护用上十八般兵器

此次演练的重点是重要经济目标
防护。能源企业、交通枢纽、通信枢纽、
城市生命线工程等重要经济目标战时
易遭敌方空中打击，且易发生火灾、毒
气泄漏、水源污染等次生灾害，如果不
能有效防护，就会影响国计民生，损伤
民心士气。

陕西省榆林市是全省乃至全国重
要能源化工基地，拥有一大批化工企
业，是西煤东运、西气东输的起点，未来
战争中的重要经济目标防护成为该市
一项重大而现实的课题。

演练中，面对目标单位被炸引发的
大火和有害气体泄漏，消防灭火、医疗
救护、核生化救援、治安管控、心理防护
等分队全副武装上阵、联合抢险救援，
做到“出现什么情况就能处置什么情
况、什么情况危急就先处置什么情况”。

重要经济目标牵一发动全身，防护
时间紧、任务重，需要一支随时拉得出、
用得上的队伍，以期“兵来将挡、水来土
屯。”近年来，榆林市建成 10 类群众防
空组织，不断加强在岗训练、集中训练、
综合训练。人防办还拟定扩编方案，进
行预编预演，确保战时能够广泛发动社
会力量参与人民防空行动。

依托群众防空组织，榆林市人防办
还对减少目标遭袭几率进行探索。演
练中，人防伪装设障分队布设各种反射
器，发射各类干扰弹、烟幕弹，霎时间目
标单位被披上数层保护衣。

国防大学教授陈增运告诉记者，
同要地防空、野战防空相比，人民防空
属于末端防护，对前者拦截的“漏网之
弹”的打击精确度施加影响，使其打不
准、打不着，是人民防空的研究重点。
多年来，我国各地对此进行不懈探索，
形成一整套影响来袭导弹精确度的方
法措施，并根据科学技术的发展而不
断改进，力求把遭受空袭的损失降到
最低，最大限度地保护人民生命财产
安全。

上下联通由平时方式转

为战时方式——

通信保障采取保底手段

目标防护需要组织指挥，组织指挥
离不开通信保障。而在遭受空袭的背
景下，通信基站极易受损乃至瘫痪，电
话、手机等日常通信手段不能使用，此
时，人防部门的通信器材便派上了用
场。演练中，人防通信分队现场架设短
波电台与上级取得联络，使一线指挥所
得以及时开设。

据榆林市人防办主任刘绍金介绍，
为充分发挥人防在通信保障方面不依
赖外源、可保底的优势，该办积极协调，
为全市 12个县区人防办全部配备机动
通信车，每台车均可把一线音视频信息
实时回传，为指挥部决策提供依据。演
练中，12台机动通信车现场组网，实现
“找谁谁在、叫哪哪通。”

为增强复杂电磁环境下的通信能
力，榆林市人防办还与陕西省延安市、
山西省吕梁市人防办签订通信保障支
援协议。演练中，三地人防指挥部均开
设机动指挥所，实时进行互联互通，使
指挥员犹如有了“千里眼”和“顺风耳”。

上图：人防专业队施放烟幕，对重
要经济目标进行伪装防护。

下图：人防专业队对“遭受空袭”的

厂区进行洗消、消毒和清除沾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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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节前开展
的一场人民防空演练仍然是云南省永
平县干部群众谈论的一个话题。该县
人防办主任邓光海告诉笔者，这是他们
克服人少事多矛盾、坚持训练高标准带
来的社会效应。

9月中旬，结合防空警报试鸣仪式，
上级赋予该县同步开展重要经济目标
防护演练任务。

该办没有组织过类似大项活动，相邻
县区的兄弟单位也难以提供现成经验。
考虑到人少事多矛盾突出，有人建议，因
陋就简，应付一下了事。“人防部门担负战
时防空的重要使命，绝不能因人员少而降
低训练标准。”邓光海引导大家克服畏难

情绪，按照实战化要求认真演、扎实练。
县人防办及时向县委、县政府和县

人武部汇报，争取军地双方的大力支持；
向专业人员请教，从难从严拟制演练方
案，使方案从接收空情到消除空袭后果
环环相扣，一步不落；主动与参演单位对
接，敲定参演人员和装备器材的数量以
及到位时间；统一各单位人员着装和标
识，及时纠正动作拖沓、行动缓慢以及个
人防护意识差、相互配合不紧密等问题。

人防办还拉出任务清单，把演练任
务分解落实到每名人员头上，做到“千
钧重担大家挑，人人肩头有指标。”

不少县城干部群众都对当天的演
练记忆犹新：伴随着防空警报声，数百

枚烟幕弹腾空而起，白色的烟团将目标
单位层层遮蔽起来；紧接着，“遭受空袭
地带”燃起大火，供水设施损坏……面
对严峻形势，县人防指挥部迅速定下行
动决心，立即派出专业队伍，严密组织
抢险抢修……

参演单位人员纷纷表示，这次演练
不仅使他们认清了自身在防空袭中的
重要任务，熟悉了组织指挥程序，而且
受到一次深刻的国防教育。

通过这次演练，永平县人防办也对
自身的地位作用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人
防部门具有双重领导的优势，只要积极
协调、主动作为，就能形成齐抓共管的
合力，凝聚起铸盾护民的强大力量。

云南省永平县防空演练克服人少事多矛盾的秘诀是——

千钧重担大家挑 人人肩头有指标
■本报特约通讯员 张 馨

国庆节前夕，广西田东县举办人防主题文艺晚会。晚会不仅有当地壮族群众喜闻乐见的快板和山歌，而且穿插了人

防知识有奖问答，使观众在获得艺术享受的同时增强了国防观念。图为少年儿童在晚会上表演节目。 覃源漫摄

任何一项工作，其运行方式科学合

理，则事半功倍；反之，则事倍功半。随

着人防实战化训练的兴起，优化训练运

行方式，改变不利于防护能力生成的习

惯做法，已成人防系统当务之急。

科学划分训练阶段，解决施训时间

偏长难落实的问题。我国人民防空训练

实行周期制，以5年为一个训练周期。

显而易见，只有把长达数年的训练周期

划分为若干阶段，才有利于训练落实。

人防指挥部、人防机关、信息保障

中心、重要经济目标单位可采用“前2

年打基础、第3年逐级合成、第4年综合

演练、第5年总结提高”的阶段划分方

式开展训练；群众防空组织可结合队伍

整组同步训练，按照自然年度划分基础

训练、要素集成和演练评估3个阶段；

居民群众可结合防灾减灾日、全民国防

教育日参加训练。

实行分级分类训练，解决低层次循

环的问题。人防训练对象众多、专业繁

杂，而且人防指挥部、群众防空组织、居

民群众等训练对象每年变化较大，年年

上一年级、低层次循环的问题非常突

出。人防部门在组织训练过程中，应按

照分级递进、逐级提高的思路，系统设

计周期内的训练内容和标准，实行分类

分级训练。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防部门可

每年组织省、市两级人防指挥员培训

班，对指挥基础知识、基本技能进行培

训。县级人防指挥员的培训由国家人

防重点城市人防指挥部负责。人防专

业队伍每年组织一次骨干训练，新入队

的专业队员及时参加基础训练。

志愿者队伍则区分专业和等级开

展训练，其中高等级的由人防部门直接

组织，低等级的由人防志愿者机构自行

组训，训练成绩作为晋级的依据。居民

群众重在加强防护技能培训。大、中、

小学生完成不同层次防护训练后，人防

部门发放相应合格证。

建立联训联演机制，解决人防部门

大包大揽的问题。按照“谁牵头谁组

训，谁有任务谁参训”的原则，明确人防

指挥部各个成员单位职责及协调程序，

确保成员单位按照战时职责落实训练

任务，改变不论出现什么情况，都由人

防部门大包大揽的现象，确保平时训练

内容与未来行动目标相一致。

合理划分国家、省、国家人防重点城

市三级重点防护片区，由区域中心城市

牵头，建立由军地双方参加的领导小组，

健全联席会议、规划计划、情况通报、督

导检查、考核考评等制度，形成常态化开

展人防跨区域支援训练的机制；还应充

分借助院校、驻地部队、训练基地、科研

机构在指导和保障军事训练方面的优

势，协调开展观摩见学、联合教学、联合

演练、联合攻关，培养人防训练骨干，促

进训练水平提高。

滚动修订训练法规，解决组训过于

随意的问题。人防实战化训练是一个

动态发展的过程，要着眼形势任务的需

要，不断修订完善训练法规内容。2015

年7月，国家人防办颁发《人民防空训

练规定》和《人民防空训练与考核大

纲》，从此，人防训练与考核有了基本遵

循。当前，应尽快出台配套条例，细化

人防实战化训练的目标、内容、标准和

方法。

当前，基于信息系统集成训练已成

为信息化条件下人防训练的重要方式，

基地训练、模拟训练、网络训练已成为

信息化条件下人防训练的重要手段，应

急支援行动训练已成为人防日常训练

的重要组成部分。人防部门应在系统

总结训练经验、提炼训法做法的基础

上，使之固化成法规内容，为规范人防

实战化训练提供基本依据。

优化人防训练运行方式
■丁佐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