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2021年年 99月月 1616日 星期四日 星期四 3动 员 责任编辑 / 贾 勇Tel：010-66720029-8310

日前，广西百色市德保县组织人民

防空方案评审。由于方案对标实战化标

准、紧贴德保县实际，得到了上级机关和

专家的充分肯定。该县人防部门负责人

赵恩表介绍说，这主要得益于军事机关

的指导和帮助。

德保县人防部门专职人员较少，遇有

重大任务往往心有余而力不足。“作为同级

地方党委的军事工作部，军事机关应当把辖

区国防工作统起来、抓起来。”县人武部部长

阎继宏认为，人民防空方案是一个时期人防

建设的重要依据，必须在认真调研的基础上

科学编制，决不能走过场、搞形式。

基于这一认识，该县人武部领导不

仅定标准、提要求，而且协调住建、交通

运输、应急管理等部门，围绕人防方案编

制中的重难点问题开展实地调研，组织

分析未来战场环境和人员防护、目标防

护等需求，为方案编制积累第一手材料。

比如，人口疏散涉及单位多、协调难

度大、保障任务重。人武部领导带队走

访了县城周边所有乡镇及部分天然岩

洞，从疏散距离、交通状况到安置地域生

产生活资料储备、目标遭袭后次生灾害

发生率等情况进行多角度对比，最终确

定了首选疏散地域和预备疏散地域。

再比如，战时重要经济目标防护是

一个难点。人武部领导通过与变电站、

自来水厂、铝业公司等重要经济目标单

位，以及附近群众防空组织负责人座谈，

咨询专家意见，探索形成了目标单位自

身防护力量与人防专业队伍、民兵队伍

相结合，伪装防护、重要设施转移、目标

逐步转入地下或半地下相结合的防护方

法，增强了方案的可操作性。

方案初稿形成后，该县人武部按照

“与当地综合防卫作战方案相衔接、与其

他国防动员行动相配套”的原则，组织专

业人员进行自评，既发现和弥补了战时

人民防空行动的盲区，又防止和避免了

同一项行动、同一个方向、同一个地点重

复派兵交叉用兵的问题，提高了摆兵布

阵、调配资源的合理性。

在协调组织方案编制过程中，县人

武部既注重将人防工作纳入辖区军事斗

争准备全局，使国防领域各种力量拧成

“一股绳”、形成“一盘棋”，又注重发挥人

防部门作为行业主管单位的作用，坚持

专业的事让专业的人干，不搞大包大揽。

“这套方案较好地贯彻了人民防空的

建设方针和原则要求。”赵恩表告诉记者，通

过编制方案，他们跟人武部的同志学到不少

军事常识，自身业务素质得到进一步提升。

阎继宏之前在军分区机关工作，曾

指导百色市人防系统参加上级比武竞赛，

并取得优异成绩，他本人也从中对人防建

设有了较为全面而深刻的认识。

“人防是战时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

产安全的最后一道防线，必须未雨绸缪、

防患于未然。”按照这一思路，该人武部将

人防工作摆上全县国防建设重要日程，在

指挥通信训练、人防工程建设、疏散地域

布局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和帮带，全县人

防工作有了明显进步。据悉，下一步，县

人武部将进一步发挥牵头抓总的作用，推

动人民防空建设与其他军事斗争准备工

作齐头并进、协调发展。

广西德保县

人防方案由军事机关牵头把关
■本报特约记者 覃源漫

地下人防工程平时用作停车位，已

是通行做法，并不鲜见；可要说两拨人使

用同一处人防停车位，估计很多人没有听

说过。这件事就发生在上海市杨浦区。

位于该区江浦路 980号的沪东绿地

人防工程，以往仅用于某公司职工停

车。得知附近的江浦社区车位紧缺，杨

浦区民防办与该公司达成协议：利用公

司员工上班前、下班后和双休日、节假日

的车位空闲期，从 124个车位中拿出 100

个作为共享车位，供附近居民使用。

“人防工程属于公共产品，理应让

工程改造成果惠及更多的人群。”按照这

一思路，上海市民防办坚持人防工程的

公益化性质，打造出数量可观的战时保

护生命、平时服务生活的共享空间——

在黄浦区保屯路 221 号，推开路边

一扇小门拾级而下，一间700多平方米的

健身房映入眼帘，各种健身器材一应俱

全。由于人防工程冬暖夏凉、隔音效果

好，这座地下健身房备受附近居民青睐；

在静安区芷江西路 393 弄苏家巷

小区，一处 500 多平方米的防空洞被改

造成居民活动场所，乒乓球室、围棋馆、

舞蹈练习房等多个功能区，满足了居民

多样化文体娱乐需求；

在长宁区仙霞路 700 弄，有一个由

人防工程改造而成的“闲下来合作社”，

成为附近居民休闲娱乐、学习充电、邻

里互动的好去处……

“为市民提供共享空间的人防工

程，其中相当一部分属于老旧工程。”上

海市民防办主任钟杰介绍说，他们按照

“一洞一策”的个性化改造思路，让沉睡

多年的防空洞在为民服务中焕发新的

生机。

莫干山路 50 号的一处老旧人防工

程，被改造成民防文化艺术创意馆。馆

内“艺术作品中的空袭”“地下故事”“战

争与和平”等多个版块颇具海派艺术特

色，已成为当地的网红打卡点。

以前，普陀区曹杨街道的金梅园小

区户外活动场所较小。为拓展居民活

动空间，普陀区民防办与相关部门商

定，把一座老旧防空洞的顶板打开，依

托防空洞建设下沉式广场。

思路一变天地宽。9 月上旬，笔者

在金梅园小区下沉式广场看到，昔日昏

暗、潮湿的防空洞已被改造成图文并茂

的防空袭知识隧道，民防景观雕塑、逃

生训练器材等分布其间，能让来此散步

的居民学到不少应急避险技能。

“肇嘉浜路713人防工程‘转身’成为

综合管廊的经历，一直被市民津津乐道。”

徐汇区民防办主任肖慧奇告诉笔者，该工

程建于 20世纪 70年代，改革开放后一度

用作工厂加工车间，后来还被租用为西餐

厅，是平战结合的老典型。为破解城市建

设难题，这个老典型再立新功。

近些年，肇嘉浜路大力推进架空线

路入地工程。按照常规思维，入地意味着

一些路段将被“开膛破肚”，不仅造价昂

贵，而且施工时间长，影响市民正常生活。

正当有关部门感到为难的时候，民

防部门提出的建议让大家眼前一亮：将

713 人防工程改建为综合管廊，所有架

空线路全部通过人防工程敷设，最大限

度减少对市民生活的影响。

“主意是不错，但不知这处老工程

能否担起这副重担？”有人很快提出疑

问。徐汇区民防办会同相关部门翻阅

大量资料，利用物探技术打开了尘封已

久的工程。经检测，该工程整体结构相

对完好，具备建设综合管廊的条件。

在相关部门的共同努力下，这座老

旧人防工程摇身一变，成为上海中心城

区唯一一条综合管廊，不仅加快了肇嘉

浜路架空线路入地的推进速度，而且避

免了道路开挖对城市交通运行和周边

居民生活的影响。

图①：由莫干山路 50 号一处老旧

人防工程改造的民防文化艺术创意馆。

图②：市民在民防文化艺术创意馆

内体验手摇式警报器、了解人防历史。

图③：居民在黄浦区保屯路 212号

一处人防工程内休闲娱乐。

图④：由肇嘉浜路 713人防工程改

造而成的综合管廊一角。

图⑤：地铁 4号线 411号列车被打

造成“人防宣传专列”，印有人防知识的

扶手吸人眼球。

图⑥：4号线 411 号列车上的乘客

学习人防知识。

程 峥提供

让地下空间惠及更多群众
——上海市人防工程公益化改造侧记

■本报特约通讯员 程 峥 吴苑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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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时期，防空袭训练演练缺乏真

实的战场环境，而自然灾害造成的人

员伤亡、建筑物塌陷、火灾、内涝、交通

瘫痪、断网失联、缺水停电等，与空袭后

果具有一定的相似性。通过对自然灾

害救援过程的分析，反思查找防空袭准

备的短板弱项与努力方向，不失为一个

可行之策。今夏，河南持续遭遇强降

雨，郑州等城市发生严重内涝，造成重

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这次强降雨

灾害救援动员力量多、持续时间长、协

调任务重，给防空防灾工作带来不少

有益启示。

启示之一：虽然空袭与自然灾害的

发生具有突发性，但也有其预警和征

兆，必须引导群众掌握一定的避险常识

和技能。

从 7 月 17 日开始，河南气象部门不

断提高预警发布频次，7 月 20 日连续数

次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息，明确“停止

集会、停课、停业（除特殊行业外）”等防

范措施。但许多人依然冒雨上下班，继

续进行各项生产经营活动。谁都知道

水火无情，但避险意识、防灾意识的淡

漠，使得大多数人对红色预警漠然视

之。导致这一问题产生的一个重要原

因，就是很多人对“1 小时内降雨量超

过 200mm”等预警信息意味着什么，既

缺乏切身体验，又没有必要的气象灾害

预防知识，因而疏于防范、陷入险境。

由此想到防空袭的预警问题。一

些地方每年在固定时间试鸣防空警报，

却 没 有 组 织 群 众 进 行 必 要 的 防 护 训

练。久而久之，警报年年响，而许多人

仍然对预先警报、空袭警报、解除警报

分不清、辨不准，甚至对人民防空行动

缺乏基本的认知。

因此，应通过学校教育、专题培训、

媒体报道等渠道，加强防空防灾知识宣

传；整合人防、消防、应急管理等部门力

量，常态开展训练演练，引导广大群众

掌握洪涝、地震等自然灾害和战争灾害

的防范常识和避险技能，防止“听到警

报后不知所措”“人防工程就在身边却

不知如何利用”等问题，确保遇有灾害，

能够准确辨识、快速应对、妥善处置。

启示之二：救援装备科技含量越

高，救援成效越明显，必须走开“科技强

防”之路。

在河南强降雨灾害救援过程中，

“龙吸水”应急排水抢险车、可远程控制

的水上救援机器人、穿越三省一市输送

信号的“翼龙”无人机等充满“科技范

儿”的装备器材表现抢眼、作用明显，给

人留下深刻印象。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也是核心

战斗力。空袭与防空袭的博弈，好比矛

与盾的斗争，谁占领了科技制高点，谁

就掌握了斗争的主动权。人防部门应

充分发挥处于军地结合部的优势，在更

大范围、更高层次推进“科技强防”工

作，改进铸盾方法，提高盾的成色，让护

民之盾坚不可摧。

按照“不求所有、但求所用”的思

路，面向全社会遴选科技人才、组建科

研团队；紧扣国家人防办明确的科研选

题内容，紧跟当今世界空袭兵器发展步

伐，及时推动人民防空技术和装备升级

换代，不断提高人员防护、目标防护、工

程防护水平。

打破省、市界限，常态开展区域乃

至全国性人防科技创新成果展示活动，

让越来越多的铸盾新技术、新材料、新

工艺、新设备“走出深闺”为人识、被推

广。比如，针对地下人防工程安全度汛

这个老大难问题，可面向全国开展科技

创新成果展示活动，通过优中选优，因

地制宜引进新型专利产品，将洪涝灾害

挡在人防工程之外，确保“地下长城”始

终保持良好的战备状态。

启示之三：跨区支援成为必然要

求 ，必 须 构 建 一 方 有 难 、八 方 支 援 的

机制。

面对罕见的强降雨灾害，天津、山

东、浙江、宁夏、四川等省（区、市）紧急

驰援河南。来自北京、上海、湖北、广西

等省（区、市）的 15 支人防队伍跨区驰

援郑州、新乡。河南省人防办也 2 次下

达跨区支援命令，调度省域内新乡、许

昌、三门峡等市人防应急力量紧急筹集

抽排水设备，迅速支援郑州、鹤壁等受

灾地区。

无论是防灾还是防空，无论是应急

还是应战，一方有难、八方支援都是一

项重要的行动原则。近年来，各地人防

部门以国家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为

契机，以中心城市为核心、周边城市为

依托，筹划、推进城市群协同防护，初步

建立起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机制。

从这次强降雨灾害救援实践看，完

善这一机制，需要着力在两个方面下功

夫求突破。一方面是把供需对接准，建

立需求方与供给方实时对接机制，提高

跨区支援的精准度和可行性。比如，战

争灾害和重大自然灾害均可使公共通

信设施遭到毁坏，导致移动电话、固定

电话等日常通信工具无法使用。这个

时候，人防部门保底的通信手段就要发

挥作用，可通过跨区支援，提供应急通

信保障。围绕这一需求，平时就要预想

多种情况、制订多套预案，并加强演练，

努力做到一方提供的，就是另一方急

需的。

另一方面，是把兄弟单位之间的指

挥关系捋顺畅。具体操作中，既可以按

照属地管理的原则，将支援方配属给被

支援方，前者接受后者指挥；又可以采

取“谁先到谁指挥”的方法，将指挥权赋

予最先到达救援现场、已经掌握一线情

况的队伍，调动兄弟单位跨区支援的积

极性，提高指挥效率，凝聚救援合力。

（作者单位：河南省人民防空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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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 21 个全民国防教育日来临之际，安徽省来安县人防办在全县中小

学校开展“强化人防意识，增强国防观念”主题宣传周活动。图为 9月 13日，

该办工作人员向来安县第四中学师生讲解人民防空知识。 张爱国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