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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牢基石

以 往 ，各 地 组 织 重 要 经 济 目 标

防护训练以地上目标为主。随着空

袭兵器特别是无人飞行器的快速发

展，地下空间的目标也成为攻击对

象。“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今后，开

展 防 护 训 练 应 把 地 下 防 护 纳 入 其

中。在这方面，浙江省杭州市进行地

铁人防工程训练的 探索应予肯定、

值得借鉴。

“我的安全我负责。”地下重要经

济目标所属单位应强化忧患意识和

国防观念，注重把平时应急与战时防

护统筹起来抓，通过制订行动预案、

引进先进技术与材料、组建专业骨干

队伍等办法，做好防护救援的各项准

备，做到居安思危、有备无患。

“雁无头不飞。”人民防空主管部

门应及时做好筹划设计、分类指导、

落细落实等各项工作。特别是应加

强与地方应急管理部门协调联动，做

到平时应急准备与战时目标防护两

项工作一体设计、同步落实、相得益

彰，共同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

高水平安全保障。

地下防护也应重视

现代战争中空袭往往贯穿始终，

一旦城市遭到空袭，市民怎样才能

安全出行？初冬时节，浙江省杭州市

通过组织地铁人防工程平战转换训

练，探索出一个答案：利用地铁通道

转移。

“依据人民防空法相关规定，我

市地下交通干线建设充分兼顾了人

民防空需要。”杭州市国防动员办公

室业务处室负责人介绍说，目前，该

市地铁线路和站点都具备防范空袭

的功能，而要让防空功能在战时快速

发挥出来，平时就要开展训练。

地上建筑物遭到空袭的时候，地

下防护工程只有与外界隔绝，才能防

止有毒有害物质侵入，成为一片护佑

生命的安全空间。据此，这次训练专

门设置了紧急关闭人防门课目。

“这个课目看似难度不大，但考

验操作人员的快速反应和相互配合

能力。换句话说，平时不练、仓促上

阵，就很难在短时间内把厚重的人防

门关得严丝合缝。”杭州市地铁集团

武装部负责人告诉笔者，在市国防动

员办公室指导下，地铁集团组建平战

转换专业队，负责地铁人防设施的日

常维护和战时防护措施的落实，做到

了平时战时一支队伍管理、一个部门

负责。

近年来，无人机携枪带弹加入战

场，给众多防护目标带来威胁。面对

无孔不入的无人机，地下空间也不是

“保险箱”，一旦遭袭怎么办？“兵来将

挡，水来土掩。”训练指挥部调遣消防

救援、医疗救护、电力抢修等队伍火

速上阵，全力消除“袭击后果”。

“战场环境恶劣复杂，我们必须

立足最困难的局面多备几手。”训练

执行总指挥、杭州市地铁集团党委书

记朱少杰谈道，训练中，他们不仅安

排抢修抢建专业队深入现场，锤炼专

业技能，而且把电力机车更换为内燃

机车——内燃机使用柴油或者汽油，

在断电断网的情况下，仍然可以带动

列车运行。

这次训练还设置了依托地下轨

道交通网、开设移动指挥部等课目，

检验应急通信器材在地下空间作用

发挥情况，探索在遭受空袭背景下，

人民防空组织指挥不间断的方法路

子；以市区范围内支援行动任务为牵

引，组织多支专业保障队伍乘坐地铁

向各方向机动，强化各个部门人员利

用地下通道、掩蔽应急行动的意识。

“平时，地铁是市民群众出行的

重要方式；战时，地铁要保障大家安

全疏散、快速转移。”训练总指挥、杭

州市国动办主任王仁表示，下一步，

他们将会同地铁主管部门，继续围绕

平战转换这个重大课题，持续开展研

究性和检验性训练，进一步提高轨道

交通防护救援能力，努力铸就坚不可

摧的护民之盾。

上图：浙江省杭州市地铁人防工

程平战转换训练中，专业队伍在抢修

“遭袭”轨道。 吴艳霞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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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福满短短 评评

近日，江苏省南京市委党校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学员，通过聆听辅导授课、

参观教育场馆、观摩装备器材等方式，学习国防知识、增强国防观念。图为培

训班学员了解地下人防工程维护管理和日常使用情况。 石 伟摄

创新之举

先进典型是时代的先锋、社会的脊

梁和群众的榜样，用先进典型事迹教育

群众比单纯讲道理更富有说服力、影响

力和感染力。发挥好先进典型的示范

引领作用，能够达到“点亮一盏灯，照亮

一大片”的效果。一个行业或系统先进

典型抓得好、树得牢，能够带动形成“一

花引得百花开”的兴旺局面。眼下正是

筹划设计新年度工作之际，各地国防动

员办公室应把宣扬典型摆上应有位置。

“十步之内，必有芳草”“十户之邑，

必有俊士”。在工作实际中，每个行业、

各个系统都会产生一批先进单位和个

人。自 2023 年以来，各地国防动员办

公室顺利开局起步，正推动各项工作提

质增效，迫切需要推广一批实在管用的

经验做法、推出一批看得见叫得响的先

进典型，使广大干部群众赶有目标、学

有榜样。

从实际情况看，一些单位宣扬典型

的意识不强，对已显示出发展潜力的典

型关心培养不够；一些单位主动作为意

识不强，工作平平沓沓，先进典型缺乏

脱颖而出的平台；一些单位负责人对本

单位摸索出的具有时代特点和推广价

值的做法觉察不到、发现不了，不能及

时总结提炼加以推广，使其过了“保鲜

期”，没了时效性；一些单位在评功评

奖、职级晋升、干部使用过程中，一味讲

求论资排辈，先进典型的发展空间受

限、作用价值难以彰显。

宣扬典型的目的不是为了出名挂

号，而是为了推动工作。想要抓好典

型，必须在各项工作上做到高起点筹

划、高质量推进、高标准落实。比如，各

级国动办担负起国防动员综合协调职

能 后 ，如 何 把 部 队 需 求 接 得 住 、落 得

实 ，成 为 一 个 共 同 面 临 的 紧 迫 问 题 。

应在畅通供需对接渠道、挖掘地方优

质潜力等方面，梳理和推广若干一看

就懂、拿过来可用的方法举措，宣扬相

关人员勤于探索、勇于担当的先进事

迹，既属顺理成章之事，又可收博采众

长、鼓舞士气之效。

再如，国防动员委员会成员单位，

是落实国防动员需求的主体力量，是打

通国防动员“最后一公里”的关键性因

素。“钟不撞不鸣，士不激不奋。”应通过

遂行保障部队过境等任务和开展综合

训练等时机，发现、培养、树立一批贯彻

平战结合要求、主动做好动员准备、坚

持国防优先的成员单位，引导更多的党

政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关注国防建设、

履行国防责任。

典型宣扬得好，可以把“藏龙卧虎”

变成“生龙活虎”。近两年来，一些国动

办组织开展应急通信、人防工程质量监

管等业务技能比武竞赛，一批业务能手

在火热比拼中崭露头角、备受青睐，营

造出比、学、赶、帮的浓厚氛围，成为抓

典型的有益尝试。“深挖一层土，多打一

成粮。”今后，应在更大范围、更高层次

上组织开展各类业务技能比武竞赛，让

训练尖子吃香、专业人才有位，让坚持

真训实练、具有真才实学的人越来越

多、越来越受重视受重用。

树立鲜明的导向，是宣扬典型的重

要目的。要让典型的导向作用彰显出

来、持久下去，抓典型工作就必须坚持

高标准、严要求。选树典型过程中，应

当注重实绩、注重人品、注重公论，防止

以偏概全、一俊遮百丑。比如，可借助

网络平台，对拟受表彰人员的事迹进行

公示，邀请公众投票参与评选，既能征

求广大群众的意见、接受社会监督，又

可以增强先进典型的亲和力影响力。

同时应充分认识到，我们的国防是

全民国防，国动办抓典型不可在自身的

“一亩三分地”上打转转。作为国防动

员建设牵头协调部门，应着眼全民国防

建设需要，依据《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

实施纲要》等文件精神，会同宣传、退役

军人事务管理、军事机关等部门，从热

爱军队、尊崇军人、关心国防、助力动员

的各类群体中，选树不同类型、各个层

面的先进典型，让推动国防建设的好经

验好做法层出不穷，让新时代全民国防

的天空上群星璀璨、交相辉映，带动社

会各界共同为国防建设添砖加瓦、固本

强基。

（作者单位：中国兵器工业集团

人才研究中心）

国动办应注重宣扬典型
■程 荣

我叫迪力夏提，是北京理工大学计

算机学院的一名学生。回首即将过去的

2024 年，我最难忘的是由自己带队的北

京理工大学代表队，在第二届北京市全

民国防知识技能大赛中荣获高校组团体

一等奖。虽然大赛结束几个星期了，但

同学们还经常谈起比赛中的点点滴滴，

因为这项活动进一步把国防情怀融入我

们的青春年轮。

我是一名退役大学生士兵，今秋上

映的电影《志愿军：存亡之战》中讲述的

一支英雄部队——原第 63 军 188 师，就

是我所服役部队的前身。加之我参加过

第一届大赛，积累了一些经验，学校便安

排我担任参赛代表队的队长。

一开始，我以为学校武装部会从退

役大学生士兵中指定人员组队参赛。首

都 40 多支高校代表队强手如林，找当过

兵的学生组队胜算更多一些。我校现有

退役大学生士兵几十名，这样选拔人员

组队更简单快捷。没想到，武装部面向

全体同学组织发动报名，200 多名同学

踊跃报名，最终参赛的 8 名队员中，6 人

没有当兵经历。

大 赛 设 置 知 识 、技 能 两 大 竞 技 项

目。“每一名参赛队员都要全面增强国防

素养。”按照这个要求，知识组在模拟比

赛时，技能组同步学习理论知识；技能组

在练习攀越障碍、医疗救护等本领时，知

识组一起体验。

赛前 100 天的强化训练，至今让我

们记忆犹新。在不影响学业的前提下，

知识组的同学把 1600 多道理论题的内

容烂熟于心，做到无论怎么问，都能对答

如流；技能组的同学依托北京市人防综

合训练基地，练就连续高标准完成匍匐

运送物资、协同穿越管道、轻武器射击等

多个课目的硬功夫。

在那段挑灯夜战、汗流浃背的日子

里，队友们互相加油鼓劲，没有一人叫苦

叫累，全身心沉浸在遨游知识海洋的愉

悦感、练就国防技能的成就感之中。细

想起来，队友们乐于接受挑战、勇于提升

自我的健康心态，与学校常态开展的国

防教育密不可分。

北京理工大学的前身，是我们党在

1940 年创办的延安自然科学院，1952 年

成为新中国第一所国防工业院校。经过

几代人的努力，学校国防学科影响力持续

扩大，一些学科居于全国高校前列。新生

入学的第一课，是由学校党委书记讲述北

理工“延安根、军工魂、领军人”的红色基

因和光荣传统，引导同学们牢固树立总体

国家安全观。走进校史馆，前辈们献身军

工事业、服务国防建设的事迹感人至深、

催人奋进；漫步校园，退役坦克、步战车、

高射炮等武器装备赫然映入眼帘，仿佛昭

示着莘莘学子奋斗的目标、前进的方向。

作为一所全国国防教育特色学校，我

校定期组织军事运动会、定向越野、国防

知识竞赛等活动，让我们感到国防教育很

有趣、很有意义。校园里各种与国防相关

的社团组织也颇具特色。比如，由退役大

学生士兵组成的“鹰隼之家”，名称来自梁

启超所作《少年中国说》中“鹰隼试翼，风

尘翕张”，通过现身说法面向同学开展征

兵宣传，效果很好。对于很多同学来说，

学习掌握国防知识技能已是融入日常生

活的一项任务和习惯，热爱国防事业已成

为日用而不觉的一种理念。

大赛中参赛队员火热比拼、全场观

众欢呼加油的场面仍历历在目。我和几

名队员都有一个切身体会，这就是参加

这次大赛的最大收获，不是赢得多少鲜

花和掌声，而是深刻地认识到，国防不是

纸上谈兵，参与国防建设必须以过硬的

本领作为支撑。作为在校大学生，必须

珍惜韶华、刻苦攻读，凭借优异的成绩、

渊博的学识和勇攀高峰的精神，弘扬学

校光荣传统、助力新时代国防建设。

（史建伟、周芳集整理）

把国防情怀融入青春年轮
—第二届北京市全民国防知识技能大赛一等奖获得者的自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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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象聚焦

如何确保军用饮食供应安全？近日，

山东省济南军供站推出一项新举措——

建立军供饮食专业化验室。据悉，这是山

东省首家军供饮食专业化验室。

“建立化验室，是把军供食品安全监

管的关口前移。”济南军供站站长穆群介

绍说，多年来他们坚持落实食品留样制

度，随着保障条件的逐步改善，应把食品

“制作后”留样待检延伸为“制作前”全面

检验。按照这一思路，济南军供站一方

面坚持从大型商场超市采购主、副食品

原材料，另一方面筹资建立化验室，通过

技术手段严格把关。

笔者走进济南军供站军供饮食专业

化验室，发现用于检测农药残留物、兽药

残留物、各类重金属和有害微生物的仪

器设备一应俱全。“化验室面积 40 平方

米，配有仪器设备 15套。”化验室负责人、

济南军供站工作人员张世昊告诉笔者，

目前他们可以运用试管、试剂两种方法

开展检测，两种方法得出的结果还可互

相印证，进一步提高检测准确率。在选

购仪器设备的同时，济南军供站派出专

人到生产厂家学习操作使用方法，实现

了器材到位、检验工作随即展开。

“以前我们买来蔬菜、肉类，仅凭看一

看、闻一闻等土办法，判断质量合不合格；

现在有了专业的食品检测仪器设备，为部

队官兵提供高质量保障的底气更足了。”

济南军供站干部职工信心满满地说。

山东省济南军供站—

建成军供饮食专业化验室
■冉晓民 程 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