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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事·关注

防空警报半小时“警”烟台
每个社区都将开展一次防空演练
本报记者 柳斌 王晏坤 通讯员 季莉 李天惠

8月15日9时
3 0分，警报信号
响彻烟台上空，
烟台各县（市）区
结合防空防灾警
试鸣，组织了社
区居民人防演练
活动。

自1998年开
始，每年的8月15
日为烟台市防空
警报试鸣日，时
至 2 0 1 2 年 8 月 1 5
日，“8·15烟台防
空防灾警报试鸣
日”活动已开展
了15个年头，这也
表明烟台遭遇第
一次空袭已经过
去了67年。

带孙子参加演练

15日上午9点30分，随着烟台市人
防办指挥部一声令下，全市各县市区
390于台防空防灾警报器同时鸣响。在
随后的半个小时里，陆续响起了预先
警报、空袭警报、灾情警报和解除警报
四种警报信号。

在疏散演练指挥部的统一指挥
下，芝罘区世回尧街道办世秀社区参
加演练的居民迅速关闭门窗，切断电
源、煤气，快速撤离家中。并在人防疏
散引导员的接引下，以疏散小组为单
位，沿着计划的疏散路线，迅速向应急
疏散场所集结，短时间被疏散至社区
广场。

在世回尧街道世秀社区演练中，
刘秀珍老人和老伴带着7岁的孙子一
起来参加演练。刘秀珍老人说，在解放
前，警报声就是命令，也意味着危险，
老人回忆起了1945年烟台遭受空袭时
的情景，对于现在的市民来说，这是一
种居安思危的教育。来参加演练前，她

还特意让孙子学习了识别四种警报信
号的常识。

在世秀路路口，正在等候红绿
灯的市民纷纷注视着天空，寻找着
防空防灾警报的声源，领着孩子的

家长在为孩子解释着什么是防空警
报。

芝罘区此次演练活动共组织了包
括社区居民、学生和幼儿园儿童在内
的500余人一同参加。

让更多群众参与演练
据烟台市人防信息保障中心主

任孙国利介绍，本次演练活动主要
目的是全面检验城市防空警报系统
的可靠性、时效性和准确性，确保警
报信号的传递和发送；同时教育广
大市民“居安思危，警钟长鸣”，熟悉
警报信号规则和疏散隐蔽线路、地
点，提高自我防护意识和自救互救
能力。

孙国利称，烟台市人防办将进

一步扩大演练范围，让更多的群众
有机会参与到演练中来。通过演练，
提高社区居民防灾自救的能力，最
大限度地保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同时，烟台市人民防空办公室
的工作人员来到文化广场，向过往
市民发放防空防灾折页，宣传防空
防灾必备知识。宣传折页上注明了
防空警报信号规定、家庭防空和防
灾应急计划、空袭后的人员疏散等

常识。
根据《烟台市人口疏散体系建

设“十二五”规划的通知》要求，“十
二五”期间，各县区都要以街道为单
位，每年组织五分之一以上的社区
开展防空防灾以经济疏散演练活
动。到“十二五”末，全市社区普遍开
展一次防空防灾疏散演练活动，进
一步增强群众的防空防灾意识、应
急避险和自救能力。

□人防常识

听到空袭警报

我们该怎么办？

在空袭前，熟悉防空
设施，准备生活用品和药
品，玻璃窗贴“米”或“井”
字布条，防止玻璃震碎和
迸溅。

听到空袭警报时，应就
近进入人防工程隐蔽。如情
况紧急无法进入人防工程
时，要利用地形地物就近隐
蔽。

在室内，可在钢筋混凝
土楼房的底层、走廊或底层
楼梯下，或在跨度较小的卫
生间、厨房等处藏身。以上
条件不具备时，也可靠墙角
的桌下、床下卧倒，要避开
门窗和易燃、易爆物。

在公共场所，商店、
影剧院、车站、码头的人
员要利用地形地物分散
掩蔽，不要慌张、拥挤、乱
跑。可就近进入地下室、
地铁车站或钢筋混凝土
建筑底层等处掩蔽，不要
在高压线、油库等危险处
停留。

在空旷地，可就近选择
低洼地、路沟边、大树在空
旷地：可就近选择低洼地、
路沟边、土堆旁或大树下疏
散隐蔽。

格背景

成功疏散到规定区域内的居民。 本报记者 王晏坤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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