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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最重要
张人健

抵制谣言
张润顺

打雷时打雷时，，你知道怎样防雷吗你知道怎样防雷吗？？

（1）在室内要紧闭门窗，切继电器设备

电源，勿打手机。

（2）身处室外，要就近躲进建筑物内或

汽车内。

（3）不要把带有金属的物体（雨伞等）举

过头顶或扛在肩上。

（4）不要在大树下、高大烟囱下避雷。

（5）不要在水上划船、游泳，不要骑自行

车、摩托车。

如果你发现燃气泄漏了如果你发现燃气泄漏了，，该怎么办该怎么办？？

（1）就近取湿毛巾、湿布捂住口鼻，快速

撤离。

（2）关掉燃气阀门。

（3）打开门窗，保持室内外空气对流。

（4）杜绝火种，不要开关电器。

（5）不要盲目进入发生燃气泄漏的房

间。

（6）如有人员中毒，应迅速将其移到室

外空气流通的地方，松开中毒人员衣裤，实

施现场急救。

（7）拨打“110”报警（使用手机要远离燃

气泄漏处）。

火场被困火场被困，，你该怎么办你该怎么办？？

（1）熟悉环境，暗记出口。

（2）保持镇静，明辩方向。

（3）不入险地，不贪财物。

（4）简易防护，捂鼻匍匐。

（5）善用通道，莫入电梯。

（6）火已及身，切勿惊跑。

（7）缓降逃生，滑绳自救。

（8）避难场所，固守待援。

（9）缓晃轻抛，寻求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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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力加强全民国防教育
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指出，要“深化全民

国防教育”。这是党中央和习主席深刻洞察

世界发展大势和我国安全发展环境，着眼支

撑和保障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的战略

部署，为加强新时代全民国防教育提供了根

本遵循、标定了前进方向、明确了目标任务。

强国必须强军，强军先强心。进入新时代，全

民国防教育肩负新使命、面临新挑战，必须深

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关

于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全民国防教育工作的意

见》部署要求，科学筹划、周密组织，突出重

点、狠抓落实，持续用力、久久为功。

深扎灵魂之根深扎灵魂之根，，把爱国主义作为永恒主题把爱国主义作为永恒主题

习主席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要

“深化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

着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爱国主义是全民国防教育的核心，是全民国

防教育的灵魂，渗透到国防教育每一个具体

环节、具体领域。以爱国主义为统领，全民

国防教育才有正确的方向，才能激发全民关

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最

大积极性。

深刻的国家认同感、自豪感，强烈的民

族自尊心、自信心，自觉的爱国义务感、使命

感，都是爱国主义精神的集中体现。爱国主

义精神所蕴含的为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

展利益的强烈责任感，正是国防意识在新时

代的重要表现。在今天的国际舞台上，国家

是构成国际关系的基本行为主体。维护国

家利益，保卫国家的生存与发展，是一个主

权国家的基本要求。第二世界大战结束至

今的 70 多年间，新的世界大战虽然没有发

生，但真正的和平从来没有实现，直到今天

俄乌军事冲突依然在进行中，而且还远未看

到有结束的迹象。由于战争、动乱、反恐、争

端等因素，不少国家仍然处在分裂状态、没

有独立主权。它向世界昭示，没有国防安全

就没有主权安全，没有国家独立就没有民族

独立，没有和平稳定就没有人民幸福。国防

意识最深厚的思想基础，莫过于强烈的爱国

主义，正是有了对祖国的深厚感情和强烈责

任，才有对国家利益的真心关注和坚决维

护，才能踊跃投身强国强军的伟大实践、保

家卫国的伟大斗争。

传承精神之核传承精神之核，，借红色资源赓续民族血性借红色资源赓续民族血性

习主席指出，红色江山来之不易，守好

江山责任重大。要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

事、英雄的故事，把红色基因传承下去，确保

红色江山后续有人、代代相传。百年浸血

泪、漫漫长征路、艰难抗战史，华夏大地最不

缺少的就是红色教育资源。处处革命老区、

片片烈士陵园、座座英烈丰碑、件件革命文

物，浸染着先辈的鲜血，见证着不屈的脊梁，

承载着红色的基因，是开展全民国防教育最

鲜活、最生动的教材。要充分挖掘利用好这

些红色资料开展形式多样、丰富多彩的教育

活动，引导广大干部群众铭记历史教训、警

醒麻木思想、增强国防观念。

要抓好全民国防教育基地建设，完善基

地展览展示内容，探索创新展陈宣教手段，

吸引社会各界群众在参观学习中接受教育

熏陶。要利用革命文物、烈士纪念馆、红色

博物馆或军史场馆等，建立全民国防教育中

心或革命传统教育基地，生动形象地开展国

防教育。利用清明、“七一”、“八一”、烈士纪

念日、全民国防教育日、南京大屠杀死难者

国家公祭日等时机，广泛开展群众性国防教

育，组织瞻仰、纪念、哀悼活动，向广大群众

宣扬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不断增

强民族凝聚力向心力。在革命遗址、烈士陵

园、烈士纪念场所组织入党、入团、入队宣誓

仪式，或集体婚礼、少先队日、共青团日、青

少年成人礼等，在缅怀革命先烈中升华家国

情怀、树牢国防观念。

敲响警世之钟敲响警世之钟，，用国耻教育刻下铭心记忆用国耻教育刻下铭心记忆

历史是一面镜子。牢记历史教训，防止

悲剧重演，是加强全民国防教育的重要课

题。回顾我国近代史，全世界大中小帝国主

义国家几乎都曾侵略过我国，由于当时腐败

的政府安于现状、贪图享乐、军备废弛，使中

华民族惨遭杀戮、备受欺凌、饱尝“亡国奴不

如丧家犬”之痛。这个教训值得我们永远深

思和汲取。国耻教育，是全民国防教育的必

修课。屈辱比荣耀更加令人刻骨铭心，这种

刻骨铭心一旦有了条件，便能转化为坚定的

意志和巨大的力量，转化为知耻后勇、变革

图强的强大能量。一个人是这样，一个民族

亦是如此。

好了伤疤容易忘了痛，历史的伤疤总要

经常揭开才能保持历史警醒。进行国耻教

育，对广大群众特别是对年轻干部、青少年学

生来说，既有必要，也很紧迫。从第一次鸦片

战争至今180多年，从抗日战争胜利至今将近

80年。随着时间远去，国家和民族遭受的耻

辱在许多人特别是年轻一代中慢慢成了“久

远的故事”，有的甚至连《南京条约》《马关条

约》《辛丑条约》和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南

京大屠杀等“国耻”事件都不甚了解，这对一

个国家来说是一件非常危险而可怕的事情。

安不忘危，存不忘亡。近代以来，旧中国惨遭

蹂躏的屈辱史，不能因历史逐渐久远而被逐

渐淡忘；无数革命先辈前赴后继、赴汤蹈火的

流血牺牲，不能在一代代中华儿女的记忆中

逐渐淡忘。进行国耻教育，就是要深刻透彻、

不厌其烦地讲近代旧中国的屈辱史，讲清落

后挨打、国不安家难全的血泪教训，唤醒社会

各界群众历史记忆和忧患意识，充分激发爱

国强军的政治热情。

抓住用力之要抓住用力之要，，让领导干部增强国防素养让领导干部增强国防素养

各级领导干部不仅是以中国式现代化

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引领者、实践者，

也是全民国防教育的组织者、领导者。增强

领导干部国防观念，对促进国防建设与经济

建设协调发展、推进富国和强军统一具有十

分重要的作用。要把国防教育纳入各级党

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机关干部在

职学习计划，纳入各级党校（行政学院）教育

内容，纳入干部教育培训及公务员初任培训

计划，班次超过 1 个月的，应当设置不少于 1
天的国防教育课程或军事实践活动，注重采

取国防知识讲座、形势报告等方式，对领导

干部进行经常性的国防教育，使他们及时了

解国家安全形势，增强国防意识，提高履行

国防职责的使命感和自觉性。

要制定地方领导干部军事培训计划，每

年选送他们到驻军部队和民兵训练基地接

受培训，组织党政领导干部赴驻军部队过

“军事日”，利用民兵训练、军地联演等时机，

学习履行职责所必需的国防知识。要落实

党政领导干部国防教育激励机制，把国防教

育工作履职情况纳入政绩考核评价体系，建

立完善省军区各级“第一书记”提拔使用征

求上级军事机关意见制度，广泛组织开展

“党管武装好书记”“支持国防好领导”评选

活动，立起关心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的示范

标杆，促进提升各级党政领导干部爱国防、

抓武装的责任感和荣誉感。

扣好人生之扣扣好人生之扣，，帮青少年学生树牢高远志向帮青少年学生树牢高远志向

习主席指出，要给孩子讲好“人生第一

课”，帮助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这是对

教育引导青少年价值取向的一种形象比

喻。加强全民国防教育，既要抓住各级领导

干部这个“头头”，也要抓好青少年学生这些

“娃娃”，把全民国防教育的基础打扎实。加

强青少年学生国防教育，关键要抓住学校国

防教育这个主渠道、主阵地，用好军地各方

面教育教学资源，采取青少年喜闻乐见的形

式，推进国防教育进学校、进教案、进课堂、

进学生头脑。

要结合“开学第一课”加大国防教育力

度，组织青少年学生到烈士陵园、革命纪念

馆、红色圣地等开展参观见学活动，在近距

离了解革命历史、聆听英雄故事中，缅怀革

命先烈、传承红色基因。要组织青少年学生

学党史军史特别是我党我军的革命奋斗史，

通过开展读书体会、红色电影观后感交流

等，引导认清幸福生活来之不易，和平安宁

来之不易。要扎实开展高校军事理论教学，

落实好大学生 21天、高中生 14天军事训练，

同时鼓励有条件的初中学校开展 7 天军训，

切实增强青少年学生国防意识和军事素

质。要积极组织国防教育示范学校和特色

学校创建升级，开展青少年学生国防科普、

军事夏（冬）令营、军营开放日等活动，进行

以国防知识、国防体育、主题演讲、军事兴趣

小组等为内容的学生国防素养大赛，不断提

高学校国防教育的质量水平。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越是向强国复兴

目标迈进，越是要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战争

观，警钟长鸣、居安思危，以时不我待的紧迫

感增强全民国防意识，筑牢全民族“精神长

城”，为实现中国梦、强军梦保驾护航。

青海省果洛军分区政治委员 马晓峰

国防、人防和民防关系
国防是国家为防备和抵抗侵略国防是国家为防备和抵抗侵略，，制止武装制止武装

颠覆和分裂颠覆和分裂，，保卫国家主权保卫国家主权、、统一统一、、领土完整领土完整、、

安全和发展利益所进行的军事斗争安全和发展利益所进行的军事斗争，，以及与军以及与军

事有关的政治事有关的政治、、经济经济、、外交外交、、科技科技、、教育等方面教育等方面

的活动的活动。。我国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独立自

主、自力更生地建设和巩固国防，实行积极防

御，坚持全民国防。

军事，即军队事务，古称军务，是与一个国

家及政权的国防之武装力量有关的学问及事

务，是与战争、军队、军人等有关事务的总称。

一般来讲，“军事”仅指武装力量内部，以军队

为主，直接有关战争准备和战争实施的事项。

而“国防”是包括行政机关领导和管理的

征兵、国防教育、国防动员、人民防空等工作以

及武装力量军事活动在内的一个综合性防务

系统工程。

人民防空简称人防人民防空简称人防，是国家根据国防需

要，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采取防护措施，以防

范和减轻空袭危害的活动。

人民防空是现代国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方面，是现代城市

建设的重要内容，是利国利民的社会公益事

业。

人民防空与要地防空、野战防空相结合，

组成国家三位一体的国土防空体系。要地防

空是指为保卫国家重要地区或目标全面组织

的区域性的防空。野战防空是指军队在野战

条件下进行有组织的防空斗争。

三者相辅相成，同为国家防空的重要组

成部分，共同担负战时防空、保存实力和战争

潜力的任务。

“人防”即人民防空的简称，人防职能的着

眼点在于战时人民群众的防护，应对战争灾

害。从一定意义上讲，人防属于被型防护，战

时主要采取“鸣、走、藏、消”等手段防敌空袭。

““民防民防””是民众防护的简称是民众防护的简称，是指政府动员

和组织群众采取防空袭、抗灾救灾措施，实施

救援行动，防范与减轻灾害危害的活动。它包

括对战争空袭的防护、自然灾害的防护和民间

人为灾害的防护。

民防职能的着眼点不仅限于战防空，还具

有平时防灾救灾的双重属性。民防在处理非

战争灾害中则具有较强的主动性，主要采取强

化预防措施，把灾害或事故的苗头消灭在萌芽

状态，积极参与救援行动，减轻灾害损失，实现

灾后重建。

人防和民防的概念既有区别又有联系。

但无论是人防还是民防，都是由空袭与防空袭

发展而来的。从应对战争灾害角度讲，两者的

职能是一致的。

2023年9月16日（星期六），是我国第23
个全民国防教育日，也是上海市人民防空警

报试鸣日。警报试鸣具体时间为 11:35—11:
58，请广大居民积极学习和掌握警报试鸣的

相关常识，进一步增强自我防护意识。

11、、什么是防空警报信号什么是防空警报信号？？

答“防空警报”是“防空警报信号”的简

称。它的作用是在遭敌空袭的情况下，告知

市民采取防护措施，减少生命和财产损失。

22、、防空警报信号是如何规定的防空警报信号是如何规定的？？

答：防空警报信号分为预先警报信号（预

先通知敌人即将空袭城市，要求做好防空袭

准备。鸣36秒，停24秒，重复3遍）、空袭警报

信号（表明敌人空袭兵器已临近城市，空袭即

将开始或已经开始，警告人们迅速隐蔽。鸣6
秒，停6秒，重复15遍）和解除警报信号（表明

该阶段空袭已经解除。长鸣3分钟）。

33、、听到预先警报信号时应该如何行动听到预先警报信号时应该如何行动？？

答：听到预先警报信号时，应立即关闭煤

气，熄灭炉火，切断电源，携带好个人防护器

材和必需的生活用品，按定人、定位、定路线

的要求，迅速有序地进入指定的防空设施。

44、、听到空袭警报信号时应该怎么行动听到空袭警报信号时应该怎么行动？？

答：听到空袭警报时，除各行业（单位）必

须坚守岗位的工作人员外，所有人员应就近

进入防空设施隐蔽。

如情况紧急无法进入防空设施时，要利

用地形地物就地隐蔽。

在街上：车辆应迅速靠路边停下，行人要

就近进入地下室、地铁车站或钢筋混凝土建

筑（5 层以上）底屋等处隐蔽，不要在高压电

线、危险房屋和油库等易燃易爆危险处停留。

在公共场所：商店、影剧院以及车站、码

头的人员应听从指挥有秩序地迅速进入防空

设施隐蔽或利用地形地物分散隐蔽，不要慌

张、拥挤、乱跑。

在室内：可在钢筋混凝土建筑（5层以上）

的底层、走廊或底层楼梯下，或在跨度较小的

独用卫生间等处藏身。

在空旷地：可就近选择低洼地、路沟边、

土堆旁或大树下疏散隐蔽。

55、、听到解除警报时应该怎么行动听到解除警报时应该怎么行动？？

答：听到解除警报后，应当积极参加抢

救，尽快恢复生活和生产秩序，把空袭造成的

损失降到最低限度。了解隐蔽场地周围人

员、设施的损伤情况，查明周围有无未爆炸的

炸弹等可疑危险物。查看有无人员受伤、被

埋或发生火灾，以视情况抢救。及时向指挥

部报告所在地人员、物资损伤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