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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市新街口商贸密集，是闻名全

国的重要商圈。南京 1 号、2 号两条地

铁线在此交汇，游客可通过多个地铁进

出口，便捷前往各类商业店铺。

近日，笔者来到南京市新街口采

访，目之所及，地上高楼大厦鳞次栉比，

星罗棋布；地下空间四通八达，特色商

铺琳琅满目。

地下空间是极宝贵的自然资源，

地下人防工程承担着保护人民群众生

命财产安全的重要使命。在新时期，

如何将地下空间开发利用和人防建设

深度融入经济社会发展，促进地下空

间与城市建设同步发展，提高城市综

合承载能力，带动城市防护能力提档

升级，一直是南京军地接力推进的重

要课题。

“人民防空是国之大事，同时也是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方面，更是

现代化城市建设的重要内容。新时代，

必须把人民防空这个盾牌铸牢，一旦危

险来临，才能为人民群众撑起生命之

伞。”南京市人防办工作人员表示，近年

来，南京军地坚持以军事斗争准备为牵

引，一手抓政策制度完善，一手抓体系

规划布局，发挥人防资源服务经济社会

发展优势，促进地下空间合理有序开发

利用，避免了地上地下规划“两张皮”的

现象。

笔者翻阅《南京市城市地下空间开

发利用总体规划》发现，此前，南京市已

计划进一步加强居住区、开发区人防工

程建设力度，并陆续在多个地区打造八

大地下城，构建“主城+副城+新城+新

市镇的地下地上一体化、功能类型多样

化”的地下空间资源综合开发利用与保

护体系。

在《南京新街口地区地下空间详细

规划》中，区域统筹、挖掘潜力、应连尽

连、综合防灾这些关键词格外醒目，按

照规划，新街口地区将逐步实现“一环

三点四联”网络化发展，各地块的地下

空间实现互联互通。

“原来这里没有通道，我们从南面

的广场去北面的商场，必须要穿越马

路，非常不方便。”在南京市长江路的

一处地下通道，一位市民告诉笔者，人

防通道建成后为人们出行带来了诸多

便利。

和长江路地下通道一样，洪武路、

汉中路、中山南路……一个个地下通道

打通了南京地下城的“奇经八脉”，实现

了地下空间“点、线、面”的结合贯通，形

成了四通八达的地下防护网络，城市的

防护功能体系得到进一步完善。

近年来，南京市秉持“提升挖潜主

城、优化完善副城、达标建设新城”发展

理念，注重地上地下一体规划，走开地

上、地面、地下“三位一体”发展之路，构

建了多处三级重点地区地下空间布局，

细化编制各类方案，让人防工程与城市

建设同步规划、同步运行、协调发展。

相关数据显示，目前南京市人防工程完

好率达 90%，平战结合率超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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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乘城市建设快车

打通城市地下“经脉”

图①：南京市高校学生参加该市人防办组织的防空疏散演练。 黄 莺摄

图②：南京市长江路人民防空教育体验馆内，市民体验防空袭 VR模拟实景演练。 金 晨摄

图③：南京市国动委组织“生命线工程”人民防空演习。 胡明礼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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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古称金陵，位于我国长江下游中部地区，因地势平坦，交
通便捷，经济发达，战略位置十分重要，素有“虎踞龙盘”的美誉。

南京是全国较早开展人防建设的城市之一。近年来，南京
军地立足大城市特点，正确处理“市场”与“战场”的关系，聚焦强
化城市综合防护能力，统筹地上地下各类人防工程建设，将人防

建设融入城市公共服务和应急管理予以推进，围绕有效履行战
时防空、平时服务、应急支援的使命任务，形成全要素、多领域、
高效益的深度融合发展格局。如今，南京作为国家一类人防重
点城市，地下空间发展综合实力在全国名列前茅，防护工程面积
大幅增加，城市综合防护能力得到进一步提升。

国无防不立，民无防不安。

未来战争中，随着高技术空袭

武器的不断发展，现代空袭方式和

手段增多，毁伤威力也成倍提高，使

得城市防空袭斗争的任务更加艰

巨，面临严峻挑战。

近年来，世界范围内的几场局

部战争表明，城市重要目标日益成

为敌方空袭重点。如何充分整合有

效资源开发好城市地下空间，用好

现有技术条件织密织牢城市防护

网，确保战时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

全，是世界各国关注和研究的重要

问题。

当前，我国许多城市统筹运用

全 社 会 力 量 ，充 分 发 挥 各 类 资 源

优 势 ，城 市 综 合 防 护 能 力 取 得 长

足 发 展 。 面 对 新 形 势 新 挑 战 ，只

有 紧 盯 现 实 威 胁 主 动 作 为 ，才 能

实现城市防护与城市建设同频共

振、相得益彰。

建好“地下城”。人类利用地下

空间的历史悠久。当前，城市地下

空间开发利用已逐步形成集人防工

程、地下交通、地下商场、地下管廊、

地下停车等于一体的新模式。织密

城市综合防护网，高效开发利用地

下空间是重中之重。在城市建设

中，既要能连则连、互连互通，更要

能融则融、高效融合，可依托城市群

城际交通网络、地铁网络，打通互为

支撑补充、快速疏散救援的“最后一

公里”，充分发挥有限地下空间资源

的战备效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实现综合防护效益最大化。

突破“边界线”。未来信息化战

争条件下，城市的综合防护应树立大

局观，从抓一体规划、政策配套、同步

建设入手，加快推进城市各区域和城

市群互联互通、协同防护，构建各城

市以及城市群为基本单元的综合防

护网。在此基础上，充分整合城市建

设各要素，密切协同军地各部门，在

支援前线和城市设防的统筹中，寻找

综合防护的最大公约数，为提升城市

防护能力注入强劲动能。

打好“信息牌”。创新是推动人

防事业发展的不竭动力，也是推动

城市防护能力提升的关键所在。应

用足用好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

信息技术产业优势，全面提升数据

实时传输、云端共享、动态存储、高

效利用等方面能力，着眼人员防护

和重要目标防护，推进涵盖专业防

护、组织指挥和支撑保障等多个体

系的信息化、智能化建设，打造实时

感知、及时响应、智能决策的新型城

市综合防护体系。同时，积极探索

城市综合防护融入智慧城市建设的

新路径、新举措，积极拓展“智慧+

防护”体系职能，通过信息共享共

用、互联互通，实现各城市不同区域

和群内各城市的无缝对接，全面增

强城市综合防护能力。

让城市防护

与城市建设同频共振
■马红晖

国防论坛

2020 年 10 月，上海市人防办首次

牵头组织长三角区域人防演练，演练由

苏、浙、皖三省协同配合。根据此前在

南京召开的长三角区域人防演练联席

会议有关部署要求，此次演练集中检验

长三角地区各省、市之间的人防通信通

联能力。

“水、电、气、油、通信、交通等重要

经济目标，是城市的‘生命线’。”演练结

束后，南京市人防办工作人员深有感触

地说，大中型城市历来是战争中空袭的

首选目标和防空袭作战的主战场，疏忽

不得、懈怠不得。

对此，南京市各部门一直有着清醒

的认识。近年来，南京市立足长三角特

大城市特点，突出跨江发展、城乡统筹，

积极融入长三角人防一体化发展和南

京都市圈人防一体化协同平台建设，修

订完善了全市人民防空方案，构建全市

“四位一体”指挥体系。现阶段，南京主

城区重要经济目标毗邻区警报覆盖率

达 100%。

同时，南京市积极引入物联网、大数

据、云计算等技术，打通各层级指挥链

路，为重要经济目标防护提供科技支撑。

2019 年，南京市承接的国家某重

要经济目标防护试点项目研制成功。

有关负责人告诉笔者，该防护系统可通

过融入空情预警、指挥信息、应急管理

等多个系统和大数据平台，实现对重要

经济目标的有效防护。2020 年 12 月，

南京市组织的以重要经济目标综合防

护为重点的人防演习中，该综合防护系

统得到切实检验。

“该系统机动性能强、防护范围广，

可定期进行升级改造，今后将在重要经

济目标防护中发挥重要作用。”南京市

人防办有关负责人说。

位于南京市东北角的栖霞区重要

经济目标多，且相对分散、防护难度较

大。进入该区人防基本指挥所，笔者发

现，该区充分运用信息系统建设成果，

实现指挥信息平台与辖区多个重要经

济目标实时互联互通。目前，南京市各

区人防基本指挥所已初步建成。

在南京市过江通道之一——南京

市栖霞山长江大桥，负责大桥人防工作

的工作人员告诉笔者，大桥已全线安装

高清摄像头，除每日开展安全巡航和现

场维护外，他们还在国内首创应用主桥

面排水自动控制系统。遇有危险品泄

漏等紧急情况，泄水孔可在短时间内全

部关闭，阻断污染源流入长江。

据介绍，下一步，南京市将突出重

点区域建设、分级分层把控和创新驱动

引领，深度推进人防建设融合式发展，

统筹人防工程与地下空间开发利用，推

进长三角区域人防一体化发展进程，多

渠道、全方位、深层次构建人防建设融

合式发展的新模式。

服务一体化发展进程

织密城市“生命线”防护网

地下空间规划总面积达 130 万平

方米，打造 3 级地下道路网络，在基本

满足居民生活所需的同时，全面兼顾人

防工程设防需求……这是国内首例超

大地下空间建设项目——南京江北新

区中央商务区“地下城”规划设计之初

就定下的目标。

“人防办全程参与了江北新区‘地下

城’的规划，确保每一个细节都充分贯彻

人防需求。”南京市人防办工作人员告诉

笔者，他们为该项目编制了《南京江北新

区中心区地下空间人防总体规划方案》，

对配建的人防区域面积进行了详细规划。

南京江北新区中央商务区“地下

城”项目的规划建设，是南京市将地下

空间开发利用与人防工程建设融合发

展的一个缩影。

人防是国防的重要组成部分。和

平时期，如何把人防工程所具有的战备

资源优势转化为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

能力，是一项新的时代课题。

2015 年，南京市成立地下空间开

发利用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市人防

办。近年来，南京市政府将人防重点工

程建设与地下空间开发列入“挂图作

战”任务，将重点工程建设和城市地下

空间开发融合发展作为重点任务，列入

市政府部门目标责任和绩效考核内容。

南京市人防办充分考虑当地人防

工程布局、周边市民需求及对生态的影

响程度，综合统筹战备效益、社会效益、

经济效益，编制《南京市城市地下空间

开发利用管理规定》《地下管廊工程防

护设计导则》等，并联合市规划和自然

资源局等部门，开展全市地下空间普

查，建立地下空间数据共享平台，助力

地下空间更便捷高效开发利用。

“地下空间的高效开发利用，全面

带动了人防工程的持续发展。”据南京

市人防办有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随

着南京市地下空间的增长，人防工程面

积也随之增加。目前，南京市 10 条地

铁线路已全部落实人防建设要求。已

建成并投入使用的两处人防换乘中心，

设防面积达 3.5 万平方米，既缓解了城

市交通压力，又提升了换乘中心区域的

综合防护能力。

“行政区-街道-社区”3级维护管理

模式，是南京市针对人防工程以往一度

“重建轻管”问题进行的又一有效探索。

3 月上旬，南京市人防办开展了工程监

督管理专业技术和常见问题专题培训，

邀请军地院校专家进行授课辅导，并配

发《南京市人防工程维护管理检查手册》

等辅导资料，为相关人员有效开展维护

管理工作提供行业规范和工作指南。

近年来，南京市还建立了多部门统

筹协调的监管机制，研究推行人防工程

属地化安全维护管理新办法，指导各区

探索属地化安全维护管理新模式，出台

《南京市人防办关于加强人防工程维护

管理工作的实施办法》，汇编《南京市人

防工程质量监督指导书》等，为人防工程

维护管理、质量监督检测等提供依据。

2021 年年初，《中国城市地下空间

发展蓝皮书 2020（公共版）》显示，南京

在地下空间治理体系、发展潜力、建设

指标等方面走在全国前列。

提升地下空间开发效益

列入“挂图作战”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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