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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近岁末，一年一度的军事训练考
核即将拉开序幕。经过一年时间的锤
炼，特别是经过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
战的考验，民兵队伍和国动委专业队伍
快速反应和遂行任务能力有了明显提
高，练兵场上一派生龙活虎的景象。但
不可否认，练为看的现象尚未杜绝，训
练场乃至考核场上还时不时会出现花
拳绣腿的影子。

未来战争中，国防动员系统既担负
着支援保障的重任，又是联合作战链条
中的重要一环，只有平时确立起练为战
的鲜明导向，关键时刻才能发挥作用、
不辱使命。在近期的纳卡地区军事冲
突中，无论是阿塞拜疆，还是亚美尼亚，
其平民区均遭到袭击而损失惨重。这
再次证明，现代战争前方后方界限模
糊，“后备后用”“后备无用”的思想是错
误的。国防动员系统必须用习主席关
于练兵备战的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统一
思想和行动，坚决破除“打不起来、轮不
上我”的侥幸心理，在为战而练、为战而
训方面拿出务实举措、务求扎实成效。

要坚持党委议战议训。国防动员
系统处于军地结合部，平时工作头绪
多、协调任务重，训练工作容易受到冲
击影响。应充分发挥党委抓大事、谋全
局、把方向的作用，常态落实党委议战
议训制度，做到年初有筹划部署、年中
有检查督导、年底有考核评估，推动人
力、物力、财力向训练工作聚焦用力，确
保在任何情况下，训练工作的中心位置
都不偏移。

要把国防动员内容训准训实。国
防动员一头连着前方战场，一头连着社
会优质资源，其核心任务是把动员潜力
转化为服务战场的保障实力。有的单
位在训练中简单套用作战部队组训施
训模式，看上去热热闹闹，实则与自身任
务关系不大。应着眼遂行保障部队跨
区机动、开展动员支前、参与防卫作战等
任务，特别是要围绕当地动员潜力是什
么、在哪里、有多少、找谁征用、如何转化
等现实课题，科学设置训练演练的主要
内容和具体课目。当然，国防动员系统
也需把联合指挥、要图标绘、军语运用等
基本军事常识掌握准、运用熟，防止在与
作战部队对接时说外行话、办外行事。

要树牢联战联训观念。现代战争
无战不联，无联不胜。目前国防动员系
统联战联训的观念树得还不牢，突出表
现为“两多两少”，即：国防动员单项课
目演练多、综合课目演练少；国防动员
系统自导自演多、与作战部队挂钩联训
少。国防动员系统要主动融入战区主
战大格局，把训练纳入战区联合训练体
系，以战时担负的使命任务为牵引，从
难从严设置演练内容，组织民兵队伍与
经济动员、人民防空、交通战备等专业
队伍并肩上阵，练指挥、练技术、练战

术、练协同、练保障，防止和避免自说自
话、自我评判，最大限度地缩小与实战
要求的差距。

要端正训风考风。考核是个指挥
棒，考核严不严，直接关系到训练实不
实。少数单位由于考虑到与编兵单位、
与地方部门的关系问题，在训练考核上
把关不严、奖惩不明，一度影响训练质
量的提升。要通过引进院校专家等“第
三方”加强考核力量等办法，坚持一把
尺子量到底，行就是行，不行就是不行，
坚决避免打“人情分”，搞平衡照顾；要
联合地方纪检监察部门，建立健全国防
动员系统训练监察机制，对训练中的形
式主义、考核中的弄虚作假行为露头就
打，用严的要求实的作风把实战化标准
立起来；要协调地方组织人事部门联合
发文，把考核情况与个人奖励、待遇挂
起钩来，让训练尖子吃香，让参训人员
光荣，进一步调动起国防动员队伍为战
而练的积极性。

（作者系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武部
政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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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31日，河南省洛阳市会展中
心，纪念新中国人民防空创立70周年河
南人防成就展引来众多参观者。许多
观众发现，这场展览不仅内容翔实生
动，而且布局设计别具一格：1031平方
米的展区呈半弧状，宛如防空洞的一扇
大门；展墙色彩由黄褐渐变为浅黄，再
渐变为淡绿，恰如黄河从青海到河南一
路奔流过来的颜色……

如此布展，有着特殊的寓意：人民
防空这一国之大事、国家战略、长期战
略，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
展这一国家战略在中原大地洛阳汇合
相融。

展览期间，河南省人防办主任贾宏
伟与青海、四川、甘肃、宁夏、内蒙古、陕
西、山西、山东八省（区）人防办领导签
订《关于建立沿黄河九省（区）人民防空
合作协调机制框架协议》（以下简称《合
作协议》），九省（区）人民防空建设将由
此翻开新的一页。

（一）

2019年9月18日，习主席在郑州主
持召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
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在 2020年
新年贺词中，习主席再次指出：“黄河流
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成为国家战
略”。这一重大战略部署，令河南省人
防办的同志备感振奋：河南境内沿黄河
流域的人防部门，每年参加黄河汛情监
测和防汛一线信息采集传输，如果能与
上下游兄弟单位建立合作机制，那么信

息就能共享，队伍就能联动，力量就会
加强……

顺着这一思路，2020年1月2日，该
办初步形成沿黄河九省（区）人民防空
合作协调机制的工作设想。1月 6日，
河南省人防办向国家人防办上报《关于
建立沿黄河九省（区）合作协调机制的
请示》。1月 15日，国家人防办在年度
工作安排中，明确“河南牵头筹划建立
沿黄河九省（区）合作协调机制”。

一马当先并非心血来潮。把沿黄
河各省（区）人防部门拧成一股绳，源于
河南省人防办党组一班人的“一盘棋”
思路：

——防汛抗洪，需要上下游、左右
岸、主干流区域兄弟单位攥指成拳、联
合发力，为确保黄河岁岁安澜贡献人防
力量；

——精确制导、突然袭击、远程打
击成为现代空袭主要样式，而人民防空
防护地域广、防护目标多，且遭袭后容
易产生次生灾害、救援难度大，客观需
要构建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人民防空
体系；

——为保证防护设备战时能够快
速抢修、更换，人防部门往往依靠省内
企业提供设备，久而久之，人防企业创
新动力不足，亟需在更大范围内建立竞
争机制，激活人防科技创新的“一池春
水”……

（二）

依托一条黄河，建立一条战线，前
景可期、任务艰巨。黄河流域人防部门
数量多、情况各异，相互之间既没有隶
属关系，又缺乏合作经验，从“江之头”
到“江之尾”，纵贯 5000多公里，怎样让
龙头摆起来也让龙尾跟着甩起来？

“兄弟单位有聚力防空防灾的共同
需求，只要找到最大公约数，就一定能
够实现合心、合力、合拍。”河南省人防
办党组一班人研究决定，把拟制、签订
《合作协议》作为建立合作协调机制的
“点睛之笔”：只有签了协议，才能启动
机制。

2020年是新中国人民防空创立 70
周年。历史经过沉淀，往往看得更加清
晰。人民防空 70载的发展历程一再昭
示：作为全民性防护工作，人民防空力
量宜聚不宜散，宜合不宜分。

基于这样的共识，收到河南省人防
办发来的《合作协议》草案后，沿黄河各
省（区）人防部门普遍支持。山西省人
防办副主任薄文杰告诉记者：“以中华
民族的母亲河为纽带，加强交流互动，
实现资源共享，不失为人防高质量发展
的创新之举。”

青海、甘肃、内蒙古等人防办提出
的关于加强跨省(区)人口疏散方案对
接、注重跨省（区）疏散场所规划衔接，
以及建立优胜劣汰的九省（区）人防从
业市场等建议，均被河南省人防办吸收
进《合作协议》。

在吸收兄弟单位意见的同时，河南
省人防办还征求、采纳省委办公厅、省
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省国家安全厅等省
人防指挥部成员单位的意见，做到群策
群力、集思广益。

（三）

7月 3日，河南省人民防空党政军
联席会议审议通过《合作协议》。“在党
的绝对领导下，人民防空实行军政共同
领导。”河南省人防办副主任王洪涛告
诉记者，联席会议批准了《合作协议》，
为他们牵头建立合作机制提供了前提

条件。
“‘说上一家话’也是人防部门并肩

作战的一个前提条件。”山东省人防办
副主任张庆华介绍说，发生战争或重大
自然灾害时，日常通信手段往往失效，
人防部门必须依靠自身的通信装备进
行联络，保持指挥不间断。

6月 19日，青海省人防办牵头开展
第一次机动指挥系统联合训练，与沿黄
河各省（区）进行互联互通。此后，沿黄
河各省（区）人防部门开展互联互通训
练成为常态。

每次互联互通训练时，甘肃省人防
办都把“十八般兵器”全部派上用场。

“如果因为技术问题导致不通，我们就
组织业务培训；如果因为装备自身问题
不通，我们就更换装备。”甘肃省人防办
副主任张广洲认为，未来战场电磁环境
异常复杂，只有立足极端困难条件组训
施训，关键时刻才能实现“叫哪哪通”。

像甘肃省人防办一样，各省（区）人
防部门都把互联互通作为建立合作协
调机制的“第一战役”来打，在大河上下
打造人民防空的“千里眼”“顺风耳”。

“在新中国人民防空创立70周年之
际签订《合作协议》，可谓瓜熟蒂落、水
到渠成。”国家人防办有关领导介绍说，
协议签订之时，正值全国人防科技创新
展示活动在洛阳举办之际，沿黄河九省
（区）人防部门在推广运用科技创新成
果方面迅速形成共识、推出举措。

“如果把建立沿黄河九省（区）人防
合作协调机制比作万里长征，那么签订
协议只是万里长征走出的第一步。”贾
宏伟表示，今后各省（区）人防部门将依
据《合作协议》，在协同推进重要经济目
标防护、跨省（区）优化人口疏散基地布
局、共享人防企业潜力信息等方面拿出
真招实策、聚力攻坚克难，唱好人民防
空的“黄河大合唱”。

人民防空奏响“黄河大合唱”
—沿黄河九省（区）建立人防合作协调机制侧记

■本报记者 贾 勇 通讯员 林晓冰 温 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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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这里的地下空间别有洞天！”
“原来人防工程可以缓解停车难、买菜难
问题……”连日来，江西省内外 30多家
媒体持续报道该省人民防空建设成果，
引发读者和网民热议。

今年是新中国人民防空创立 70周
年，为充分展示江西人防建设成果，该省
人防办把依托媒体开展宣传作为一项

“重头戏”。11月初，他们协调30多家纸
质媒体、电视网络媒体的记者走进被誉
为“地下长城”的人防工程。

在南昌市象山文化广场地下人防工
程内，成片的停车场、智慧农贸市场等设
施吸引了媒体工作人员的目光，这些地
下空间的开辟和使用，大大缓解了当地
居民的停车、买菜难题。

人防工程平时服务生活，战时保护
生命。在南昌市朝天街道西苑社区，一
场疏散演练把媒体人员带到了战时状

态：随着防空警报的响起，百余名社区居
民在志愿者的引导下进入人防工程，保
障人员随之对居民进行身体检查，并发
放生活物品、开展心理疏导……

此外，江西省人防办安排媒体工作
人员采访了几处人防疏散基地，进一步
展示了人防建设平战结合带来的战备效
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截至11月10日，各类媒体刊发有关
江西人防的稿件超过 180篇，网络信息
浏览量近千万人次。该办领导表示，今
后他们将继续协调媒体讲好人防故事，
不断营造社会各界关心支持人防建设的
良好氛围。

下图：江西省南昌市人防办工作人
员在西湖区君悦华庭小区为媒体记者介
绍人防知识。

曹礼鹏摄

为展示人民防空创立70周年建设成果，江西省
人防办组织30余家媒体走进人防工程——

地下空间别有洞天
■本报特约通讯员 刘 娟

第三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以下
简称：进博会）于 11月 5日至 10日在上
海市举办，上海市民防办派出精干力
量，全程参与进博会安保工作，为这场
盛会的成功举办贡献力量。

“人防系统要有效履行战时防空的
使命，平时必须注重在用兵中练兵强
兵。”上海市民防办主任钟杰介绍说，近
年来，他们积极参与大项活动安保工
作，让人防队伍不断得到摔打磨炼。

上海民防参与大项活动安保工作，

有其独特的优势。成立于 1990年的上
海市民防特种救援中心，30年来累计处
置化学物质泄漏、交通事故等各类灾害
事故万余起，出色完成汶川抗震救灾以
及奥运会等重大活动安保工作。这次进
博会，该中心再次披挂上阵，担负起甄
别、检测疑似核辐射类、化学类物质以及
应急处置等任务。中心人员身穿防护
服，手持检测仪，在进博会场馆和有关活
动场所进行24小时不间断巡查。

中心主任严慧栋介绍说，这是该中

心第三次参与进博会安保工作，尽管对
进博会场馆、安保重点部位和相关工作
比较熟悉，但是大家仍然保持高度的警
惕，自始至终不放过任何一个疑点，确
保万无一失。

与特种救援中心一起 24小时坚守
在进博会现场的，还有两支民防队伍。
一支是上海市青浦区民防水域搜索与
救援队，这支队伍携带巡逻艇、扫描声
呐、潜水装具、水下无人机等装备，担负
进博会场馆周边水域搜救任务；另一支

是该市长宁区民防应急通信队，这支队
伍无需电力和政府信道资源，即可进行
实时通信联络，成为进博会应急指挥的
备用力量。

为加强对安保一线民防力量的统一
领导，上海市民防办党组专门成立进博
会安保临时党支部。临时党支部通过仪
式激励、集中教育等方法，使一线人员始
终保持昂扬的斗志；通过组织开展学习
培训，提高大家为进博会做贡献的责任
意识和实际能力；通过完善各类保障措
施，解除大家的后顾之忧。

钟杰表示，他们将按照打一仗、进
一步的要求，及时总结参与进博会安保
工作的管用经验，并据此完善市、区两
级民防应急行动预案，确保遇有情况能
够拉得出、用得上、打得赢。

上海市民防办

精兵强将助力进博会安保
■本报特约通讯员 程 峥 陈 曦

动员快讯动员快讯

11月上旬，广西南宁市人防办组织100余名专业骨干开展“准军事化”集训，通过设置轻武器射击、重要经济目标防护、自救互救等课目，着力提高防空防灾的意
识和能力。图为参训人员进行户外拓展训练。 邓 谦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