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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河南省洛阳市区，乘坐地铁出行

的人往往会有这样的体会：轨道沿线旅

游、商业繁华区，与车站互通的出入口

较多，不仅方便进站，而且便于出站后

快速进入周边大型商超、医院和交通枢

纽。实现轨道交通沿线生活设施与防

护设施互联互通，是洛阳市增强城市防

护能力的一个具体做法。

在洛阳市地铁 1、2 号线规划建设

中，该市国防动员办公室提出建议：按

照居安思危、未雨绸缪的思路，将轨道

交 通 干 线 打 造 成 为 战 时 保 障 人 员 疏

散、物资转运的骨干线路。在市委、市

政府支持下，该办与相关部门并肩上

阵，在地铁线路建设全程贯彻人民防

空要求。

地下防护设施只有与地上、地下服

务设施紧密相联，才能发挥更大作用。

为此，相关部门在地铁线路中转枢纽和

主要站点，专门预留与周边生活设施联

通的接口。洛阳市在原有地下空间开

发奖励补贴政策的基础上，进一步减免

与地铁站点联通所需开口费用，充分调

动起商家、企业出资建设互联互通工程

的积极性。

经过各方共同努力，该市地铁 1、2

号线周边 6 处人防工程与站点实现互

通，为地铁车站新增 59 个出入口，平时

利于将客流引向轨道交通，缓解地面交

通压力，战时利于市民群众快速进入地

铁站点进行掩蔽。由于地下人防工程

提供停车位，一些市民下了私家车还能

很快坐上地铁。

“平时方便出行，战时方便疏散。”

该市国动办主任王烨谈到，下一步，他

们将会同相关部门，继续围绕轨道交通

干线做文章，努力为市民群众打造互联

互通、四通八达的地下安全空间。

河南省洛阳市地铁车站新增 50 余个出入口——

让防护工程四通八达
■马永亮 杨 帆

如果有部队经铁路运输过境湖北

省襄阳市，在与襄阳市军供站取得联系

的时候，便会收到一份可自主选择的菜

单：分为常规和应急两大类，有 30 种套

餐 60 种菜品。

部队官兵在襄阳北站下车后，可进

入与车站一墙之隔的市军供站就餐。

这时，官兵此前点的清蒸武昌鱼、红烧

狮子头、排骨藕汤等菜品，已准备就绪。

军列停靠期间，官兵可以在站内洗

热水澡，该站可保障 120 名人员同时洗

浴。在洗热水澡的工夫，自动烘干洗衣

机同时启动，官兵洗完澡穿上干爽的衣

服，精神抖擞地登车出发。

如果有部队经公路运输过境襄阳，

该市军供站会在指定的时间内，用保温

送餐车将饭菜送至指定地点。部队在

襄阳境内驻训，该市军供站则会依托野

战炊事车，以及连用、排用野战给养器

材单元，现场为官兵烹制膳食。

一次训练中，他们出动冲锋舟前送

热食，让抢修“遭毁跨江大桥”的部队官

兵及时吃上可口饭菜。与此同时，该市

军供站协调加油站出动加油车，到任务

现场遂行保障任务。

近年来，部队实战化训练增多，供

应需求量增大。对此，该市军供站还联

合周边兄弟单位，探索实施联合保障的

方法路子。

让过境部队官兵吃饱吃好，是军供

部门的基本任务。该市军供站采取走

出去、请进来、岗位练兵等方法，引导干

部职工练强烹制膳食基本功。前不久，

在湖北省军供部门烹饪业务技能比赛

中，该站代表队荣获第一名。为部队提

供的自主选择菜单，也是他们会同专家

精心研究制订的，力争实现营养摄入合

理与饭菜美味可口的统一。

近年来，他们购置了多功能切菜

机、炒菜机器人、万能蒸烤箱等“智慧厨

房”系统设备，烹饪效率大幅度提高。

他们还与规模大、实力强、信誉好的主

副食供应和地方餐饮企业，以及卫生医

疗、油料供应、车辆维修等单位签订应

急保障合作协议，确保部队需要什么，

就及时提供什么保障。

该站注重运用思想教育、环境熏

陶、仪式激励等办法，不断增强干部职

工的战备观念和职能意识。站长姜勇

紧紧围绕部队需求，高标准筹划推进单

位建设，带领班子成员立标杆、作示范。

副站长赵耀东临近退休，仍然不离三尺

灶台，为部队官兵烹制香喷喷的特色

菜。在领导骨干带动下，该站保障水平

不断提升，屡屡受到过境部队官兵好评。

上图：湖北省襄阳市军供站依托野

战炊事装备，开展军用饮食野外保障训

练。 任 一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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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顺了支援方与被支援方的指挥关

系，明确了支援力量与被支援力量的协同

方法……日前，在山东省淄博市重要目标

防护跨区支援训练中，有关方面依据《淄

博市人民防空训练课目规范》，对在什么

情况下实施跨区支援、谁来跨区支援、如

何跨区支援等问题进行研究探索。据悉，

这是淄博市国防动员办公室按照课目规

范，组织开展的第 20次训练活动。

人民防空是一项实践性、操作性较

强的全民性防护工作。人防主管部门

如何组训施训，才能让更多的人熟练掌

握应急避险技能？围绕这一使命课题，

立足当地实际，淄博市国防动员办公室

在上级和军事机关指导下，成立课题组

聚力攻关，经过由机关、企业、学校、社区

等 3000 余人参加的 10 次训练验证，30

余人次专家研讨评审，17 次修订完善，

初步编制完成《淄博市人民防空训练课

目规范》。

“人民防空训练内容多、涉及面广。

对此，我们进行一招一式地规范。”淄博市

国动办党组书记崔克辉介绍说，这套课

目规范系统梳理了人员快速掩蔽、人口

临战疏散、消除空袭后果等 30 种课目的

内容、程序、方法，明确了训练范围、评判

标准、保障方式，为解决人防训练中长期

存在的标准层次低问题提供了检验标尺。

自 2022 年底课目规范初步编制完

成后，淄博市国动办先后组织协调市、

县、街道、社区各级各部门，发动 2 万余

名干部群众，出动 500 余套装备器材，投

入到战时人民防空行动训练中，全市人

防训练水平不断提升。

“这套课目规范不是一成不变的。”

淄博军分区战备建设处参谋杨帆告诉笔

者，军地双方及时将上级要求、新鲜经验

吸收进课目规范，使人防训练指导实现

与时俱进。

对于淄博探索的这一做法，山东省

国动办予以肯定和推广，力争实现“一家

试点，多家受益”，全面提高齐鲁大地人

员和重要目标防护能力。

编 后

身在兵位，胸为帅谋
山东省淄博市国防动员办公室编制

人防训练课目规范的做法，让人不由得

想起一句古语：“身在兵位，胸为帅谋”。

在人们印象中，建章立制的事情应

由上级机关完成。淄博市国动办根据组

训施训的丰富经验，勤于探索、善于总

结，完成一套人防训练课目规范，既为下

级参加训练提供了遵循，又为上级改进

训练提供了参考。

求其上得其中，求其中得其下，求其

下必败。当前新年度工作已全面展开，

希望越来越多的单位着眼全局摆兵布

阵，瞄准一流攻坚克难，做到既为一域争

光，又为全局添彩，推动国防动员在新的

起点上高质量发展。

山东省淄博市国防动员办公室——

一招一式规范人防训练
■梁成文 郭鹏程

连日来，联勤保障部队第 910医院组织开展止血包扎、心肺复苏、药品运输等 10多个课目比武竞赛活动，全面提高战场紧急救治能力。图为参赛官兵比试搜救伤

员技能。 巴 涛摄

习主席深刻指出，人民防空是国之

大事，是国家战略，是长期战略。这就要

求我们必须始终把人民防空摆在重要位

置抓紧抓好。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快速

发展，人民防空建设从哪里切入、向何处

发力，才能适应形势任务变化，在改革创

新、攻坚克难中实现高质量发展？笔者

认为，应当首先处理好带有全局性方向

性的几个关系，以关键问题的破解，推动

人民防空整体建设水平的提升。

第一，调整人民防空布局，应把握

好“加”与“减”的关系。

城市是防空袭的重点。我国幅员

辽阔、城市林立，布局城市防空、形成合

理阵势，应当成为人防建设的首要任

务。早在 1953 年 11 月召开的第一次全

国人民防空会议上，中央就确立了“长

期准备，重点建设”的方针，确定在部分

城市开展人民防空工作。后经几次调

整，绝大多数地市级城市成为国家人防

重点城市。

没有重点，就没有方向。这种“全

面开花”的设防布局，容易导致力量、经

费投入出现“撒胡椒面”“大锅饭”现象，

不利于集中优势人力、物力、财力办大

事。新一轮国家人防重点城市调整，应

当转变单纯做“加法”的思路，做到有

“加”有“减”。具体来说，防护标准要做

“加法”，根据现代空袭武器的不断发

展，同步提高抗力等级；国家人防重点

城市的类别和数量要做“减法”，突出首

都防空圈和主要战略方向，减少其他方

向国家人防重点城市的数量。

第二，加强人防工程与人防通信建

设，应把握好“建”与“用”的关系。

人防工程，是战时掩蔽人员、物资，

保护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的重要设施，

是防御现代战争空袭的有效屏障。经

过 70 多年的建设积累，我国的人防工

程已经具有相当规模，基本形成单建式

平战结合工程为骨干、结合民用建筑防

空地下室为主体、其他兼顾人防需求工

程为补充的地下防护体系。但是，部分

城市存在着重建设、轻使用的现象，特

别是一些结合民用建筑防空地下室长

期“铁将军”把关，容易造成通风、配电、

给排水等功能设施锈蚀、老化问题，给

战时使用带来隐患。

“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对于处于

地下的人防工程而言，使用往往是最好

的管理。近年来，北京市大力推进人防

工程公益化开发利用，采取政府拨款、

社区筹资、社会捐助相结合的办法，将

大批结合民用建筑防空地下室改造成

为居民学习充电、健身锻炼、休闲娱乐、

邻里互动的公共空间，丰富了群众业余

文化生活，并在改造过程中不破坏工程

主体结构、不影响防护功能发挥，使防

空地下室保持了良好的战备状态。

防护工程专家钱七虎院士认为，21

世纪是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的世纪。各地

应结合正在开展的城市更新行动，将防

空地下室改造提升纳入当地地下空间开

发利用总体规划，弥补城区地上空间的

不足，方便群众生活，并在改造过程中注

重维护工程战备效能，使之发挥出平时

服务生活、战时保护生命的独特作用。

与人防工程一样，人防通信也天然

具有平战两用特点。人防通信设备是

按照战时要求配备的，无需依托公共网

络，便可自行组网互联互通。这些年

来，各地在人防通信建设上下了很大功

夫，一些单位已是“十八般兵器样样皆

有”。但一些地方党委、政府负责人对

人防通信的保底功能还不清楚，在遭遇

自然灾害通信不畅时想不起使用这支

力量。

人防主管部门应通过装备展示、比

武竞赛等途径，让当地党委、政府了解自

身在通信保障上的优势。遇有抢险救灾

任务，应毛遂自荐、主动请缨，以应急行

动锤炼应战本领，锻造战时人民防空、国

防动员行动的“千里眼”“顺风耳”。

第三，提高重要经济目标防护水

平，应把握好“条”与“块”的关系。

水、电、油、气、暖等重要经济目标，

是城市的生命线，对维护国计民生、保

存战争潜力以及战后经济恢复有着重

大影响。纵观世界上近几场局部战争，

“空袭对象更加向中心城市和要害目标

聚焦”是其中一个鲜明特点，且空袭武

器中增加了“低、慢、小”无人装备，空中

打击与网络攻击同步展开。

面对重要经济目标防护的繁重任

务，既要发挥军事机关、人防主管部门

“块”的统筹协调作用，也要发挥目标单

位所在行业系统“条”的主体作用，形成

条块结合的齐抓共管局面。比如，石油

化工类目标点多线长，一旦遭受袭击易

发生火灾、有毒有害物质泄漏、水源污

染等次生灾害。做好这类目标的防护，

既需要当地国动委派出民兵、人防专业

队伍运用电子干扰、伪装防护、引偏诱

爆等手段，为目标穿上“金钟罩”，又需

要目标管理单位成立队伍、配备器材、

自我防护，为目标穿上“铁布衫”。

第四，发展壮大防护救援力量，应

把握好“专”与“群”的关系。

近年来，人防志愿者队伍蓬勃兴

起，在多地抢险救灾行动中，他们逆行

出征、勇挑重担，受到社会关注。从目

前看，人防志愿者队伍与人防专业队伍

已成为遂行战时人民防空行动任务的

主要力量。

两者并肩上阵，但有所区别：人防

专业队伍依托城市常备专业力量组建，

组织结构系统、完整，比如消防、公安、

卫生、防化等专业队伍均有相应的主管

部门，平时可以实施成建制管理，战时

任务与平时任务基本一致，其特点侧重

于“专”；人防志愿者队伍来源于社会各

界，其组建和运行具有很强的自发性、

公益性、群众性，其特点侧重于“群”。

人防主管部门应着眼打造“专群”

结合、技能精湛、作风过硬的防护救援

力量双管齐下：通过开展集中训练、比

武 竞 赛 、岗 位 练 兵 等 活 动 ，让 前 者 更

“专”；通过采取政策激励、全员轮训、宣

扬典型等办法，让后者由“群”向“专”过

渡。在此基础上，对两者联合编组、让

两者聚力攻坚，共同铸就坚不可摧的护

民之盾。

处理好人防建设中几个关系
■孙卫东

动员之声

集结号响

新年伊始，河北省故城县人武部组织民兵骨干参观抗日英雄节振国纪念

馆，激励大家汲取精神力量，精武强能。 于洪博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