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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由人防部门主导的一项工

作，入选河南省焦作市“2021 年十大新

闻”第三条：24 小时内将城区 286 个人

防工程内的 5 万多辆机动车全部转移到

安全地带，近 2000 辆车避免“水患”，直

接减少经济损失约 3 亿元。面对社会各

界的赞誉，焦作市人防办主任杨树亮的

反省发人深思：“当强降雨再次来临，不

再需要转移这么多车辆时，才说明我市

人防工程防汛防灾能力建设上了一个

台阶。”

近段时间以来，该市人防办正是以

“假如强降雨再次发生”的忧患意识，积

极探索提高人防工程管理水平的方法路

子，确保“地下长城”始终保持良好的战

备状态。

铁板一块才能无懈可击——

全力堵塞工程防汛漏洞

“没想到，人防工程预留的风、水、电

等管道在地面上的出口，成为这次人防

工程渗漏的主要原因……”

2021 年汛期，焦作市遭遇多轮强降

雨。在人防工程防汛一线，该市人防办

领导发现，当地面积水没过管道出口时，

工程容易发生渗漏。如果强降雨持续不

断，渗漏会越来越严重，最终导致工程内

部变成一片汪洋。

预 留 管 道 出 口 ，利 于 快 速 平 战 转

换，但不利于防大汛、抗大灾。“两利相

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经过反

复 研 究 ，焦 作 市 人 防 办 决 定 从 2022 年

起，在汛期来临前，将部分低洼地带人

防工程管道口暂时封闭，以保证工程安

全度汛。

人防工程位于地下，容易进水被淹，

历来是城市防汛的重点。近年来，不少

地方利用人防工程停放机动车辆、建设

综合管廊、备份重要数据、储存电力设施

等，快马加鞭做好人防工程防汛工作。

“如果工程自身的漏洞发现不了、堵

塞不上，建再多的防汛队伍也解决不了

根本问题。”经过去年强降雨这场考验，

该市人防办形成共识：只有把人防工程

建 成“ 铁 板 一 块 ”，才 能 让 洪 水 无 懈 可

击。为此，他们通过制订工程维护管理

办法、开展维护管理达标行动等措施，全

力堵塞人防工程防汛漏洞。

——在所有已竣工的人防工程口部

加设止水挡板，提升工程防汛安全标准。

——对于增加智能化、感应式止水

设施设计内容的人防工程建设项目，予

以优先审批；有条件且拒不增加该设计

内容的项目，不予批准。新竣工工程未

达到防汛标准要求的，一律不予验收。

——防空地下室与地面建筑同步规

划、同步设计、同步建设、同步竣工验收，

任何单位、个人不得擅自修改审查合格

的人防工程施工图，从源头上确保人防

工程建设质量、防汛要求落实……

摸清底数才能对症下药——

拉网排查为工程“体检”

让人防工程安全度汛、始终保持良

好状态，既要堵塞漏洞“治标”，又要祛病

强身“治本”。

2021 年，焦作市人防办抽调近百名

业务骨干，利用半年时间开展拉网式排

查，着力摸清全市人防工程底数。“排查

就像给工程做体检。”该市人防办副主任

李振海介绍，他们针对每个人防工程的

“健康状况”，开出不同“处方”。

——将维护管理制度完善、设备设

施状况良好，基本不用整改的，列为一类

人防工程，由各县（市）区人防办负责日

常监管。

——将维护管理制度基本完善、主

体结构完好，设备设施存在锈蚀等一般

性维护保养问题的，列为二类人防工程，

当场下达整改通知书，督促责任单位限

期整改。

——将维护管理责任落实不到位，

设备设施存在开闭不合、封堵构件、零配

件丢失等现象，1 个月内能够整改完毕

的，列为三类人防工程，设立问题台账，

指定专人跟踪督导，协助联系防护设备

厂家配合整改。

——将维护管理责任不明，设备设

施存在损毁、主体结构存在穿墙打洞等

违法行为的，列为四类人防工程，进行重

点督导检查，组织全面整改，涉嫌违法行

为的，交由执法部门依法查处……

对症下药，药到病除。经过一番努

力，全市人防工程维护管理达标率，由

27%提高到了目前的 100%。

焦作市人防办还着眼“治未病”，为

每一个人防工程设立工程长，工程长由

工程所在单位有关人员、小区物业负责

人担任，实现人防工程属地管理、就近管

理、常态管理；在城区主干道设立大型人

防工程指引牌，在人防工程内外醒目位

置悬挂标识牌，标明工程名称、用途、管

理人员联系方式等，引导广大群众自觉

爱护人防工程、精心呵护“地下长城”。

看得见才能管得好——

借力推动可视化管理

人防工程位于地下，各类安全隐患

难 以 及 时 发 现 ，日 常 维 护 管 理 难 度 较

大。“看得见才能管得好。”焦作市人防办

决心借助现代信息技术，尽快实现人防

工程可视化管理。

很多小区物业公司在部分地下空间

安装了摄像头，一些人防工程内部情况

也可在公司监控屏幕上看到。因此有人

建议，汇总物业公司监控数据，将社区人

防工程纳入人防部门监管信息平台。然

而，物业公司点多、视频监控线长。面对

较大的资金缺口，该市人防办只能另图

良策。

他们尝试自行建设可视化管理系

统。然而，建成一套覆盖数百个人防工

程的管理系统，需要投入大笔资金，财政

负担过重。

“人防工程是城市地下空间的重要

组成部分，工程管理应当走融合发展之

路。”探索中，该市人防办拓宽思路：将人

防工程可视化管理项目纳入全市“智慧

城市”平台建设，通过借梯上楼的办法，

让人防工程管理搭上全市信息化建设的

快车。

目前，几个试点人防工程内的湿度、

温度、火险指数等情况，均可通过与有关

部门共建的指挥平台进行实时监测。随

着试点经验的推广，该市人防工程可视

化管理将逐步实现。

“只有借助现代技术、实现精准管

理，才能提高应急应战决策水平，让人防

工程真正发挥平时服务生活、战时保护

生命的作用。”杨树亮如是说。

左上图：2 月 18 日，河南省焦作市

人防通信站工作人员借助可视化管理系

统，查看该市锦江现代城地下人防工程

维护情况。 刘 晨摄

假如强降雨再次发生
—河南省焦作市提高人防工程管理水平的一段探索

■李 强 宋 磊 本报特约通讯员 王一鸣

每逢双休日或节假日，山城重庆

的孩子们往往会选择去老旧防空洞游

玩。这些老旧防空洞究竟有啥魅力？

2018 年底以来，重庆市实施“山

城洞天”人防工程提档升级专项行动，

一批示范项目相继落成。重庆的老旧

防空洞修筑于抗日战争时期，为抵御

日军的狂轰滥炸发挥了重要作用。随

着专项行动的深入开展，许多防空洞

焕发生机，成为特色鲜明的教育场所。

走进这些教育场所，孩子们可以了

解到日军“重庆大轰炸”带来的悲惨一

幕，可以感受到山城人民“愈炸愈强”

的不屈精神，可以学到人民防空的一系

列常识——这些场所不仅展出大量图

片、文字、实物、影像资料，而且本身依

托防空洞建成，纪念地就是事发地，给

人一种强烈的代入感和历史厚重感。

“一座防空洞就是一座博物馆。”

陪孩子一起参观的家长纷纷表示受益

匪浅、收获颇多。建川博物馆群落负

责人介绍，后台数据显示，亲子家庭游

客占比接近五成。2021 年，这些焕发

活力的老旧防空洞接待观众突破 100

万人次，今年春节期间，接待游客 6 万

多名。

在重庆市青少年人防短视频大赛

中，许多孩子说起这些教育场所都很

熟悉：“重庆大轰炸”惨案遗址内的人

物雕塑过目难忘，十八梯大隧道遗址

纪念馆里的防空歌谣令人警醒，重庆

市人民防空宣教馆里的军事瞭望台发

人深思，黄桷坪防空洞“军哥书屋”记

录历史……

有关部门负责人表示，他们将继

续按照“一洞一策”的思路，对老旧防

空洞进行改造升级，让广大市民在防

空洞的变迁中，感悟今天的幸福生活

来之不易，应当倍加珍惜，决不能让历

史的悲剧重演。

2月 19日至 20日，重庆市人民防

空宣传教育馆利用双休日，举办人防知

识灯谜会，吸引市民带孩子参加。

上图：观众在馆内了解防空袭历

史知识。

左图：一对父女拿取装有谜面的

彩色布袋。 王诚洁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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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中旬以来，江苏省苏州市、无

锡市陆续出现新冠疫情确诊病例和无

症状感染者，部分区域核酸检测需求倍

增。驻地有需求，部队有行动。无锡联

勤保障中心接到地方政府支援请求后，

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机制，抽调东部

战区总医院、第 904 医院和东部战区疾

病预防控制中心等单位人员组成医疗

队，支援驻地疫情防控工作。

医疗队到达无锡市梁溪区 16 个社

区后，争分夺秒展开核酸采样工作，很

多队员都忙到夜间甚至是后半夜。在

无锡市 3 个核酸检测基地，医疗队员采

用“三班倒”的办法，24 小时不间断地

对核酸样本进行制备、提取、检测。

据了解，该中心派出的医疗队主要

由专家和医务骨干组成，具有较为丰富

的疫情防控经验，为驻地疫情防控助上

一臂之力。

“我们坚持按照应战标准支援驻地

疫情防控，努力提高快速反应和遂行任

务能力。”该中心卫勤处处长沈烈介绍，

截至 2月 21日 18时，医疗队共采集样本

近 11万份，完成核酸检测 46万份。下一

步，他们将根据防疫形势的变化，调整补

充力量，继续为驻地疫情防控贡献力量。

下图：2 月 17 日晚，在无锡市梁溪

区凤宾社区，无锡联勤保障中心医疗队

人员采集核酸样本。 李小波摄

无锡联勤保障中心派出医疗队

支援驻地疫情防控
■郭 豪 罗 彬

据媒体报道，广西百色本轮新冠肺

炎疫情发生后，各类物资保障比较充

足，但许多村民还是自发捐出生猪、鸡

鸭、蔬菜等，只为“让一线抗疫人员吃得

更好一点”。抗疫人员纷纷晒出村民提

供的糯米饭、黄姜鸡汤、红糖馒头等美

食，表示“带的泡面一直没机会吃”。

民以食为天。百色抗疫中的这温

馨一幕告诉我们，战时将城区人口疏散

安置到乡村是可行之举。城市是敌方

空袭的重点，战前把城区部分人员疏散

安置到乡村，可有效减少空袭危害。但

疏散安置有一个基本前提，就是安置地

域能够保障人员基本生活。

在乡村，仓里存米、院里种菜、笼里

养鸡是大多数农家的标配，至于树上结瓜

果、灶上挂腊肉、山上放牧牛羊、水塘里游

鱼虾的情景也是随处可见。即便家中突

然多出几口人来，村民靠自给自足也可应

付一段时间。

特别是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

实施，农村地区日益呈现出生产发展、

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景象，就地、就

便、就近保障疏散人员的条件还将得到

进一步改善。

战时情况复杂、考验增多，要把乡

村食品保障的优势充分发挥出来，平时

就要做好充分准备。

一方面，开展疏散地域人员保障潜

力专项统计调查。既要把面上的情况

统计全，搞清楚城乡接合区域县、乡两

级粮、油、肉、菜等物资生产、储备、运输

情况；又要把点上的情况调查细，搞清

楚承担战时人员安置任务的片区、行政

村的优势资源和短缺资源分别是什么、

如何固强补弱，为制订疏散安置行动预

案提供第一手材料。

另一方面，普及人民防空常识。百

色村民之所以自发杀鸡宰鸭、加工美食

招待一线抗疫人员，是因为看到了他们

在保护人民生命健康中做出的贡献。

应通过常态化开展国防、人防宣传教

育，使相关人员认识到，城区人员疏散

是人民防空行动的重要内容，安置好疏

散人员是夺取防空袭斗争胜利的任务

需要，从而积极配合、热情接待、全力保

障，确保关键时刻，城区疏散人员能够

进得来、住得下、吃得饱，实现人民防空

行动既定目标。

从
抗
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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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战区某调度中心格尔木军代室克服恶劣环境影响，坚持高标准严要

求，多次圆满完成军事运输投送保障任务。图为该军代室军代表夜间检查部

队装备捆绑加固情况。 张 勇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