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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台风“烟花”来势汹汹。连日来，

相关省市人防部门闻令而动，积极主动

投入到防汛防台风抢险救援中。

宁可备而不用，不可用而无备。7

月中旬，上海市民防办就围绕城市洪涝

救援任务，专门组织人员开展冲锋舟组

装、水上搜救、消防泵操作等课目训练，

进一步强技能、练协同、试战法。

7 月 22 日，该办下发《关于认真做

好 防 御 第 6 号 台 风“ 烟 花 ”的 紧 急 通

知》，要 求 全 市 人 防 部 门 做 好 责 任 传

导、器材配备、处置力量部署、应急预

案修订等各项工作，打好防汛防台风

主动仗。

24 日，根据上海市防汛指挥部预

警响应指令，该办立即启动人防工程防

汛防台风响应机制。从 25 日开始，该

办领导分头带队，对各类人防工程防汛

防台风情况进行实地检查，全力防范人

防工程雨水倒灌等“地面下的风险”。

在“烟花”登陆前，上海市人防部门

共检查人防工程 2731 个次，现场整改

隐患 74 处；抢险救援队伍 15 支全时待

命，水泵 268 台、防汛物资 9916 件全部

到位。

25 日至 26 日，台风“烟花”登陆期

间，上海市民防办值班室共接收、处置

汛情警报 6 次。人防救援队伍向险而

行，迅速处置树木倒伏、房屋彩钢板倒

塌、居民家中积水、煤气泄漏等各类突

发情况，有效降低灾害影响。

与上海市民防办一样，浙江省人防

办按照“时刻准备、随时能战”的要求，

迅速组织力量防汛救援。截至 27 日 8

时 ，全 省 共 出 动 人 防 专 业 队 伍 170 余

支、5900 余人次，动用冲锋舟、橡皮艇、

无人机、热成像仪等装备器材 1300 多

艘（台）、次，车辆 1200 余台、次，努力将

台风“烟花”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

据悉，受到“烟花”影响的福建、江

苏、安徽、江西等地人防部门也快速响

应、积极行动，为筑牢防汛防台风阵地

主动站好岗、自觉尽到责。

左图：7 月 25 日下午,上海市民防

救援队员在浦东新区龚卢路 200 号附

近,切割、清理台风中倒伏的树木。

程 峥摄

台风“烟花”来袭，沪浙等地人防部门—

以临战姿态投入抢险救援
■本报特约通讯员 程 峥 毛念南

7 月 25 日，江苏省军区南京第二十五干休所支援南京全员核酸检测工

作。图为该所医务人员在秦淮区对居民实施检测。 段玉娇摄

“翼龙”穿越三省一市输送信号、七

省专业救援分队火速驰援……在河南

防汛救灾工作中，许多高科技元素为抢

险救援赢得了宝贵时间、创造了良好条

件，也为科技动员工作带来启示。

无论应战还是应急，都应树立“信

息制胜”观念。面对突如其来的灾害，

热心人士利用网络平台搜集求助信息，

编辑《待救援人员信息》文档并实时更

新，创下 250 多万次的访问量，发挥了

汇集信息从而调配救援力量的作用。

此外，一些自媒体平台及时开放暴雨求

助通道，一些社交平台提供实时在线沟

通服务，一些电商平台开通救灾物资快

运 专 线 ，一 些 导 航 APP 推 出“ 积 水 地

图”，也都为求助者、救援部门提供了很

大便利。

这次救援行动让我们认识到，平时

运用自如的科技产品也可在应急乃至

应战中大显身手。天下武功，唯快不

破。可通过网络平台，让一线力量与动

员决策层最大限度地实现同频共振，从

而进一步提升动员速度。众人拾柴火

焰高。可通过网络及时发布信息，不断

扩大“动员圈”，让越来越多的人在潜移

默化中参与和支持国防建设。人心齐，

泰山移。可通过网络平台积极传播正

能量，及时发出好声音，让广大干部群

众心往一块想、劲往一块使，拧成一股

绳、下好一盘棋。

从 1998 年抗洪到 2020 年南方抗洪

抢险，从汶川抗震到河南救灾，人们对

“科技是核心战斗力”这句话的体会越

来越深刻：以前靠血肉之躯完成的救援

任务，如今很多都被无人机、运输机、抢

险车、工程车、机器人取代，而且后者效

率更高、风险更小。在这次河南救灾行

动中，科技的支撑作用更加凸显：中国

资源卫星应用中心安排高分三号、高分

六号卫星对灾区进行观测，为洪涝监

测、灾情评估提供支持；河南省应急管

理厅投入的“海豚 1 号”救生机器人在

遥控指挥下，便可航行至落水人员身边

将其拖拽到安全区域。

由此我们不难想到，未来战争拼的

是科技水平、比的是科技装备。国防动

员既要关注“大米”，更要关注“纳米”；

既要继续用好“小推车”，更要注重用好

“动车组”。只有把先进科技资源纳入

动员视线，才能形成强大的保障力、威

慑力，从而为军事行动提供有力支撑。

只有掌握潜力，才能准确发力。河

南强降雨灾害发生后，当地军事机关快

速组织大量民兵预备役人员携带专业

装备参与救援。显然，这离不开对辖

区、周边动员潜力的精准掌握。

现代战争科技含量高、节奏快，打

胜仗离不开快速、精确的科技动员。国

防动员系统平时就要摸清军民通用装

备器材的数质量和分布情况，特别是要

建立通用科技成果管理、检索系统，确

保前方需要什么就能保障什么，需要多

少就保障多少，切实把科技优势转化为

战场胜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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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京津冀人防通信跨区支援

演练结束已有一段时日，但演练中的点

点滴滴仍是参演人员热议的话题。特别

是他们针对演练暴露出来的短板弱项，

很快制订出改进措施，掀起新一轮训练

高潮。

“这次通信演练是与部队专业分队

过招，人防参演人员受益匪浅。”演练指

挥长、北京市人防办一级巡视员张金林

介 绍 说 ，自 2014 年 以 来 ，北 京 市 、天 津

市、河北省以及中央直属机关、中央国家

机关人防部门每年都会开展通信支援演

练，但走进部队训练场、与官兵联合训练

还是第一次。

保障军地之间、上下级之间的联络

畅 通 ，是 战 时 人 民 防 空 行 动 的 重 要 内

容。因此，通信训练是人防部门的一项

经 常 性 工 作 。 然 而 ，由 于 缺 乏 战 场 环

境，不少单位都陷入自说自话、自我评

判的怪圈。虽然京津冀人防通信跨区

支援演练开展了数年，兄弟单位之间互

联 互 通 也 已 形 成 机 制 ，但 在 实 战 条 件

下，是否真能联得上、通得久，很多人心

里并没有底。

近年来，部队实战化训练的深入推

动，开拓了京津冀人防部门领导的思路：

与现役部队同场竞技，在与高手过招中

锤炼过硬本领。在机关部门的大力支持

下，6 月中旬，朱日和联合训练基地向他

们敞开了大门，京津冀人防参演队伍在

草原集结，砺兵朱日和。

与部队官兵开展通信对抗演练，是

他们走进朱日和联合训练基地的主要

目的。在干扰与反干扰的反复较量中，

人防战线的同志进一步体会到什么叫

实战化训练，进一步思考如何推进实战

化训练。

“人防通信跨区支援，必然是一方配

属另一方的联合行动。”北京市人防办通

信处处长康登佳介绍说，部队联战联训

联保的模式启发他们，打破编制序列，实

行混合编组，是提高复杂条件下联合保

障能力的有效途径。

一开始，组内之间的协调不顺畅、沟

通不到位，硬指头攥不成铁拳头。面对

演练导调部设置的一个接一个“突发情

况”，逼着大家步调一致、密切协同，形成

了较强的战斗力、保障力。

与现役部队官兵同场操练，让人防

工作者眼界大开。“同样是通信训练，官

兵动作比我们规范，速度比我们快，更加

贴近实战。”河北省人防办指挥动员处副

处长解俊敬不无感慨地说，人防队伍遂

行的也是应战任务，只有虚心学习部队

官兵雷厉风行的作风、精益求精的标准，

才能在战时经受考验、不辱使命。

在向朱日和联合训练基地进发、回

撤途中，以及在基地训练期间，人防参

训 队 伍 均 遭 遇 狂 风 、大 雨 。“ 风 雨 无 阻

是心态，战风斗雨是常态。”目睹部队官

兵战风沙、斗酷暑，争一流、夺红旗的训

练场面后，参训人员很快形成共识：发

挥处于军地结合部的优势，继续走进部

队训练场，对照更高的“坐标系”，依靠

更 硬 的“ 磨 刀 石 ”，不 断 提 高 人 民 防 空

能力。

砺兵朱日和 锤炼真本领
——2021 年京津冀人防通信跨区支援演练侧记

■王占明 宗光强 本报记者 贾 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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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动员办公室指导企业扩大生

产、交通战备办公室组织专业队伍抢修

“遭袭”道路、信息动员办公室开展网络

防护行动……7 月 19 日，在湖南省常德

市“沅澧-2021”军地联合演练中，国动

委各专业办公室悉数上阵，成为这次演

练的一大亮点。

以往，该市国动委专业办公室人员

存在着兼职多、专职少，“门外汉”多、行

家里手少的问题。考虑到一些办公室

力量有限，国动委在组织演练时很少给

他们压担子、交任务。在筹划今年演练

工作时，军地领导形成共识：过境部队

和未来战场的需求日益多样化，每个领

域都可能成为动员对象，每个专业办公

室都可能挑大梁，绝不能让专业办公室

人员坐在观摩席当“看客”。

当办公室人员披挂上阵时，发现面

前桌牌的名称换了：某办公室改成了某

动员分中心。“称谓的变化让我们感到

肩上的担子沉甸甸的。”市人防办工作

人员岳杰如是说。

变化的不仅仅是称谓。演练中，指

挥控制中心向各动员分中心下发指挥

文书，动员分中心接受命令，研究处置

措施，形成处置决心，报批后向各县市

区军地联合指挥部下达处置命令。动

员分中心的作用凸显。

这一变化让不少专业办公室人员

“压力山大”。该市交通战备办公室主

任陈涛告诉笔者，这需要专业办公室人

员既要摸清本领域动员家底，又要熟悉

基本的动员程序，还要掌握军地协调方

法，否则就会“下不来台”。

“就是要让大家有一种坐不住的紧

迫感。”常德市国动委常务副主任、军分

区司令员李兴刚介绍说，让专业办公室

都“动”起来，不仅提高了人员业务素

质，而且促进了队伍稳定。今后将建立

常态化训练演练机制，确保一旦需要，

专业办公室人员能够快速从平时工作

岗位转入战时指挥席位。

湖南省常德市组织军地联演

国动委专业办公室披挂上阵
■本报特约通讯员 焦胜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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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郑州联勤保障中心某团对接河南郑州地区灾后重建需

求，全力支援当地群众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上图：该团官兵参与郑州市区道路清淤清障工作。

左图：该团官兵协助阜外华中心血管病医院整治环境卫生、

恢复医疗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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