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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2日，山东省德州军地组织民兵防汛应急分队在齐河县黄河谯庄险段进行黄河防汛抢险演练,进一步摸清黄河德州段汛情变化特点规律，完善应急处置预
案。图为民兵在捆抛柳石枕。 于 斌摄

8年前，国家无线电管理行业经历
几十年改革开放的飞速发展，已建成覆
盖全国的无线电监测网，积累了厚实的
人才和装备基础；与此同时在世界新军
事变革浪潮的推动下，战争触角开始伸
向“第五维空间”——电磁战场。

在军事需求和经济发展的激荡中，
2010年 1月 25日，我军依托国家行业
系统组建的第一支电磁频谱预备役
部队——预备役电磁频谱管理中心组
建成立，立起联通国家经济建设“棋局”
与未来军事斗争“战局”的实践样板。

肩负把行业资源优势转化
为国防实力的实践重任—

开拓创新,快速凸显
军民融合发展优势

参谋杜佳自中心组建以来就在这
里工作。他告诉记者：“这是一支技术
含量高、知识密集的新军。当时，人员
怎么编？装备从哪里来？运行机制如
何设定……这都需要‘摸着石头过河’。”

在此之前，军地协同管理电磁频谱
已有实践。在“和平使命-2005”中俄联
合军演时，为防止中俄两军武器装备与
民用设施用频发生冲突，军地频管部门
携手对演习地域内用频活动实施了周密
管制。之后，每逢重大军演，军地携手

“净化”电磁空间几成常态。
“以往多是执行任务时临时抽组，但

要按照正规编组的部队去运行还缺少经
验。现代战争，信息制胜。组建电磁频
谱管理部队势在必行。”面对重重困难，
中心第一代人没有退缩。在把行业资源
优势转化为国防实力的实践中，他们靠
开拓创新站稳了脚跟。

——突出行业特点健全组织。他们
组建全军第一个常态化运行的军地“合

成式”党委班子，一名国家工业和信息化
部副部长具体负责、无线电管理局局长
兼任第一政委，现役领导和预编单位主
要领导为成员。他们还在预编单位党组
织架构内建立预建基层党支部，确保了
党管武装制度落实。

——按照“成系统吸纳优质资源、成
建制形成新质作战能力”模式编组。他
们严把条件程序考核关，集中编入北京、
上海、成都等固定台站人员；为做好装备
维护保障，延伸编入频管研究机构和设
备制造企业；为满足基层台站、机动分队
独立遂行任务需要，模块化编入指挥、监
测等力量。

——建立统一协调机制和指挥流
程。他们与工信部有关司局、相关省市
无线电管理机构协调沟通，对行业资源
统一调配和利用。为适应特殊的编成模
式，建立各种应急应战预案，规范人员、
装备快速动员和应急指挥流程。

2013年 10月上旬，全国国防动员
和后备力量领导干部集训人员，观摩
了这支组建 3年的预备役部队的建设
情况。“在一次重大军演中，中心参演
人员 80多天监测 2000多个频点；赴某
山区执行任务中，16名预备役人员背
着 30多公斤的设备在深山密林中连续
作业 12小时以上。部队编队人员 45%
经过军事院校培训，80%参加过军事演
练……”看了这些震撼的数据和任务
经历后，观摩人员无不感慨：特殊的部
队，特殊的发展速度！

在融合中生成战斗力，在
实战中检验战斗力—

求真务实,推动信息
制胜能力逐年提升

作为预备役部队，中心创造了多

个“第一”，第一次亮相世界级体育赛
事安保，第一次成建制参与我国主导
的国际盛会，第一次全程全要素独立
保障……

“特别是参加‘和平使命-2014’联
合反恐军演用频保障任务，那是预备
役部队第一次参加中外联合演习，也
是中心从立足站稳转向蓬勃发展的

‘关键之战’。”回忆起当初的情景，中
心政委徐堃感慨良多。当时，参演部
队多，用频装备多，电磁环境极为复
杂。中心官兵不辱使命，以过硬的本
领圆满完成任务。

“不是有了人和装备，就形成了战斗
力，还需要实战磨砺。”这次演习保障让
中心官兵明白了战斗力生成逻辑。从
此，他们坚持“在融合中生成战斗力，在
实战中检验战斗力”，练兵备战姿态更加
求真务实。

中心编入的预备役人员都是国家
电磁频谱管理领域的专家和骨干，不
缺知识和技术，缺少的是军人的力量
和血性。为把“软肋”练成“硬骨”，他
们依托有关军事院校每年举办军事集
训班，与现役部队挂钩联训，预任领导
从参谋业务学起，工程师从当战士练
起，培养基本军事素质，喊响“无论博
士、硕士，穿上军装先要当好战士”的
口号。

中心的预征装备技术性能优越，
野战环境适应能力却不强。他们把
各种预征装备拉进大漠戈壁、草原山
区 ，高 温 酷 暑 、冰 天 雪 地 ，在 各 种 复
杂气候和地形条件下机动检验，“娇
气 ”的 打 造 防 护“ 壳 ”，零 散 的 集 成
化、易暴露的穿上伪装衣。他们还与
有关研究所和设备生产厂家建立随
队抢修保障机制，确保装备使用万无
一失。

后 来 ，在 纪 念 抗 战 胜 利 70周 年
阅兵、第 13届全运会等重大活动中，
都有了这支预备役部队的身影。也
正 是 在 这 一 次 次 的 摔 打 磨 砺 中 ，中
心 人 员 组 成 越 来 越 强 ，预 征 装 备 越
来越先进，战斗力检验越来越全面，
信息制胜能力如同滚雪球一样逐年
提升。

朝着“把行业第一建成全
军一流”的目标奋进—

锐意进取,争当新型
作战力量转型尖兵

自组建以来，由于不断迎接困难挑
战，锐意进取成了预备役电磁频谱管理
中心官兵一贯保持的创业劲头。中心第
一政委、工信部无线电管理局局长谢飞
波，多次任务到场指挥，有时在国外出差
还要打来越洋电话询问部队建设情况；
预备役军官刘兴志年过半百，在朱日和
阅兵演习保障中多个日夜不眠不休，有
时饿了就简单塞几口干粮……

习主席强调指出，要坚持把新型作
战力量建设作为战略重点。这让中心官
兵倍加振奋。我军新型作战力量迎来蓬
勃发展的机遇，新质战斗力正在成为信
息制胜的拳头力量。

在迎接改革中，中心按照“认清战略
价值、建设战略力量、发挥战略作用，把
行业第一建成全军一流”的总体目标，不
等不靠，积极争取上级在重大项目上给
予倾斜支持，在赋予任务上优先安排，在
保障措施上加大投入，确保部队建设始
终按照一张蓝图有序推进。

2018年1月30日,预备役电磁频谱管
理中心完成改革转隶。他们立刻根据职
能使命由保障向作战转变的要求，制订了
未来发展五年规划，还建成了全军唯一的
军民融合电磁频谱管控指挥综合系统。

“在未来，中心不能仅在国家无线电行业
系统内发展，而应实现一体化、融合化，支
援服务向三军拓展。”中心领导说，在专业
领域，他们正在向网络安全、应急通信保
障等领域拓展；编组上，他们由从前的地
域编组向行业和地域编组相结合的方向
发展，由环首都编组向各战略方向拓展。

从成立之初 70平方米的两间房大
的临时办公室，到后来拥有 700平方米
的办公场地，再到现在拥有 7亩地的独
立小院，预备役电磁频谱管理中心一步
步发展壮大。凭着锐意进取的劲头，这
支预备役部队在“第五维空间”“剑”“犁”
和鸣曲将更加雄壮。

改革开放40年间，我国建成覆盖全国的无线电监测网。乘着改革
开放的春风，预备役电磁频谱管理中心应运而生—

“剑”“犁”和鸣激荡电磁空间
■刘红涛 本报记者 朱宏博 罗丁紫 佟欣雨

一年一度的军校考试成绩即将在
大家关注与期待的目光中张榜，此时
可谓是几家欢喜几家忧。特别是对于
那些没有考好的战士，情绪可能会有
波动。笔者恰就碰到了这样一例情
况：有位战士因考学失利而思想不稳，
以致想要提前退伍，在连队多次劝说
无效后，部队只好联系人武部，要求派
人带着家长一同前去做思想工作，后
来工作人员陪同其父母跨越千里奔赴
部队，最后费了好一番功夫才算稳住
了那位战士。

人有七情六欲，遇事不顺难免有
些思想波动，这可以理解，但作为一
名战士，战场冲锋的猛士，如此表现
就显得有些过于“娇气”。抗战时期，
张爱萍将军曾任“抗大”四大队教
员。一日，有人问张爱萍将军：“你的
具体职务是什么？”将军回答：“红军
战士！”将军随即反问：“你们知道什
么是战士吗？”将军自答：“战士，顾名
思义就是战斗之士。”将军再阐述：

“‘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
能移’，乃战士之本色；‘先天下之忧
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乃战士之胸
襟；‘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兴于
左而目不瞬’，乃战士之胆魄；‘登山
则情满于山，观海而意溢于海’，乃战
士之情怀；‘能百能千而不厌不倦’，
乃战士之追求。”

张爱萍将军的一番话，算是把战
士应具备的品质讲到了位。具体到如
何对待考场失利这一问题上，笔者认
为，应摆脱“学生气”，立起军人范，常
思肩上职责使命，始终保持阳刚自信。

战士考学虽与高考有些相似，但
参考的人员性质并不一样，战士肩负
保家卫国的神圣职责。因此，对待考
学，战士应当用军人的姿态和思维去
面对，胜不骄，败不馁，更不能因为一
次考学失利而把保家卫国的职责使
命置于脑后。2008年 5月，在汶川特
大地震时，眼看考学在即，很多要参
加考学的战士还是把抢险救灾放在
了第一位，争着向组织申请到灾区执
行任务。

军人渴望胜利，但不能惧怕失
败。正如一句常说的励志名言：“人
可以被打败，但不能被打垮。”没人愿
意失利，但当挫折真的来临，还应积
极面对，唯有保持阳刚自信，才能走
过泥泞地，也才能寻找到胜利的轨
迹。某部工程团战士王厚良，入伍时

只有初中文化程度，两次考军校两次
落榜。后来，他当了修理工，面对密
密麻麻的电路图，就像看天书一样。
为了证明自己是强者，他自学了《电
工原理》《机械加工》等20多本专业书
籍，记下 30多万字的读书笔记，先后
对部队的 60多种工程机械进行了技
术革新，其中 8项获得军队科技成果
奖，本人由战士提干。

随着编制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
部队亟须多方面的人才，个人成才
之路越来越宽，并非只有考学这一
个选择。榜上无名，脚下有路。只
要在绿色军营中立足岗位，不失男
儿之志，总能闯出一番新天地。希
望考学失利的战士们，能尽快调整
心态，回到战位，找回自己，重新扬
起理想的风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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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6月 21日电 郭冬明、杨
龙泉报道：弘扬井冈精神，永葆初心本
色。今天，军委国防动员部在京举行江
西省井冈山市人武部先进事迹报告会，
全体机关干部和直附属单位官兵在主会
场，国防动员系统团以上单位干部、战
士、文职人员和职工通过视频会议系统
同步聆听了报告。这是国防动员系统贯
彻《传承红色基因纲要》，深化“传承红色
基因、担当强军重任”主题教育的一项重
要内容。

井冈山市人武部是我军成立最早的
“红军武装部”，其前身是1928年毛泽东
同志亲手创建的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防
务处。多年来，他们以“弘扬井冈精神，
当好红军传人”为己任，注重用革命传
统、红色基因铸魂育人，以帮助老区人民
脱贫致富的实际行动践行为民宗旨，在
甘于奉献、守住底线中彰显过硬作风，被
誉为“永远不走的‘红军工作队’”，先后
荣获 15项国家级表彰，103项战区（省）
级表彰。去年9月，本报以《永远高擎理
想信念火炬》《始终把老区人民放在心
头》为题连续在一版突出位置报道了他
们的事迹。

报告会上，江西省井冈山市委书记
刘洪、井冈山市人武部部长刘宗成、井冈

山市扶贫办主任刘新、井冈山市人武部
职工曾润洲、井冈山市荷花乡大仓村村
民罗相兰等 5位报告人，分别从不同侧
面、不同角度用朴实的语言生动讲述了
人武部的先进事迹，感人至深、令人鼓
舞、催人奋进。

从北疆哨所到岭南军营，从改革开
放前沿到革命老区腹地，井冈山市人武
部的先进事迹深深感动了国动系统广大
干部职工。大家表示，井冈山市人武部
是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的先进
典型，是践行人民军队宗旨、真心爱民为
民的突出代表，是展现新时代国防动员
人精神风貌、忠实履行职能使命的时代
标杆，他们的先进事迹是深入开展主题
教育的生动教材。

场内受教育，场外见行动。走出会
场，许多官兵和专武干部表示，要把学习
先进典型焕发出来的政治热情，转化为
维护核心、听从指挥的政治自觉，转化为
强军兴军、动员备战的使命担当，转化为
履职尽责、甘于奉献的内在动力，以践行
宗旨、爱民为民的实际行动，争当新时代
国防动员尖兵。

弘扬井冈精神 永葆初心本色
井冈山市人武部先进事迹成为
国防动员系统主题教育生动教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