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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人民解放军在强军新征程
上阔步前行，步伐之快，世界瞩目。作为
解放军的助手——民兵怎么奋发有为？

2016年初，浙江省杭州市军地专门
召开编建新质新锐民兵力量研讨会。
会上，大家对未来信息化战争中的民兵

“腿够不够长、手有没有力”问题十分关
注。经过讨论，该市军地领导形成共
识：强军征程上民兵不能掉队，要在建
强抢险救灾、物资运输等常规民兵专业
分队的同时，尽快编建数支在未来信息
化战争中用得上的新质新锐民兵专业
分队，提升民兵支援保障作战能力。

经过两年努力，该市数支新质新锐
民兵专业分队列阵国防后备军方阵。

点验现场见旗帜不见民兵
网络支援分队异地参演

2018年开训，杭州警备区拉动民兵
进行点验和演练。记者在现场看到，道
路抢修、医疗救护等数十支常规民兵专
业分队齐装满员集结。可是，民兵网络
支援分队只见一面队旗迎风而立，却不
见一个兵到现场。

见记者诧异，该警备区领导提示记
者观看视频系统，记者这才发现民兵网
络支援分队在本单位的战备值班室参
加视频点验和演练。

“别看这支队伍足不出户，但他们
支援保障作战的能力可达千里之外的
战场。”该警备区领导介绍说，这支队伍

多次在杭州G20峰会等重大活动网络安
保和三军部队实战化演练的网络支援
保障中发挥作用。

未来战争，需要什么样的新质新锐
民兵承担新的支援保障任务？提出这
一课题后，该警备区派出人员，兵分多
路走访陆海空和火箭军部队。他们把
作战部队提出的需求汇总后发现，尽是
前沿的高新技术保障难题：有热成像探
测、卫星导航技术处理、光纤技术保障
等。有位作战部队领导谈了需求后说：

“不知杭州有没有这样的人才和技术？”
“有啊！”警备区领导向市委、市政

府汇报走访情况时，市领导说：“杭州不
仅是旅游名城，更是科技强市，许多科
研成果国内外领先，许多科技人才走在
前沿。”

于是，该警备区运用大数据选拔相
关科技人才，按照“打赢所需、部队缺
少、民兵弥补”的思路，组建起红外线探
测、光纤技术保障等数支新质新锐民兵
专业分队。

水下成像的活谁能干
海上侦察分队领受任务

一次海上搜救演练，部队需要水下
成像的数据。该市民兵海上侦察分队
领受任务后，出动 20名民兵，携带探测
设备奔赴现场，在战术背景下拿出了数
据，出色完成了支援保障任务。

“没有金刚钻，揽不了瓷器活。”该警备

区战备建设处处长钟孚自豪地告诉记者，
这支新质新锐民兵专业分队编组在一个研
究所，纳编的民兵均是某一领域的专家。

以前，杭州市的民兵队伍建设局限
于传统思维，眼睛只盯着陆地应急应
战，组建的是保交护路、车辆抢修、医疗
救护等常规民兵专业分队。即使下水，
也只是在江河湖泊，水上作业主要是抗
洪抢险和物资运输。

“未来战争是诸兵种联合作战，海
军、空军、火箭军部队需要民兵支援保
障的时候，我们怎么办？”该警备区领导
提出这一问题后，各区县人武部结合驻
军军兵种部队需求、辖区未来战场建设
情况和社会技术力量实际，选拔专业技
术人员组建新质新锐民兵专业分队，确
保民兵在联合作战中“插得上手、使得
上劲”。

“人多力量大”不再是通用优势
光纤技术分队精干管用
“新质是对人员构成而言的，新锐

是对形成战斗力而言的。”该警备区动
员处参谋张军告诉记者：“新质新锐民
兵建设使我们对民兵‘人多力量大’这

一传统优势产生了新认识。”
以前，民兵应急应战主要靠的是

“人多力量大”优势；以后，这个优势还
得发挥，但不再处处通用。特别是在未
来信息化战争中，一场战斗或许只需要
几个民兵提供支援保障行动，而这几个
民兵必须充分发挥应有的作用。

该市民兵光纤技术分队只有几十
人，而且全是女民兵，但她们人人持有
本科以上文凭、长期从事光纤技术工
作，个个有“绝活”。光纤熔接要求心细
如发，这个分队的女民兵们把这一要求
练到了家。记者在训练场看到，从光缆
开剥、固定到光纤熔接，再到盘纤及接
头盒的封装，女民兵们细致入微的操作
让观摩者赞叹。

日常环境能充分发挥技术水平，
特殊环境里行不行？针对这一实际问
题，该警备区抓住辖区易出现的台风、
洪涝、冰冻等自然灾害时机进行练兵，
按照“全天候、抗损毁、不间断”要求，
组织民兵光纤技术分队开展实战背景
下的光纤通信抢修训练。近年来，结
合各级组织的应急应战演练，该警备
区多次派出民兵光纤技术分队参演，
这支队伍每次都出色完成战场光纤检
测、维护、抢修等任务。

新征程，走来新质新锐民兵
—杭州警备区立足新时代加强新型后备军队伍建设闻思录

■本报记者 宋艳华 罗正然 特约通讯员 蔡 俊

本报讯 黄献国、记者费士廷报
道：讲清身份优势、讲清发展优势、讲清
待遇优势。年初以来，国防动员系统着
眼推进文职人员制度改革的现实需要，
紧紧扭住政策宣讲和教育引导这个关
键，多措并举，把转改文职人员的系列政
策措施解读好，把制度比较优势讲到位，
有力促进了各项改革举措落地落实。

国防动员系统文职人员数量大、岗
位类型多、工作平台广，是加强国防动
员和后备力量建设、实现“完善国防动
员体系”目标的一支重要力量。国防动
员系统坚持把推进新修订的《中国人民
解放军文职人员条例》及配套政策的贯
彻落实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和政治
责任，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各级
普遍召开了任务部署推进会，深入研究
改革工作面临的形势任务，研究推进改
革任务落实的措施办法，相继建立了摸
底统计、情况分析、专题研究、通报评比
等工作机制。

新的文职人员政策出台后，军委
国防动员部在组织集中宣讲的基础
上，编印下发《文职人员政策解读要点
摘编》，组织业务骨干培训，把文职人

员的工资保险、住房保障、福利待遇等
政策规定讲清讲透，引导官兵自觉站
在党和军队事业大局、深化国防和军
队改革全局上对待进退走留。各省军
区也坚持把强有力的思想工作贯彻改
革始终，通过摆事实、列数据、讲道理，
讲清文职人员的身份优势、发展优势
及待遇优势。同时，各单位广泛开展
了“面对改革怎么看、面对走留怎么
办”大谈心大辨析活动，帮助官兵厘清
模糊认识，走出思维误区，坚定改革信
心。为激发官兵投身改革参与改革的
热情，有的单位注重人文关怀，主动上
门解难；有的开展“学党章、温誓词、见
行动”活动，引导官兵正确对待利益调
整、正确对待进退走留；有的给官兵算
经济账、待遇账、长远账的方式，帮助
官兵打消思想顾虑；有的围绕岗位晋
升、家属子女随调随迁等出台激励措
施，切实推进各项改革措施在国防动
员系统落地生根、创新发展。

国防动员系统着力把转改文职人员工作落地落实

把系列政策措施解读好
把制度比较优势讲到位

3月 20日，习主席在十三届全国
人大一次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时强
调，我们要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
领导，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
不断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兴
军、依法治军，加快形成中国特色、世
界一流的武装力量体系，构建中国特
色现代作战体系，推动人民军队切实
担负起党和人民赋予的新时代使命任
务。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的重要讲话
精神，要以习近平强军思想为指导，扎
实推进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全面加
强作战力量体系和动员保障体系建
设，不断提高能打仗打胜仗能力。

当今世界，新军事革命加速推进，
战争的信息化程度不断提高，作战对
抗体系化一体化，打赢未来信息化战
争，迫切要求我们加快建设世界一流
武装力量体系；周边安全形势风起云
涌，保卫国家领土主权安全，迫切要求
我们加快建设世界一流武装力量体
系；经济全球化发展，国家利益向全球
拓展，维护国家海外利益，迫切需要我
们加快建设世界一流武装力量体系；
新时代，肩负起党和人民赋予的神圣
使命任务，迫切要求我们建设世界一
流武装力量体系。

随着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的推
进，武器装备更新换代的提速，人民军
队的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
就，航空母舰、新型驱逐舰、隐形战机
等先进武器装备相继入列服役，但与
国家安全需求的差距还较大，与世界
先进军事水平相比差距还较大。而
且，未来信息化战争是海陆空天电多
维一体的联合作战，是体系与体系对
抗，光靠先进武器装备只能形成暂时
的战术优势，达不到战略战役目的。
作战体系具有“木桶效应”，其战斗力
大小取决于作战短板。为此，我们不
仅要加强作战力量体系建设，把“拳
头”打造得更硬，还要加强动员体系建
设，打造具有强大支撑力量的保障平
台，如加强武装力量动员、经济动员、
人民防空、交通战备、科技动员、信息
动员等系统的建设。据有关资料显
示，信息化战争的消耗十分惊人。美
军在阿富汗战争中，仗打到一半，“战
斧”巡航导弹就打光了，随后美国又组
织紧急生产。由此可见，没有强大的
国防潜力、动员能力和转化能力，是打
不赢未来信息化战争的。

党的十九大为新时代我军能力建
设规划了科学路径，对国防和军队现
代化作出了战略安排，距离“2020年
基本实现机械化，信息化建设取得重

大进展，战略能力有大的提升”的目标
只有不到3年时间，距离“2035年基本
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目标只有
18年时间，距离“本世纪中叶把人民
军队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只有 30
多年时间，时间紧迫，容不得我们有半
点懈怠。要把强军蓝图变为现实，唯
一的办法就是按照党绘就的强军路线
图、时间表，只争朝夕，紧抓快干。当
前，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进入攻坚期，
只有敢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才能冲
破思想观念的障碍和利益固化的藩
篱，解决长期积累的体制性障碍、结构
性矛盾、政策性问题。我们要撸起袖
子加油干，攻坚克难，奋力拼搏，为加
快形成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武装力
量体系，为早日实现中国梦强军梦不
断作出新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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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苗禄权、记者鲁文帝报道：
为深入贯彻《关于深化学生军事训练改
革的意见》，进一步拓展学生军训综合育
人功能，提升青少年国防意识和军事素
养，教育部国防教育办公室和全军学生
军训工作办公室近日联合下发通知，发
布《2018年学生军事训练工作要点》。

《要点》从深化学生军训改革、推动
政策落实、完善育人机制、提高管理水
平、增强保障能力等方面做出具体部
署，要求各地结合本地区、本单位实际，
按照中央关于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和国

防军队改革的决策部署，推动形成学生
军训工作新格局。

今年的学生军训工作将加强顶层
设计，研究制定普通高等学校军事课程
教学、军训基地建设管理、监督考评办
法等相关制度规定，修订学生军事训练
大纲，为组织开展学生军训提供基本依
据。同时，依托 7个省市区和一所军
校，进行学生军训工作的探索和课题攻
关，推动学生军训创新实践。

拟于第二季度召开全国学生军事
训练工作会议，学习领会中央精神，统

一思想认识，明确任务要求，切实增强
军地各级开展学生军训的政治责任感
和工作积极性，强势推进新时代学生军
训工作创新发展，加强学生军训工作规
范管理，确保年度学生军事理论教学和
军事技能训练落实。

继续依托军队院校开展地方学生
军训骨干专题培训。举办教育行政部
门领导干部学生军训工作专题研修班，
提高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和高校领导
干部的组织领导能力；举办4期军事课
骨干教师研修班，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

化军事课教师队伍。同时，继续举办全
国学生军事训练营，组织军事课教学展
示，实施军事课骨干教师巡回授课，提
高军事课教学质量。

《要点》要求各地建立学生军训年
度报告制度，健全学生军训管理机制，
进一步增强保障能力。地方各级教育
行政部门、省军区、承训单位和学校要
对年度学生军训情况进行统计汇总，分
别向上级提交专项报告；加强舆论宣传
引导，努力营造全社会关注、关心和支
持学生军事训练的良好氛围。

教育部国防教育办公室和全军学生军训工作办公室联合下发通知

2018年学生军事训练工作要点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