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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员之声动员之声

动员快讯动员快讯

完成演练脚本初稿、排兵布阵方案
出炉……6月上旬，陕西各地人防综合
演习准备紧锣密鼓地推进。问及原因，
陕西省人防办巡视员王圈社介绍说，近
期省办组织的一期培训班发挥了关键
作用。

“原计划培训班有70多人。”王圈社
说，考虑到今年全省人防演习任务繁重，
并且增加了空中机动救援、设立战地方舱
等一批全新项目，不懂不会的问题比较普
遍，各地人防办报名参训人员较多。没想
到，该办主任王晓驰否定了最初方案：新
冠肺炎疫情尚未结束，人员不能大量聚
集。按照“既要满足业务培训之需，又要
绷紧疫情防控之弦”的要求，最终他们确
定：除了省办业务骨干，每个地市人防办

只派指挥通信科长一人参训。
人员数量少了，培训标准高了：每

名参训人员只有把业务知识学到手，回
到单位后才能把相关工作抓起来、推下
去，否则就会落在兄弟单位后面。为
此，他们把集训班当成加油站，如饥似
渴地学基本理论、学业务知识、学最新
技术。负责为他们授课的国防大学联
合作战学院教员说，陕西省人防办的这
个培训班虽然人数较少，但提出了很多
针对性问题，学习氛围浓厚。

“常态化疫情防控对准军事机关建
设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王晓驰告诉笔
者，他们将按照精干、高效的思路锻造人
防队伍，让人人都有“两把刷子”，确保遇
有情况能够快速应对、妥善处置。

陕西省人防办注重落实常态化疫情防控要求

参训人员少了 参训标准高了
■本报特约通讯员 王华锋

很少有人能够想到，每天穿梭于大
街小巷的快递小哥能与“中国青年五四
奖章”有缘。在第24届“中国青年五四
奖章”获得者名单中就有一位快递小哥
的名字，他就是江苏苏宁物流有限公司
快递员潘虎。

潘虎送货 5年，保持着零投诉、零
差评的纪录。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他
把妻子、女儿送回家，自己坚持每天派
送快递，忙得“分不出精力来害怕”；他
参与组建的“苏宁快递青年突击队”，承
担了近60个社区的物资配送任务。凭
借平时特别是抗疫期间的突出表现，他
不仅被破格提拔为片区经理，而且荣膺
中国优秀青年最高奖项。

潘虎只是我国亿万普通劳动者抗
击疫情的一个缩影。面对突如其来的
疫情，拥有 14亿人口的泱泱大国迅速
行动、全民参战，其动员速度之快、动员
范围之广、动员程度之深、动员力量之
大世所罕见。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
德塞和多国人士对我国的组织动员力
给予高度肯定。

泰山不拒细壤而成其大。我国能
够迅速筑就抗击疫情的巍峨长城，离不
开像潘虎这样千千万万的“普通一
砖”。“木桶理论”告诉我们，木桶的盛水
量不取决于最长的木板，而取决于最短
的那块。从这个意义讲，快递小哥的坚
守更具有基础性意义。

群众思想觉悟提高一层，国家动员
能力增强三分。面对家人“为加班工资
冒风险不值得”的劝告，潘虎仍然不当

“逃兵”、坚守岗位。有一种观点认为，
市场经济导致人们思想道德滑坡，而在
这次疫情大考中，我们分明看见广大群
众的思想道德在爬坡：像潘虎一样，不
计其数的中国人为抗击疫情舍小家、顾
大家，甚至主动参战、不求回报。截至
4月27日，全国各地开展疫情防控志愿
服务项目超过29.8万个，参与疫情防控
的注册志愿者达584万人，记录志愿服
务时间达1.97亿小时。

时光的指针回拨到 1894年。中日
甲午战争爆发，清军节节败退，官府告
谕战区民众：有助官兵杀敌者，可免三
年钱粮。然而，应者寥寥。战争的结果
是中国战败，近代化进程被打断。抚今
追昔，我们更应该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
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培育和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坚持用科学的理论武装
人、用优秀的作品鼓舞人、用高尚的精
神塑造人，让更多的普通人像潘虎一样
爱小家，更爱大家、国家。

褒奖奉献者，则奉献者前赴后继。
“不论岗位多么平凡，只要心存大爱，人
生就会出彩。”获悉潘虎获奖后，不少网
民写下这样的留言。疫情防控中，党和
国家对于心存大爱的一线医护人员更
是关心备至：不仅大幅度提高补助标
准，而且及时开展心理疏导，让他们轻
装上阵，使白衣战士在付出巨大牺牲后

仍然保持旺盛的战斗力。
点亮一盏灯，照亮一大片。我国人

口基数大、行业种类多，在攻坚克难时
发挥先进分子的引领作用十分必要。
今后逢大灾、迎大战，均应参照这次抗
击疫情的做法，把该鼓的掌声鼓响，把
该给的待遇给足，让奋勇争先者、志愿
服务者、牺牲奉献者及其家人感到欣
慰、觉得光荣、值得羡慕，以营造后进赶
先进、先进更上进的良好社会氛围。

重视新产业，则国家动员呈现新气
象。湖北顺丰速运有限公司分部经理
汪勇，今年与潘虎一同获得“中国青年五
四奖章”，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国家对快
递这一新产业的重视。毛泽东同志曾
经指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
存在于民众之中。”今天的民众不仅包括
田间的农民、车间的工人，而且包括IT
产业、AI领域的广大技术人员。近些年
来，国家大力发展大数据、云计算、人工
智能等新技术，由这些新技术支撑形成
的新产业、新业态，在这次抗疫中发挥了
重要作用，使疫情防控阻击战在某种程
度上成为一场“科技突击战”。而从事新
产业、新业态的人员，无疑将成为国家动
员的生力军甚至是主力军。

一滴水可以反映出太阳的光辉。
一名快递小哥的成长之路，折射的是一
个发展中大国依靠人民奋发图强的历
史轨迹。在这段轨迹上我们可以清晰
地发现一个闪光点：这个国家既充分肯
定钟南山、李兰娟、陈薇等科学巨匠的
杰出贡献，又不埋没快递小哥这样普通
劳动者的辛勤付出，因而能够凝聚起战
胜艰难险阻的磅礴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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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城市遭遇自然灾害时，如何快
速动员各方面力量救民于水火？6月4
日，湖南省常德市以境内沅水水域突发
险情为背景，组织军地双方开展演练，
在应急动员的组织指挥、力量运用、物
资保障等方面深入探索，为保护人民群
众生命财产安全筑起一道铜墙铁壁。

千军万马看指挥，“中军帐”内聚合
力。此次演练出动大型装备和车辆
200余台，人员 2000余人，涉及 9个县
（市、区），要让参演力量步调一致、攥指
成拳，关键是要有一个权威高效的指挥
机构。为此，常德市成立军地联合指挥
部，指挥部成员单位包括市防汛抗旱指
挥部、消防救援支队、应急管理局等多
个部门。市委书记、市长分别担任联合
指挥部第一总指挥、总指挥，既体现出
党组织统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作
用，又强化了政府部门在应急动员中的
主体意识。

常德军分区军政主官均担任联合
指挥部副总指挥，这是因为在救灾现场
总有部队官兵和民兵队伍的身影，搞好
军地协调、形成救援合力成为军事机关
义不容辞的责任。注重军地协调的原
则也体现在前方指挥所的人员构成
上。作为联合指挥部的派出机构，前方
指挥所设置双指挥长，分别由副市长、
军分区副司令员担任。在军地双方的
共同努力下，18支参演分队在多个场
地实现了密切协同、一体联动。

水面上，“被困群众”乘坐冲锋舟快
速转移；陆地上，“被冲毁道路”得以快

速修通；空中，一艘“失火”客轮上的乘
客被直升机转运，无人机则向客轮喷洒
灭火剂；网络空间内，通信保障分队全
力架设通信基站和加密电话……记者
置身演练现场，仿佛在看一部大片。

近年来，常德市编建了一批新质民
兵力量，使民兵队伍战斗力随当地科技
实力的增长而水涨船高。演练中，水利
工程师、网络通信技术员、无人机操作
员等专业人员竞相亮相，方舱指挥车、
通信保障车、应急通信车等高新装备闪
亮登场，让这次防汛演练充满了“科技
范儿”。

“这么多队伍可不是来走过场的。”
市长、联合指挥部总指挥曹立军介绍
说，此次演练不设预案、不走流程，全程
采取临时导调的办法组织实施，让参演
人员如同走进真实的救灾现场。

记者通过视频导调画面看到，武
陵区出现内涝，该区立即组织力量一
边排涝，一边转移人员，并对内涝区消
毒防疫；桃源县出现管涌，民兵使用装
配式围井封堵管涌，利用魄力钢器材
抢修大堤……面对接踵而至的险情，
参演人员使出浑身解数，并互相支援、
并肩战斗。

“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经历再
次告诉我们，人民战争永远是克敌制胜
的法宝。”市委书记、联合指挥部第一总
指挥周德睿说，他们将继续做好人员思
想发动、物资器材储备和各部门协调对
接工作，确保遇有情况能够快速凝聚起
攻坚克难的强大合力。

图①：湖南省常德市军地
联合指挥部对“沅水-2020”演
练活动进行讲评。

图②：常德市民兵无人机
分队为救援现场运送救生服。

图③：参演直升机救援“被
洪水围困”的群众。

图④：该市民兵抗洪抢险
分队和无人机分队开展协同救
援演练。

邹小兵、孙 浩摄

湖南省常德市党政军民共同参加“沅水-2020”演练

“ 中 军 帐 ”内 聚 合 力
■焦盛洋 杨奇帅 本报记者 周 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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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来，浙江省长兴县人防办持续组织开展防汛、防台风、防强对流天气
应急演练，帮助群众掌握避险转移方法。图为该县吕山乡人防办组织乡综合
抢险救援队、民防应急排和人防志愿者开展演练。 孙利萍摄

“呜——”
6月 5日 10时 30分，急促的防空警

报声响彻山城重庆。这是重庆市连续第
22年在6月5日这天进行防空警报试鸣。

“选择这一天，是为了纪念在‘6?5’
大轰炸中罹难的同胞。”重庆人防指挥中
心无线警报科工作人员贺智俊介绍说，
据《重庆防空志》记载：1938年至 1943
年，侵华日军对山城重庆进行了长达 5
年半的战略轰炸，史称“重庆大轰炸”。
轰炸中死伤者达24000余人，炸、焚毁房
屋17452栋、37182间。1941年6月5日，
日机空袭重庆，不仅直接造成大量人员

伤亡和财产损失，也间接导致2000多市
民窒息死亡，酿成震惊中外的“重庆较场
口大隧道惨案”，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
间接死于轰炸人数最多的一大惨案。

根据《重庆市人民防空条例》规定，
每年6月5日，该市都会进行防空警报试
鸣，旨在警醒全市干部群众勿忘国耻、居
安思危。“今年我们把主场地放在大渡口
区。”据重庆市人防办科技与信息化处处
长胡仁法介绍，每年他们都更换警报试
鸣活动的主场地，目的是引起各区县领
导的重视。

除了更换主场地，该市人防办还协

调全市主要媒体进行集中宣传，让市民
铭记苦难历史、了解人防知识、增强国防
意识。记者浏览历年大轰炸纪念日期间
的重庆媒体报道，发现人防宣传教育呈
现全面开花之势：报刊上有文、电视上有
影、广播上有声、网络上有帖。今年，他
们还联合华龙网推出《“洞”见山城——
防空洞里的魔幻城市》等视频短片，并把
宣传教育活动向轨道交通干线延伸，市
民在乘坐地铁时都能听到警报声、看到
宣传片，进一步扩大了教育覆盖面。

每年定期试鸣防空警报，也促进了
警报器材的更新换代。近些年来，重庆

市警报器家族中增加了电声警报器、机
动警报器、多媒体警报器等多种类型。

“现在一个按钮就可控制全市所有的防
空警报器。”贺智俊介绍说，重庆市各区
县防空警报器已经实现一网统管、集中
控制、实时响应。

依据人防部门战时防空、平时服务、
应急支援的职能使命，重庆市人防办还
接入国家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系统，
不仅拓宽了防空预警信息的发布渠道，
而且使防空警报具备了灾情预警功能，
实现了一项投入、两种效益。

“新建小区超过 10万平方米的，楼
顶要预留警报器位置。”胡仁法告诉记
者，现在重庆每年仍在增加警报设施数
量，努力使警报设施建设跟上城市建设
步伐，确保遇有情况能够第一时间拉响
警报。

重庆市为纪念在“6?5”大轰炸中罹难的同胞——

连续22年试鸣防空警报
■本报特约记者 王诚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