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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防空是一项涉及方方面面的
系统工程，平时主管部门如何发力才
能以重点突破带动全面建设水平提
升？上海市奉贤区经过多年探索，总结
出“了解人防常识—练习人防技能—熟
悉人防指挥”的抓建规律，并按照这条
规律不断筑牢人民防空建设的根基，为
铸就坚不可摧的护民之盾提供了有力
支撑。

民防特色一条街——

市民在耳濡目染中学有所获
自 2020年 12月以来，凡是到上海

市奉贤区民防办公室办事的人都会觉
得眼前一亮，办公室门前的一条街道俨
然成了人防知识的海洋：不仅介绍防空
防灾常识的宣传橱窗一座接着一座、动
漫图画一幅连着一幅，而且连路灯、路
标、斑马线、休闲座椅等设施都巧妙嵌
入了人防元素。

当你正在回味这些防护知识时，
还会发现路边救援站点摆放着常用药
品和各种各样的应急救援工具，心中
的安全感不禁陡然增加。这就是奉贤
区 600米民防特色一条街给人的直观
感受。

“我们倾力打造的民防特色一条
街，地处奉贤区繁华地段，既是展示单
位形象的重要窗口，又是开展人民防
空宣传的主阵地。”奉贤区民防办主任
杨军民介绍说，在长期的和平环境下，
社会群众对人民防空建设关注不多、
了解不够，致使不少工作难以走深走
实。而零敲碎打的宣传效果有限，难
以深入持久。为此，他们决定依托办
公楼所在的街区，打造一块“不打烊”
的宣传教育阵地。

“民防特色一条街面向广大市民，
创建活动应该让市民参与。”按照这一
思路，奉贤区民防办主动征求所在社区
居委会及附近单位、居民的意见建议，
优化了创建方案：把人防宣传与便民服

务结合起来，既布设人民防空标志标
识、购置应急救护器材，又视情添设路
灯、路标、休闲座椅等设施。

他们还采取“小手拉大手”的办法，
提高市民对民防特色一条街的关注度：
通过开展“民防进校园”活动，发动全区
中小学生把自己心中的民防画出来、写
出来，从中评选出的 20多篇优秀绘画
作品和童谣进入特色一条街相关展
位。一时间，学校师生、学生家长纷纷

“组团”前来观摩学习，特色一条街因此
也被称为“民防星光大道”。

“群众对人防建设的支持程度，往
往取决于他们对这项工作的认知深
度。”该区民防办副主任刘阳辉介绍说，
今年他们将集中力量完成特色一条街
二期建设任务，使其成为人防宣传教育
工作的一个品牌。

民防教育基地——

4万余名参训者识险避险
人民防空是一项操作性很强的战

备工作，不论是听到防空警报后疏散掩
蔽，还是迅速消除空袭后果，都需要一
定的防护常识和技能作支撑。基于这
种考虑，奉贤区民防办决心建设一座基
地用以培训广大市民。

然而，此事引来一些异议和不解：
“和平时期民防基地建设可以往后放一
放”“已经有民兵训练基地了，为什么还
要建民防基地……”

“不能等战争来了再去考虑建民防
基地”“民防基地的任务重在培训防护
技能，与民兵军事训练区别较大”“民防
基地依托地下人防工程建设，不占用地
上空间资源，还可以利用工程内的防爆
门、风机房等设施，就地开展民防科普
教育……”该区民防办据理力争，基地
建设项目终获批准。

2017年 5月 12日 ，基 地 正 式 启
用。“我们选在全国防灾减灾日这一天
开馆，就是要告诉大家这座基地的任务
是防灾减灾。”基地管理员张梅介绍说，
基地通过图片、视频、现场讲解、实际操
作等方法，组织开展防空防灾常识辅导
和应急避险技能培训，让大家既知道战

时平时会遇到哪些危险，又清楚危险来
临时怎样躲避。

基地建设投入资金 1000万余元，
设施完备，功能齐全，但民防部门人员
编制有限，如何搞好维护管理一度成
为难题。该区民防办按照有关规定，
引进第三方参与维护管理，让专业的
人干专业的事，使基地保持了正常运
转和良性循环。

基地投入使用4年来，共培训各类
人员4.5万余人，先后被评为“上海市科
普教育基地”“奉贤区爱国主义教育点”

“贤文化、新成长青少年校外教育基
地”。今年起，基地还与奉贤区少年军
校合作，将防空防灾教育培训纳入该区
学生军训内容，形成了全区中小学生滚
动培训的良性机制，基地使用效益进一
步提高。

“贤城微盾”——

让指挥系统越来越高效
人民防空是全民性防护工作，战时

需要在短时间内指挥大批居民迅速疏
散掩蔽，对人防指挥机构建设提出了很
高要求。“奉贤区民防指挥部战时承担
着对上百万人的指挥任务，指挥行动必
须快捷高效。”杨军民告诉笔者，他们追
求快捷高效的办法主要有两个。

一个是让指挥手段日趋信息化智
能化。比如，在车流量较多的人防工程

车库出入口添置电子屏，关键时刻电子
屏就会变成指挥终端，通过一条条音频
视频指挥人员、车辆；通过与交通、交
警、气象等部门实现末端信息共享，实
现对“鸣、走、藏、消”等行动的可视化、
不间断指挥；通过在地下工程内安装

“安全卫士”等物联网设施，对人员进出
工程数量变化、空气流通、隐患排查等
情况实现智能化监测，便于进行及时、
准确的指挥调度。

另一个是建成所辖街道、镇民防指
挥部。“在基层建设民防指挥部难度较
大，但我们考虑到这是人民防空指挥链
条上的‘最后一公里’，便下定决心攻坚
克难，在2019年实现所辖12个街道、镇
全部联通。”该区民防办副主任胡怀介
绍说，他们按照平战结合的办法，推动
基层民防指挥部的建设和常态运行，平
时作为当地应急处突和抢险救灾的指
挥部，战时担负人民防空指挥功能，实
现一项投入、两种效益，赢得基层党委、
政府的大力支持。

依托区、镇两级人防指挥机构，目
前奉贤区战时人民防空行动演练基本
实现了指挥手段信息化、现场动态可
视化、行动方案实战化。

“为体现末端特点，大家把基层
民防指挥部称为‘贤城微盾’，但我们
相信，只要人民防空工作在基层有效
落实，再微小的力量也能聚沙成塔，
汇聚成坚不可摧的护民之盾。”杨军
民如是说。

夯实铸盾护民的支撑点
—上海市奉贤区加强人民防空建设侧记

■本报特约通讯员 钱中伟 谢晓博

前不久，因遭遇严寒风暴，美国得
州进入重大灾难状态，有网友发问：“如
果中国遇上得州寒潮会不会‘悲剧’？”
对此，国家电网有关部门表示，经过数
十年的建设，特别是通过实施“西电东
送”“北电南输”战略工程，我国特高压
电网实现了互联互通，任何城市都有

“全国一张网”的强大依靠而不会轻易
断电停电。从一定意义上讲，“全国一
张网”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
的一个缩影。凭借这一优势，我们可以
进行全面、彻底、快速的动员，从而形成
举国之力，始终立于不败之地。

要想发挥优势，先要认识优势。无
论是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还是新时代脱
贫攻坚，抑或应对其他风险挑战，党都带
领全国人民心往一块想、劲往一块使，拧
成一股绳、下好一盘棋，形成和保持了

“积力之所举，则无不胜”的生动局面。
俗话说：“大河有水，小河不干。”讲清并
认清这一点，对于提振国防动员工作者
信心十分重要：即便你所在的区域尚欠
发达，即使你从事的行业资源不够丰厚，
但只要你认真履职尽责，依靠“全国一张
网”，你仍然可以聚力攻坚、不辱使命。

要想发挥整体优势，先要融入整
体。在不谋全局的情况下谋一域，往往
会谋短了、谋偏了。比如，少数人防部门
在购置通信器材时一味追求“高大上”，
导致一度与兄弟单位不能互联互通，为
跨区域支援带来障碍。比如，第七次全
国人民防空会议指出，要把人防工程作
为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的重要载体，形成
平战结合、相互连接、四通八达的城市地
下空间。这就要求人防部门不能就人防
工程抓人防工程，而应与地下空间同步
规划、同步建设，使其发挥出最大的战备
效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发挥“全国一张网”的优势，开展区
域协作是题中应有之义。和平时期，物
资储备的数量较难把握，储备少了关键
时候不够用，储备多了又会造成资源的
闲置和浪费。近些年来，区域协同发展
战略深入实施，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
契机：经济动员部门可在京津冀、长三
角、成渝等区域采取联储联供模式，实
现优质资源共享，避免重复建设。

“全国一张网”的优势在交通运输
领域也很明显。近些年来，交通强国建
设稳步推进，铁路、水路、公路、航空、物
流立体投送网络初步形成。军事运输
投送保障系统应充分认识和发挥“全国
一张网”的优势，突破单一的保障模式，
建立多种方式联合运输投送模式，让人

民军队机动得更快、投送得更远。
今年 1月，山东德州遭遇寒潮，国

网德州供电公司第一时间启动寒潮天
气应急预案，工作人员攀上铁塔除冰，
启用特巡线路保供，保证了寒潮中无一
户停电。正如电力系统防寒保供一样，
国防动员战线的每个地域、每个岗位都
是战斗链条上不可或缺的一环，只有人
人站好自己的“一班岗”，做到千钧重担
人人挑、个个肩上有指标，才能把“全国
一张网”织得更密、建得更强。

当前我国安全形势不稳定性不确
定性较大，国防动员工作者应以“明天
就要服务战场”的紧迫感，着眼发挥“全
国一张网”的优势，尽到守土之责，以举
国动员、众志成城的磅礴之力，为应对
各种风险挑战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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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西德勒！”3月2日，在联勤保障
部队第904医院普外科病房，即将出院
的藏族阿妈卓嘎，把一条条洁白的哈达
以及一面锦旗献给二病区主任余锋等
医护人员。

牛年春节在67岁的藏族阿妈卓嘎
心中留下了温暖的记忆。腊月二十七，
她从西藏朗县来到位于江苏省无锡市
的联勤保障部队第 904医院住院治
疗。腊月二十九，医院为她成功实施了
手术治疗。春节期间，医护人员每天都
来探望她，一方面询问身体康复情况，
一方面陪她拉家常，还买了牛奶、水果
等慰问品，使她的身体迅速恢复，心情
也十分舒畅，按照治疗计划如期出院。

从西藏朗县到江苏无锡，路程长达
3600多公里，为什么藏族阿妈要来这
里治病？这还要从第 904医院的对口
帮扶说起。

1990年，第904医院与西藏米林县
人民医院建立对口帮扶关系，此后每年
派出援藏医疗队，来到米林县开展医疗
技术帮带、下乡巡诊、重症救护等工作，
在当地患者及群众中树立了良好口

碑。由于当地医疗条件有限，一些重大
疾病患者需要转送到其他医院接受进
一步治疗。“你们医术强、态度好，很想
转到你们医院治疗。”很多患者诚恳地
向医疗队员道出心声。

为回应患者诉求，把对口帮扶工作
引向深入，经与米林县卫健委沟通，第
904医院与该县人民医院建立大病转
诊渠道。第 904医院在制度框架内最
大限度地简化转诊申请、后送转运、入
院办理、检查治疗、费用结算等手续，确
保患者及时转诊、及时得到治疗。

2017年 9月，藏族患者、军属曲吉
转诊来到第 904医院的那天，已是深
夜，在病房里等候的院领导和医护人员
安顿好曲吉后，又为陪护亲属安排了食
宿。第二天，医院安排一名医生全程陪
同她作检查，在专家会诊的基础上，相
关科室主任主刀手术，最终使她恢复健
康。曲吉的儿子寄来感谢信，表示要在
部队建功立业，以回报组织的关照。

近 5年来，该院先后接诊、治愈 10
多名危重症藏族同胞，受到患者及家属
好评，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影响。

驻江苏无锡的联勤保障部队第904医院

热情接诊西藏患者
■本报特约通讯员 黄小春 罗微全

3月以来，浙江省长兴县人防办组织全县中小学生开展“学党史、强民防、
做先锋”主题实践活动。图为 12日该县实验小学学生参观新四军苏浙军区
纪念馆。 孙利萍摄

一边逛公园 一边学防护
2月 3日，湖北省黄石市启用首个人防主题公园，吸引大批市民前来游览。公

园占地5.4公顷，以“战时防空、平时服务、应急支援”为主题，建有主题雕塑群、林下
休憩平台、山顶驿站、防空报警器试鸣区、迷彩长廊、宣传展示馆等 10余处人防宣
传教育设施，让市民在游园休闲的同时，学习掌握防空防灾知识，进一步增强忧患
意识和国防观念。

卫珺涛、李 潇摄影报道

图①：游人参观人防宣传展示馆。
图②：黄石人防主题公园一角。

筑牢基石筑牢基石

经济发达地区涉及国计民生的行业
单位众多，高新企业密集，动员潜力资源丰
厚，战时是敌人想方设法打击、破坏的重点
区域。新中国成立初期，国民党军机屡次
空袭上海，妄图迟滞我经济建设步伐，给当
地人民生命财产安全造成了严重威胁。

从世界范围内的几场局部战争来
看，空袭既是“开场戏”，又贯穿全过程。
面对高悬在人类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

剑”，人民防空地位作用凸显，人防部门
必须常备不懈。

从战争博弈的实践来看，我方发展
的“排头兵”，就是敌方的“眼中钉”。对
此，发达地区的人防部门更应树立强烈
的忧患意识，不断把战备工作往实里
抓、往前头赶，推动重要经济目标防护
水平随当地经济发展“水涨船高”，让护
民之盾日益牢固、坚不可摧。

把战备工作往实里抓、往前头赶

编后短评 ■樊 晨

②②

动员之声动员之声

①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