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渝中区虎头岩渝中区虎头岩，，重庆市人民防空宣教馆地下重庆市人民防空宣教馆地下1313米处暗藏玄机米处暗藏玄机——

探秘尘封的地下军事要塞

近日，记者从市人民防空办了解
到，重庆市人民防空宣教馆将于6月5
日投用。它是一个人防科普宣教馆，
希望通过人防科普知识宣传，提高公
民的国防观念、人防意识，帮助大家掌
握防空基本知识和应对技能。

该馆坐落于虎头岩公园，由一个
地上人防科普主展区和军事瞭望台、
地下军事要塞展示区组成，总布展面
积约2700平方米，是目前重庆中心城
区最大的人防宣教馆。

展馆充分整合现有展陈资源，充
分利用现代科技，增加其知识性、趣味
性、体验性。主展区共设“人防史话”

“人防科普”“重庆人防”“人防实训”四
个展厅。

“人防史话”展厅主要展示人防产
生的背景，世界民防、中国人防和重庆
人防的发展历程，人防的重要作用等，
同时展陈了各种空袭武器模型、现代防
护设备等。从气球空袭到信息化战争，
从格尔尼卡空袭到日本空袭珍珠港，
世界空袭史直观地展现在人们眼前。

顺着展厅往前，一个由顶部延伸
至墙面的LED巨幕影片给人以巨大
的视觉冲击。LED巨幕上，多架轰炸
机从头顶飞过，将地面的建筑物炸得
粉碎，而前方一个被炸毁的洞口上“愈
炸愈强”四个字格外醒目。短片真实
地还原了“从持续不断地被轰炸，到
愈炸愈强的山城人民在废墟上站立
起来场景”，将重庆人民顽强抗战、不
屈不挠的精神展现得淋漓尽致。

穿越蓝色的“时光之翼”扶梯，仿
佛来到另一个时空维度。这里所有的
一切与“人防”有关。在“人防科普”厅

里，人防的定义、人防的使命任务、人
防标志及含义，都采用Flash动画的
形式呈现，卡通人防小卫士头戴人防
帽，身穿人防服装，一本正经地讲述
人防职能等相关知识，看起来十分可
爱，为严肃的人防知识增添了不少趣
味性。

在这里，参观者还可以到感应区
试听三种不同类型的警报，了解各类
警报的特点、发报规律和鸣放时机；查
询了解按构筑形式、抗力等级、防化等
级等方式划分的人防工程类型，早期
人防工程的建设、开发利用等珍贵影
像。

早期人防工程和现代人防工程有
什么区别？人防工程建设的平战双重
功能有哪些？在这里，你都可以找到
答案。防护密闭门体验互动展项还可
以让人深入了解密闭设施、滤毒通风
设施等，实景感受现代人防工程的特
点与优势。

新三防和老三防是“人防科普”
的重要部分。彩立面设计将防核、防
化、防生物武器“老三防”的概念形象
化。而文字配合人防无人机、搜索机
器人、低空预警雷达等实物模型展示
的形式，更直观地介绍了“新三防”，
即防精确打击、防电子干扰和防侦查
监视的定义、种类及方法。

“人防科普”厅内还有一个重点展
项——安全防护之家。这是一个由实
物、多媒体、场景营造等多种元素组成
的模拟客厅。体验者可以通过观看电
视，学习空袭来临时如何进行逃生，以
及如何将家中常见物品快速转化为防
护用具，如将沙发垫、抱枕作为临时遮

挡物，用毛巾、矿泉水瓶进行简单改造
快速转化为防护面具等。

想知道你家附近有哪些人防工程
吗？“重庆人防”厅可以给你解密。通
过多媒体互动沙盘的触摸屏，可查询

“我家附近的人防工程”，还可以实现
与沙盘之间的联动，只要点击屏上的
人防工程、疏散基地、重要目标、预警
报知体系、疏散路网五个虚拟按键，沙
盘上相应位置就会有不同颜色的灯光
亮起。

“洞子里的万象生活”更是“重庆
人防”厅的一大特色。防空洞改造成
的轨道1号线、建川博物馆、解放碑地
下环道、地下纳凉点、洞子火锅店等应
用场景，在嵌入墙体的屏幕上播放，形
象地展示重庆市对人防工程的开发利
用和人防工程的社会价值、经济价值、
文化价值。

“人防实训”厅主要围绕“实训”
主题，通过空袭火灾投影、场景还原、
声音特效等手段，打造出具有重庆当
地特色的沉浸式空袭逃生体验场景，
体验者可以在工作人员引导下体验
人民防空鸣、走、藏、消的过程，学习
心肺复苏、骨折急救和指压止血等方
法。实训体验结束后，体验者还可以
通过“空袭逃生闯关游戏”对实训效
果进行检验。

军事瞭望台特色体验空间位于虎
头岩制高点，形似瞭望台，内设望远
镜、多媒体显示屏等，融科普、场景、互
动于一体。而地下军事要塞遗址体验
位于展馆地下，设计采用修旧如旧的
原则，还原了100多年前的射击口、弹
药库、屯兵室场景。

□本报记者 陈国栋 何春阳

100 多年前，渝中区

虎头岩，山顶形如虎头，

山高300多米，南北两面

悬崖峭壁，地势险峻，易

守难攻。

它是重庆市渝中区

的制高点，于此下扼嘉

陵江水道，上守陆路通

往重庆城的必经之道，

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

如今的虎头岩顶，已

打造成一个鸟语花香的

公园。公园岩顶位置，重

庆市人民防空宣教馆已

于日前建成，宣教馆岩体

下面 13 米处，一座尘封

的地下军事要塞，正在加

紧修缮，即将揭开神秘面

纱……

重庆人防宣教馆内设军事瞭望台 地下要塞留下的历史谜团
在虎头岩顶部，重庆市人民防空

宣教馆坐落位置的崖壁四周，石缝
里、草丛中、大树旁至今保留着射击
孔，任凭岁月风吹雨打。

5月28日下午，记者从宣教馆坐
电梯，垂直下降到地下13米处。打开
电梯门，一个洞口映入眼帘——这就
是通往地下军事要塞的入口。

洞口宽约1.5米，高约2.5米，便
道湿滑，里面伸手不见五指。借助工
作人员的手机灯光，大家谨慎前行。

洞子呈弧形，东西走向。里面有
主洞，还有支洞。在一个支洞旁，记
者看到，在一个射击台上，立着两挺
机枪模型。枪口支到射击口外，模仿
当年的样子。记者目光透过射击孔，
只见视野开阔，脚下的悬崖一览无
余。交战时，有人如果从崖下发起进
攻，结局可想而知。

为应对来自上面的进攻，洞里还
修了陡峭的梯坎，直通洞顶。梯坎宽
约半米，没有护栏，坎面十分光滑，可
见当年有人频繁在这里上上下下。

虎头岩高300多米。洞外墙壁四
周，交叉分布了12个射击口，进行火
力覆盖。市人防宣教中心干部犹廷
玉介绍，专家推测，要塞大致始建于
百余年前军阀混战时期。当时，这里
是重庆市中区（现渝中区）的制高点，
地势险峻，北面和南面悬崖峭壁，于
此下可扼嘉陵江水道，上可守陆路通
往重庆城的必经之道，是兵家必争之
地。

工事设有3个入口，一处联通宣
教馆，一处位于虎头岩下灌木丛中，
一处现已封堵。抗战期间，工事附近

修建了防空警报台，应对日军空袭。
犹廷玉说，要塞经过多次修建，

洞长延伸至2000米左右，一度直达
山下的嘉陵江畔。后来，因为各种工
程建设，部分洞体被挖断、垮塌。目
前，虎头岩初步整修出来供开放的主
洞长约155米。

洞内，至今完好保存着砖头砌成
的弹药库、屯兵室。洞内墙上有大量
深约15厘米的小洞，可能是插火把照
明所用。深约半米的集水池，依然蓄
积着山洞渗漏的清澈泉水。因年代
久远，洞外黄葛树的发达根系已深入
洞内，垂在半空，宛如屏风。

身处洞内，远离喧嚣，仿佛与世
隔绝。当年，武装人员长期蛰伏于
此，不知是何种情状。

在一个呈斜坡状的支洞前，记者
看到一大堆水泥渣。这堆渣是哪里
来的？用来干什么？犹廷玉讲了一
个故事——

12年前，虎头岩下几家单位给政
府反映，虎头岩岩体有缝隙，担心垮
塌，希望能往里面浇筑混凝土。

一个公司承包了这个业务。老
板以为灌两车混凝土就能解决问
题。

然而，当工人把两车混凝土灌进
“缝隙”时，发现“泡都不冒一个”，感
觉就像是遇到个无底洞。

老板认为这个业务太亏，终止了
合作，也没有深究地下是什么情况。

事实上，自上个世纪50年代以
来，这个地下要塞，一直鲜有人知道。

80年代，市人民防空办在进行人
防工程摸排时，工作人员发现了这个

沉寂的地下暗堡。随后，市人民防空
办派专人在此值守。

当年，为何要修这个军事要
塞？是谁提出来的？是哪个部队驻
扎于此？洞内外是否发生过激烈枪
战？弹药库墙上预留的孔洞为何一
处为喇叭口式、一处为规则式，用意
何在？抗战时，面对日军空袭，这里
是否响起过枪声？

……
近年来，这个地下要塞迎来文

物、建筑、文旅专家造访。然而，大家
除了惊叹，掌握不了更多有价值的信
息——档案馆和各种史料里，找不到
关于它的描述。

或者，在战争年代，它本身就属
于军事机密。

时至今日，关于这个军事要塞，
依然是迷雾重重，疑团待解。

记者采访时看到，中冶建工施工
人员正对地下要塞进行保护性修
缮。目前地下要塞已经完成了改造
和装饰。

中冶建工勘察设计研究总院有
关负责人表示，目前项目建设阶段性
成果来看，基本达到了“坚持修旧如
旧、保持原貌、低影响开发”的设计初
衷和效果。

“下阶段，我们将配合建设方对
要塞洞内效果展示进一步低影响打
造，如定制火把原型灯具、煤油马灯
灯具，进一步呈现抗战时期要塞地
堡原样。”

市人民防空办有关负责人表示，
地下要塞将与重庆市人民防空宣教
馆一道向公众开放。

5月28日，重庆市人民防空宣传教育馆的展厅一角。

5月28日，渝中区虎头岩，重庆市人民防空宣传教育馆地下的军事要塞，保存完整的机枪眼。

5月28日，游人正在重庆市人民防空宣传教育馆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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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建波：竭力为全市疫情防控提供一手信息劳动筑梦劳动筑梦··榜样同榜样同行行137137

2020年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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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岁的全国先进工作者潘建波是
重庆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体制改革处（重
庆市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专项小组办公
室）处长，他所负责的公立医院改革工
作连续4次被国务院通报表扬为真抓
实干成效明显地区，2018年被国务院
通报表扬为第五次大督查典型经验。
他于2009年被中共重庆市委授予“重
庆市优秀共产党员”称号，2010年获重
庆市政府颁发的“重庆市科技进步三等
奖”、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等部门表彰
的“全国维护妇女儿童权益先进个人”，
2012年获重庆市政府颁发的“重庆市
科技进步二等奖”。他在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中做出了积极贡献。

立足本职 服务民生

2007年，潘建波起草的《重庆市农村
孕产妇住院分娩定额补助和新生儿保险方
案》被市委、市政府采纳，在全国率先出台和
实施相关政策，使重庆孕产妇死亡率、新生
儿死亡率由2006年的64/10万、6.9‰分
别下降到2008年的35/10万、5.15‰。

2009年，潘建波参加“中国重庆·青
年人才论坛”比赛获优秀论文奖，在数万
名选手中脱颖而出，参加由6名选手参
与的论文发布会，提出的民生建议被相
关部门采纳；2014年，牵头处置“麻雀抢
吃大米集体死亡”跨重庆湖北两省的重
大食品安全事件，被国家食品药品监管
总局领导评价为“堪称食品安全事件处
置经典”。2015年，与重庆电视台合作，
在全国首创食品药品安全举报、监管、科
普等综合性电视栏目——《食品药品安
全播报》，较好地维护群众食品药品安
全。2017年调整医疗服务价格时，潘建
波牵头精准测算改革方案对每个常见病
种、每个特殊患者群体的影响，提出的
12条医改便民措施被纳入2018年、
2019年、2020年全市重点民生实事。

勇于担当 攻坚克难

2008年汶川地震，潘建波主动请
战，第一时间到达灾区，成为重庆卫生系
统驻抗震救灾前方联络工作组成员，负
责灾区各方联络、组织病人转运等。他

冒着余震和塌方不断的生命威胁，多次
乘车往返于映秀、绵阳、德阳、什邡、都江
堰等地。在一次去往映秀的路上，潘建
波所乘车辆刚好通过一段滑坡地段，一
块巨石从山上滚下，砸到了车后的马路
上。5月19日预警有6级-7级余震，灾
区的群众纷纷撤离，潘建波为做好病人
转运工作依然逆行到绵阳。工作期间，

潘建波坚守在灾区一线，参与协调转运
灾区伤病员到重庆2275人，采购、协调
配送物资上百吨。他获得市人社局等部
门授予的“重庆市卫生系统抗震救灾先
进个人”称号。

2017年，国家全面推开公立医院综
合改革，重庆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抽
调原卫计委、物价局等5部门人员组建

联合办公室。潘建波作为办公室负责
人，召集大家夜以继日，持续奋战，反复
数据测算和完善方案。七八月的重庆
连续40多摄氏度的高温，潘建波没有
周末，没有节假日，一干就是半年，最终
形成了全面推开公立医院改革、医疗服
务价格调整等一系列方案，确保了重庆
公立医院改革在国家规定时间内全面
推开，并得到国务院医改领导小组的充
分肯定。

主动请缨 抗击疫情

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潘建波
主动请缨、冲锋在前、勇挑重担。前
期作为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领导小
组办公室联系人、材料工作负责人和
市卫健委疫情防控综合组组长，他牵
头起草了《疫情防控专项工作组方
案》，提出组建医疗救治、疫情防控、
社区排查等10个专项工作组的组织
架构；牵头起草了《重大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一级响应方案》，提出政府、部
门、社会和个人层面的职责任务；起

草了市委召开的全市第一次电视电
话会议有关材料。

2020 年 1月 24日（大年三十），
武汉封城的第二天，潘建波接到有从
迪拜飞武汉航班备降重庆的报告。
这是首架涉疫入境航班，他敏锐地意
识到其特殊性，立即向领导汇报并协
调相关部门，为妥善处置提供了条
件。

他抓基础数据收集和信息采编，
为领导决策提供科学依据。牵头编
印重庆疫情防控信息简报，及时上报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得到充分肯
定。从2020年 1月 25日起，他每天
早晨牵头收集全市、全国疫情情况，9
点前上报市委、市政府；每天晚上牵
头编制《疫情防控救治工作动态》，汇
总中央精神、其他省市经验、重庆疫
情防控救治亮点、群众建议等，供领
导参阅，为科学制定全市疫情防控策
略提供依据。

潘锋
图片由重庆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提供

潘建波在起草潘建波在起草““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改革文件改革文件

本版图片由记者齐岚森、崔力摄/视觉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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