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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火灾时，要根据火灾类型选择

正确的灭火器灭火，液体或可熔化的固

体物质引发的火灾，应使用干粉、卤代

烷、二氧化碳等灭火器，千万不要选用化

学泡沫灭火器。”近日，西藏军区某合成

旅官兵走进驻地消防部门，学习火灾救

援有关知识技能，并在专业人员指导下

熟悉各类灭火器的操作使用。

旅领导介绍，“部队人员集中，油库、

弹药库等危险区域集中，如果官兵缺乏

专业灭火知识技能，发生火灾时极易引

发更大危险。我们按照重点岗位人员、

干部骨干、普通官兵的顺序，组织官兵

‘走出去’学习培训。”该旅坚持常态化参

与地方应急管理部门组织的火灾、地震、

洪灾等知识讲座和救援实操训练，在与

专业人员交流互学中提高官兵灾情防范

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有效杜绝部队安

全管理中的灾情隐患。

通过一次次“走出去”深化交流学

习，该旅在密切与地方应急管理部门联

系的同时，对彼此的长项短板掌握更加

清晰，军地合作沟通协作更加顺畅。

“连日降雨导致某地发生滑坡，上级

命令我连配合地方应急管理部门抢救物

资、转移群众、加固堤坝。”不久前，记者

随队参加了一场军地联合抢险救灾演

练，命令下达后，官兵迅速携带作业器

材，在地方救援冲锋舟引导下，按照任务

分组奔赴各个救援点位。

“管涌是抗洪抢险中的常见险情，也

是需要重点处理的险情，下面我给大家

介绍一下管涌险情的判别和抢护方法。”

河堤前，地方应急管理部门专业人员现

场向抢险救灾官兵讲解抗洪抢险相关注

意事项。随后，军地相关领导就抢险方

案中的协同细节进行再部署、再明确，拿

出针对性举措，确保遇到突发情况时双

方尽快协同，形成救援合力。

据了解，该旅今年驻训以来，除参与

组织军地防灾减灾常态化演练、基本知

识学习以外，还邀请地方相关人员来营

区进行防灾减灾小常识宣讲，通过小标

语张贴、小贴画展示等方式，树立“防灾

减灾，人人有责”意识，形成大家学抢险、

人人懂防灾、个个能救灾的良好局面，确

保军地携手规避灾害风险，共同守护美

好家园。

西藏军区某合成旅与地方互学蹚开新路

深化交流提升救灾能力
■本报记者 郭丰宽 通讯员 陈秋任

常备不懈，军民合力守护美好家园

“嘟，嘟，嘟……”在第 14 个全国防

灾减灾日来临之际，一阵急促的哨音响

彻火箭军某旅营区，一场应急防震拉动

演练迅速展开。只见官兵携带装具，快

速奔赴预定区域集结，临时来队的官兵

家属也按要求到达指定安全区域。该旅

前移自然灾害防范关口，积极开展针对

性训练演练，防灾减灾工作落在平时，扎

实有效。

“自然灾害突发性强、偶然性多、防

范难度大，只有未雨绸缪，从细从实做好

预防教育和训练演练，才能抓出成效、确

保安全。”旅领导介绍，针对部队驻防点

位高度分散、小散远单位多分布在山区

等具体实际，旅党委牢固树立大安全观，

结合所在基地开展的安全教育整顿活

动，按照党委首长负总责、分管领导唱主

角、干部骨干抓末梢的原则，根据驻地易

发自然灾害类型，坚持从人员思想、方案

措施、设备器材、应急能力等方面入手，

细化防范措施。

该旅将各驻训地、宿营区作为安全

教育主阵地，采取分区施教的方式，邀请

驻地应急管理部门专家为官兵进行专业

辅导授课，组织官兵及家属学习常见自

然灾害及季节性事故防范常识。在营区

显著位置安装报警器、设置安全撤离路

线、安装消防应急灯和夜光指示箭头、设

定安全集结地，确保自然灾害突发时官

兵能够快速反应、有序撤离。他们还在

临时来队家属院悬挂应急疏散图，官兵

家属来队探亲后，及时安排大家参观营

区，熟悉疏散路线。

据悉，该旅还针对驻区地形地貌复

杂、地质灾害多发的特点，及时购置补充

物资器材，严密组织方案推演，开展“险

情面前我该怎么办”系列模拟演示活动，

形象直观地还原灾害预防、险情规避、自

救互救等环节，确保遇有险情能够及时

准确反应、快速高效处置。

居安思危下好先手棋，未雨绸缪打

好主动仗。近日，该旅千人百车挺进大

漠戈壁、深山腹地，针对恶劣气候下制约

部队作战的重难点问题展开逐项精练。

尽管环境陌生复杂、不良气候增多、安全

防控难度大，但各类安全防范措施严格

落实，有效确保了复杂险难课目连贯推

进、顺利实施。

火箭军某旅下大力打好防灾减灾主动仗

未雨绸缪前移防范关口
■本报记者 郭丰宽 通讯员 胡明欣 王昊忠

“机动中队全员全装到达任务区域，

正与地方救援队伍一起转移受灾群众和

重要财产，执勤中队部分官兵已抵达灾

情最严重的村庄，正在协同其他救援力

量搜救被埋群众……”5 月上旬，一场没

有“预报”的抗震救灾拉动演练在武警四

川总队眉山支队展开。

记者在演练现场看到，“地震”发生

后，支队作战勤务值班室通过公安天网和

市地震局预警监测系统，密切关注一线灾

情，科学调配救援兵力。“震”后 50 分钟

内，支队 4支救援分队全部到达指定任务

区域，全力参与抢险救援。负责指挥此次

抗震救灾演练的支队领导介绍，获取灾情

及时、到达一线迅速、抢险救援高效，得益

于支队与地方建立了信息共享机制。

眉山部分地区因地理环境特殊，地

震、泥石流、洪涝等自然灾害频发。该支

队结合地方“智慧磐石”工程建设，将支

队作战勤务指挥系统与眉山市地震局、

应急管理局等部门大数据平台无缝对

接，融入公安天网、地震台网、气象、交通

等实时数据模块，实现部队与地方同步

感知灾情，助力抢险救灾的快速响应。

信息共享机制建立以来，支队投入

人力物力，不仅确保连一级基层单位接

通地方预警监测系统，还定期组织部队

官兵与市、县两级应急救援部门专业人

员进行联合演练，重点围绕指挥系统搭

建、灾情预警监测、救援力量协同等 8 项

内容，全面提升抗震救灾信息共享时效，

确保部队出动更迅速，多方救援力量协

同更科学。

演练期间，记者在支队作战勤务值

班室看到，灾情一线情况实时传来，上级

指示传达至任务部队。某地段“震”后出

现山体滑坡，阻断救援通道，作战勤务值

班室立即就近协调地方应急救援力量，5

辆 大 型 挖 掘 机 不 到 20 分 钟 就 赶 赴 现

场。演练结束后，支队还及时进行复盘

总结，主动与公安局、地震局、应急管理

局、交通局等 9 个相关部门对接，围绕联

合指挥、友邻协同、运输投送等内容，进

一步完善与地方信息共享机制。

据悉，该支队近 5 年累计出动官兵

2000 余人次，在地震、泥石流、洪涝等灾

害救援中发挥重要作用，较好地保护了

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武警四川总队眉山支队与地方信息共享

快知快觉助力快速响应
■本报记者 郭丰宽 通讯员 颜 波

长江之滨，疾驰的冲锋舟如离弦之

箭。第 77集团军某旅的船艇操舟集训场

内，官兵们正在依据新调整的抗洪抢险应

急救援预案进行水上救援课目强化训练。

“溺水者呼吸困难，急需心肺复苏。”

在上下起伏的冲锋舟上，卫生员刘帛文

迅速检查“溺水者”生命体征并采取急救

措施。操舟手马腾飞迅速按照救援流程

取出干毛巾，为“溺水者”擦拭身体，铺设

绝缘垫。同时，刘帛文操作救援器材箱

组新配发的自动体外除颤仪实施急救。

记者看到，整个急救过程分工明确，井然

有序，除必要的情况通报外，现场只听到

马达的轰鸣声。

“这次救援，我们比以往用时缩短了

3 分钟。”现地指挥员张涛介绍，体外除

颤仪配发后，官兵利用野外驻训时机，反

复对比测试使用人工心肺复苏和装备体

外除颤两种救援方案，最终决定将救援

效率更高的新装备纳入水上应急救援器

材箱组，根据新装备使用要求调整优化

原有水上救援预案。

旅领导介绍，该旅多次赴海外执行

维和任务，初至陌生任务区时，全体官兵

在任务区工作、生活的每一道程序、每一

个 步 骤 都 按 照 联 合 国 标 准 作 业 程 序

（SOP）执行，较快度过了适应期。回国

后，该旅从 SOP 手册中提炼出“指令简

单化”“管理扁平化”“聚焦主责主业”等

管理经验，梳理细化应急救援流程，推敲

打磨每一个救援环节，发挥人装结合的

最大效能，确保每一次应急救援行动简

洁高效。

2020 年 8 月，在四川乐山暴雨救援

任务中，该旅接到预先号令后，200 余名

官兵按照应急预案，仅半小时就实现从

野外驻训到齐装满员驰援灾区的任务转

换，前后出动冲锋舟 150 艘次，转移群众

1600 余名，搭建帐篷 30 顶，搬运救援物

资 15 吨。几个任务小组驾驶冲锋舟化

整为零，多点同步展开救援。观察组实

时监测水位，确保救援人员生命安全。

整个救援工作高效有序、忙而不乱。

作为国家级抗洪抢险专业应急力

量，该旅前不久针对即将进入雨季、长江

水位上涨的实际，召开专题会议研判防

灾减灾形势任务，及时调整战备预案和

各类应急处置预案。

第77集团军某旅细化防灾救灾预案

应急处置实现高效有序
■本报记者 马嘉隆 通讯员 尚明玺

5 月 12 日 是 我 国 第 14 个 全 国

防灾减灾日，主题为“减轻灾害风

险，守护美好家园”。

经国务院批准，自 2009 年起每

年 5 月 12 日为全国防灾减灾日。联

合国减灾科技委员会在一份报告中

这 样 描 述 中 国 ：“ 这

是 世 界 上 自 然 灾 害

最 严 重 的 少 数 国 家

之 一 ”“ 从 有 人 类 记

录 以 来 ，旱 涝 灾 害 、

山地灾害、海岸带灾

害 每 年 都 在 中 国 发

生”。

多 难 兴 邦 。 这

个“ 兴 ”字 原 本 含 有

物 质 和 精 神 双 重 意

义，而每当灾难来临

之际，更多的则是指

精 神 层 面 的 万 众 一

心、众志成城。2021

年 9 月 29 日，党中央

批 准 了 中 央 宣 传 部

梳 理 的 第 一 批 纳 入

中 国 共 产 党 人 精 神

谱系的伟大精神，在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成

立 72 周 年 之 际 予 以

发 布 。 其 中 ，4 种 精

神 直 接 与 防 灾 减 灾

有 关 ：抗 洪 精 神 、抗

击“非典”精神、抗震

救 灾 精 神 、抗 疫 精

神。

回 望 军 民 携 手

抗 洪 、抗 击“ 非 典 ”、

抗 震 救 灾 的 一 系 列

壮举，关注眼下各地

正 在 进 行 的 抗 疫 实

践，越来越多的人强

烈感到：灾害发生之

时，广大军民无所畏

惧 ；抵 御 灾 害 风 险 ，

呼 唤“ 防 ”与“ 减 ”的

硬功夫。

关 键 时 刻 冲 得

上 、豁 得 出 ，贵 在 平

时预案有备、训练有

素、行动有序。

关口前移，信息

共享。当年，汶川抗

震救灾，为尽快摸清震中情况，空降

兵“十五勇士”在无气象资料、无指

挥引导、无地面标识的“三无”条件

下 纵 身 一 跃 伞 降 灾 区 ，感 动 了 国

人。这也说明，抢险救灾中通信畅

通有多么重要。眼下，军地信息共

享的探索实践丰富多彩，军民借力

“智慧城市”建设，填补了通信、交通

等许多领域的空白。各部队积极主

动携手水文、气象、环保等相关部

门，做好兵要地志的整理搜集，也是

在为区域性的防灾减灾做好储备。

细化预案，互鉴互学。在武汉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初期，军队医疗

队进驻金银潭医院的

当天，就创造了一项

纪录，一次性接收 30

余 名 确 诊 患 者 。 那

时，距离队员走下飞

机 仅 仅 12 个 小 时 。

许多官兵事后感叹：

“平时多演练，急时管

大用。”“取法于上，仅

得为中；取法于中，故

为 其 下 。”平 时 标 准

高，急时受益多。军

地互学互鉴，军民取

长补短，既有利于平

时形成防灾减灾的合

心合力，更有利于急

时实现抢险救灾的迅

疾高效。

强 化 安 全 ，理 念

先行。居安思危下好

先手棋，未雨绸缪打

好主动仗。“先手棋”

除了关口前移 、细化

预案外，还要努力做

到安全防范意识常备

不懈，不断夯实防灾

减灾理念。“主动仗”

除了深化交流 、信息

共享外，还要学会向

科技要效能，持续提

升 防 灾 减 灾 实 力 。

2020 年 3 月 16 日重组

新冠疫苗获批启动展

开临床试验，这一天

距军事科学院军事医

学研究院研究员 、中

国工程院院士陈薇团

队 奔 赴 武 汉 抗 疫 一

线 ，仅 仅 50 天 时 间 。

力量，凝聚在科技的

刀锋上。对我们这支

人民军队来说，“防灾

也是军情，减灾也是

战场”。助推练兵备

战换挡提速，必须筑

牢部队自身防范自然灾害的“安全

屏障”；军民合力守护美好家园，亟

待提升抢险救灾的“综合实力”。

千军万马看指挥，排兵布阵看

协作，并肩作战看士气，打好防灾减

灾主动仗，呼唤军地双方密切合作，

平时千方百计、想方设法练就联合

指挥、取长补短的硬功夫。

﹃
防
﹄
与
﹃
减
﹄
呼
唤
硬
功
夫

■西藏军区某旅政委

谢晓光

军地时评

第 14个全国防灾减灾日前夕，北

京市西城区军休六所联合物业公司，

用移动式高压细水雾消杀和灭火装置

助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对营区内军

休老干部居住地及周边等处，开展了

一次全面彻底的消杀。

联合消杀
■穆可双 武 胜文/图

震后搜救演练

颜 波摄

双拥影像

防震自救演练

杨志华摄

落水搜救演练

刘帛文摄

抗洪救灾演练

沈俊聪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