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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一”临近，各地积极开展拥军支

前工作。说到支前，不禁想起陈毅元帅

的名言：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

用小推车推出来的。解放战争时期，支

前群众推着小推车全力支援前线，为冲

锋陷阵的官兵运来“炮弹山”“粮食山”

“服装山”……小推车，这个当年农村地

区最普通的运输工具，书写了半机械化

时代战争保障的一段传奇，见证了人民

群众支前的伟力。

随着社会进入工业和信息文明的新

时代，当年的支前小推车早已成为历史

文物。过去行军靠两条腿，现在行军是

摩托化、机械化、飞行化。到达宿营地，

帐篷一支就能住，野战炊事车一停就能

做饭，无须地方群众直接提供后勤保

障。再加上在分秒必争的信息化战场

上，战机稍纵即逝，确保在规定时间内完

成后勤保障任务，甚至可以决定战局的

最终走向。这让一些人感到：人民群众

在未来战争中的作用降低了，“小推车”

支前过时了。

拥军，真的不需要“小推车”了吗？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军队打胜仗，人民

是靠山”。无论战争形态如何演变、高

技术如何发展，也无论是哪个国家进行

战争，都离不开千万民众的“小推车”。

比如，战争的物质基础仍然由人民群众

提供，兵员仍然由人民群众补充，战斗

力发挥仍然要靠人民群众支持，民心向

背仍然从根本上决定着战争的胜负。

从抗美援朝到历次边境作战，从抗洪抢

险、抗震救灾到跨区机动、联合军演，人

民军队每一次凯旋，都离不开人民群众

的无私支援和全力支持。

有一句话形容得好：“没有一种根基，

比扎根人民更坚实；没有一种力量，比依

靠人民更强大。”古希腊神话中，有一个叫

安泰的战神，是大地之神盖娅的儿子。安

泰和敌人格斗时，只要脚不离地，就能源

源不断地从大地母亲那里汲取能量，战无

不胜。人民军队也应同安泰一样，只有始

终与人民群众密切联系在一起，才能源源

不断获取无坚不摧的巨大力量。

如今，行进在强军兴军伟大征程

上，如何征服一个个“娄山关”“腊子

口”？军政军民团结是实现富国和强军

相统一的重要政治保障。无论走多远，

我们也不能忘记，是“红嫂”的乳汁养好

了伤口，是老百姓纳的“千层底”送我们

过了雪山草地，是陕北的小米养育了我

们的红军队伍。同时，要根据现代战争

的特点，紧紧依靠人民的力量，积极打

造升级版“小推车”，着力从生活支前向

打仗支前转变，从应急保障向应战方阵

转变，从规模支前向精确支前转变，同

心协力做好军民融合深度发展这篇大

文章，为实现中国梦强军梦贡献力量。

拥军支前，还需要“小推车”吗
■王耀辉

建成的高速公路、战备机场始终
保持良好状态，在建的机场、高铁站
均预留防空阵地，大型桥梁设计全部
考虑重型装备通行要求……近年来，
在山西省朔州军分区的积极协调下，
朔州市党政机关、各个部门逐步树立
“大项工程建设须贯彻国防要求”的
观念。

而需求多半由驻军提出，军分区
只是及时向市委、市政府和市国动委
进行提报。“军分区处于军地结合部，
落实双重领导，在军地协调中具有独
特优势。”朔州军分区司令员刘义清
告诉记者，一些驻军也曾一对一地与
地方有关部门进行协调，但在解决棘
手问题、重难点问题方面效果不佳。

每次驻军部队向军分区反映困
难和问题，军分区领导都认真了解情
况，并及时向地方相关职能部门报送
需求。除了通过地方党委军事常委
提议、军地联席会议研究等渠道报送
需求，还把驻军需求内容纳入市委议
军会议题，改变了过去党委议军只议
军事机关事项的习惯做法。近年来，
军分区为驻军部队协调修建了 2条战
备道路，净化了周边安全环境，完成
了军用土地确权，并解决了多名随军
随调家属就业安置问题。现在，有了
困难向军分区反映，成为驻朔州部队
的选择。

在及时提报驻军需求的同时，军
分区还注重建强保障需求的专业力

量——市国动委专业办公室。从
2016年起，组织市县两级国动委专业
办公室集中办公，定期开展专业训
练，不断提高他们遂行任务、保障驻
军需求的能力。在此基础上，深入开
展国防动员潜力调查，摸清摸实动员
家底，增强提报需求的针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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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蛙人袭击、海上战损维修、战
场急救及伤员后送……”7月 23日，记
者采访广东省湛江市霞山区人武部部
长陈青松，他讲起辖区驻军需求如数
家珍。

霞山区内驻军较多，区人武部参
加演习特别是保障演训的任务重。
“有一次，第二天遂行演训保障任务，
头一天下午才接到通知。”陈青松告
诉记者，保障部队演训的准备工作
往往时间紧、任务重，如果平时不熟
悉驻军需求，就要临时抱佛脚、仓促
上阵。

为了解驻军需求，从 2014 年开
始，在区国动委的支持下，区人武部
组织交通战备、经济动员等专业办公
室，主动敲开驻军单位的营门，询问
他们在平时建设、重大演训任务中的
各项需求。一开始，驻军仅把他们当
作走访慰问团队，后来发现他们所了
解的问题正是部队亟待解决的老大
难问题，才安排作战、训练、战勤等部
门与他们对接。为提高对接效率，人
武部采取“菜单式”问询，即把民兵队
伍、国动委专业分队能够遂行的任务
拉单列表，请驻军适情选择，需要的
就纳入动员计划、加紧准备；不需要的
也能问清楚缘由。

虽然供需双方实现了对接，但有
的驻军单位仍然对地方保障能力半信
半疑：关键时刻，这支不穿军装的队伍
能发挥作用吗？2017年一次演习中，
霞山民兵渔船紧盯“蓝军”行踪，侦察
到其多支分队的航向、航速以及舰艇
的吨位、型号，使“红军”掌握了第一手
资料，获得了战场主动权。演习结束
后，军地对接方式由人武部上门问需
为主，逐渐转变为军地召开联席会议
为主。
“不论哪种对接方式，我们坚持每

季度与辖区驻军对接一遍。”人武部政
委周永忠告诉记者，人武部是县（市、
区）国防动员的领导和组织协调机构，
在整个国防动员系统中处于一线指挥
部的位置，只有及时掌握驻军部队的
需求，动员准备才能找准重点、明确方
向，确保遇有情况能够实施快速、精准
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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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中旬，广西人防办组织5个地级市人防指挥所进行长途拉练，提高了指

挥通信力量跨区支援保障能力。图为拉练队伍通过百色红军桥。 雷庆寿摄

入夏以来，各地人防训练演练活动
蓬勃开展，不少地方人民防空指挥部演
练也即将拉开帷幕。人民防空指挥部
演练是人防训练的最高阶段，涉及党政
军群、各行各业，在人防训练中起着纲
举目张的重要作用。如何提高人防指
挥部实战化训练水平，为铸就坚不可摧
的护民之盾凝聚各方力量，是人民防空
建设中一个现实而紧迫的课题。

近日，记者专访在人防指挥部演练
方面颇有研究的国防大学教授刘保庭，
对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

落实定岗定位，让指挥部

成员按实际身份参演

人防指挥部编成是以各级人防办为
基础，由当地党政军相关成员单位或部
门人员组成，基本构成包括指挥员、指挥
部门和专业席位三部分。刘教授认为，
人防指挥部是战时人民防空行动的“中
军帐”，不仅要参与和处置各种防空行
动，如信息防护、人员疏散掩蔽、重要目
标防护、抢险抢修和城市管控，还要协调
诸多的保障事项，如人员、物资、器材、经
费等，要求参演人员必须是相关单位和
部门的领导或专业骨干，确保进入指挥
席位后能够拍板决策和专业对口。
“然而，让指挥部成员按实际身份

参演往往成为组织演练的难点。”刘教
授告诉记者，由于长期处于和平环境，
部分领导干部国防观念淡化，加之本职
工作较为繁忙，演练中指挥席位往往由
工作人员代替，有的领导干部来了也只
是坐到观摩席，这与人防指挥部演练的
初衷背道而驰。

其实，只要真正参加一次实际演
练，领导干部就会体会到演练的重大意
义。刘保庭介绍说，在“太行——2017”
山西人防演习中，省委、省政府、省军区
领导带头以实际身份参加，各厅局相关
人员全部坐到了各自席位，通过亲身处

置各类情况，大家不仅认识到人民防空
的重要性，而且切身感悟到自身在人民
防空行动中的职责。

领导带头，万事不愁。刘教授认
为，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应该认真深入领
会习主席关于人民防空是国之大事，是
国家战略，是长期战略的重要论述，把
人防建设摆上位、自觉抓，带动各级各
部门履行建设人民防空的责任与义务。

精选导演队伍，让演练过

程体现实战化要求

刘保庭谈到，由于人防指挥部的办
事机构——人防办属于准军事机关，参
加人防指挥部演练的大多是地方领导
干部，演练中容易出现非军事化、随意
化等倾向。为防止演练搞形式、走过
场，应把精选导演队伍当作头等大事。
总导演应由军事机关领导担任，副总导
演和执行导演由业务精通、能力强的指
挥员和专家担任。导演部统筹考虑组
织计划、指挥控制、评判裁决和演练导
调的一切事宜。

他认为，导演部应设置错综复杂的
演练条件，可多设危局、险局、僵局，甚
至败局，增大演练的难度和强度。特别
是针对未来信息化战争瞬息万变的战
场情况，加入随机导调，临机设置战场
情况，临机赋予行动任务，临机调整决
心部署，督促甚至逼迫参演人员进入情
况，进入角色，进入实际指挥位置。

人防指挥部演练参演单位级别高、
层次多，往往省、市、县三级指挥机构同
时上阵，党、政、军各方面人员联合参演，
组织起来较为困难。刘教授建议，可采
取“人防指挥信息系统+军事机关指挥
信息系统”的方式，把各级指挥部人员集
中到一个互相可视化的平台上、众人关
注的聚光灯下，做到一个单位演、各个单
位评，一人演、大家评，增强参演人员的
紧迫感，促使其参演前充分准备、演练中

全神贯注、演练后及时吸取经验教训。

加强情况研判，让战场信

息服务指挥决策

人防指挥部实施指挥，首先要研判
情况。刘保庭认为，作为联合作战指挥
链条中的一环，人防指挥部研判情况要
同军事指挥机关一样，对敌情、我情、上
级意图、本级任务、自然环境、社会环
境、电磁环境等情况进行综合研判，并
依据研判结论，拟制和定下行动决心。

综合研判情况，必然带来大量信
息，如果不能对其进行及时高效的处
理，这些信息反而成为遮蔽指挥员双眼
的“迷雾”。刘教授建议，面对这种情
况，就要树立大数据思维，引进大数据
技术。平时就要建好用好人防战备数
据库，切实把四面八方的数据采进来、
把浩如烟海的数据存进来、把支撑决策
的数据查出来、把蕴含规律的数据算出
来、把各类应用软件统起来。

在刘保庭看来，有了数据库作支撑，
指挥部就可以通过对专业队伍、防护工
程、警报分布等数据的分析，准确评估某
个重要经济目标、某块区域乃至一座城
市的综合防护能力；就可以通过对敌我
态势、空袭强度、作战损耗等数据的分
析，快速预测防护重点，作出科学决策。

刘保庭还认为，在综合研判的基础
上，还要构建逼真的战场环境。既要构
设地理空间环境、人文环境，又要加入
国际社会反应、国内社会稳定等各种因
素；既要掌握敌我双方兵力兵器的准确
位置、威胁程度和发展动向等综合态
势，又要掌握空情、电磁环境、卫星过
境、气象水文等专项态势，向参演人员
完整呈现未来的战场环境。

人防指挥部成员既是演练的参与
者，又是演练的筹划者、组织者。综合
研判情况、快速定下决心，对人防指挥
部指挥人员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刘保

庭认为，军地双方都要下功夫。作为地
方党委、政府，要把人防指挥内容纳入
党校教学内容，使各级领导干部对人民
防空行动初步了解、有所掌握。作为军
事机关，要把人防建设纳入战备建设总
体规划，在队伍、阵地、保障方面与民兵
建设一同筹划、一并落实，并在国防动
员综合演练中把人防机关带上、把人防
队伍拉上，使军事机关与人防系统互相
熟悉、彼此了解。

强化检验评估，让短板弱

项及时得到弥补

编筐编篓，难在收口。检验评估就
是演练的收口环节。刘保庭认为，检验
评估具有鉴定、诊断作用，对把握训练
方向、提高训练质量意义重大。

他认为，为保证检验评估的权威
性、公正性，应首先建立评估机构，机构
中既要有分管训练的主要领导和组训
单位的业务骨干，又要有军地专业对口
的专家；既要有精通训练的组织者和管
理人员，又要有熟悉装备器材操作使用
的技术专家。

其次，要制定评估标准。人防训练
大纲从行动筹划、行动实施、演练组织
三个方面，规定了人防指挥部演练评估
的标准。要依据这套标准，对演练全过
程全要素进行量化评估，重点突出对平
战转换、预警报知、整体防护、应急救
援、指挥控制、综合保障等各项能力的
评估，使评估标准成为衡量人防系统能
打仗、打胜仗的基本依据。

刘保庭说，在评估方法上,应坚持
灵活多样。既可以依据评估标准体系，
对单位和个人的演练成绩进行综合评
估；又可以采取横向对比、纵向对比、交
错对比的方法，对单位和个人的训练状
况进行比较评估，努力使演练评估由粗
放走向精细，促进人防指挥部演练进一
步向实战化聚焦用力。

凝聚党政军群铸盾护民的强大合力
——国防大学教授刘保庭谈人防指挥部演练

■本报记者 贾 勇

入夏以来，重庆

市民防办利用人防工

程冬暖夏凉的特点，

持续开展“百日纳凉

送爽工程”，将 86个

具有通风、安全、干

燥、便利优势的人防

工程向市民开放。86

个纳凉点面积达1.7

万余平方米，可同时

容纳1.2万人。所有

纳凉点向市民免费提

供茶水、桌凳以及书

报、防暑药品等。

图为 7月 23日，

市民在渝中区曾家

岩人防工程内休闲

和学习。

王诚洁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