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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一”前夕，河北省枣强县人武部依托当地红色资源，组织开展党史学

习教育。图为在李林烈士纪念馆，该人武部干部职工和该县民兵应急分队队

员重温入党誓词。 杨双池摄

法国，全称“法兰西共和国”，位于

欧洲西部。作为参加过两次世界大战

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法国十分重视国

防教育，按照“把国防同政治、经济、社

会和文化融为一体，依靠各种军事和非

军事手段，以对付来自不同方向的各种

威胁”的国防理念，形成了“政府领导下

的全民国防教育”模式。

国防法规众多
教育基础较好

法国在国防教育方面有着正反两

方面经验。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人

从凡尔登要塞向法国发起猛攻。战端

一开，法国迅速展开动员，法军很快从

70 万人扩充到 400 万人。凡尔登之役，

德军武器装备优势明显，但法军高呼

“他们不得通过”的口号奋力抵抗、顽强

坚守，使得德军寸步难行、元气大伤，最

终饮恨凡尔登。

一战结束后，法国政府放松了国防

教育，和平主义、绥靖主义思潮充斥整

个国家，公民普遍产生厌战情绪，醉心

于安乐，甚至谈战色变，许多公民逃避

兵役。二战爆发时，尽管法国已修筑坚

固的马其诺防线，但军民普遍缺乏“为

国而战”“为民族生存而战”的思想基础

和准备，法国很快沦陷。正如时任法国

陆军总司令甘末林所说：“今天所动员

的人员在两次战争之间的阶段中，并不

曾受到爱国的精神教育，所以他们对于

决定国家命运的战斗，在精神上是毫无

准备的。”

二战结束后，法国将加强国防教育

上升到法律高度，推动国防教育规范

化、常态化落实。比如，1959 年颁布的

《国民役法》规定，年满 17 岁不参加兵

役登记者，判处 1 年以下有期徒刑；接

到入伍通知书拒不入伍报到者，判处 1

年 以 上 3 年 以 下 有 期 徒 刑 ，并 处 以 罚

款，为适龄青年履行国防义务划出了底

线和红线。

再比如，1997 年颁布的《国民兵役

法》明确规定，全国所有 16 至 18 周岁的

男性青年，都必须参加为期一天的“国防

准备日”活动，并规定在中学增设国防教

育课，在青少年中成立各种准军事组

织。这些措施有利于增加青少年群体对

国防和军队的了解和兴趣，对他们服兵

役乃至成为职业军人产生了积极影响。

一方面将成熟的做法写入法律，确

保国防教育刚性落实；另一方面一系列

法律、法令的制定出台，又为国防教育

落实营造了良好的社会氛围。

法国是世界上第一个颁布国家动

员法令的国家，国防法规体系较为健

全。该国先后制定出台《国防法》《招募

法》《特别征兵法》《国防组织法》《防卫

组织法》《国防通信法》《军事交通法》

《卫生动员法》《民防法》《预备役法》等一

系列法律，以及特别征召法令、战时管

制法令、工业动员法令、战时燃料供应

法令等诸多法令。这些国防法律、法令

涉及各行各业、社会各界，其贯彻落实的

过程，也成为加强全民国防教育的过程。

军队积极参与
教育形式直观

前不久，法国海军发布宣传视频，

向外界宣布其正在研发下一代核动力

航 母 。 新 航 母 计 划 于 2025 年 开 始 建

造 ，2038 年 服 役 ，以 替 代 服 役 40 年 的

“戴高乐”号航母。由军队直接发布国

防建设的重大新闻，是法国国防教育的

一大特色。

法军各军种部队都办有军事期刊，

如《今日军队》《陆军杂志》《空军新闻》

及海军《蓝领》杂志等。这些军事刊物

在军内外发行，成为法国民众了解国家

防务情况的重要窗口。

法军各军种参谋部均设有新闻机

构，各部队设有新闻官，负责接待前来

采访的新闻记者。军队还经常邀请媒

体对其活动进行宣传报道。比如，1998

年 6 月，法德两军在法国南部举行代号

为“蜂鸟”的联合军事演习，媒体对此进

行跟踪报道，对民众进行了一次形象直

观的国防教育。

法国坚持每年举行一次国庆阅兵

式，向全国现场直播阅兵盛况。法军还

经常举办军营开放日活动，向民众介绍

部队荣誉、展示先进装备和解答有关问

题，树立军队形象，增强民众国防观念。

其中，法国空军特技飞行历史悠

久、颇受关注。在国庆日、大型运动会、

公益活动等时机，素有“法国巡逻兵”之

称的空军表演队闪亮登场、翱翔长空，

既打造了空军品牌，又激发起民众特别

是青少年参与国防建设的热情。

院校场馆发力
教育阵地巩固

早在 1804 年，拿破仑就在巴黎综

合理工学院开设军训课程，并为该校配

备军官班子，专门负责军训。200 多年

来，以巴黎综合理工学院为代表的学生

军训传统得以继承和发扬。

每年 4 月 8 日，法国 17 岁以下的学

生都要到设在全国各地的 220 个国家

军事中心报到，参与武装部队举办的全

民教育日活动。根据规定，他们只有获

得军事中心颁发的证书之后，才能参加

高中毕业考试。

高等国防研究院是法军的最高学

府。该校在每期招生中，军官、政府高

级官员和其他社会人士的比例各为三

分之一。由此，政府官员、社会人士得

以有机会对国防建设情况进行全面的

了解、深入的研究。

与院校一样，各类纪念场馆也是法

国开展国防教育的重要阵地。比如，诺

曼底曾是二战中盟军反攻欧洲大陆的

登陆场，20 世纪 80 年代，法国下诺曼底

首府卡昂市修建了诺曼底战役纪念馆，

取名为“和平纪念馆”，成为法国开展国

防教育的重要场馆。

该馆运用大量实物、图片、文字、音

视频资料等，生动还原了诺曼底战役原

貌。纪念馆不仅组织编写了多套二战

史教育手册，而且经常举办教师培训

班，每年有 1000 多名历史教师前来学

习。在重大纪念日，政府在此举办大型

庆典活动；平时，纪念馆组织参观者特

别是青少年，开展知识竞答、演讲、绘

画、二战遗址一日游等活动。

除了卡昂和平纪念馆，诺曼底还拥

有 40 多处二战博物馆和战事遗迹，形

成了全面反映诺曼底战役的纪念地体

系，成为一座研究二战历史、增强忧患

意识的知识宝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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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段时间以来，一些遭遇强降雨天

气的地区，运用防空警报器材进行防灾

预警喊话，使防空警报再次进入人们视

野。防空警报战时用于人防预警报知，

平时用于灾情预报和紧急通知，是各级

政府实施人民防空指挥、组织人员疏散

的 基 本 手 段 。 居 安 须 思 危 ，有 备 方 无

患。人防部门应采取有效措施，使防空

警报器材始终处于良好状态，一旦需要，

确保防空警报实现全方位、全时空、全人

员覆盖。具体讲，应在以下三个方面下

功夫见成效。

一是增加布设数量，努力对需要的

空间实现全覆盖。

从近年来世界范围内几场局部战争

与武装冲突来看，高层建筑和地下空间都

有可能成为敌方空袭的目标。在我国一

些城市，高层建筑和地下空间恰恰是防空

警报的信号盲区。此外，水库、电站、桥梁

等不少重要经济目标位于城郊、野外，也

难以进入防空警报信号覆盖范围。

应按照“城市扩展到哪里、重要经济

目标建到哪里，防空警报信号就覆盖到

哪里”的思路，做好警报器材跟进配置工

作。通过器材数量的不断增加，实现警

报信号覆盖纵向到底、横向到边，一旦有

情 况 ，无 论“ 九 天 之 上 ”，还 是“ 九 地 之

下”，都能实时预警、闻令而动。

当然，要把警报声音传到高处、深

处，还需要不断增加警报器材的科技含

量。在这方面，上海等地进行积极探索，

取得明显成效。各地人防部门应充分借

鉴先行地区经验，及时引进新技术、新材

料，让防空警报的声音越来越具有穿透

力、传递范围越来越广。

二是改进管控手段，努力对需要的

时间实现全覆盖。

现代空袭战斗爆发突然，既首先打

响，又贯穿战争全程，需要防空袭一方预

警报知系统全程管用、随时能用。在这

方面，我们还有不少工作要做。比如，应

当丰富供电方式。当前，少数城市防空

警报器只有市电供电这一种模式，战时

一旦电厂遭袭、供电中断，警报器就会失

声。为此，应为警报器配备蓄电池，增加

太阳能、光能、风能等供电方式，使其获

得不间断电源，保证随用随充、时刻有

电、全程发声。

一些城市习惯于利用无线通信技术，

控制全城的防空警报器。无线控制具有

方便、灵活的优点，但是缺点同样突出：信

号容易受干扰而导致不稳定，可靠性较

差。特别是在信息化战场上，电磁干扰与

反干扰的斗争十分激烈，无线控制方式将

面临较大考验。应着眼应对最复杂的局

面，增加有线控制方式，以及通信迂回线

路，通过设置备份的办法，确保警报信号

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够及时发出。

需要注意的是，个别地方为防止误

鸣，平时会切断防空警报器电源，这明显

不符合实战要求。应严格按照人民防空

法关于“人民防空通信、警报设施必须保

持良好使用状态”的明确规定，让防空警

报器保持供电状态，确保一旦需要，能立

即鸣响。

三是丰富发放方式，努力对需要的

人员实现全覆盖。

传统意义上的警报是让人听的。然

而，我国听障人士达数千万，包括弱听、

重听、老化聋等，他们难以获取以音响为

主的防空警报信号。为此，2015年，国家

人民防空办公室会同中国残联发布推广

《人民防空警报手语规范》，目的是让听

障人士无障碍接收防空警报信息。

各地人防部门应充分利用 LED 多

媒体电子屏、电视、手机彩信、微信等可

视载体，研究探索人防警报手语的告知

方法，发放符合视觉语言规律的警报信

号，让更多的聋哑群体接收并理解预先、

空袭和解除警报手语，进而能够及时采

取避险、掩蔽行动。

实现防空警报有效覆盖
■覃源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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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后再也不用‘打游击’了！”6 月

下旬，浙江省温州市人防办第一次在该

市人防专业队伍训练基地组织专业训

练，面对崭新的人防教室，参训人员纷

纷发出感慨。

以往，该市人防专业队伍的专业训

练主要依托编组单位开展，人防部门在

训练场地保障上投入不多、用力不大，

专业队伍基础课目训练、合练没有固定

场所。近年来，随着专业队伍种类的增

加、规模的扩大，训练任务重、标准高与

训练场地保障不足的矛盾日益突出。

“虽然部队院校、地方党校可承担

部分组训任务，但很难为人防专业队伍

量身打造训练场地。”该市人防办副主

任徐守洋介绍。

“专业队伍是战时遂行人民防空行

动任务的基本力量，应探索走出一条基

地化训练的新路子。”在上级部门的指

导支持下，温州市人防办在训练基地建

设上动了不少脑筋、想了不少办法。

一开始，有人提出选址新建人防专

业队伍训练基地，独门独院，使用方便。

“与其另起炉灶，不如借梯上楼。”

该市人防办党组一班人在调研中形成

共识，人防专业队伍训练基地与民兵训

练基地合建，不失为一条上策：这不仅

仅减少了经费投入，而且战时人防专业

队伍需要与民兵并肩上阵，平时两支队

伍就要合在一起练。

在 军 事 机 关 大 力 支 持 下 ，6 月 10

日，该市人防办在设施比较齐全、功能

较为完备的鹿城区民兵训练基地，加挂

“温州市人民防空专业队伍训练基地”

牌子。以挂牌为契机，他们引进了一支

教官队伍、配备了一套专业器材、规范

了一套教案和课件。

人防部门从近百名专业骨干中，遴

选出 21 名政治素质好、业务能力强、热

爱国防事业的人员，将其聘为人防专业

训练教官。

与此同时，为基地提供无线电台、防

毒面具、防化服以及消防、洗消等器材，

基本配齐人防教学的教具。人防部门还

通过组织试讲试教、优秀教案评比，初

步形成一批质量较高的教案和课件，提

高了人防教学的专业化、规范化水平。

两副牌子挂在一家门，两支力量拧

成一股绳。“人防专业队伍与民兵同步

训、一起练，是我们开展基地化训练的

主要做法。”该市人防办主任虞立清告

诉笔者，按照“人防部门提报需求，军事

机关统一安排”的模式，两支队伍共享

各类训练资源，共同提高基础课目训练

水平，训练的规模效应初步显现。在 6

月 27 日的联合演练中，人防专业队伍

与民兵携手上阵、配合默契，出色完成

了演练任务。

“既可独立施训，又能联合组训。”

虞立清介绍，下一步，他们将按照这一

模式，指导各县（市、区）逐步设立人防

专业队伍训练基地，不断改善训练保障

条件，努力打造一支能力素质过硬的人

防专业力量。

左上图：在温州市人防专业队伍训

练基地，人防伪装分队进行集结。

姜方宣摄

与其“另起炉灶” 不如“借梯上楼”

人防专业队伍有了训练基地
■本报特约通讯员 姜方宣 薛 微

目前，不少地方都编有一定规模

的人防专业队伍，但在训练基地配套

建设方面招法不多、进展不大。浙江

省温州市人防专业队伍训练基地从

无到有的经历，至少带来两点启示：

挂牌子未必另铺摊子。人防专

业队伍与民兵训练内容有相近相似之

处，遂行任务也需要互相配合、联合上

阵。在民兵训练基地加挂人防专业队

伍训练基地的牌子，有利于整合资源、

互利双赢。人防部门处于军地结合

部，应充分挖掘各方资源和潜力，不求

所有、但求所用，尽量避免“另起炉灶

重开张”，力求“添薪加柴再续火”，以

期实现一项投入、两种效益。

挑起担子才能擦亮牌子。建设

人防专业队伍训练基地，绝非加挂一

副牌子那么简单。人防部门既需要源

源不断投入师资力量，让基地的人民

防空元素多起来、规范起来，又需要紧

紧跟上军事机关练兵备战的步伐，全

面了解民兵与人防专业队伍的技战术

要求，努力当明白人，防止说外行话。

一言以蔽之，人防部门只有切实

挑起施训组训的担子，才能合上国防

动员系统实战化演训的拍子，推动专业

队伍基地化训练走深走实、渐入佳境。

挂起牌子 挑起担子

浙江省

温州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