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平战结合”的大型人防工程，实
现战时保护生命、平时服务生活的双重功能；VR
互动、模拟仿真游戏的人防体验馆，让体验者真切感受人
防工程的“特殊战力”；闹市区，人防工程与轨道交通实现无缝对接，
惠民举措深入人心……近日，“新闻媒体看人防”采风团走进苏州，零距离感
受苏州这座非凡之城在人防工程建设方面的精彩一面。

战时，人防工程如何转化为坚不可摧的“护民之盾”？和平年代，人防工程如何融入城市
生活、贴近民心？苏州为此主动扛起责任担当，积极创新探索，每年新增人防工程100余万
平方米，推动人防建设融入经济发展、城市更新、民生需求等各个方面，努力走出一条人防建
设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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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战转换”场景可观可感

驱车行驶在苏州市吴江区高新路，一侧
的东太湖生态园静谧温馨，不远处的东太湖
水天一色，一幅如画盛景跃入眼帘，令人心旷
神怡。

顺着高新路驶入东太湖生态园“1302停
车场”，但见地下空间井然有序，可容纳1200
多辆小型轿车。表面上看，该工程与其他大
型地下停车场并无二致，但在整个地下空间
的西南区域，标有人防工程标识的“发电机
组”“饮用水箱”“生活水箱”“心理辅导区”“抗
爆挡墙”等多个功能区，又预示着这里与平常
的停车场迥然不同。

吴江区住建局党委委员、人防办副主任
张华介绍，这里平时是个大型停车场，战时则
是掩蔽所，可提供全面防护。“一旦发生紧急
情况，疏散人群会根据人防指示标识，迅速有
序进入防护密闭区域。”

让人防工程真正转化为人民防空力量。
吴江区人防部门为此积极探索，联合中国建筑
科学研究院开展《基于人因工程的人防工程实
战转换技术研究》，建成全国首个完全按照战
时标准的人防工程，在全国首次开展平战转换
新兴技术应用研究和新旧技术对比，填补国内
人防工程战时工况下各项数据的空白。

中国工程院院士、防护工程专家钱七虎
认为，课题站在系统的高度分析、研究和解
决人防工程平战转换及战时使用的相关问
题，研究意义重大，创新性很强，研究成果对
人防工程战术技术要求、设计标准规范指标
的修改完善，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理论实
践意义。

如今，像东太湖生态园这样“平战结合”
大型人防工程在苏州还有许多。“平战结合是
和平年代人防建设的核心要义。”苏州市政协
副主席、市人防办主任李赞说，苏州市人防系
统始终把“战时防空、平时服务、应急支援”作
为自己的使命，努力推动人防既能在国防建
设中转化为战斗力，又能在经济社会发展中
转化为生产力。

“护民之盾”化身“便民驿站”

漫步在苏州高新区狮山路，路面
干净整洁，往来车辆井然有序，道路两

侧商业综合体、金融机构鳞次栉比。在
位于狮山路与长江路交叉口西南侧的索山

公园里，草木葱茏，鸟鸣啾啾，不时有市民绕
着公园内湖健步锻炼。

“这里环境好，我几乎每天都来锻炼。”家

住公园东侧名城花园的严小云阿婆，是个“老
苏州”，见证了狮山路的蝶变。“周边小区多，
车位很紧张。以前常常有人把车辆随手停在
路边，一到早晚高峰，更是拥堵不堪。”

“民有所呼，我们有所应。”苏州市高新
区住建局人防处处长蒋旻介绍，围绕百姓急
难愁盼，高新区人防部门借力人防工程，积
极拓展地下空间，将狮山路沿线城市绿地、
商业综合体地下空间连结成片，合计面积达
8万平方米。

停车难是闹市区面临的突出问题。苏州
人防部门为此在索山公园地下空间提供447
个车位，收费标准为2元/小时，2小时内免
费，方便市民使用。针对商户，人防部门还委
托专业公司对近9000平方米的商业进行运
营，提供便捷餐饮、运动健身、艺术培训、休闲
娱乐、汽车美容等多种业态服务，与周边商业
综合体形成良性互补。

轨道交通是缓解城市拥堵的有效途径，
不仅能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也引导着城
市空间的优化调整，成为城市更新和城市建
设的强力引擎。苏州高新区人防部门针对
区域交通现状，进一步开发地下空间，实现
与轨道交通1号线、3号线、有轨电车1号线
的互联互通。从索山公园地下停车场到轨
道1号线、3号线交汇处狮子山地铁站，步行
五分钟即到。

在“苏州第一商圈”观前街，破解停车难
是其升级改造的一项重要任务。如今，改造
后的观前街焕然一新，成为市民的“网红打卡
地”。曾经的“堵点”变“网红”的背后，是观前
区域一大批人防工程通过改造提升发挥了积
极作用，其中仅观前富仁坊升级改造后就推
出了近200个停车位。

坚持民生导向，聚焦群众急难愁盼，苏州
人防部门在全市范围大力开展人防工程建
设、增加停车位等一系列民生实事，把人防工
程作为城市地下空间开发的重要载体，每年
新增100余万平方米人防工程。目前，苏州
人防工程总量及人均掩蔽面积在全国地级市
中名列前茅。

“护民之盾”有了科技加持

苏州市人防指挥所，偌大的空间里设有
指挥区、通讯区、设备区、生活区、工勤保障
区，处处体现科技元素。工作人员介绍，指挥
系统是苏州人防的“智慧大脑”，指挥人员在
这里轻点鼠标即可实现空袭斗争中快速、可
靠、不间断的决策指挥。

没有强大科技支撑就没有高水平人防建
设。苏州市人防办围绕打造人防建设“科技
引擎”，综合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技
术，广泛开展“互联网+”等科技创新活动，推
动人防工程实现信息化、网格化、数字化、智
能化。

与此同时，苏州市人防办结合“智慧人
防”二期建设，建立全市人防数据资源目录，
并与江苏省人防综合信息平台的数据对
接。按照《人民防空战备数据中心建设技术
指南》的要求，建设人民防空战备数据中心，
动态更新战备数据资源，开展容灾备份中心
建设，推进“数字人防”相关建设，推动人防
数字化转型。

“请大家不要惊慌，听从引导人员指挥，
就近有序进入人防工程隐蔽。”在今年九一八
防空警报试鸣暨人口疏散演习中，苏州市防
空警报试鸣指挥部发出指令，苏州下辖10
个板块及重要经济目标同步开展防空警报

试鸣、防空袭应急疏散、应急救援、抢险抢
修和宣传教育等活动。

此次演习以战时防空袭为背景，
根据三种防空警报信号，及时组织
人口疏散、紧急救护体验性训
练、心理防护训练等战时救

护训练。苏州全市共使用各类警报器600余
台、人防通信设备设施若干套、公共电子屏和
应急广播7000余个，全市3.5万余人参演。

和平年代，如何让人民群众知道人防？
最直接、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拉响防空警报。
借力新技术，苏州人防部门积极推广新型多
媒体警报器，预警报知手段实现了信息化。
通过信息化手段实行防空警报，有利于增强
市民国防观念和人防意识，提升市民防空应
急、自救互救能力，也提升了人防部门组织人
口疏散掩蔽的实战化能力。

构建全民参与的宣教格局

质感逼真的全息投影直观展示各类人防
设施，交互便捷的触摸屏能够随时学习各类
人防知识，VR眼镜和震动座舱带来沉浸式地
震体验……今年9月，苏州市张家港市云盘小
学悦丰校区人防宣教馆正式投入使用，受到
全校师生青睐。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90平方米的展馆
内拥有人防小课堂、警报试听区、防空洞体验
区、消防体验区、地震体验区、全息影像等多
个板块。针对低学龄儿童，展馆还贴心地在
防空警报识别处标注了拼音。“展馆通过声、
光、电、VR互动等现代化科技手段，能够对学
生进行国防、人防、防灾减灾教育。”该校相关
负责人介绍，云盘小学人防宣教馆总投资约
70万元，由人防部门出资，校方提供场地。学
校利用班队课分批次组织学生进入展馆，由
老师手持绘本带领学生共同学习，不断强化
小学生国防意识、人防意识和防灾减灾意识，
目前宣传教育已实现全年级、全班级覆盖。

云盘小学人防宣教馆这样的特色展馆在
当地并非个例。张家港市人防办高度重视人
防法律法规和防灾减灾知识宣传，在发挥传
统教育与新兴媒介相结合的基础上，着力推
进多元参与、多方互动、多线联动新模式，打
造“一镇一馆、一馆一品”新局面。“社区提供
场地，人防部门出资建设，并对讲解员进行培
训。建设突出场馆特色，将人防教育与普法
教育、素质教育、安全教育
等内容相结合，既节约建
设成本，又优化教育内
容。”张家港市人防办
主任王强说。

人防进学校，
是苏州人防部
门做实做细人
防宣传教育

“五进”举措的
生动实践。一
直以来，苏州将人
防宣传教育纳入国
民教育、国防教育和
社会公共安全教育体系，不断拓宽宣传渠道，
改进方式手段，开展丰富多彩的宣教活动，推
进人防宣传教育进机关、进学校、进社区、进
企业、进网络。同时，结合“5·12”防震减灾
日、“9·18”防空警报试鸣等重要时节和重大
活动，组织开展人民防空主题宣传活动，增强
全民国防观念和人防意识。

“这些看起来距离我们很遥远的人防工
程，原来也可以‘飞入寻常百姓家’。”在10月
14日苏州市人防办举行的“两代表一委员”调
研活动中，一位基层党代表通过实地走访并
结合自己的设计专业，建议将人防工程与市
场应用相融合，打造全新的地下空间，战时作
为人防设施，平时成为服务百姓的便利场所。

国无防不立，民无防不安。苏州市人防
办党组书记陆继军表示，苏州人防部门将持
续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锐意进取、真抓实
干，努力构建与战争形态演变相适应、与经济
社会发展相融合的现代人民防空体系，形成
人人参与的人防事业发展新格局。

本版撰稿 张红军 凌育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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