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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疏散地域——

一项投入两种效益

宁波市奉化区岩头村，因保留大

量明清时代古建筑，而被浙江省政府

命名为历史文化名镇。据统计，今年

来此观光的游客数量远超往年。究其

缘由，人口疏散地域建在该村，是一个

重要原因。

人口疏散地域需具备“能生活、能

生 产 、能 学 习 、能 防 护 、能 安 置 、能 指

挥”6 项基本条件。据此，宁波市、区两

级国动办联合有关部门，对岩头村生

活 供 水 设 施 进 行 改 造 ，提 升 了 水 质 ，

“农家乐”的饭菜更香了；增设充电桩，

方便了游客电动汽车充电；建成 1200

平方米的卫生室，满足村民、游客日常

就诊需求。

让村民们挂在嘴边的，是依托游

客集散中心建成的国防动员宣传教育

馆 。 游 客 不 仅 可 以 了 解 人 防 国 防 常

识 ，进 行 模 拟 射 击 、体 验 VR 逃 生 ，而

且还能够回顾岩头村悠久的历史，特

别是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的精彩

历程。

宣教馆的二楼被打造成人口疏散

行动指挥中心，目前已经实现区、镇、村

三级音频视频联通。指挥中心平时用

于岩头村日常管理，保障游客安全、提

升服务质量。

“岩头村只是一个代表。”宁波市

奉 化 区 国 动 办 专 职 副 主 任 蒋 备 松 介

绍 说 ，该 区 庙 后 周 村 利 用 闲 置 农 田 ，

打造出 3000 余亩的粮食保障点，战时

可供应疏散人员口粮；宁波市战略蔬

菜保障基地西坞片区，也正在加紧建

设 。 该 项 目 建 成 后 可 带 动 宁 波 南 部

区域形成年产数万吨本地蔬菜的供应

能 力 ，平 时 助 力 菜 农 增 收 ，战 时 保 障

疏散行动。

防空地下室——

弥补公共空间不足

冬日的杭州寒意袭人，拱墅区万寿

亭公寓 4 号楼防空地下室内却暖意融

融。居民有的练习舞蹈，有的打乒乓

球，有的观看国防宣传栏里的报刊。

一门之隔的区域是一间泵房，动力

机“嗡嗡”作响，为楼上 32 户居民源源

不断提供生活用水。据了解，泵房内的

水箱还可直接保障防空地下室掩蔽人

员饮水。

“因为属于老旧小区，供水设施一

度比较落后。”万寿亭公寓业委会副主

任杨国芳向媒体记者谈到，小区多次将

二次供水系统改造项目提上议事日程，

但一个瓶颈问题始终难以突破：老旧小

区公共空间有限，水箱、水泵、电机等供

水系统设备无处安放。了解到这一情

况后，市国动办组织力量开展技术攻

关，对防空地下室放置二次供水系统设

备进行专业化设计和施工，最终让居民

喝上了放心水。

目前，西湖区的嘉南公寓、嘉绿苑

西等小区也参照这一模式，“唤醒”防空

地下室这一战备资源，使其为百姓生活

服务。

防空地下室建在居民楼下，便于服

务群众。与杭州市国动办一样，全省各

地国动办普遍将一些防空地下室改建

为停车位，缓解了群众停车难题。比

如，台州市新近建成的新百合家园小区

停车位，不到一周便全部租出。

共富人防主题社区——

丰富精神文化生活

“原来宁波也遭受过侵华日军轰

炸 ……”在 共 富 人 防 主 题 社 区—— 宁

波市鄞州区白鹤街道黄鹂社区，印刻

在青砖墙上的抗战故事，将媒体记者

带回到那段烽火岁月。

依托一道铁路沿线的隔音墙，市、

区两级国动办指导街道党工委，在黄鹂

社 区 建 起 约 1 千 米 的 国 防 教 育 长 廊 。

居民在此散步的时候，顺便能学到防空

袭历史与国防动员知识。

他们还协调附近的一所军休所，联

合开办国防教育讲堂。居民从老干部

的授课中加深了对“国无防不立、民无

防不安”的认识。

“共富人防主题社区建设，使居民

在 富 了‘ 口 袋 ’的 基 础 上 ，又 富 了‘ 脑

袋’。”白鹤街道党工委副书记严青春介

绍说，今年居民积极参加应急避灾训

练、军旅生活体验等活动，不知不觉中

掀起一股“国防热”。

“人民防空助力共同富裕的方式

还有不少。比如说，可以发挥人防工

程平战结合的优势，弥补老旧小区公

共服务空间的不足。”宁波市国动办副

主任段道省谈到，黄鹂社区已在人防

工程内建成便民超市，下一步，还将建

设老年学校、托儿所、修理站，为居民

提供更多便利。

早期防空洞——

变身特色文旅品牌

在绍兴古城的地下，有一条长约

24 千米的防空洞，不仅把“护城屏障”

府山、塔山、蕺山联在一起，而且串联着

鲁迅故里、王羲之故里、王阳明故里、徐

渭故里等丰厚的文化旅游资源。

防空洞修建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

代。洞内的砌体层次清晰可见，透着沧

桑感的电缆线在墙壁上整齐排列，排水

管道内传出“潺潺”水流声音。

值得一提的是，其中的“绍兴茶厂”

防空洞历时 7 年建成，建造工艺讲究，

仅通道就分为直转、弧形、三岔等数种

类型，地下种植场、地下会议室、地下医

院分布得错落有致。

“经过岁月的沉淀，凝聚广大群众

心血和汗水的防空洞也会呈现出一种

文化底蕴。”驻足在一条高差 21 米、坡

度 75 度的石阶上，浙江省电视台记者

邹明明说出的这番体会引发媒体同行

的共鸣：这座主要靠人工完成的“地下

长城”，无疑是绍兴人民自力更生、艰苦

奋斗精神的生动体现。

“今天的人们应当见证和传承这种

精神。”绍兴市国防动员办公室工程处

负责人金涛介绍说，近期，他们将对部

分早期防空洞进行改造提升，让游客在

绍兴开启一段地上瞻仰名人故居、地下

参观防护工程的特殊旅程。

同样作为早期防空洞，台州市黄岩

九峰一号坑道人防体验馆，因设置 20

多个体验项目，成为一处网红打卡地，

日接待游客最多达 3000 人。

“每一座防空洞都有一个动人的

故 事 。”浙 江 省 国 动 办 相 关 负 责 人 表

示，下一步，他们将加大对老旧人防工

程的改造力度，让防空洞成为承载宝

贵精神财富、开展全民国防教育的现

实教材。

人防资源融入百姓生活
—浙江省“共富人防、文化人防”媒体采风活动侧记

■尤良文 张 玎 董建岚

编者按 2021年 6
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
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
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
的意见》发布，选取浙江
省先行先试，为全国促进
共同富裕探路示范。浙
江省国防动员办公室以
此为契机，积极探索人防
资源助力共同富裕示范
区建设的方法路子。11
月下旬，他们组织“共富
人防、文化人防”媒体采
风活动，30多家新闻单位
记者走一路看一路，所见
所闻令人耳目一新。

河南省南阳市光武大道与白河大道

交叉处，坐落着南阳市博物馆、图书馆、

文化馆、大剧院“三馆一院”，是当地地标

性建筑。到此参观学习的人们发现，这

里不仅地上布局合理，形成规模效应，而

且地下空间开发力度大、利用效率高。

“三馆一院”地下建有 800 多个停车

位 ，以 及 80 多 个 电 动 汽 车 充 电 桩 。 此

外，还能看到多个绘有简洁图形的醒目

标识牌。

在“三馆一院”地下空间开发利用过

程中，南阳市国防动员办公室发挥了重

要作用。该项目规划初期，他们主动对

接主管建设及规划设计等单位，投入人

民防空专项经费支持建设。几家单位坚

持地上地下一体设计、同步建设，使人防

工程不仅融入重点文化项目，而且与周

边地下空间实现互联互通。特别是光武

大道地下过街通道建成后，让南北两个

地面不联通的区域联为一体，减轻了地

面交通压力。

“三馆一院”地形平坦、交通便利，且

地势较高利于排水。“考虑到这些有利条

件 ，我 们 在 平 战 结 合 方 面 下 了 不 少 功

夫。”南阳市国动办副主任夏明晓介绍

说，他们一方面将部分人员掩蔽工程用

作停车位，依据相关规定建成一批充电

桩；另一方面，依托“三馆一院”，采取地

上地下联动的办法，建成居民防空应急

疏散避难场所。

战时或者发生自然灾害时，该场所

可 为 居 民 提 供 生 活 保 障 、实 施 集 中 救

援。笔者发现，“三馆一院”居民防空应

急疏散避难场所地上广场、地下停车位

两张示意图上，应急帐篷宿营区、应急医

疗救护、应急饮用水、应急供电等几十个

功能区域标注得清清楚楚。

“现有设施能够利用的，我们不再另

起炉灶。”夏明晓举例说，“三馆一院”地

上地下均建有消防监控室，他们在此基

础上建成疏散避难指挥中心，通过整合

资源，实现对各种信息的收集、传达、分

析，为指挥员决策部署提供有力支撑。

他们在设置各类功能区域的同时，

规 范 各 类 标 识 、标 牌 、导 视 系 统 110 多

处，一旦遇到紧急情况，能够为疏散人员

提供直观易懂的路径指引，使大家快速

进入安全区域。平时，则使人们在潜移

默化中了解防空应急知识，增强防护避

险意识。

河南省南阳市—

地标性建筑地下空间利用高效
■本报特约通讯员 王一鸣 李 浩

12 月 1 日，天津市蓟州区国防动

员办公室联合区人民法院，在该区国

防动员教育基地——罗庄子镇旱店

子村，启动“宪法宣传周”活动，向群

众普及宪法、国防动员法、人民防空

法等法律知识。

“自从我村被确定为国防动员教

育基地后，国防动员办公室经常来此

组织开展宣传教育活动。”旱店子村

党支部书记刘卫国介绍说，丰富多彩

的活动，不仅增强了村民的综合素质

和国防观念，而且提高了旱店子村的

知名度美誉度，为发展乡村旅游添了

一把火。

近 年 来 ，旱 店 子 村 依 托 抗 日 遗

址，以及风景秀丽的自然资源发展乡

村旅游，成效明显。9 月初，区国动

办来到罗庄子镇调研战时城镇人口

疏散课题，旱店子村“两委”班子主动

请缨：利用现代国防元素，丰富该村

旅游资源，助力人防建设。

考虑到处于城乡接合部的旱店

子村基础设施完善、交通便利，区国

动办决定按照共建共享的思路，在该

村打造一座国防动员教育基地，并在

人口疏散安置方面明确标准、打造样

板。他们在村子里安装防空警报器、

多媒体宣传大屏，设置应急医疗救护

站、战时临时安置学校以及国防动员

标识、国防法规宣传橱窗等。

笔者在该村广场看到，一幅《战时

人口安置示意图》十分醒目，疏散人员

安置到哪户人家、行进线路标注得清

清楚楚。在承担安置任务的农户家门

上，悬挂的不仅有自家门牌号，还有对

应的城中疏散人员的门牌号。

现 代 国 防 元 素 的 嵌 入 ，进 一 步

改善了村容村貌。据村民介绍，最近

到村子观光的游客，经常三五成群观

看国防法规宣传内容，实地了解人员

疏散安置常识，加深了对旱店子村的

了解。

下图：天津市蓟州区罗庄子镇旱

店子村村干部向游客讲解疏散知识。

商 毅摄

天津市蓟州区罗庄子镇旱店子村—

国防元素亮点多 乡村振兴路更宽
■本报特约通讯员 张文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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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身繁华都市，面对鳞次栉比的高

楼大厦，行人宛如处于“水泥森林”之

中。地下空间却是另一番天地：除了常

见的停车场外，商场超市一应俱全，娱

乐健身场面火热，非遗作品巡回展出，

让人顿觉别有洞天。与之形成鲜明对

比的是，少数地方的防空地下室长期

“铁将军”把门，不仅难以为群众生产生

活带来便利，而且连自身的日常维护管

理都成为问题。笔者不禁想到邓小平

同志在 1978 年讲过的一句话：人防工

事要平战结合，平战结合才靠得住。

在平战结合思想指引下，那种“防

空洞是无底洞，扔多少个铜板都听不

见一声回响”的说法已成为历史，取而

代之的是一桩桩“投资一个人防工程

项目，取得战备、经济、社会三个效益”

的鲜活事例。平战结合在全国各地大

中城市中迅速推广开来，成为人们的

共识。

一开始，相当一部分人防工程被改

造成为地下商场、粮库、酒窖、饭店、旅

馆、停车位、蔬菜种植基地等，缓解了城

市用地紧张等问题。一些城市还利用

地下空间冬暖夏凉的特点，将人防工程

用来避暑纳凉，受到市民群众欢迎。

进入新时代，以第七次全国人民防

空会议精神为指导，人防工程平战结合

进入发展新阶段。一方面，多地坚持人

防工程公益性质，不再以营利为目的，

而将其改造成为服务居民的公共健身

房、图书阅览室、文娱活动室等，弥补了

城市地上公共空间的不足。另一方面，

以大型综合体建设为契机，人防工程开

始融入地下空间开发利用总体规划，建

成一批地上地下融为一体、兼具防护功

能的地铁干线与商业设施互联互通的

现代城市地下空间。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新时代的实

践证明，平战结合的关键，是抓住规划

这个龙头。当前，多地正参照雄安新区

“地上一座城、地下一座城”模式，对城

市国土空间进行详细规划。人防主管

部门应乘势而上、顺势而为，协调相关

部门将人防工程建设纳入现代城市地

下空间开发利用总体规划，使人防工程

与地下空间同步设计、同步建设、同步

验收。

在这个问题上，人防主管部门决不

能刻舟求剑坐失良机，等相关部门把

“每一寸土地规划得清清楚楚”以后再

提要求、谈打算。应充分认清地下空间

开发利用具有不可逆性，密切关注当地

国土空间建设动态，确保人防工程融得

进去、作用发挥得出来。

同时，应深入了解“韧性城市”建

设、城市更新行动等理论知识和相关部

署，研究分析当地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的

现状、特点和发展趋势，及时向地方党

委、政府提出合理化建议，推动人防工

程建设与地下空间开发利用互相促进、

相得益彰。

平战结合要形成规模效应。在城

市新建民用建筑中修建防空地下室，

是人民防空法的明确规定。但以何种

方式修建，值得人们研究。如果无论面

积大小，在每座民用建筑中同步修建，

则可能造成人防工程高度分散，难以联

片成网，开发利用受限。应在科学评估

的基础上，确定防空地下室修建的临

界限值，达不到标准的，可缴纳易地建

设费，由人防主管部门统一建设，以凝

聚开发合力，提高平战结合效益，避免

因零打碎敲导致平时不好用、战时难

使用。

人防工程因战而建、为战而存。平

时开发利用人防工程的终极目标，是战

时能够有效发挥它的作用。因此，无论

平时人防工程如何“华丽转身”，都要保

证它的防护功能不受影响。这应作为

一条底线坚决守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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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万寿亭公寓

4号楼居民在防空地下室打乒乓球。

图②：浙江省宁波市奉化区岩头村村口

导向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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