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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赢之举双赢之举

动员之声动员之声

观看专题宣传片、浏览媒体报道、参
加网上知识竞答……2月 28日至 3月 2
日，许多广州市民足不出户就学到不少
人防、海防和疫情防控知识。

今年 3月 1日是第 48个国际民防
日。按照惯例，广州市人防办要在此期
间组织大型宣传教育活动。考虑到疫情
尚未结束，人员不便于聚集，该市人防办
便设计开展了几项市民可在室内单独参
加的宣教活动。

2月28日，“关注民防 防控疫情 平
安生活”主题知识竞答活动一上线，便受
到市民青睐。竞答内容不仅包括防空防
灾常识，而且还吸收了当前大家热议的
新冠肺炎防控知识；去年该市人防办与
海防部门机构合并，这次竞答添加了海
防相关知识，让市民感到很新鲜，参与兴
趣倍增。截至3月2日，已有12000余人
参加网上知识竞答活动。

依托网上知识竞答的“评论区”，组
织方还别出心裁地设计了有奖评论环

节。“奖励人防应急包，既利于大家加深
对人防、海防以及疫情防控的认识，更利
于树立正确的舆论导向，引导广大群众
把思想统一到党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
市人防办主任叶锦祥如是说。

领导干部是人民防空教育的重点。
国际民防日期间，广州市政办公大楼内
700块电视屏滚动播出《关注人防 铸盾
羊城》宣传片。该片不仅宣传人民防空
建设的法规政策，还介绍广州人防部门
近期防疫工作动态，进一步加深了市委、
市政府及各部、委、办工作人员对人防工
作的了解，增强了国防意识。

既要抓好重要时间节点的宣传教
育，又要让人防宣教融入百姓生活。
按照这一思路，市人防办与广州电视
台签订合作协议，将人防内容融入到
全市 260万有线电视用户的开机画面
中，并从今年国际民防日开始，进一步
营造出全社会关心支持人防建设的浓
厚氛围。

国际民防日期间，广州市民——

不出门便知防护事
■本报特约通讯员 谭 莉

处于军地结合部的人防部门，担负
着“战时防空、平时服务、应急支援”的
职责使命，让本来用于战备的资源同时
发挥出国防效益、社会效益，成为这个
部门不懈追求的目标。近段时间以来，
河南省人防办充分利用战备资源抗击
新冠肺炎疫情，在实现一种资源产生两
种效益的探索中迈出新的步伐。

建用一致——
警报器发出不同声音

这次疫情防控宣传中，中原大地上
各式各样的防空警报器均发挥较大作
用：多媒体警报器播放图文并茂的宣传
片，电声警报器进行语音播报，车载警
报器随使用者走街串巷随机宣传……

“原本用于防敌空袭的警报设施，
这次为疫情宣传助了一臂之力。”河南
省人防办指挥与应急协调处处长王九
彤介绍说，这个转变让一些人预想不
到，但也并非偶然。近年来，他们按照
建用一致的原则，在开发警报设施平战
两用功能上进行了一些有益探索，坚持
每年全民国防教育日期间，在全省范围
内开展防空警报试鸣活动，使警报设施
保持着良好的战备效能，遇有情况能够
快速启用。

“启用警报设施的语音播报功能，

也需要一个前提条件。”三门峡灵宝市
人防办主任王今告诉笔者，经过通信
专业人员的精心调试，以及地方宣传、
城管、卫健委等部门的共同努力，现在
他们可以运用警报器每天进行３次播
报，以加大当地防疫宣传力度。由此可
见，让警报器原本刺耳的空袭警报声变
成平和而温馨的宣讲声，既需要专业技
术上的支撑，又需要相关部门的通力
合作。

在洛阳市的 131个社区，近 300个
便携式警报器成为社区工作人员疫情
宣传的“掌中宝”。该市西工区洛北街
道盛世唐庄社区副主任周晓红说：“有
了这个小喇叭，我们通知起事儿来不
用扯着嗓子喊了，它的回放功能省了大
家不少力气。”而在郑州、漯河、信阳等
地，固定在公园、绿地、广场等人员较为
密集处的多功能警报器，则弥补了小喇
叭流动性较大、受众有时听不全信息的
缺点，并以多媒体的优势吸引着过往
人员。

常态准备——
疏散基地随时可用

“人防设施平时能用，关键时刻顶
用。”说这话的是南阳市宛城区仲景街
道牛王庙社区书记訾金梅。疫情发生
后，牛王庙社区成立了疫情防控指挥
部，但一直苦于没有合适且固定的办公
室地点。一次偶然机会，訾金梅与到社
区检查工作的市人防办主任李中龙反
映这件事，李中龙当场表态：“社区新建

的人防工作站，就是现成的指挥部办公
场所。”

像牛王庙社区人防工作站一样，焦
作市解放区焦西办事处园林社区人防
战备仓库、固始县郭陆滩镇人防指挥室
等人防阵地均成为防疫工作场所，解了
当地燃眉之急。

“人防阵地之所以能够在关键时
刻派上用场，与我们的常态化准备密
不可分。”开封市人防办主任余章留谈
到，信息化战争爆发突然，作为最后一
道防线的人民防空必须做到有备无
患。按照这一思路，他们不断加强地下
人防工程、人防疏散基地等战备资源
建设，地方党委、政府看在眼里记在心
头。1月 29日，当地防疫指挥部决定将
朱仙镇人防疏散基地作为预备隔离场
所。人防部门迅速整理出可容纳 120
张床位的隔离区，并编配组建了 16人
的党员突击队，供疫情防控指挥部随
时调用。

疫情发生后，河南省人防办专门印
发通知，要求市、县两级人防部门利用
战备资源为疫情防控工作提供便利。

“流水不腐，户枢不蠹。”省人防办副主
任王洪涛说，只有把包括战备资源在内
的各类设施充分利用起来，才能促进其
各项功能的日常维护，遇有紧急情况才
能“不掉链子”。

大力保障——
志愿者队伍持续战“疫”

在禹州市，一支由职工、企业家、教

师等社会各界热心公益人员组成的人
防志愿者队伍，始终坚守在疫情防控阵
地：在乡村、要道、人员密集区，他们协
同担负着卡点检查、集会劝返、重点人
员管控等任务。“我们人手不足，他们真
是帮了大忙”，提起这支队伍，不少基层
干部一片好评。

禹州市人防办为志愿者不仅配备
了1万只一次性医用口罩、300只KN90
口罩，以及足量的酒精和消毒液，而且
及时提供应急帐篷、雨衣、方便食品等
生活物资，保证他们完成起任务来得心
应手。像禹州市人防办一样，郑州、安
阳、南阳等地人防部门也给予人防志愿
者以有力的保障。

近年来，河南各地人防部门通过
授旗、挂牌等方式，组建了近 5000人的
人防志愿者队伍。“志愿者队伍思想觉
悟高、协作能力强，是战时遂行人民防
空行动的一支重要力量。”省人防办主
任贾宏伟介绍说，按照这个职能定位，
他们经常组织志愿者队伍开展应急救
援技能培训，为他们配备必要的物资
器 材 ，不 断 提 高 他 们 遂 行 任 务 的 能
力。同时，遇有重大任务动员他们积
极参加。

据初步统计，在这次疫情防控行动
中，河南省共有 152支人防志愿者队伍
参加，每天约有1800名人防志愿者活跃
在防控一线。贾宏伟还告诉笔者，为保
障志愿者、志愿服务组织的合法权益，
国务院出台了《志愿服务条例》。今后，
他们将依据该条例不断完善各项保障
措施，进一步调动志愿者队伍参与人民
防空行动的热情。

一种资源如何产生两种效益？
—河南省人防办利用战备资源抗击新冠肺炎疫情闻思录

■本报记者 刘时名 通讯员 林晓冰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打疫情防控
阻击战，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是打后勤保
障战。省军区系统应充分发挥处于军
地结合部的优势，多措并举抓好物资保
障，为打赢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奠定坚
实基础。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一旦国
家或地方政府发布重大疫情预警信息，
省军区系统应及时启动物资保障应急预
案，迅速把疫情防控物资保障形势分析
透，把装备器材需求预测准，把现有及预
征预储物资台账核对全，把实施保障的
方法措施制订细。根据疫情形势的发展
变化，迅速组织卫生防疫、防化洗消、指
挥通信等装备器材检修抢修，补充军地
通用装备常用配件，确保各类设备设施
处于良好状态。

作为遂行应急应战任务的一线指

挥部，县（市、区）人武部应准确掌握医
疗卫生、装备维修等民兵专业队伍物资
在位情况，通知预征预储装备器材所在
单位、人员做好应征准备。针对疫情防
控的实际需要，还应采取请领配发、自
主采购、动员征集等多种方式，保持防
护服、口罩、护目镜、喷雾器等专用装备
物资的储备数量，确保遇有紧急任务，
能够实施快速保障。

交通运输部门是疫情防控的重
要环节。在这次武汉保卫战中，派出军
车保障市民物资配送，成为多支驻鄂部
队支援战“疫”行动的重要形式，并且这
项工作由湖北省军区牵头协调，可见保
持一定的运输保障能力何其重要。

从实际需要来看，担负疫情防控保
障任务的车辆，需要补充配齐随车工具、
备品器材，视情配套应急启动电源、户外

救援装具等物资，以满足车辆在外抢修
自保需求。任务车辆在外发生故障确需
外部增援时，应优先利用军地联合应急
机制或友邻部队协作机制，就近动用民
兵专业力量或友邻部队修理力量进行增
援，同时做好抢修期间的人员防护。

受疫情影响，省军区系统征用的地
方车辆通常不再组织送修，各级应充分
发挥所属修理工和驾驶员自身的作用，
在做好场所通风和个人防护基础上，立
足实施自我保障。必要时，可通过军网、
电话和视频连线等方式，请求上级修理
机构或定点维修企业进行技术指导。

疫情防控批量物资的运输，可根据
当地防疫形势，委托地方物流、快递公
司托运送达；接领物资或应急补充物资
为危化药剂时，由部队挑选精干力量，
配备防护措施，合理确定路线，搞好风

险评估，精心组织运输。接送沿途有交
通管制的，由军地应急联合指挥机构协
调开通绿色通道，确保安全顺利。物资
接送到位后，应选择开阔、通风的场地，
进行非接触式交接，避免人员聚集、相
互接触，必要时可对人员、物资进行喷
洒洗消。情况特殊或条件允许时，各单
位可使用无人机投送等方式搞好急需
物资一线供应。

疫情防控工作结束后，应按建制收
拢各类物资器材，组织清点检查和清洁
消毒。因防疫需要，有临时加改装项目
的装备，及时恢复装备原始技术状态；
从地方动员征集的装备物资，有序组织
返还，并按照相关标准支付征用补贴；
对已拆封未使用的设备器材，恢复包装
或集中归类存放；全面核对消耗性物资
器材登记统计台账，做好计价挂账和销
账工作；根据战备标准和后续保障需
求，及时申请补充短缺装备器材，进一
步完善装备保障配套设施，尽快转入物
资保障平时常态。

多措并举抓好物资保障
■王清建

截至3月1日，在这场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战斗中，河北省秦皇岛市交通战备
专业队伍出动人员1700余人次、车辆近
1000台次，运送物资 4000余吨，大大缓
解了该市防疫物资运输压力。

原本为战争运输服务的交通战备专
业力量，为何能在这次疫情防控中大显
身手？“平时认真准备，急时才能派上用
场。”该市国动委交通战备办公室工作人
员毛云龙介绍，近年来，他们狠抓专业队
伍建设，做到了全市每个县（区）都编建
一个运输区队和若干车队，每个区队和
车队都明确负责同志和应急预案，每台
车都编有一名骨干司机，每天线上动态
更新车辆和人员信息。

在此基础上，该市交通战备办公室
常态组织应急运输演练。仅去年一年，
就围绕抗洪抢险、山火扑救等课题开展
了 4次紧急拉动，并针对演练暴露出的
问题复盘反思，研究改进应急行动流程，
促进专业队伍快速反应能力、遂行任务
能力不断提高。

对于交通战备专业队伍的成长壮
大，市国动委领导看在眼里、记在心头。
疫情发生后，秦皇岛市各县（区）运输力量
不平衡，物资运输“梗阻”问题时有发生。
市国动委向交通战备办公室下发通知，要
求他们紧急上阵，助力这一问题的解决。

市交通战备办公室仅用 1天时间，
就从全市 8个县（区、开发区）交通运输
保障力量中抽调 202台中重型货运车
辆，编组成8个防疫运输区队，紧急投入
到疫情防控应急运输工作之中。

“虽然这次防疫运输任务情况紧急、
风险性大，但没有一支队伍打乱仗，没有一
名队员打退堂鼓。”毛云龙告诉笔者，他们
平时注重抓好经常性思想教育和经常性
管理工作，使大家做到了职责任务明、出
动流程明、奖励待遇明，因而在这次上级
赋予的紧急任务中忙而不乱、配合密切。

“交通运输是应战应急行动中的先
行官，交通战备力量只能加强不能削
弱。”该市国动委综合办公室主任吴云中
介绍说，下一步，他们将把辖区内大型客
运公司纳入到交通战备体系，以补足人
员应急投送能力的短板，做到应急应战
需要什么，就全力保障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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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安徽省滁州市人防办组织力量积极参加社区一线联
防联控工作。图为日前，该办工作人员在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凤凰街道陈桥社
区对进出人员进行排查。 牟文军摄

无锡联勤保障中心某部一方面严格落实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各项措施，一方面组织官兵抓好本职业务工作，确保随时能够拉得出、保得好。图为3月1日，该部官
兵对油料发放设备进行维护保养。

郭永康摄

2月下旬以来，河北省枣强县人武部动员广大民兵助力企业复工复产。图
为该县民兵应急连人员在某燃气设备企业带头参加生产。 张 浩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