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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员快讯动员快讯

筑牢基石筑牢基石

9月 3日 10时，全国 60余家网络媒
体走进山城重庆的人防工程采风，并同
时进行网络直播，截至 11时 30分，观看
直播和其衍生小视频的人数就达到 600
万人次。

一天下来，参与采访的网络媒体运
用多种方式，通过手机 APP、网站、微信
公众号等途径，把重庆人防工程建设的
特点和亮点展示得淋漓尽致。据统计，
参与采访媒体共编辑发布原创稿件上百
篇，点击量超过5000万人次。

重庆市人防办从 2017年起，连续 3
年邀请包括网络媒体在内的新闻媒体采
访报道人防建设成果。

“传统媒体与网络媒体各有千秋，但
在扩大人防宣传覆盖面上，网络媒体更
有优势。”市人防办主任郑平介绍说，今
年重庆“6?5”大轰炸纪念日前后，该办邀
请第三方机构对各种宣传渠道覆盖面进
行评估。其中的一组评估数字耐人寻
味：人防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头顶烈日，在

主城区张贴、散发宣传海报 10万张，最
终阅读量约为 100万人次；重庆市全媒
体网站华龙网发布的同一内容小视频、
H5作品等，同时间段阅读量达到 400万
人次。这进一步促使人防部门与网络媒
体携手，努力把互联网这个最大变量变
成人防宣传教育的最大增量。

考虑到抗战时期重庆曾遭受日军长
达5年半的轰炸，重庆人对抗日战争有着
刻骨铭心的记忆，人防部门便把网络媒
体这次集中采访时间定在 9月 3日——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人民防
空最鲜明的标志是人防工程，重庆人防
工程平战结合程度高、特色鲜明，有许多
故事可以深入挖掘，市人防办便把采访
报道的重点放到了被称为“地下长城”的
人防工程上。

九龙坡区的建川博物馆，渝北区的大
龙山避暑纳凉点，渝中区的解放碑地下环
道指挥中心、李子坝酒类一条街等多处与
人防工程相关的地方，都让现场采访的记
者对人防工程“战时保护生命、平时服务
生活”的独特功能有了切身体会。

“在报道人防工程的同时，自己也受
到一次深刻的国防教育。”第一次参与采访
活动的中国日报网记者曹梓楠深有感触地

说，有备才能无患，居安应当思危，为了让
历史悲剧不再重演，掌握一定话语权的媒
体工作者首先要筑牢自身的精神长城。

第三次参与采访活动的华龙网记者
刘柳说，人民防空是国之大事，网络媒体
应该有大事大抓的担当，不能整天围绕
明星家事、名人琐事打转转。

“网络媒体进人防活动今后还会继
续组织。”郑平表示，在此基础上，还要协
调传统媒体共同抓好人防宣传，努力形
成报刊上有文、电视上有影、广播上有
声、网络上有互动的人防宣传教育新格
局，为铸就坚不可摧的护民之盾凝聚强
大合力。

抗战胜利纪念日山城“地下长城”映入网民眼帘。重庆市—

借助网络媒体讲好人防故事
■本报特约通讯员 王诚洁

刚刚过去的这个暑期，浙江省嘉善
县民防教育体验馆内的台风体验舱成为
参观者争相体验的热门展项。“特别是台
风‘利奇马’过境浙江后，来这里参观的
人更多了。”讲解员张雨普介绍说，大家
走进体验舱，不仅感受台风的巨大破坏
力，而且通过她的讲解也学到了一些预
防台风的常识。

设置台风体验舱等防灾体验设施，
是嘉善县民防教育体验馆的一大特色。
该馆并不建在县城，而是坐落在离县城
6公里的姚庄镇。为克服乡镇人口聚集
度低、辐射面小的先天不足，人防部门经
过深入调研，找到了一个吸引参观者的
办法：按照防空防灾一体化的思路，对体
验馆进行设计布展。

县人防办主任朱军告诉笔者，长期的
和平环境使人们对防空袭有很大的距离
感，如果体验馆仅仅布设战时防空内容，
会使参观者感到离自己的生活比较远。
恰恰自然灾害造成的破坏与空袭危害具
有一定的相似性，设置防灾内容既可以使
参观者从侧面了解防空常识，也可以成为
学习防空技能的一个过渡地带。

本着这一思路，体验馆设置了模拟

地震体验、虚拟灭火、穿戴防毒衣、止血
包扎、心肺复苏、伤员搬运等多种体验项
目，为参观者学习防灾知识和技能提供
了一个互动平台。该馆还根据江、浙、沪
东南沿海区域自然灾害发生情况，随时
调整宣介重点，让参观者产生较强的带
入感。

战时防空是人防的核心使命。在介
绍防灾知识的同时，该馆以大量展项介
绍战时防空知识：

在嘉兴地区遭受日军轰炸图片展区，
参观者看到了侵略者的残暴和空袭造成
的灾难性后果；当代世界范围内重大空袭
案例展区，让参观者感到空袭的阴影远未
散去；“鸣、走、藏、消”防护技能培训区，让
参观者提高了防敌空袭的信心和能力；壁
挂式防空作战模拟沙盘推演，让参与者感
受到国土防空作战的激烈……

一些地方的防空防灾类科普场馆开
馆后，凭借受众的新鲜感会红火一阵子，
时间一长往往就会“门前冷落车马稀”。
然而，今年 1至 8月，该馆共接待团队
148批次、8328人次，与去年同期相比，
参观人数增长 72%。自 2017年 12月开
馆以来，该馆累计接待县内外参观团队

近500批次、2万余人次。
问及原因，朱军介绍说，一方面缘于

该馆互动项目居多，易于调动大家参观
学习的热情；另一方面缘于他们创造性
地把体验馆打造成中小学生民防研学旅
行目的地。

研学旅行是近年来兴起的“旅游+
教育”新模式，是学生集体参加的有组
织、有计划的校外体验活动。2018年该
馆被命名为国家 AA级旅游景区。县人
防部门以此为契机，开始探索开展以防
空防灾为主题内容的研学旅行活动。

而将相对枯燥乏味的防空防灾知识
技能教育，融入学生旅游活动并非易
事。为破解这道新课题，人防部门邀请
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安徽工程大
学体验产业学院等机构相关专家前来现
场指导，探讨形成了该馆参与周边地区

研学旅行活动的具体思路。
“思路一变天地宽。”朱军说，从县、

市角度来看，该馆处于偏远地带；而从长
三角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的角度
来看，位于江、浙、沪两省一市交会处的
嘉善县占尽地利之便，县民防教育体验
馆参与研学旅行活动，既有现实基础，又
有广阔前景。

按照这一思路，他们对内举办全县民
防研学旅行课程设计大赛，将获奖方案汇
编成册发到各所学校供参考使用，推动兴
起县内学生参观体验的热潮；对外与嘉兴
市花婆婆青少年成长服务中心等机构结
对合作，大力吸引周边地区研学团队前来
体验。通过双管齐下，今年以来该馆已接
待研学旅行团队10多批次、师生近千名。

前来研学旅行的师生发现，该馆除
了配备防空防灾教育设施外，还具有会
务、培训、住宿、餐饮、户外演训等配套功
能，可以满足研学旅行活动的各项保障
需求。

除了专业化的硬件设施，平时的维
护管理水平如何也是一个宣教场馆能否
健康发展的关键。在人防部门的争取
下，嘉善县专门增设民防宣传教育机构，
以及 2名事业编制人员，负责该馆的日
常维护管理。同时，县人防办将该馆的
维护管理经费列入每年预算，保证教育
体验馆的正常运行。

防空防灾一起学 研究旅游两不误
——记浙江省嘉善县民防教育体验馆

■本报特约通讯员 戴光明

8月下旬，笔者跟随某旅行团踏访
湖南省的长沙、张家界、湘西等地，6天
行程中听到的国防故事令人久久回味，
同时感到讲述故事的不同人群也可圈
可点，值得整理成章。

贺龙公园里人流如织——
政府部门是义不容辞

的第一主讲人

一大早，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入口
大厅内，正中央的巨幅显示屏滚动播放
军委国动部发布的征兵宣传公益广告，
龙腾虎跃的画面顿时让园内美景平添
一股豪迈之气。

更让群山添英气的是天子山上的
贺龙公园。战马依偎着的贺龙铜像和
两把菜刀造型的元帅墓前，瞻仰、拜谒
的游人络绎不绝。

湖南省博物馆有一间“敢教日月换
新天”短片播放厅，厅内的人气与贺龙
公园不相上下。短片集中介绍湘籍人
士为新中国成立和建设所作的重要贡
献。通过观看短片，观众对“无湘不成
军”这一说法有了新的认识。

在长沙打车时，司机师傅建议去看
一看烈士公园。到达后，笔者发现这座
建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公园正在维
修。细细思考一下，发现贺龙公园、省
博物馆均由政府修建，湖南之行能让游
客接受高质量的国防教育，首先得益于
政府部门的积极作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教育法》明
确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领导本行
政区域内的国防教育工作。”在日益重
视依法行政的今天，地方政府相关部门
更应主动作为，以第一主讲人的身份带
动社会各界尊崇先烈、热爱国防。

私人博物馆展示湘西烽火——
民间人士是方兴未艾

的义务宣传员

张家界国聪民俗博物馆是一家占
地近 40亩的私人博物馆，该馆设有一
个“烽火湘西”展区，介绍了湘西地区从
明朝中期抗倭到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抗
日战争期间的军事活动。一件件实物、
一尊尊实景还原雕塑，让一段段杀敌报
国的故事在参观者眼前浮现。

同样牵动游客国防情愫的，还有大
型文艺演出《魅力湘西》中的一档节目，
节目讲述了清末湘西壮士在天津抵抗
八国联军英勇牺牲的故事，穿插当地让
英魂回归故里入土为安的情节，使人在
寓教于乐中牢记英雄精神。

文艺团体演绎英雄风采，商家店主
也有国防情怀。在长沙市某百年老店
内，“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
的一切”等标语，与古色古香的店内陈
设同样令人印象深刻……

民间人士凭借朴素的感情，为国防
教育助力增色，既体现了全民族综合素
质的提高，又反映了政府开展国防教育
的成效。显而易见，有关部门应在政
策、资金、场地等方面给予支持，使越来
越多的民间机构和人士加入到讲述国

防故事的行列中来。

把先烈事迹讲到心坎里——
导游是有话语权的

现场讲解员

在前往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的
路上，导游深情讲述主席6位亲人为革
命牺牲的事迹，说到动情处，导游眼睛
湿润了，游客也无不动容，不少人的眼
泪夺眶而出……

一路上，笔者所在旅行团的导游除
了讲解三湘四水的风土人情，还讲述可
歌可泣的英烈事迹以及近现代战争史。
在她们的讲述中，大家不仅受到革命先
烈崇高精神的感染，而且了解到不少国
防故事：凤凰古城的壁辉门，历史上是军
队进出之所；在张家界市慈利县，中国军
民曾奋勇阻击侵华日军西进……

导游是组织和引导人们参观游览
的人员，其对景区景点的介绍具有先天
的话语权。笔者发现，尽管她们的讲述
算不上尽善尽美，但由于“先入为主”，
游客特别是未成年游客对她们的讲述
记得牢。有关部门可依据前不久国务
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激发文化
和旅游消费潜力的意见》，以提升红色
旅游品质为目标，在导游培训中注入国
防元素，使他（她）们的讲解更规范、更
准确，为广大游客送上更丰富、更精美
的国防教育大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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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枪跨越障碍物、穿过硝烟避开
突然袭击……见到这一幕，许多人会
认为是一线战斗员在开展突击演练，
其实，这是一队汽车兵在参加专业技
能比武。

8月 28日至 30日，沈阳联勤保障
中心汽车兵专业技能比武竞赛在某部
营区举行，赛场上实战实训的氛围扑
面而来。

“以往仅仅比试驾驶技能的做法，

已经不能满足未来战场需求。”中心运
输投送处处长孟宪刚介绍说，作为连
接前线与后方的纽带，汽车兵也往往
是敌方重点打击目标。这就需要汽车
兵战士具备必要的战场生存技能，同
时专业技能也要大幅度提高。

记者在比武现场看到，比武除了
设置专业理论考试、组合障碍路段驾
驶等常规课目外，还增设起动机损坏、
发动机启动困难、车辆制动装置故障

等实战背景下的修理课目。
“这次比武与以往最大的不同，是

按照运修双能的目标设置赛项。”某团
汽车连班长周齐告诉记者，他自己对
这次比武内容的拓展，有着深刻的认
同。前年冬训，部队拉到高寒地域开
展跨区演练，期间车辆故障频发，随队
修理技师忙不过来，一些运输车辆“趴
窝”动不了，影响了部队机动。

不能总带着“保姆”上战场！为防止

和避免“制胜铁骑”变成“趴窝老虎”的尴
尬，中心专门组织驾驶员开展兼职修理工
培训，使一批汽车兵掌握了基础汽修技能，
周齐就是其中一名受益者。

单兵技能提高了，分队综合素质
也要增强。近年来，中心运输投送部
门通过采取指挥能力集训、运修技能
轮训、持证入伍驾驶员强训等方式，不
断提高分队保障部队全域机动、快速
机动的能力。这次比武竞赛也是各支
分队综合实力的一次集中展示。

两台运输车齐头并进，在狭窄、弯
曲的赛道上争先恐后地越障、掉头、倒
车、移位、爬坡......通过激烈的比拼，
一批优胜者脱颖而出。

“优胜者没有骄傲的资本，因为真
正的比赛是在未来战场上。”比武竞赛
第一名、某司机训练大队教练班长宋
立忱说，几天来，所有参赛者都在学习
别人的长处，弥补自身的不足，努力成
为一名上车能驾驶、下车能维修、遇敌
能战斗的过硬汽车兵。

上图：参赛人员进行车辆快速维
修技能比武。 赵佳庆摄

从难从严从难从严锤炼运输本领锤炼运输本领
——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汽车兵技能比武竞赛见闻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汽车兵技能比武竞赛见闻

■■顾雪峰顾雪峰 罗义翀罗义翀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赵佳庆赵佳庆

8月底，空降兵某旅 300余名官兵
完成实战化演训任务后，从数百公里外
的某训练基地乘坐高铁返回营区。

“回营用了7个小时，去时仅用5个
小时。”该旅运输投送保障部门负责人
告诉记者，演练开始前，这批官兵携带
10余台装备车辆、14吨物资分别搭乘2
架民航班机飞赴集结地域，部队机动速
度实现了历史性突破。

兵力投送的快慢直接影响和决定战
争胜负。以往由于军地沟通渠道不畅、
经费保障机制不健全等原因，该旅官兵
远程机动很少能够坐得上飞机和高铁。

近年来，该旅先后与地方政府、军
代处、民航公司、高铁站等部门和单位

对接，建立起军地协调机制，理顺了运
输投送中的指挥协同关系。同时，针对
部队大规模运输安全压力大、后勤保障
难等情况，他们联合驻地公安、民航高
铁安检等相关部门，共同研究解决 10
余个问题，确保人员和装备物资投送的
安全准时。

该旅电子对抗营四级军士长石海
龙告诉记者，与以往乘坐普通列车相
比，这次运输保障不仅速度快，而且舒
适度高、体力消耗小，使官兵始终精神
饱满地投入到训练演练之中。

上图：跨区演训中，该旅车辆借助
升降台登上物流货机。 闵宇祥摄

乘飞机去 坐高铁回

空降兵某旅跨区演训半日还
■闵宇祥 本报记者 熊华明

长期和平环境使包括人防在内的
国防宣传热度不高，而这一次，重庆市
人防办却让深藏地下的防空洞成为众
多网民关注的对象。热起来的背后，
是他们对宣传效益的冷静思考：除了
选定能够引发当地群众强烈共鸣的时
间节点，更重要的原因就是邀请网络
媒体集中发力。

过不了网络关，就过不了时代

关。“当我已经穿上西装，你还为我裁
剪长衫”，这种宣传方式显然不能满足
网民的需求。而要让网民爱看、常看
国防故事，动员部门还有很多功课要
做，把网络媒体请进来只是第一步。

从一些地方的实践来看，动员部
门只有积极学网、真正懂网、善于用
网，才能与请进来的媒体有共同语言，
开展深度合作，及时发出动员好声音。

跨过网络关 拥抱新时代

■苑大营编余小议编余小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