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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以色列以圣诞节期间大规

模爆发未知新冠病毒为背景，组织了一

场名为“欧米伽”的全国性演习，演习总

指挥由民防部长担任。民防在该国安

全事务中的作用由此可见一斑。

以 色 列 的 民 防 建 设 有 70 余 年 历

史。1948 年以色列建国之前，犹太人

就建有民防小组。建国以来，以色列

历 经 五 次 中 东 战 争 和 无 数 次 小 型 冲

突，不仅有效保护了民众生命财产安

全，而且还保持了地区军事优势，成为

“小国中的强国”，其中民防的作用不可

替代。概括起来，以色列民防具有以下

几个特点。

领导管理以军为主

与大多数西方国家不同，以色列民

防由军队统一领导管理和指挥。这种

军队主管型体制，侧重民防战时防护功

能的完善和运用，同时兼顾平时应急救

灾，符合中东地区局势特点，有利于以

色列有效应对现实威胁。

1992 年，以色列成立国防军后方

司令部，统一指挥民防工作。后方司令

部同国防部紧急状态委员会、卫生部急

救中心、各地方行政管理机构等密切协

同、一体联动，共同实施平时的民防教

育与演练、战时的后方防护与急救，以

及抗震救灾等工作。

危机或战争时期，后方司令部可牵

头组织协调政府各部门，开展全国性灾

难预防、救援工作，利用国家所有资源，

指导平民妥善应对所面临的威胁。现

任后方司令部指挥官塔米尔·亚岱在一

次会议上讲道：“司令部的任务很简单，

那就是发挥最大能力，拯救生命。”

预警系统功能完备

以色列战略纵深非常有限，部署在

中东地区的导弹可以打到以色列任何

地点。因此，只有建立灵敏高效的预警

体系，才能尽早尽快地获取空袭信息，

为政府筹划反制措施，以及民众疏散和

物资转移争取更多的时间。

以色列在全国设置了约 1500 个防

空 警 报 器 ，警 报 音 响 覆 盖 率 达 100%。

当遇到导弹、火箭弹以及非常规武器袭

击等紧急情况时，以色列军方还向民众

发送手机短信进行提醒。此外，中央与

地方新闻媒介也及时报道官方通知和

专家解读，从而稳定民心、消除恐慌，减

轻民众精神负担。

防护工程遍布全国

如果把预警系统比作“火眼金睛”，

那么防护工程就是“钢盔铁甲”。只有

人人“顶盔掼甲”、处处“盔明甲亮”，民

众生命财产安全才能获得有力保障。

以色列在这方面积极探索，并取得明显

成效。

在首都特拉维夫，人们说起地下防

护工程如数家珍：素拉斯基医学中心地

下病房内，各类医疗、生活设施一应俱

全，医生可对伤病人员实施远程急救、

远程诊疗；哈比玛国家剧院旁边的防空

洞，能够满足 2000 人工作、学习和生活

需要……

除了首都，其他地方的地下防护工

程也可圈可点。以色列北部的纳哈里

亚医院，72 小时之内可将 2000 张床位

转移至地下，服务半径覆盖中北部地区

常住人口；在靠近边境的集体农庄、城

镇，政府高密度开掘防空地下室，方便

民众随时转入地下避险……

以色列实际控制的国土面积大约

2.5 万平方公里。为了在有限的国土上

开辟更多的防护空间，以色列《民防法》

明确规定，所有新建建筑必须配备防空

洞等民防设施，新建的住宅还必须有经

过防弹处理的房间。

据统计，以色列建有各类防护工程

近 3 万个，遍布全国各地。多数民众在

警报响起后，短时间内即可就近找到防

护工程。2006 年，在第二次黎巴嫩战

争期间，超过 100 万以色列民众被疏散

至防空洞内。

由于防空洞就在身边，以色列民众

经常利用防空洞组织各种集会、开展游

艺活动，甚至举办婚礼，防空洞已成为

以色列人生活的组成部分。

平时训练紧贴实战

自 1948 年建国以来，以色列一直

处于硝烟和战火的环境之中，极为重视

民防训练。

以色列将民防训练内容细化为备

战、即刻反应、全面应付和修复工作 4

个方面。其中，备战包括各单位日常训

练、宣传教育；即刻反应包括部队出动、

人员征用、初步救援、危险品处理、消

防、民众心理指导、维护治安；全面应付

包括医护卫生处理、居民重新安置、志

愿人员参与、信息传递及与外国合作

等；修复工作包括政府援助、地方当局

接管、损毁房屋处理、无家可归者安置、

基础设施修复、重要工业重新运转等。

可以说，以色列民防训练涵盖防空

袭行动准备与实施、空袭后果及次生灾

害消除、生产生活秩序恢复等各个环

节，做到了战时怎么防，平时就怎么练。

以色列民防训练不仅要素齐全，而

且各行各业广泛参与。以色列民防法

规定，年满 17岁的犹太公民均可应征加

入民防组织，其他少数民族公民和居住

在以色列的外国人如果品行端正，也可

以志愿加入。民防训练在全国各地展

开时，无论是军方、警方、学校、社区、社

会机构，还是家庭及个人，都普遍参加

训练，呈现出“全民皆兵”的生动局面。

中国古人讲：“军无习练，百不当

一；习而用之，一可当百。”兵如此，民亦

如此。以色列的民防训练，正是其形成

和保持“小而强”特点的一个生动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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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先警报长间隔，空袭警报短间

隔，解除警报无间隔……”虽然重庆市每

年开展防空警报试鸣，但有的市民仍然

分辨不清 3 种警报声音，最近渝北区龙

塔实验学校三年级学生王语璐提供的这

一方法，让许多人眼前一亮：不用死记硬

背警报鸣响秒数，便能记住 3 种警报声

音的区别。

王语璐小朋友是在参加重庆市青少

年人防短视频大赛中想出的这一分辨方

法。“孩子们对于防空警报、防空洞等防

护知识的学习，往往有着独特而简单的

理解方法。”王语璐的班主任段春燕老师

告诉记者，一场大赛下来，不少同学都和

王语璐一样，能把人防常识讲得头头是

道，大人们也听得津津有味。

大赛中，王语璐获得一等奖，她和另

一名一等奖获得者孙宇同学成了“小网

红”，两名小朋友获得网络关注量超过

15 万人次。从 9 月底到 11 月底，重庆市

先后有 1000 多名孩子报送人防短视频

参赛作品。作品评比中，网友参与人数

超过 78 万人次。

“这次比赛之所以形成一定规模，一

个重要原因是丰富多彩、功能多样的防空

洞建筑，激起全市青少年的参与兴趣。”重

庆市人防办法规与宣传教育处处长杨委

介绍，重庆在抗日战争时期修筑了大量防

空洞。改革开放以来，按照平战结合原

则，许多老旧防空洞实现“华丽转身”：

有的装修成烟火气十足的“洞子火

锅”，有的改造成传播知识的书屋，有的

承载起博物馆的重任，有的串联起十几

公里长的地下环道……由防空洞改造而

成的重庆市人民防空宣传教育馆、轨道

交通李子坝站防空洞驿站等场所，还成

为山城“网红打卡点”。为此，人防部门

形成了“让防空洞激发孩子好奇心”的办

赛思路，引导全市青少年在走进防空洞、

了解防空洞中，学习掌握防空防灾常识。

孩子们喜欢刨根问底，在拍摄人防

短视频过程中提出不少疑问。比如，抗

日战争时期挖了许多防空洞，为什么还

会发生较场口大隧道惨案那样的悲剧；

黑暗潮湿的老旧防空洞是怎样变成服务

群众的多彩空间的；多年不打仗，为什么

每年还要拉响防空警报？

在孩子们寻求答案的过程中，人防

部门、教育部门引导他们从身边防空洞

的变化中，感悟 100 年来我们党领导人

民走过的不平凡历程，引导他们珍惜今

天的幸福生活，争做国家栋梁之材，让

“重庆大轰炸”的历史不再上演，让防空

洞平时服务生活的功能长久释放。

短视频这一参赛形式，进一步激发

起孩子们探索防空洞建筑的兴趣。比赛

规定，视频画面要与解说词相一致。视

频拍摄过程中，孩子们在老师、家长的带

领下，走进一座座防空洞，亲手摸了大铁

门，还想亲眼看看通风管；看了通风管，

还想戴戴防毒面具……

“我们身边的防空洞平时服务生活、

战时保护生命，有不少奧秘等待你去探

索！”不少孩子通过参赛作品，向小伙伴

们发出倡议。

12 月上中旬，重庆市人防办将获奖

作品通过网络向全市发布。《打卡重庆宝

藏景点》《人防奇遇记》《英雄城市》《堡

垒》等作品，以青少年特有的视角、现场

感十足的画面、稚气未脱的语言，从不同

侧面介绍了重庆人民防空从小到大、从

单一功能拓展为综合功能的精彩故事，

受到广大市民关注。

作品发布以来，重庆大轰炸惨案遗

址、重庆防空洞博物馆群落、重庆市人民

防空宣传教育馆等人防场馆线上、线下

参观人数持续增加。

重庆市人防办领导介绍，今后，他们

将在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方面动更多脑

筋 、下 更 大 功 夫 ，变“ 让 我 学 ”为“ 我 要

学”，推动国防教育、人防教育进入中小

学校课堂。

让防空洞变成国防课堂
——重庆市举办青少年人防短视频大赛侧记

■本报特约记者 王诚洁

《三国演义》中，诸葛亮发明“木牛

流马”，帮助蜀汉大军运输粮草物资。

今冬，在沈阳联勤保障中心训练场上，

一种智能化运输车（图①）充当起现代

“木牛流马”的角色。

该车无需人员驾驶，即可按照规划

路线自主行进；在载重 600 公斤的情况

下，行动速度仍然可观，且具备较强的

爬坡能力。

过去，指挥员需要专门派出一队人

马负责押粮运草；现在，无人巡逻车（图

②）便能担负这项任务。该车可对周围

环境进行 360 度无死角侦察，侦察精准

度高，任何风吹草动都难逃它的“火眼

金睛”。

“不好，‘敌特分子’在前方设置爆

炸物！”训练场上，无人巡逻车发现情

况。不必惊慌，排爆机器人（图③）来了。

这款机器人装有多个摄像头，能够

对危险爆炸物品进行精确探测、精确定

位和快速转移，后方人员通过机器人实

现“悬丝诊脉”、隔空引爆。“3、2、1，起

爆！”随着一声巨响，爆炸物被成功排除，

智能化运输车、无人巡逻车继续前进。

“敌特分子”一计不成又施一计，在

我方队伍前方抛洒污染物，一时间雾气

弥漫，令人望而却步。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该中心某疾

病预防控制中心人员杜盼盼立即操控

履带式无人车（图④），赶往污染地域采

集空气、水样、土壤标本，依托专业设备

进行检验。

根据检验结果，数辆无人车奔赴污

染路段，进行洗消作业。与此同时，数

架无人机从空中喷洒消毒剂，与地面人

员构成立体消杀网（图⑤），为部队官兵

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在对污染物进行侦察检测过程中，

某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肖光泉指着

一台黑色涂装的狗形机械介绍说，这套

系统能够按照指令，穿越山林、戈壁、沙

滩、丘陵等各种地形，对污染区域自行侦

察、分析，并将数据快速回传至后方控制

平台，代替人员完成污染区域侦测任务。

智能化装备亮相训练场，源于该中

心官兵坚持向科学技术要战斗力、要保

障力的不懈探索。他们着眼联勤保障

装备的军地通用性，通过军地双方联合

研发、加装改装等方法，让一批科技含

量高的智能化装备走上训练场，让新时

代“粮草官”保障打赢的底气大增。

“操控智能化装备保障战场，对官

兵的科技素养提出新的更高要求。”该

中心有关领导表示，当今时代科技发展

日新月异，培养官兵科技素养刻不容

缓。他们将引导官兵加强高科技知识

学习，不断增强科技认知和运用能力，

努力为手中装备插上信息化、智能化的

翅膀。

本文照片均由赵佳庆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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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草官”用上智能化装备
—来自沈阳联勤保障中心训练场的一组镜头

■胥永政 兰济民 本报记者 赵佳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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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广西北海市人防海防办组织开展应急支援通信保障训练。图为参

训人员进行武装徒步行军训练。 陈 静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