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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之举

1月上旬，南部战区某调度中心连贯组织应急装载、多式联运、军用饮食

供应等课目演练，着力提高军事运输投送综合保障能力。图为军用饮食供应

应急保障演练现场。 肖 兵摄

前不久，江苏省泰州市高港区某居

民小区地下人防工程实现“华丽转身”，

不仅战时通风、滤毒、给水等防护器材

全 部 配 备 到 位 ，而 且 还 划 出 150 个 车

位，缓解了小区居民停车难题。据了

解，这主要得益于人防部门积极推动人

防工程的验收使用。

该小区人防工程是某房地产开发

企业建设的二期工程。以往，该小区车

位十分紧张，消防通道、公用绿地、休闲

空间经常被占用停车。同时，小区地下

人防工程处于闲置状态。

原来，该企业打算将二、三期人防

工程“打包”开发，这样耗费资金数量相

对较少，由于各种原因，三期工程迟迟

未开工建设。“人防工程建成一期，就要

完善配套设施，使其具备防护功能。”按

照相关规定，泰州市人防办高港办事处

约谈该企业负责人，最终使其为二期人

防工程购置防护器材，接受人防部门的

验收。

验收通过后，根据小区居民的建

议，人防部门与该企业达成协议：由该

企业将二期人防工程开发为停车场，依

据物价部门相关规定收费，并坚持专款

专用，及时对人防工程进行维护管理，

使其始终保持良好的战备状态。

“人防工程战时保护生命、平时服

务生活，其验收使用拖不得。”近期，泰

州市人防办高港办事处对辖区人防工

程进行排查，确保建成一处、发挥一处

的作用。

江苏省泰州市人防办高港办事处

“人防工程验收使用拖不得”
■王 锋 陈 诚

元旦前夕，北京市举行国防动员办

公室挂牌仪式。此前此后，各地国防动

员办公室纷纷挂牌。开局关乎全局，起

跑决定后程。站在新的起跑线上，国防

动员办公室应及时进入角色、进入情况、

进入状态，推动各项工作开好局、起好

步。

首先，要将国防动员广而告之。国防

动员办公室应把宣讲国防动员意义、普及

国防动员知识、讲好国防动员故事作为一

项经常性工作抓紧抓好，不断提高广大干

部群众对国防动员的认知水平，营造全社

会关心支持国防动员的浓厚氛围。国防

动员办公室工作人员要先学一步、深学一

层，彻底搞清楚国防动员是什么、干什么、

为什么，切实把道理讲透、把任务说准。

接下来，要为国防动员建设谋好篇

布好局。国防动员植根于经济社会的

沃土，是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桥梁纽

带，关联党政军群、涉及各行各业，必须

在筹划设计上下大气力，决不能“眉毛

胡子一把抓”。

摸清潜力是前提条件。国防动员是

把国防动员潜力转化为战争实力的过

程。无论是综合协调，还是督导落实，国

防动员办公室都应摸清动员潜力这个家

底，特别是要把辖区内优质潜力、特色潜

力调查全统计准，做到心中有数、心中有

底，防止“情况不明决心大、心中无数乱

拍板”，造成工作被动甚至失误。

凝聚合力是必然要求。我们的国

防是全民国防，国防动员力量点多、线

长、面广。国防动员办公室应做好攥指

成拳的工作，通过建立协调机制、对接

行动预案、开展联合演练等措施，把各

类国防动员力量拧成一股绳，全力下好

一盘棋，确保为部队提供全方位保障、

各方面服务。

激发动力是重要方法。“水激石则

鸣，人激志则宏。”应依据国防动员法、

国防教育法、人民防空法、国防交通法

等法律法规，进一步明确细化国防动员

相关部门工作任务、工作标准、工作纪

律，表现突出者、业绩优秀者奖，碌碌无

为者、工作“欠账”者罚，防止和避免干

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现象。

需要强调的是，国防动员力量向来

珍视荣誉、崇尚荣誉。国防教育办公室

应充分运用军地双方资源，依据相关规

定，对为国防动员作出突出贡献的单位

和个人及时予以表彰，大力宣扬他们的

先进事迹和奉献精神，进一步增强他们

的光荣感责任感。

同时，还应锤炼过硬作风。国防动

员办公室协调的是支前行动，保障的是

千军万马，必须锤炼过硬作风，立起准

军事机关的高标准。

在“快”字上下功夫。兵贵神速，支前

保障亦当从速。国防动员办公室应养成

雷厉风行的习惯，受领任务后即刻展开工

作，不拖延、不耽搁，紧抓快干，严防因慢

半拍、迟一步而贻误军机。

在“实”字上严标准。现代战争大

仗小仗都打保障，国防动员单位直面战

场的考验，必须实打实。国防动员办公

室应坚持说实话、出实招、求实效，“不

采华名，不兴伪事”，努力创造出经得起

时间、实践、实战检验的业绩。

在“闯”字上用气力。国防动员办

公室是个新生事物，没有现成经验可参

考，必须开拓进取，闯出一条符合我国

国情的新路来。应针对国防动员建设

存在的矛盾问题，大胆建章立制，既要

尽快把成熟的做法、新鲜的经验固化为

制度规定，又要及时突破“条条框框”、

敢于打破“坛坛罐罐”，探索形成符合新

时代特点、本辖区特征的工作方法、建

设模式。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的迅猛发展，

新域新质力量发展步伐加快、效能日益

显现，已成为制胜未来战场的关键点。

国防动员办公室应大力推动国防动员

向新兴领域拓展、向新质力量聚焦，在

运用科技手段推动国防动员转型升级

上大胆闯、大胆试，为支援保障打赢贡

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站在新的起跑线上
■崔 奎

“等边蓝色三角形，既是国际民防

组织的重要标志，又是我国人民防空专

业队伍的标识……”1 月 9 日，在河北省

衡水军分区多功能训练室，战备建设处

处长朱治国介绍的国防动员行动标图

知识，让与现役干部一起参训的文职人

员、军士受益匪浅。

在人们印象中，国防动员行动标

图是现役军官应知应会内容，为什么

该军分区的文职人员、军士也练习标

图？“国防动员是军分区的重要职责，

人人都应学动员、懂动员。”朱治国介

绍 说 ，《中 国 人 民 解 放 军 文 职 人 员 条

例》规定，文职人员是军队人员的组成

部分；根据需要，参加军事训练和战备

值勤。军士虽然不是军官，但在机关

从事的是参谋、干事、助理员工作，只

有了解熟悉主责主业，才能更好地完

成本职工作。

与现役军官一样，参训的文职人

员、军士热情高涨，但遇到的困难让他

们“压力山大”。一方面，与在军事院校

受过专业培训的现役军官不同，他们不

掌握识图标图的基本功，面对复杂的敌

情、我情以及陌生的地图，感到“老虎吃

天——无从下口”。另一方面，他们不

了解国防动员行动的主要内容和基本

特点，对每个标号代表的意义理解不

深、把握不准。对此，该军分区组训部

门连续采用 3 个办法。

使命是巨大的动力，他们想方设法

激发大家的训练热情。“标绘要图的过

程，就是充当指挥员摆兵布阵的过程。”

一位经验丰富的作训参谋谈起心得体

会：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只有

“身在兵位，心为帅谋”，才能把分管工

作干到位、干出彩。

保障处社招文职人员田晓健，对

这个观点深表赞同。他认为每一次标

图，都是在对全市国防动员方案的梳

理，时间一长，视野和思维开阔了，考

虑问题也学会从全局着眼。像田晓健

一样，该军分区文职人员、军士通过练

习国防动员行动标图，找到了“运筹帷

幄”的感觉，增强了谋篇布局的意识和

能力。

其次是搞好传帮带。组训部门从

现役军官中安排一批标图高手，对文职

人员、军士进行“一对一”的帮带。“一开

始，我因对国防动员专业保障队伍要与

民兵并肩上阵、国防交通分队要做到定

点保障与伴随保障相结合等问题理解

不透，标图只能靠死记硬背。绘制标号

也是照葫芦画瓢，还画不像。”政治工作

处一级上士吴海飞告诉笔者，后来，经

现役军官耐心讲解和手把手指导，他明

白了其中的道理，标图速度快起来，标

号也绘得越来越准，做到了随记随标、

标号合乎要求。

第三是在同批入职的文职人员、同

期调入的军士中开展“比学赶超”活动，

营造创先争优的氛围。目前，该军分区

文职人员、军士国防动员行动标图平均

成绩达到良好水平。

文职人员、军士积极参训，还与该

军分区领导的示范带头息息相关。1

月初以来，该军分区主官在训练中“打

第一枪”“跑第一棒”，带动大家以饱满

的热情投入到新年度训练中。

“随着国防动员体制的逐步完善，

新年度国防动员准备工作更加繁重，迫

切需要一大批‘明白人’。”衡水市国防

动员委员会副主任、军分区司令员孙桂

芝谈到，今后，他们将坚持全员参训、科

学施训，让文职人员、军士与现役军官

一样，成为国防动员行家里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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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勤保障部队某汽车旅从难从严锤炼战场保障能力。图为 1月 3日该旅官兵运用重装备运输车，开展“战损”装备装载训练。

赵佳庆摄

城市居民一旦遭遇地震、台风、火

灾等自然灾害，怎么办？新年伊始，上

海市给出一个答案：建成应急避难场所

2300 多个，有效避难面积达 3000 万平

方米。

（一）

应急避难场所，是城市在灾害事故

发生后，用于接纳受灾居民临时或较长

时间避难、生活，并可供政府组织开展

救灾工作的场所，一般建在公园、绿地、

学校操场、体育场馆等开阔地带。

“这片开阔地带，助你转危为安。”

上海市民防办指挥通信处一级主任科

员徐启叶介绍说，《上海市人民防空建

设 专 业 规 划（2021—2035）》明 确 ，到

2035 年，全市建成应急避难场所总面

积 5000 万平方米，常住人口人均面积

将达到 2 平方米。

上述任务由该市民防办、市应急管

理局共同牵头完成。“这一安排有利于

推进应急应战一体化。”上海市民防办

副主任汪耀明谈到，战争灾害与自然灾

害对城市的破坏具有一定的相似性，无

论战时还是平时，应急避难场所均可帮

助市民转危为安、化险为夷。

（二）

根据上海市政府印发的《关于进一

步推进本市应急避难场所建设的实施方

案》，到 2025年，全市人均避难面积达到

1.5 平方米。出乎人们意料，截至 2022

年年底，浦东新区、崇明区、闵行区、松江

区等单位已完成上述建设任务。

“我们并非为提前而提前。”崇明区

民防办主任张飞雁介绍说，上海应急避

难场所已融入城市整体建设。比如，市

住建委将场所建设的审图、质监、验收

等环节纳入主体项目建设流程；市绿化

市容局与民防、应急管理部门联合发

文，将场所与公园绿地融合建设、同步

推进。近年来，全市应急避难场所与相

关基础设施同步规划、同步审批、同步

建设、同步验收的工作机制已经形成。

此言不虚。举个例子，如果某区筹

划建设一所学校，而学校恰好处于应急

避难场所规划建设范围，那么学校则需

要配备双路电源和移动发电机，以保障

避难场所在遭遇战争、自然灾害时仍然

可以照明；配建市政供水、应急储水、深

水井等设施，以保障避难人员用水需

求；挖掘排水渠道、干厕，等等。民防部

门依据应急避难场所建设规范，对学校

建设规划进行审核。只有见到包括民

防办在内的相关部门负责人的签字，市

发展改革委才会对学校建设一事给予

立项，立项后，财政资金才会拨付到位。

“民防办全程参与相关基础设施建

设的闭环审批与竣工验收，从源头上确

保了应急避难场所建设随城市发展水

涨船高。”上海市民防办指挥通信处副

处长周航建介绍说，应急避难场所建设

是一项系统工程、社会工程，需要相关

部门齐抓共管。按照这一思路，上海市

分解细化责任，做到“千钧重担大家挑，

人人肩上有指标”。

比如，市民防办、市应急管理局负

责制定专业规划，完善建设标准规范，

分阶段分年度推进；市发展改革委负责

把握应急避难场所建设与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规划的衔接平衡；市规划资源

局负责将场所建设要求纳入规划和土

地出让条件；市住建委把场所建设纳入

新建、改建和旧区改造等城市更新项目

的建设管理流程。

（三）

应急避难场所是让群众用的，应该

让群众知晓场所在何处、怎么找。基于

这一考虑，市民防办一方面设置醒目、

简洁的场所标识，让大家看得清、辨得

准、记得牢；另一方面将场所地址纳入

“民防地图”小程序，在“随申办”“支付

宝”“微信”等 APP 中均可找到，方便群

众随时、快速查找。

作为以战时防空为主要使命的部

门，有一幅画面经常浮现在上海市民防

办工作人员脑海中：临战疏散中，按照

预案到应急避难场所集结的市民，需要

饮食保障、临时休息、应急照明、紧急救

护、心理疏导……

“我们的工作能否做到位？还有哪

些地方需要改进？”上海市民防办主任

钟杰告诉笔者，这些问题一直萦绕在他

们心中，促使大家把应急避难场所建设

往实里做、往细里做，一旦需要，确保能

够为广大群众提供一方安全防护空间。

应急避难场所与基础设施同步规划、审批、建设、验收—

上海市民防系统推进应急应战一体化建设
■本报特约通讯员 程 峥

动员之声

集结号响

筑牢基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