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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联勤保障部队第 901 医院组织该院党员重温入党誓词，引导大家

牢记初心使命，献身卫勤事业，以优异成绩迎接建党 100周年。 郝东红摄

在人口密集的城区，高层居民楼救

援一直是道难题。日前，随着上海市首

批人防空中救援队的成立，这个问题有

望在沪乃至长三角地区得到有效解决。

5 月 29 日，上海市首批人民防空空

中救援专业队挂牌成立。“成立人防空

中救援队，既有利于加强战时救援力

量，又有利于健全平时救援体系。”上海

市民防办副主任汪耀明介绍说，他们按

照应战应急一体化的思路，与应急管理

部门协调联动，共同推动人防空中救援

队伍建设。

据悉，这支队伍在快速救援方面具

有独特优势：专业人员驾驶的直升机，

可将高楼楼顶、地面开阔地带作为停机

坪进行起降，及时运输受伤人员和应急

物资。上海市民防办与应急管理部门

还明确了队伍的动用、指挥程序和日常

管理、教育规定，实现应战行动与应急

行动的无缝衔接，并注重通过应急行动

锤炼应战本领。

近年来，上海市民防办与江苏、浙

江、安徽人防部门建立起资源共享机

制。根据这一机制，上海市人防空中救

援队的活动范围将拓展到整个长三角

区域，在跨区支援中发挥积极作用。

“作为人民防空专业队伍，空中救

援队将履行战时防空、平时服务、应急

支援的使命任务。”上海市民防办领导

告诉笔者，他们将与有关部门一道，结

合日常工作和重大演训活动，给人防空

中救援队交任务、压担子，努力将这支

队伍打造成遂行战时人民防空行动的

“拳头”力量。

上海：成立人防空中救援队
活动范围涵盖长三角地区

■本报特约通讯员 程 峥 陈 曦

前不久爆发的巴以冲突，有一个鲜

明特点，就是冲突双方没有发生地面战

斗，而是将空袭作为主要战斗方式贯穿

始终。换言之，防空袭效果如何直接影

响甚至决定胜负，因为只有保存自己，

才能消灭敌人。“它山之石，可以攻玉。”

从这场军事冲突中，我们不难得出一个

结论：作为战时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的最后一道防线，人民防空不能削弱只

能加强。

空袭造成人员和经济目标双重损

失，启示我们人民防空必须常抓不懈。

冲突中，巴勒斯坦伤亡人数超过 2100

人。另因加沙地区供电供水系统遭受

空袭被严重破坏，超过 52000 名巴勒斯

坦人被迫流离失所。以色列军队配备

的“ 铁 穹 ”防 空 系 统 成 功 率 自 称 可 达

90%，但剩余 10%的“漏网之鱼”也带来

12 人死亡、300 余人受伤的损失。而空

袭以色列的大多是哈马斯自制的火箭

弹，换作先进武器，这个数字极有可能

增加。

可见，防空战斗中出现“漏网之鱼”

在所难免。这使得人民防空任务艰巨，

既要做好人员防护，又要保护水、电、气

等城市生命线免遭、少遭破坏。战时行

动只是一瞬，准备工作都在平时。应坚

决摒弃“人防无用论、后用论”等错误思

想，将人民防空纳入军事斗争准备全局，

纳入城市建设总体规划，抓常抓实，确保

关键时刻厚积薄发、不辱使命。

空袭样式多变，启示我们人民防空

必须研究新战法。冲突中产生的两个

词语引人关注。一个是“预告式打击”：

根据以色列方面的说法，5 月 13 日，加

沙一栋楼房的业主突然接到以色列军

方电话通知，被告知其居住的楼房即将

被轰炸，要求其立即撤离。10 分钟后，

大楼轰然倒塌。另一个是“饱和打击”：

哈马斯以集中式、多波次连续发射的方

式实施打击，向以色列创纪录地发射超

过 4000 枚火箭弹，与“铁穹”防空系统

展开对决。此外，战斗机的定点清除、

无人机的自杀式袭击等作战样式也纷

至沓来。

“兵无常势，水无常形。”未来空袭

必然随着时间和空间的变化而不断更

新样式。人民防空应在练强“鸣、藏、走、

消”基本功的同时，积极寻求应对低空打

击、电磁干扰等新威胁的有效之策。特

别是要主动适应战区主战新格局，将人

民防空纳入战区联合防空作战体系，与

要地防空、野战防空实现体系融合、协调

联动，做到空情信息快速共享、指挥链路

有效贯通、防护行动步调一致，以此提高

人民防空预警报知、组织指挥、疏散掩

蔽、消除空袭后果的实际能力，把末端防

护网织得更密、更牢。

空袭对地下目标可能造成巨大毁

伤，启示我们必须提高人防工程战备水

平。此次冲突，以军一举炸垮哈马斯经

营多年、设施齐全、功能完备的地下隧

道网络，隐藏在内的特工人员和武器装

备损失惨重。“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近

年来，一些国家着力推进目标防护地下

化，而对手则不断提高对地下目标的打

击破坏能力。比如，一种名为 GBU-57

的钻地弹，可对加固型混凝土钻深 60

米，对坚硬岩石钻深 40 米。此类兵器

的问世，对人防工程建设提出了新的更

高要求。

人防工程是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

产安全的“地下长城”。应着眼空袭兵

器的发展，不断提高人防工程质量。一

方面，应运用新技术、新材料，提高人防

工程的抗打击能力，让敌方导弹打不

进、打不透；另一方面，应通过科学规

划，实现工程与工程之间、人防工程与

其他地下空间的互联互通，为实施应急

防护提供广阔的机动空间。

（作者单位：国防大学联合作战学

院国防动员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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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综合训练已经结束，但北京市

人防办干部职工对训练中的点点滴滴仍

然津津乐道。

5 月下旬，北京市人防办集中办机

关和直属单位 130 多人，来到昌平区南

口镇开展为期 4 天的综合训练。听说前

3 天以室外作业为主，大家觉得新鲜、感

到兴奋。不承想，置身陌生地域后，难题

接踵而来——

有的参训人员在固定帐篷地钉时不

得要领，急得满头大汗；有的班组怎么摆

弄，也无法使伪装网与周围地形融为一

体；有的分队识图用图技能较弱，接连走

弯路……特别是一些人员在找不到立足

之地的时候，遭遇雷阵雨，一时间陷入无

处躲、无处藏的尴尬境地。

“平时吃些苦头，是为了战时少走弯

路。”该办指挥处处长杨东湘介绍说，为

提高紧急疏散和野外生存能力，行进途

中，他们只允许参训人员使用指北针和

行军地图，不能使用手机定位系统。并

且临机设置迷彩伪装、烟雾伪装、伤员救

治、露营、野炊等多个课目，让大家着实

经受了一番锻炼和磨砺。

在人们印象中，人防部门遂行任务

的主阵地是地下工程，为什么要拉到陌生

地域搞训练？一开始，有些参训人员也满

腹疑惑。随着训练的展开，大家对上级的

意图有了较为深入的领会：人员防护既包

括到地下工程掩蔽，还包括向城外疏散，

疏散过程中搞好“走、藏、吃、住、救”等工

作，也是人防工作者的一项基本功。

而参训人员要练习的基本功还不止

这些。

“上午还是练习野外生存技能的战

斗员，下午摇身一变，就成了面对媒体镜

头的新闻发言人。”该办宣传教育处处长

韩笑介绍说，一些参训人员角色的快速

转换，成为这次综合训练的鲜明特点，也

反映出办党组一班人对人民防空使命任

务的深入思考：作为全民性防护工作，人

防离不开广大干部群众的关心支持，也

离不开深入持久的宣传发动。按照这一

思路，从去年冬天开始，该办就把新闻素

养列为办机关工作人员的一项基本功组

织练习。

5 月 28 日下午，北京市人防办在南

口镇模拟召开新闻发布会，8 名处室负

责人就训练演练、工程建设、应战应急准

备以及党史学习教育等工作介绍情况。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青年报、北京广

播电视台、凤凰周刊等媒体工作人员受

邀现场点评。

听完相关情况介绍，受邀媒体工作

人员普遍认为，人民防空战时保护生命、

平时服务生活，宣传人防知识、讲好人防

故事很有必要、很有意义。在肯定模拟

新闻发布会取得成效的同时，他们还提

出不少改进建议。比如，应把专业名词

转化成日常用语，让广大市民听得懂、记

得住；新闻发言人语速要适中，以便于媒

体人员理解和记录，等等。

北京市人防办一级巡视员李春亭介

绍说，下一步，他们将继续按照“内练基

本功、外树好形象”的思路，推动首都人

防工作走深走实，为提高人民防空能力

打牢基础、凝聚合力。

陌生地域能藏 聚光灯下能讲
——北京市人民防空综合训练侧记

■本报特约通讯员 王占明 魏 鑫

6 月 5 日 10 时 30 分许，凄厉的防空

警报声响彻山城重庆的大街小巷，勾起

了一段令人痛彻肺腑的记忆。

1941 年 6 月 5 日，侵华日军空袭重

庆，不仅直接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财产

损失，而且间接导致 2000 多名市民窒

息死亡，酿成震惊中外的“重庆 6·5 大

隧道惨案”，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间

接死于轰炸的人数最多的一大惨案。

“6·5 大隧道惨案”只是“重庆大轰

炸”的一个缩影。据《重庆防空志》记

载：1938 年至 1943 年，侵华日军对重庆

进行了长达 5年半的战略轰炸，史称“重

庆大轰炸”。轰炸造成 24000余人死伤，

炸毁、焚毁房屋 17452栋、37182间。

为了引导广大干部群众铭记历史、

居安思危，每年 6 月 5 日，重庆市都会组

织防空警报试鸣活动，迄今已是第 23

个年头。他们还将这一活动安排写进

《重庆市人民防空条例》，成为该市每年

雷打不动的一项“规定动作”。

结合防空警报试鸣，重庆市人防办

都会协调媒体开展防空防灾宣传，强化

市民国防、人防观念。“今年是‘6·5 大

隧道惨案’发生 80 周年，我们在人防宣

传教育上打出了一套‘组合拳’。”该市

人防办法规宣传处处长杨委介绍说，人

民防空是一项群众工作，只有让相关知

识走进千家万户，才能为提高人民防空

能力打下坚实的基础。

6 月上旬，《重庆日报》连续推出 5

篇深度报道稿件；“重庆卫视”刊发系列

相关新闻；“重庆之声”广播开办人防知

识课堂，覆盖听众 400 万人次。

重庆市人防办联合市直机关工委，

通过“红岩魂”党建微信平台，持续推出

人民防空知识；通过轨道交通沿线内的

近 2000 块电子屏，循环播放人防知识

短片，覆盖乘客 800 万人次。他们还将

相关短视频，通过抖音、小红书、快手等

平台进行推送，受到大量网民关注。

勿忘这一天，抓好每一天。作为一

座曾遭受敌人野蛮轰炸的城市，重庆把

人民防空建设摆上位、自觉抓。

重庆市人防办平战处处长赵世海

告诉记者，为提高人防工程的军事属

性，一方面，他们利用山体防护层厚的

特点，高标准建成一批抗力等级较高的

专项工程；另一方面，他们依托人防工

程，常态化开展全过程、全要素人防演

练，让人防工程切实成为护佑市民安全

的“地下长城”。

重庆警备区多次组织协调交通运

输、医疗卫生等部门和驻军部队，开展

城市人防演练，利用地下人防工程、地

面防空力量、水上防空设施等，构建水

陆空一体化防空体系。2019 年 5 月，他

们还在西部战区的指导下，将人防行动

纳入战区联合防空作战计划，形成军地

共筑护民之盾的强大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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勿忘这一天，抓好每一天
——重庆市举行“6·5”防空警报试鸣系列活动剪影

■本报特约记者 王诚洁

图①：连日来，重庆市民和学校

师生纷纷走进人防教育场所，接受人

防、国防教育。图为该市南岸区文峰

小学学生在重庆抗战遗址博物馆，了

解“重庆大轰炸”历史。

图②：重庆媒体邀请“6·5”惨案

幸存者粟远奎老人讲述亲身经历。

图③：在该市观音桥步行街，江

北区人防办试鸣防空警报。

图④：在重庆人民防空历史陈列

馆，该市九龙坡区人防办主任杨青

（左一）向媒体记者介绍新中国人民

防空事业发展历程。

黄语婷、王诚洁摄④④

①① ②②

③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