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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宣布，2024年洪山区防空袭疏散掩蔽
演练，现在开始！”当天，正在武汉理工大学南
湖校区举办的防空袭疏散掩蔽演练活动与武
汉防空警报试鸣同步进行。随着洪山区国动
办主任胡海燕一声令下，下午4时整，该校区
80余名同学依照预定疏散路线，紧张而有序
地进入人防工程进行掩蔽。洪山区国动办工
作人员在人防工程内现场教学，向同学们传
授人防工程的使用方法及注意事项，以及如何
运用身边物品进行紧急避险、展开应急自救互
救的方法等。“通过防空演练我学到了很多防
空袭的知识，也提高了自己的应急避险能力。”
来自武汉理工大学物理与力学学院工程力学
专业2022级学生张子健说道。

当天，武汉市多个学校、社区、街道等纷
纷组织开展人民防空疏散演练。

在新洲区邾城街第四小学操场，2600 余
名师生开展人民防空疏散演练活动。现场布
置了道具模拟人防工程等设置，当预先警报
声响起，全校师生有序地从教室撤离至学校
操场空旷地，进入模拟人防工程之中，或躲
避或就近就地抱头卧倒……此外，还组织开
展了应急医疗救护和消防演练等消除空袭后
果行动等演练。演练活动结束后，新洲区为
从事人防教育的先进单位和个人颁奖。新洲

区邾城街向东小学李雄老师荣获“新洲区人
防教育先进个人”，他告诉笔者：“我们长期处
在和平安宁的生活中，居安思危就显得更加
重要。好的人防教育宣传活动，可以影响学
生一辈子，更可以向家庭、社会延伸，向更多
人普及。”

在硚口区，十一中发展校区（常码头中学）
全校师生320人参加了防空疏散演练活动；在
东西湖区，东西湖区初级中学、吴家山二中、将
军路二小等多所学校的2000余名师生同步参
加了防空疏散演练活动；在江汉区王家墩公
园，市民在江汉区国动办指挥人员的带领下，
有序地进入了位于公园的一处地下人防工程，
在人防工程内，有医护人员为大家教授急救知
识并发送医疗救护包，现场播放人防知识宣传
视频；在青山区光明社区健吾公馆小区，50名
社区居民参加了防空袭疏散掩蔽演练活动，并
邀请区卫健局和区消防大队，分别讲解了消防
和急救知识……国防动员宣传教育“进校园、
进社区”进一步得到了深化。

今年以来，武汉市国动办通过深入社区、
学校等各个场所，开展国防动员宣传教育，厚
植爱国情怀，努力让国防动员在基层沃土落地
生根、开花结果，奋力书写新时代国防动员高
质量发展新篇章。

防空警报全市鸣响，防空演练铸盾护民
声声警醒，时时牢记！10月25日16时至16时30分，呜—呜—呜，全城响彻防空警报声，铭记86年前武汉历史上最惨痛的

一页，警醒我们牢记历史、勿忘国耻。2004年8月1日起实施的《武汉市人民防空条例》规定，每年10月25日进行全市人民防空

警报试鸣，今年是《武汉市人民防空条例》实施20周年。

铭记历史，防空警报再次鸣响
10月25日下午，汉口江滩防洪纪念碑防

空警报试鸣点。16时整，随着移动式升降电
声警报车发出警报声，围观在旁的市民纷纷静
默，执勤的女警脱帽肃立，还有经过的车辆停
车鸣笛，大家以各自的方式表达着对那段历史
的深切铭记。

在警报声中，武汉市民陈先生静静伫立，
用手机记录着警报声响起的那一刻，发到自己
的家人群里。他说：“每一个武汉人都应该了
解这段历史，知晓我们曾遭受的苦难，更加珍
惜当下的生活。”现场一位年轻妈妈刘女士带
着孩子一起感受肃穆的氛围，“鸣响防空警报

不仅有着深刻的教育意义，更是在警醒我们勿
忘历史，珍爱和平，居安思危，警钟长鸣”。

武汉市国防动员办公室相关负责人介绍，
人民防空警报信号是报知敌空袭的警报信号，
是城市人民防空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平时用
于抗灾救灾和突发事故情况下的灾情预报和
紧急报知，战时用于人民防空。一年一度的防
空警报试鸣，主要目的是检验人民防空警报设
备和控制系统保持完好的程度，使广大市民进
一步增强国防观念，强化人民防空意识，熟悉
防空警报信号，及时正确地采取防护措施，提
高应对战争和自然灾害的自救互救能力。

播撒“国防星火”，武汉多地组织防空演练

（文/姚岚 胡雪琴）汉口江滩防洪纪念碑防空警报试鸣点。 黄士峰 摄

新洲区邾城街第四小学学生们学习如何使用消防器材。

洪山区国动办工作人员在人防工程内对参与防空疏散演
练的学生们进行现场教学。

青山区消防大队为居民讲解消防知识。

我市开展“打击非法典当 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专项整治行动

近年来，江岸区加快打造中
部金融保险中心，已引进 110 家
金融服务业法人及区域性总部机
构在江岸集聚发展，形成了以银
行保险为主体，证券、信托、融资
租赁、商业保理、融资担保、典当
等业态组成的多元化开放式金融
服务体系，该区现有备案管理的
典当行19家，为地方经济注入了
活力，但也存在部分寄售行或其
他经营主体未经批准从事或变相
从事典当业务，违规宣传，扰乱金
融市场秩序，损害人民群众利益，
威胁社会和谐稳定。

10月中旬，江岸区率先开展
全市首例寄售行联合执法行动，
执法人员结合举报线索及排查
名录，核查寄售行宣传资料及业
务台账，对于违规悬挂、张贴

“典”“当”“押”“贷”等金融相关
字样的招牌现场没收，同时对经
营人员进行政策宣讲，要求依法
合规经营。

下一步联合执法行动将在

全市范围内展开，武汉市各区地
方金融管理部门将加强与公安、
市场监管等部门的协同，迅速行
动，全面摸排打击非法典当等非
法金融行为，做好金融消费者权
益保护和宣传工作。专项整治
行动同时将向社会各界借力，在
各区、市典当协会设立举报电
话，打早打小。

专项整治行动启动仪式上
也发起呼吁，希望我市典当行、
居民、社区、街道工作人员积极
提供举报线索，形成包含金融消
费者、金融服务提供者和监管部
门、行业主管部门、各区在内，上
下联动、齐抓共管、协同推进的
工作合力，以此次联合整治为契
机，建立金融、公安、市场监管等
多部门长效联动机制和群防群
治机制。筑牢金融防火墙，让非
法金融活动无处遁形，保障人民
群众合法权益，为我市经济社会
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文/程思思 赵丽莎

10月25日上午，由武汉市委金融办（市地方

金融管理局）会同武汉市公安局、武汉市市场监督

管理局开展的“打击非法典当 打击非法金融活

动”专项整治行动在江岸区正式启动。市地方金

融管理局、市公安局、市市场监管局、江岸区政府、

市典当行业协会、典当行代表、居民群众等近百人

参加启动仪式。

仪式上，武汉市典当行业协会及典当行代表共

同宣读《武汉市典当行业依法合规诚信经营倡议书》。

多方联动 积极开展专项整治
据介绍，此次专项整治行动将主要针对注册地在武

汉市的违规经营或变相经营典当业务的寄售行（含寄卖
行）和其他经营主体；名称或经营范围中含“典当”字样，未
取得行业主管部门审批私自开展经营活动的经营主体；已
被取消典当经营资质依然从事典当业务的经营主体。

整治内容包括擅自悬挂含“典”“当”“押”“贷”等字样
的广告标识，或通过发放宣传品、网络渠道开展虚假、误
导性宣传，诱导客户通过抵质押金银制品、车辆、房产等
获得“贷款”；收购公安机关通报寻查的赃物或者有赃物
嫌疑的物品，或明知是赃物而窝藏、转移或者代为销售；

非法放贷、非法集资、暴力催收及其他违法违规行为。
同时市场监管部门还将组织各级登记机关定期开

展专项清理，重点核查经营主体名称，对存在不规范登
记情形的，及时督促指导整改；对拒不整改的，依法依规
进行处置。对金融管理部门提出的涉嫌非法典当的经
营主体，依法依规暂停办理设立、变更或者注销登记。

专项整治期间，武汉市内主要线路的公交车身、公
交候车亭和地铁站内，还将张贴相关宣传海报，向社会
大众普及合法典当的金融知识，提高群众防范非法金融
活动意识。

杜绝金融乱象 守护老百姓钱袋子
典当行作为地方金融组织中与老百姓距离最近的

一类，主要为居民群众、个体工商户、小微企业提供安
全、灵活、便捷的融资服务，通过“金融毛细血管”让金
融的“血液”流向千家万户，是普惠金融的践行者。

截至2024年9月末，全市典当行共73家，占全省机
构数量的41.04%。前三季度，累计开展业务5218笔，平
均单笔业务金额36.62万元。其中：居民个人业务4923
笔，占比94.35%；小微企业业务295笔，占比5.65%。

近年来，一些寄售行或其他经营主体未经批准从
事或变相从事典当业务，扰乱金融市场，涉嫌违规宣

传、不正当竞争、非法放贷、收赃销赃、暴力催收等，存在
一定的社会风险和金融风险。

为贯彻落实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
会议精神，根据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关于“严厉打击未经批准
直接或变相开展特定金融业务以及其他非法金融活动”的
工作要求，市地方金融管理局会同市公安局、市市场监管
局开展打击非法典当联合整治行动，目的就是为了维护持
牌典当行的合法权益、打击非法金融活动，切实保护好老
百姓和小企业主的钱袋子，将金融乱象、金融泛化阻断在萌
芽状态，进一步规范金融行业秩序，营造良好的金融环境。

打早打小 建立长效联动机制

专项整治行动启动仪式现场。

市典当行业协会及从业代表宣读《武汉市典
当行业依法合规诚信经营倡议书》。

典当服务进社区。

公交车身张贴宣传海报普及相关知识。

江岸区率先开展首例寄售行联合执法。

“典当行”与“寄售行”的区别

未获得《典当经营许可证》不得开展典当业务
市面上一些寄售行、黄金/奢侈品回收店等一般商事主体，未取得《典当经营许可证》，但在经营场所
张贴或在其互联网宣传广告中使用“典”“当”“押”“贷”等字样，诱导客户前来抵质押房产或者金银
饰品、奢侈品等，向其发放贷款并收取利息，涉嫌从事非法典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