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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员之声动员之声

据媒体报道，9月10日，以色列总理
在参加竞选集会时，会场突然响起防空
警报。原来，是巴勒斯坦武装人员发射
的火箭弹触发了警报系统。结合近期一
些国家和地区境内屡屡遭遇空袭的情况
不难得出一个结论：我国多地定期组织
的防空警报试鸣活动很有必要，它不仅
可以检验警报器材性能是否良好，而且
还能增强人员忧患意识和避险能力，以
免在战争真正来临时因过度恐慌而手足
无措。

试鸣防空警报是人民防空一项基础
性工作。基础不牢，地动山摇。人民防
空是全民性防护工作和社会公益事业，
人防部门担负着战时防空、平时服务、应
急支援的重要使命，只有打牢基础、夯实
根基，才能构建起强大而稳固的人民防
空体系，铸就坚不可摧的护民之盾。

拉响防空警报是人民防空行动的第
一个步骤，听到警报的人们首先需要躲
进安全隐蔽的场所，因而建好地下掩蔽

工程成为基础中的基础。人民防空是现
代城市建设的重要内容，人防工程建设
不应另起炉灶，而应纳入国土空间总体
规划，使之与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同
步规划、同步展开，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在此基础上，统筹平时战时、地上地
下、防空防灾，以城市地铁、地下快速路
为轴线、以结建人防工程和兼顾人防工
程为主体，以指挥工程和专业配套工程
为重点，构建平战一体、互联互通、四通
八达的防护工程体系，实现人防工程的

平战结合、军民兼用。同时，对公用的结
建工程、兼顾工程，以物联网的方式纳入
统一的管理系统，实现可视可控，使工程
保障人员紧急避险的能力进一步提高。

在组织人员疏散掩蔽的同时，人防
部门还应抓好对重要经济目标的防护。
重要经济目标，指的是重要的工矿企业、
科研基地、交通枢纽、通信枢纽、桥梁、水
库、仓库、电站等，其中很多都属于城市
生命线工程。而现代战争中，敌方特别
注重对生命线工程的重点打击，妄图使

对方军民吃不上饭、喝不上水、用不了
电、走不了路，从而使之放弃抵抗。因
此，一旦生命线工程有失，仍然会产生

“地动山摇”的后果。
开展重要经济目标防护，首要的任

务是摸清防护底数。借助国防动员潜力
统计调查，把目标的防护力量、防护设
施、防护手段搞清楚，并据此形成初步预
案。依据预案，围绕低空抗击、战略物资
转移、抢救抢修、恢复生产运行等环节开
展演练，探索出实用管用的重要经济目

标防护方案。
完善组织、建强队伍，是夯实人民防

空根基的题中应有之义。人防力量从顶
层到基层，可以分为人防指挥部、人防主
管部门和群众防空组织。人防指挥部囊
括党政军群各个系统，涉及国计民生各
个行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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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指
挥部平时战时是一套人马，所以平时就
要明确指挥部成员职责，严格落实各项
制度，建立相应的考核监督机制，推动各

级人防指挥部常态化运行，不断凝聚全
社会关心支持人防建设的强大力量。

人防主管部门是推动人民防空发展
的中坚力量，应当按照突出政治标准、扭
住使命任务、落实从严要求、强化正向激
励的思路加强建设，锻炼一支忠诚、干
净、担当的人防铁军。

群众防空组织是现代人民防空体系
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遂行人民防空行动的
重要力量。应严格按照法规文件要求，督
导责任部门把传统专业队伍和新型专业
队伍抓实抓到位。特别是要突出人防应
急救援队伍建设，实现省、市、县（市、区）、
人防重点镇都有一支管理规范、思想过
硬、专业精通的人防应急救援队伍，确保
关键时刻手中有力量，心里不慌张。

夯实根基才能应战应急
■肖培生

我国第一座省级民防学院，国内第一座投入
使用的省级民防学院教学楼——这两项“第一”，
是浙江民防学院的特殊“标签”。

胜出必有所长。占地 3000多平方米的学院
户外拓展基地，不仅在人防系统首屈一指，而且
在我国高校中也独树一帜；4000多平方米的教学
楼人防特色鲜明，地上部分集培训、教学、物资存
储功能于一体，地下部分还建有 400平方米的平
战转换训练室和宣传教育馆，给人一种别有洞天
的感觉。

民防学院是采风团到达的第一站。采访的
顺序恰好暗合了人民防空事业发展的规律：只有
首先落实好全民教育，才能落实好全民防护工
作。而当前我国从事人防教育事业的院校和机
构数量较少、力量薄弱，教育覆盖面小等原因，影
响和制约许多地方人防建设的深入开展。为突
破这个瓶颈，浙江省人防办联合浙江师范大学，
组建浙江民防学院，成为全省开展人防教育的重

要阵地。但问题随之而来，看不到硝烟炮火的年
代，如何吸引社会各界入校参加培训？

学院负责人介绍说，该院成立的时间就是这
个问题的答案。浙江民防学院于 2013年 5月 12
日正式签约成立，而 5月 12日是全国防灾减灾
日。人防部门按照防空防灾一体化的思路，筹划
指导学院教学活动，使参训者来校培训一次，既
能学到防空基本知识，又能掌握防灾基本技能。

记者采访时，恰好有一批参训人员正在户外
拓展基地进行高空和地面训练。该基地总投资
800多万元，建有逃生墙、信任背摔、空中单杠等
40多个拓展项目。参训人员纷纷表示，通过室内
教学和室外拓展训练，能够有效提高人员个体避
险能力和团队协作意识。

记者从浙江省人防办了解到，截至目前，全省
已有300多万名学生、2000多万名居民、7万多名党
政干部、100多万名职工接受过人防教育，而浙江
民防学院在其中培养骨干的“酵母”作用功不可没。

人防训练组织者从哪里来？

民防学院培养专业骨干

铸盾护民离不开这些支撑点
—看浙江人防部门如何抓好基础性工作

■斯玛莉 本报记者 鲁文帝

9月中旬，“壮丽 70年?浙
江人防新成就媒体采风行”活
动在之江大地展开。5个市、
县的7个人防项目让媒体记者
眼前一亮的同时，也引人深思：
和平环境下人防部门如何铸就
坚不可摧的护民之盾？怎样才
能打牢基础避免险情来临时
仓促上阵？下面请跟随记者
的笔触，去探寻这个看似简单
却关乎人防建设成败的问题
的答案。

人民防空最具代表性的标志是人防工程。
人防工程是防备敌人突然袭击，掩蔽人员和物
资，保存战争潜力的重要设施，被人们称为“地下
长城”。长期和平环境下，人们总以为“地下长
城”离自己的生活很远。而在浙江省丽水市有一
座人防工程，却吸引着四面八方的人们慕名前
来，这就是丽水市人防地下急救医院所在地。

这是一所远离人口密集区、被山体岩石层环
绕的医院，虽然位置比较隐蔽，对于放射性肿瘤
病的防治，却是一个很好的空间。“在地下防空洞
这样的环境中，仪器都不怎么积灰，非常利于保
养。”放疗病区主任杜德希介绍说，人防工程恒
温、恒湿、避光、通风、防震的特点，也为患者们提
供了舒适而安全的治疗环境。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地下急救医院的“中
枢”——直线加速器诊疗室里的仪器运行时间一
般从早上 7点到晚上 7点，有时到晚上 11点多才
结束工作。据统计，人防地下医院 5年来诊治的

恶性肿瘤病例超过10万人次，为众多患者送去健
康福音，慕名而来的患者逐年增多。

地下急救医院所在的防空洞属丽水市人防
办自建工程，主要功能为战时医疗救护，平时无
偿提供给丽水市中心医院使用。近年来，丽水市
人防办在产权归属不变的前提下，将近 2亿元的
人防资产用于社会公益事业和服务民生，以“平
时能用”促“战时管用”。

像丽水市人防办一样，浙江全省人防部门在
实现人防工程平战结合上下了不少功夫，仅提供
人防停车位就累计达到 135万个，为缓解城市停
车难问题作出了贡献。

“人防工程只有融入百姓生活，才不会成为被
遗忘的角落。”省人防办业务部门相关人员介绍
说，目前，浙江省已基本形成人防工程专项规划、
地下空间开发利用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三位一
体”的规划编用管理体系，为实现人防工程一项投
入、多项收益的平战结合模式奠定了扎实基础。

人防工程如何融入百姓生活？

“地下长城”追求平战结合

遥控无人机精准投放救生圈，驾驶冲锋舟快
速抵达搜救点，使用绳索快速滑向湖对岸……在
丽水市大港头镇，市民防应急救援队的技能演练
赢得采风团的点赞。

令人想不到的是，这支队伍的成员均非科班
出身，他们中有的是退伍军人，有的是医生，有的
是个体户老板，在救援队中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称
号：人防志愿者。而作为志愿者，他们参加救援
行动没有报酬。

越是有热情，越需要鼓励。近年来，丽水市
人防办先后投入 160余万元，为救援队购置多种
装备，并每年为救援队安排一定的经费补助，用
于专业训练、骨干培训和购买意外保险等。

在人防部门的支持和帮助下，这支志愿者队
伍的救援能力不断提高，日益成为当地政府倚重
的一支力量。救援队组建4年多来，累计出勤300
多次，成功搜救 26人。在他们的影响带动下，丽

水下辖 8个县（市）也按照“小精专、实准快、高效
率”的要求，分别组建民防应急救援分队，市县两
级队伍达到200多人。

据了解，近年来浙江人防部门积极发挥社会
专业人员的作用，不断加强人防应急救援队伍建
设。目前，浙江省人防志愿者队伍已扩大到 340
支 25000余人，在事故救援和应对自然灾害中的
作用日趋明显。

“平时勤于摔打磨炼，战时才能冲锋陷阵。”
省人防办相关负责人介绍说，人防志愿者思想觉
悟高、协作意识强，只要积极引导、加强培训，就
会成为战时人民防空行动中的重要补充力量。
近年来，浙江省制定出台民防应急救援队建设管
理办法、民防志愿者服务管理办法（试行）等规章
制度，明确了志愿者在参加人防行动中的责任、
权利和相关待遇，进一步调动起广大志愿者投身
人防建设的积极性。

战时谁来支援人防行动？

志愿者队伍助力应急救援
不少人都听说过防空地下室，但很少有人见

过战时的防空地下室。在湖州市民防教育馆的
地下空间，人防部门设置了人防工程实景体验
区，体验区被划分为4个防爆单元，每个防爆单元
都使用沙袋隔离，内有滤毒室、防爆隔墙、战时生
活用水，为了真实模拟战时恶劣条件，甚至还设
置了人力通风设备。按照体验区的配备模式，平
时当作车位的人防工程战时可快速转换成人员
掩蔽场所和战备物资库。

“只有通过实景体验，参观者才能真正感受到
人防工程战时保护生命、平时服务生活的特殊功
能。”湖州市人防办主任张云威介绍说，按照这一思
路，他们在教育馆内开设了人防推演游戏、城市攻
防模拟等多个体验项目，受到参观者欢迎。

“实景体验是场馆教育的优势。”嘉善县人防
办副主任戴光明持相同观点。嘉善县民防教育
馆也因此设置了安全驾驶、台风过境、地震来袭、

紧急抢救等互动体验项目，使参观者产生身临其
境的感觉。即便在该县罗星街道江南社区服务
大楼内，人防部门也布置了消防灭火、打绳结逃
生、穿戴防毒衣等项目，居民可随时动手体验。

“人防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课程，单靠纸上谈
兵远远不够。”长兴县实验小学校长黎谊民介绍
说，他们组织5年级学生开设人防知识课，通过到
该县民防教育实践中心等场馆参加集训的方式，
让同学们切实了解和掌握防空防灾知识。

在宣传教育实践中，浙江人防部门深刻认识
到，尽管媒体宣传日益方便快捷，实体场馆的作用
却无法替代，特别是其中的互动项目对受众有着
较强的吸引力。按照这一思路，他们大力推进人
防教育实体工程建设。目前，全省已建成人防教
育场馆（基地、公园、广场）80余个，吸引广大群众
参与到防空防灾体验活动中来，让人防这个原本
有距离感的词语逐渐变得生动起来。

怎样提高人防教育吸引力？

实体场馆传播防空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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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参训者在浙江民防学院
拓展基地参加高空步道训练；

图②：丽水市人防地下急救医
院一角；

图③：丽水市民防应急救援队
开展水上救援训练；

图④：长兴县实验小学学生参
加火灾逃生演练。 胡京彪摄 ④④①①

③③

②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