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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伊始，一些人防部门在开训动

员中，专门部署组织比武竞赛，令参训

者摩拳擦掌、跃跃欲试。

新中国人民防空事业成立 70 多年

来，人防部门较少经历战火的考验、实

战的检验。人防训练自我设计、自我评

判，甚至自我感觉良好的现象不同程度

存在，与实战化标准尚有一定差距。比

武竞赛不仅有利于营造比、学、赶、超的

浓厚氛围，不断促进训练质量的提高，

而且有利于培养和发现各类人才，为提

升实战化水平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比武竞赛是手段，目的是提高实战

化训练水平。应着眼实战要求、按照实

战标准，搞好人防比武竞赛规划设计。

具体讲，应该把握好三个方面。

既要比单项，更要比全项。战时人

民防空行动中的判断形势、定下决心、

指挥协调、消除空袭后果等各个环节，

既需要“独立成篇”、专攻精练，更需要

“浑然一体”、无缝衔接。战时怎么防，

平时就怎么练、怎么比。只有一体练、

全面比，才能形成和巩固防护合力，避

免出现“锣齐鼓不齐”现象。

实际工作中，一些单位什么拿手就

组织比什么、哪个好比就组织比哪个。

比如，指挥和通信两项业务联系紧密，

而一些单位通信保障技能经常比，指挥

业务很少比，部分领导干部指挥素养偏

弱的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

对于准军事机关而言，比武竞赛也

是一根指挥棒。要发挥好这根指挥棒

的作用，既要比单项，更要比全项，促进

各级、各地人民防空能力全面提升。

以一个设区市人防办为例。如果

只安排该单位参加短波电台比武竞赛，

那么上场的充其量是“十来个人，七八

条枪”。而安排其参加人防全要素比武

竞赛，就是另一番景象：战术标图作业

需要作业人员胸怀全局、知己知彼，“运

筹帷幄、决胜千里”的人才就会不断涌

现出来；体能、技能比赛，则会让机关人

员由“藏龙卧虎”变成“生龙活虎”；来自

各行各业、携带各类装备器材的专业队

走上赛场，更会呈现出龙腾虎跃、热火

朝天的场面……

既要比技术，更要比战术。二战初

期，德军对英国伦敦狂轰滥炸。为了减

少重要目标损失，每当德军战机空袭时，

伦敦军民都在重要目标上空施放烟幕，

以期达到遮蔽目的。没想到，德军战机

不久就找到了门道：哪里有烟幕，就炸哪

里，烟幕反而起到了为敌机报信的作

用。由此可以看出，如果不考虑真实的

战场情况，再好的技术也无用武之地。

人民防空最大的战术，是与野战防

空、要地防空共同构成“三位一体”国土

防空体系。在战区主战格局下，应把人

民防空行动纳入战区联合防空体系，按

照联战联训联保的要求展开。组织人

防比武竞赛，必须遵循这一基本战术要

求，把情况设置得复杂一些，把条件设

置得困难一些，把标准设置得严格一

些，让比武参赛人员听得见“警报声”，

闻得见“硝烟味”，在感受战场氛围中激

发潜能、完成重任。

既要比专业，更要比作风。人防是

国防的重要组成部分，人防工作者是不

穿军装的战士，只有平时养成英勇顽强

的战斗作风，战时才能经受住血与火的

考验。

可设置夜间作业、徒步拉练、野外

生存等比赛课目，不断强化参赛人员吃

苦耐劳的精神；通过完善比武细则，将

拼凑尖子上阵、全程走过场念稿子、带

着维修厂家参赛等不良现象赶出赛场，

进一步端正训风演风，为深入推进人防

实战化训练创造良好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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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曲、舞蹈、相声、诗朗诵……元旦

前夕，江苏省南京市雨花区科技馆内，

各种文艺节目轮番上演。一开始，观众

以为这只是一场普通的文艺演出，后来

才发现这场名为“江苏省安全应急科普

环省行活动”的演出，重点在介绍防空

防灾、医疗救护、抗震防震等安全防护

知识。

节目引人入胜，观众不时报以热烈

的掌声，当地电视台和 10 多家网络平

台现场直播。出人意料的是，创作、演

出人员，均来自人防、卫健委、消防救援

总队等行政事业单位。

“自 2016 年以来，安全应急科普环

省行活动足迹遍布全省 13 个设区市，

线上线下受众累计超过 4000 万人次。”

江苏省人防办宣传教育处处长孙秀才

介绍说，南京国防园、徐州音乐厅、江阴

大剧院、淮安悠园社区等 30 余处场所，

都成为他们宣传防护知识、传播安全理

念的重要平台。

然而，几年前该省人防宣传因为形

式比较单一，难以见到这番热火朝天的

景象。“人民防空是全民性防护工作，人

防常识应当家喻户晓、人人皆知。”着眼

这一目标要求，江苏省人防办党组一班

人决心在宣传教育上闯出一条新路。

调研中他们发现，一些省直单位也

面临同样的困境。“变单打独斗为联合上

阵。”该省人防办与数家省直单位一拍即

合，并在联合上阵的方式上形成共识：发

挥省直单位人才优势，把防护行动以文

艺节目的形式呈现出来；现场开展防护

演练，增强活动的互动性、趣味性。

2016 年 5 月，该省人防办联合省科

协、应急办、红十字会，组织第一场文艺

巡演。思路一变天地宽。令人耳目一

新的宣传形式、极具科技含量的各类

高新技术装备，吸引了大批群众参与，

也让越来越多的省直单位主动加盟。

考虑到加盟单位职能大都与安全应急

相关，且宣传活动具有科普性质，大家

便把这项面向全省开展的活动定名为

“江苏省安全应急科普环省行活动”。

6 年来，13 家加盟单位创作、编排

了 40 多 个 广 受 好 评 的 文 艺 节 目 。 比

如，江苏省人防办结合全省防空警报试

鸣活动，创作情景剧《警报响起》，通过

还原抗战时期江苏多地遭受日军轰炸

的惨痛历史事件，引导观众居安思危、

常备不懈；南京市人防办原创的《人防

谱新篇》《同一片蓝天下》等节目，以快

板、歌曲、情景模拟、音频视频等形式，

生动展示省会人民防空从无到有、从小

到大、从单一功能拓展为综合功能的不

平凡历程。

无锡市人民医院职工自编自演的

小品《爱的传递》，通过一个真实的暖心

故事，穿插介绍了心肺复苏、运动损伤

处置、海姆立克急救等技能，令人印象

深刻；苏州市地震局创作的歌曲《抗震

防震，我们一齐努力》，现场教观众把避

险常识唱出口、记在心……

“现代空袭造成的破坏特别是其引

发的次生灾害，与自然灾害具有一定的

相似性。”江苏省人防办党组书记李航

告诉笔者，2022 年，该办将继续发挥牵

头协调作用，将十几家加盟单位拧成一

股绳，呈现更加精彩的节目，让现代防

空防灾知识进入千家万户。

图①：2021 年 12 月 21 日，江苏省

安全应急科普环省行活动走进南京市

雨花区科技馆，人防工作者表演《人防

谱新篇》节目。

图②：2020 年 12 月 18 日，在南京

紫麓雨花剧场，人防志愿者为观众讲授

应急逃生绳使用方法。

图③：2019 年 12 月 18 日，该项活

动走进连云港市赣榆高级中学。

图④：2020 年 10 月 29 日，在宿迁

学院，红十字会志愿者集中演示心肺复

苏方法。

图⑤：2020 年 11 月 26 日，江苏省

“出彩人防人”文艺演出受到观众欢迎。

江辉生、刘成贺、黄 莺摄

送防空防灾知识进千家万户
—江苏省人防办持续6年牵头开展安全应急科普环省行活动侧记

■本报特约通讯员 谢 静 江辉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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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4日，江苏省军区南京第二十五干休所组织全体工作人员参观渡江

胜利纪念馆。图为该所工作人员在纪念馆，聆听参加过渡江战役的由桂英老

人（左二）讲述战斗故事。 段玉娇摄

新年伊始，河南省沈丘县人武部官

兵征尘未洗，便对组织民兵抗击新一轮新

冠肺炎疫情情况复盘总结，据此完善预

案，进一步提高民兵队伍遂行任务能力。

2021 年 12 月 21 日 ，河南省沈丘县

在核酸检测中发现 4 例阳性人员。该县

民兵闻令而动，连夜协助工作人员对封

控 区 域 4000 余 名 居 民 开 展 核 酸 检 测 。

他们发扬连续作战精神，先后承担人员

排查、道路封控、卡点执勤、环境消杀等

工作。

截至 2021 年 12 月 28 日，该县出动

民 兵 2500 人 次 ，设 置 防 疫 检 查 点 276

个 。 周 口 军 分 区 以 及 沈 丘 县 委 、县 政

府对民兵发挥的突击队作用给予充分

肯定。

民兵分布在各行各业，平时不脱离

生产，关键时刻星夜上阵、连续作战的能

力动力从何而来？

“这轮疫情发生前 5 天，我们刚刚对

一支民兵分队进行战备拉动。”该县人武

部部长李强告诉笔者，定期拉动民兵队

伍，是沈丘县一项雷打不动的制度。

允许民兵驾驶私家车到指定地点集

结，改变了沿袭几十年的“民兵先到乡镇

武装部集合，再统一乘车赶往县人武部”

集结方式，不仅大幅度提高出动速度，而

且降低了互相感染风险。这次疫情防

控，不少民兵就是驾驶私家车连夜出动，

执行紧急任务的。

不仅集结速度快，而且到位率高。

“对于参加民兵组织的党员和国家工作

人员而言，按照要求履行民兵职责，也是

一项工作纪律。”该县人武部政委王琰介

绍，自 2021 年年初开始，他们协调沈丘

县纪委监委，对民兵参加训练情况进行

联合检查，并将检查结果通报给编兵单

位，使编兵单位、民兵本人对民兵工作更

加重视。2021 年 11 月底，在周口军分区

组织的民兵任务行动课目比武竞赛中，

沈丘民兵通信保障连真练实训，获得好

评。

该县人武部还联合县融媒体中心，

及时宣传民兵训练中涌现出来的先进单

位、先进个人的事迹，进一步激发起全县

民兵苦练本领、勇争上游的热情。

在这轮疫情防控中，沈丘县 30 多名

专武干部带领民兵冲锋在前、坚守一线。

付井镇武装部长赵玉辉便是其中的一位

代表。作为一名退役大学生士兵，赵玉辉

从通过专项考试进入国防动员系统，到成

长为武装部长只用了 3年 10个月。

“沈丘县坚持按照人武部商县委组

织部提名，再由人武部和组织部共同考

核，最后由人武部下达任职命令的步骤

选拔基层武装部长。”王琰介绍，军地双

方严格按照上级规定选用专武干部，使

一批军政素质兼优人员脱颖而出。去年

5 月，在河南省军区组织的新任职专武

部长集训中，赵玉辉的集训成绩名列第

一，该县参训的其他几名武装部长表现

也可圈可点。

沈丘县委、县政府还注重畅通专武

干部的“出口关”。仅 2021 年，就有 2 名

武装部长获得提拔，2 名武装部长从偏

远乡镇交流到县直单位重要岗位。

“让专武干部有干头、有奔头，武装

工作才能走到前头。”沈丘县委书记、县

人武部党委第一书记田庆杰介绍，他们

将继续加强专武干部队伍建设，带动民

兵工作不断迈上新台阶，努力打造一支

应战应急“拳头”力量。

岁末年初，河南省沈丘县出动民兵圆满完成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任务，并复盘总结——

平时厉兵秣马 急时星夜上阵
■本报特约通讯员 周 昭

“13 个 小 时 激 烈 竞 价 ，无 菌 输 液

器、无针密闭输液接头等 5 个品种采购

价格平均降幅 5 成以上。”元旦前夕，无

锡联勤保障中心组织驻闽军队医疗机

构，经过多轮谈判议价，大幅度降低了

普通医用耗材采购价格，预计 2022 年

可节约经费千万余元，惠及广大官兵和

驻地群众。

普通医用耗材品种多、进货渠道

多，如果采购中各自为战，不仅产品价

格高，而且产品质量也无法托底。为打

破医疗机构“千军万马跑市场”的窘境，

无锡联勤保障中心指导第 900 医院，牵

头 成 立 驻 闽 军 队 医 疗 机 构 —— 医 联

体。医联体通过调研普通医用耗材的

临床用量、市场分布、价格走势和利润空

间等情况，集中选取品种，确定谈判规

则，公开遴选生产企业，积极探索“拼单

团购、以量换价”新模式。

该中心副参谋长徐群生介绍，下一

步，该中心将跟踪合同履约、药量落实、

支付结算等工作落实情况，为广大官兵

提供更加有力的保障，让驻地群众享受

更多的实惠。

无锡联勤保障中心组织驻闽军队医疗机构

探索“拼单团购”新路子
■李霁桐 尤昕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