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2018年66月1515日 星期五 3动 员 责任编辑 /贾 勇Tel：010-66720029-8227 E-mail：gfbgfdy@sina.com

人民防空的建设方针是什么？空
袭警报的鸣响方式有几种？踩踏事件
中如何避免受伤？……6月 9日下午，
中国传媒大学报告厅内，首都部分高
校民防知识技能竞赛正在举行，来自
北京市 11 所高校的参赛选手以激烈
比拼诠释着“民防有我，点燃青春”的
主题。

经过理论知识和实际操作 2个环
节的比赛，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代表
队夺得冠军。“成绩来之不易，理论答
题环节大家充分准备，几乎打个平手，
实际操作环节略胜一筹才得以胜出。”
队长王嘉文说，这次竞赛让他们学到
很多急救本领，一旦遇到突发情况既
可自救又能互救。

像王嘉文一样，北京联合大学旅

游学院的学生鲁仁静也受益匪浅，她
谈起紧急包扎方法和火灾逃生技能头
头是道。她还告诉记者，竞赛现场负
责点评的防灾减灾专业培训团队——
平安生活讲师团，也穿插传授一些救
援技巧。比如，在简易担架制作比赛
中，王金龙讲师临时增加一道题：在没
有绳子和铁棍的情况下，如何制作简
易担架？这可难住了大家，最终他给
出答案：用结实的木棍和外套。

北京服装学院的学生刘际言说：
“学背理论知识是大学生的强项，但大
家往往缺乏实际操作能力，这次竞赛
恰恰弥补了这一弱项。”刘际言的观点
获得许多参赛者的认同。

记者了解到，竞赛从 4月份开始，
经历了选拔、培训、决赛三个环节，大

学生们热情参与、乐此不疲。为什么
莘莘学子对这场竞赛如此投入？

北京市民防局宣传教育处处长许
金普介绍说，2017年 3月，在市志愿服
务联合会的支持下，北京民防志愿者
大学生总队在北京大学成立，此次参
赛的11所高校均属于总队成员单位。

总队以传播民防知识为己任，借
助国际民防日、全国防灾减灾日等时
机开展系列宣教活动。而给人一杯
水，自己要有一桶水，这次竞赛大大提
高了大学生志愿者的民防技能水平，
为更好地完成志愿服务任务奠定了扎
实基础。

上图：6月 9 日，竞赛进入实际操
作环节，选手比赛心肺复苏技能。

高 飞摄

在竞赛中增强防空防灾本领
■魏 鑫 本报记者 石宁宁 刘 薇

H5 作品点击量超过 30 万后仍在
增加，网络专题片通过客户端持续推
送……虽然 6月 5日已经过去好几天，
但重庆“6·5”大轰炸纪念日人防系列
宣传依然热度不减。

何为“6·5”大轰炸纪念日？据《重
庆防空志》记载：1938 年至 1943 年，侵
华日军对山城重庆进行了长达 5年半
的战略轰炸，史称“重庆大轰炸”。轰炸
中死伤者达 24000 余人，炸、焚毁房屋
17452 栋、37182 间。1941 年 6 月 5 日，
日机空袭重庆，不仅直接造成大量人员
伤亡和财产损失，也间接导致 2000 多
市民窒息死亡，酿成了震惊中外的“重
庆较场口大隧道惨案”，成为第二次世
界大战中间接死于轰炸人数最多的一
大惨案。

1999年以来，重庆市每年都在 6月
5日——重庆大轰炸纪念日组织防空
警报试鸣，旨在祭奠罹难同胞，警示市
民居安思危。借助刺耳的警报声开展
人防教育，其效果是平时难以比拟的。
按照这一思路，重庆市民防办以大轰炸
纪念日为契机，一方面完善警报设施，
不断提高警报覆盖范围，另一方面协调
山城媒体聚焦人民防空，不断推动宣传
教育深入开展。

笔者浏览大轰炸纪念日期间的重
庆媒体，发现人防宣传教育呈现全面开
花之势：报刊上有文、电视上有影、广播
上有声、网络上有言。
《重庆日报》《重庆晚报》均刊发人

防专版，不仅说明防空警报和灾情警报
的辨识方法，以及各项防护知识和技
能，而且介绍党的十八大以来重庆人民
防空建设取得的丰硕成果，提振了广大
市民对防空防灾的信心。

报纸上有专版，电视上有专题。
按照“电视大屏端+人防”的模式，重庆
有线电视台开辟“重庆人防”专题，专
题开设人防动态、我与人防、人防文化
等 4个栏目，运用直播、视频、图片、文
字等多种手段，为近 700万用户提供了
一个学习人防知识、接受国防教育的
便捷平台。

眼睛看累了，还可用耳朵听。市民
防办与收听率较高的重庆交通广播电
台合作，开办人防知识小课堂，1个月
内每日 3次在重要时段播报。

传统媒体集中发力，新兴媒体也及
时发声。华龙网是重庆市第 1个拥有
新闻采访权的全媒体网站。6月 4日开
始，华龙网陆续推出自行采编的 5集特
别节目《重庆，不只是网红，更是英雄之
城》，目前，特别节目点击量达 1200 多
万次。华龙网的特别节目受到特别关
注，新华网、凤凰网、腾讯网等门户网站
转载的相关内容也引来众多网友的留

言和转帖。
“媒体报道的力度，往往取决于对

该项工作的了解程度。”重庆市民防办
相关负责人告诉笔者，2017 年记者节
前夕，民防部门发起“重庆媒体进民防”
活动，邀请 40多家媒体的记者走进防
空洞、民防宣教中心、社区民防工作站
等场所，切身感受人民防空战时保护生
命、平时服务生活的巨大价值，在山城
新闻界掀起了一股“人防热”。

以此为契机，重庆市民防办与有关
部门联合出台《关于建立人防宣传教育
协作机制的意见》，进一步加强同报纸、
电视、广播以及网络等各类媒体的合
作，并增加专项经费预算，用于开设人
防专栏所需。

在山城媒体聚焦人民防空的同时，
“重庆民防”微信公众号也推送出丰富
多彩的宣传内容：既全面回顾重庆人民
防空斗争史，又生动展示当下人防建设
取得的长足进步，还持续开展防空防灾
知识有奖竞答活动。此外，市、区两级
民防部门也组织图片展、发放宣传册，
开展互动体验活动和疏散掩蔽演练，进
一步营造全社会关注和支持人防建设
的良好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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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站台和部分线路遭‘敌’破坏，
部队机动受阻，请迅速拟定新的保障方
案……”6月上旬，笔者来到桂林联勤保
障中心驻广铁集团军代处调度值班室，
一场实战化铁路输送演练正处于紧要关
头。只见参演人员从战备数据库调取铁
路站台、运行线路、军交装备、类似保障
案例等信息，进行大数据分析比对后，形
成新的投送保障方案，军代表按照方案
立即组织装卸载作业。

军代处副主任谭晓明告诉笔者，运
用大数据辅助方案拟制，关键环节用时
不到15分钟，比以往快了一倍多。

信息化条件下，精准的数据如同指
挥员的双眼，而把大数据分析运筹纳入
投送保障实践，犹如为军代表配备了“最
强大脑”。谭晓明感慨地说，“最强大脑”
是一步步逼出来的。

近年来，军代处承担的远程运输保
障任务增多，虽然军代表不畏艰苦、连续
突击，任务最终都能完成，但过程很吃
力。处党委一班人认为，问题关键在于
指挥决策没有精准数据支撑，导致“打乱
仗”。要打破保障效能瓶颈，必须尽快建
立运输投送数据库，运用大数据辅助科
学决策。

“以往只注重对保障任务数据的采
集、汇总，而实践证明，在此基础之上，再对
一些看似没有关联的数据进行加工和处
理，掌握各类数据之间的内在联系和变化
规律，才能挖掘出数据的最大价值。”军代
处副主任胡琪茵如是说。他们参照建立
“5V大数据”的做法，采集管内装卸站点、
保障队伍、军交装备、军供站、军专线以及
历年装卸载任务等大量零散数据，按照任
务要求，进行分类处理、关联分析和模拟
预测，使之服务于首长机关指挥决策。

笔者在调度值班室看到，调度信息
系统实时显示军列运行位置、各站点装

卸数据；军事运输工作图和军交运输保
障图对管内驻军、保障站点、保障力量等
做了详细标注。

谭晓明介绍说，这是他们基于对建
制部队、新型大型装备、涉枪涉弹危险品
运输保障等进行大数据分析后得出的
“信息资产”，以往运输保障遇到的多数
重难点问题在大数据面前都会迎刃而
解。军代处还把大数据运用纳入军代表
培训内容，缩短业务骨干成长周期，使运
输保障更加高效。

据了解，近段时间以来，在军代表数
量减少、投送任务逐步增加的情况下，军
代处装卸载计划的兑现率、正点率依然
保持 100%，各项急难任务均按标准时限
圆满完成。

驻广铁集团军代处运用大数据提升投送保障效能

为军代表配备“最强大脑”
■陈琰瑜 陈生墨

每周一上班后，依托视频传输系统，
采取异地同步的方式，通报讲评值班人
员履职情况，总结部署近期工作……在
许多人印象中，这是军事机关的交接班
情景；而从 2018 年 4月开始，河南省人
防办也建立了定期交接班制度。

交接班是战备值班制度中的一项
内容。作为准军事机关，人防战备值班
制度由来已久。由于受长期和平环境
影响，值班过程中在岗不在位、在位不
在状态的现象不同程度地存在，逐渐成
为人防系统的一大和平积弊。在推进
准军事化训练中，河南省人防办参照军
事机关做法，决定建立严格规范的交接
班制度，促进战备工作深入落实。

人防系统不穿军装，和军人一样按
时按点交接班，有多大必要呢？一开
始，一些同志心存疑惑。2个多月以来，
随着交接班制度的全面落实，大家发现
这项制度就像一副催化剂，促进各项工
作迈上新台阶。

首先，定期通报讲评确保了人员在
位率。岗位就是战位，战备值班人员就
要 24小时在位。交接班首先通报上一
班人员在位情况。为了摸清底数，省人
防办值班室采取电话查、实地查相结合
的办法，对市、县两级人防部门的值班
情况进行不间断的检查。

对于发现的问题，不仅责令及时改
正，而且视情况在交接班会上进行通
报。“一点到具体单位、具体人员，当事
人脸上就挂不住了，全时在位的自觉性
明显提高。”省人防办副主任王洪涛告
诉笔者。

其次，在其位就要谋其事。对前期

工作的总结，以及对下一步工作的部
署，成为交接班会上的重头戏。4月 2
日，河南省人防办第一次组织月交接
班，18个省辖市、10个省直管县（市）的
人防办主要负责同志通过视频传输系
统，分别汇报了战备值班情况、一季度
重点工作推进情况。

邓州市人防办主任赵正强说，参加
这样的交接班会，既是一个学习交流的
机会，可以取他人之长、补自身之短，又
是一个推进工作的过程，看到兄弟单位
干得快、抓得好，自己就坐不住。像赵
正强一样，许多单位主要负责人都有
坐不住的感觉，前一阶段工作完成不
好坐不住，下一步工作思路理不清也
坐不住。

在第一次交接班会上，省人防办主
任贾宏伟不仅详细阐述了建立交接班
制度的现实意义、标准要求、各级责任，
而且对各单位近期工作展开情况作了
细致的讲评，安阳、濮阳、驻马店等地人
防办受到表扬，工作推进不力的个别单
位受到点名批评。

受到批评的单位化压力为动力，不

出一个月，就按照上级要求，提请召开
了本级人民防空党政军联席会议，研究
解决重难点问题，跟上了全省人防建设
发展的步伐。虽然这项制度运行不到 3
个月，但大家深切地感到，交接班会上
受到表扬，全省人防系统都会对你高看
一眼；交接班会上挨了批评，不打个翻
身仗就抬不起头来。

目前，河南省人防办已形成这样的
工作模式：月交接班会上，主任统筹安
排、全面讲评大项任务和重点工作；周
交接班会上，值班的副主任对手头工作
推进情况进行讲评，对下一步任务进行
明确。

在岗不仅要在状态，还要在行。劳
动节和端午节战备值班前夕，省人防办
都组织值班人员培训，就如何抓好应急
预案拟制、突发情况处理等事项进一步
规范程序、细化责任，确保遇有情况能
够发现得早、上报得快、处置得好。
“定期交接班制度的建立和完善，

使鼓励先进、鞭策后进的氛围正在快速
形成，河南人防铸就护民之盾的步伐进
一步加快了。”贾宏伟如是说。

河南省人防办建立定期交接班制度—

规范战备秩序 加快铸盾步伐
■本报特约通讯员 林晓冰

编余小议 ■贾 勇

连日来，江苏省苏州市吴江

区人防专业队骨干围绕抢修抢

筑、防化防疫、医疗救护等战时担

负的使命任务，开展实兵实装演

练。图为参演人员穿越染毒区域

时的情景。

徐 丁摄

走得再远，也不能忘记当初为什

么出发。

人民防空是战争的产物，战时防

空是其核心使命。无论和平时期有

多长，人防人都不能忘记为什么出

发。河南省人防办以定期交接班，

促进战备制度常态化落实，值得学

习借鉴。

天下虽安，忘战必危，何况天下并

不太平。就在近段时间的电视画面

上，叙利亚上空的导弹一再提醒我们，

现代战争多空袭，人民防空责任大！

不能把有关空袭的新闻，当作一

般的电视节目来看；也不能把能否落

实战备制度，当作一件小事来对待。

愿更多的人防部门健全值班制度、落

实战备要求，切实履行好准军事机关

的使命职责。

时刻保持战备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