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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河北工程大学实验牧场场
长高英开启了拥军之旅：为感谢帮她渡
过难关的 91451部队官兵，全家人花 5
天时间炒制了 600多包爆米花送到该
部。从那时起，每年除夕夜，她都到部
队给北方的战士煮饺子，给南方的战士
煮汤圆；平时，隔三差五走进连队，为战
士洗洗涮涮、缝缝补补。时间长了，大
家都亲切地称她“兵妈妈”。

受益于改革开放的好政策，高英的
事业不断发展，她给部队官兵送的慰问
品也不断升级：从最初的一包包爆米
花、一串串葡萄，到后来的一箱箱鸡蛋、
一车车水果，再到近年来的送技术培
训，她的拥军路越走越宽。2013年，高
英牵头创办河北工程大学军地职业技
术学院，免费为退伍军人提供技能培
训；2016年，创办河北省转业退伍军人
创业孵化基地，至今已有 104家实体进

驻基地，400余名老兵实现就业创业。
高英所在的河北省邯郸市，改革开

放以来连续八届荣膺“全国双拥模范
城”，先后涌现出300多名拥军模范和先
进个人，获得“全国爱国拥军模范”“全
国国防教育先进个人”等 7项国家级荣
誉的高英就是他们中间的代表。

高英和许多拥军模范的共同感受
是，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拥军
方式也发生了变化。如果说高英创办
孵化基地是帮助官兵解除后顾之忧，那
么邯郸市的另一些拥军模范则直接服
务于部队建设。

2006年初，企业家李立斌得知原
66292部队新建微机室、扩建图书室资
金缺口较大，一次性购买30台电脑送到
部队，又拿出25万元购买图书。

2015年，某新型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创办人高军，专门成立一个由博士、研

究生和高级工程师组成的13人团队，为
邯郸军分区改造作战指挥车，大大增强
了车厢隔音效果。

邯郸市能够涌现出爱国拥军群体
绝非偶然。战争年代，邯郸地区的涉县
是八路军一二九师司令部所在地，刘伯
承、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在邯郸地区
战斗、生活了6年多时间，创建晋冀鲁豫
解放区，形成了军爱民民拥军、军民鱼
水一家亲的光荣传统。

改革开放以来，邯郸市抓经济不
忘国防，树典型、立导向、建机制，推动
形 成 关 心 国 防 、尊 崇 军 人 的 浓 厚 氛
围。特别是近年来，各级党委、政府慰
问部队时安排拥军模范一同参加，每 2
年召开一次拥军模范座谈会，每 4年表
彰一批拥军模范，社会各界拥军支前
的热情高涨。

在参加集中慰问和座谈活动中，高
英发现地方党委、政府支持部队建设的
方式，已经由改革开放初期的送生活用
品为主，转变为以解决部队建设的重难
点问题为主。

一些部队驻扎在山区，进出不便。
2005年以来，邯郸市筹措资金，修建部
队进出道路、国防公路和战备道路12条
（段），长达150公里，大大提高了部队机
动速度。

为改善部队基础设施条件，市县两
级划拨土地1200余亩，支持驻军营区建
设，其中2个师级单位实现营院搬迁，18
个单位新建改建指挥楼，3个单位解决
了无独立营院问题。其间，自来水公
司、热力公司和通信部门等16个行业系
统减免费用近亿元。

2005年，邯郸市在全省率先建成国
防指挥通信网、动员公务网、无线移动
通信网和动员综合信息库；2017年以
来，市县两级同步建设国防动员指挥中
心，引接地震、森林、公安等10多个部门
的数据信息，着力构建快捷高效的战时
动员指挥平台……

每年八一和春节，高英除了慰问驻
邯郸部队官兵，还到北京、石家庄、唐山
等地驻军部队慰问。令这位“兵妈妈”
感到欣慰的是，官兵生活不断改善，“吃
得好一点、睡得香一点、住得暖一点”的
目标早已实现，她和拥军同行们走进军
营带来的更多是精神激励。

更令高英感到振奋的是，党的十八
大以来，党中央推出一系列提高军人地
位、支持国防建设的措施：组建退役军
人事务部让广大老兵有了温暖的“娘
家”；现役、退役军人等家庭挂上了统一
的光荣牌，公祭先烈成为隆重的“国家
纪念”……

特别是各地火车站、汽车站和飞机
场开辟的“军人依法优先”通道，让她感
慨良多：十几年前，为方便军人出行，她
的拥军同行张家增在邯郸火车站旁开
办拥军招待所，蹬着三轮车接送现役军
人免费入住；现在这条遍布全国的“军
人依法优先”通道，不仅了却了她和张
家增这一代拥军模范的一个心愿，而且
正在加快强国强军的伟大进程！

左图：11月16日，邯郸军分区机关
依托由当地拥军企业帮助改造的指挥
车进行拉动演练。

李树岭摄

从送生活用品到帮助解决建设难题——

“兵妈妈”见证拥军支前的变迁
■本报特约通讯员 李树岭

图①：空地联动救援。
图②：铺设硬质路面。
图③：疏导被困群众。
图④：架设模块化桥。
图⑤：架设公路钢桥。

照片拍摄：甘冬冬、程 赟
制图：扈 硕

11月 13日至 15日，广西人防
办在百色举办了一场无人机操作使
用竞赛。与许多人预想的不同，这
次竞赛的重点不是飞得多高多远，
而是无人机穿越各种障碍的能力。
竞赛组织者告诉笔者，这是立足广
西地形地貌实际设置的竞赛课目。

广西属于山地丘陵性盆地地
貌，多数地区为山地，城市之间、县
区之间大都隔着连绵不断的山脉。
而以往组织无人机训练，一些单位
习惯于在平坦的开阔地带放飞，虽
然安全可靠，但却练不出操控装备
飞越崇山峻岭的本领。

“没有实战背景的训练，即使
飞得再高再远又有什么意义？”前
不久，广西人防办决定组织一场
以保障山地城市通信为任务牵引
的竞赛，推动无人机训练向实战
化转变。

“我们根据现有装备性能，首
先明确了无人机在防空防灾中的
功能定位。”广西人防办指挥信息
保障中心主任傅义贵介绍说，目前
自治区人防系统装备的无人机普
遍配有航空摄像机、数字图像传输
和专业飞行控制系统，在生成现场

三维地图、实施灾害预警、进行危
险品取样等方面具有独特优势。
竞赛开始前，组织方把扩音器搭载
在无人机上，一边进行示范飞行，
一边对无人机在防空防灾中应担
负的任务进行明确。

有了明确的任务目标，无人机
训练有了方向，但要想在八桂大地
操控无人机圆满完成急难险重任
务，人防部门还需跨过三道坎。

第一道坎是地形复杂。为增强
操作手操控无人机跨越山岭、河谷、
陡坡、森林的能力，组织方设置了精
准起降、“8”字飞行、穿越环形障碍
物等比赛课目。笔者在精准起降赛
区看到，无人机需要跨过的栏杆约
有一人高，恰是处在将飞未飞、将落
未落的节骨眼上，对操作手的技能
要求非常高。

第二道坎是气候多变。山区城
市常见的大风、暴雨、雷电等天气会
让无人机定位系统操作失灵。组织
方以遭遇雷电天气为背景，要求关
闭定位系统，让大家掌握“盲飞”的
窍门。

第三道坎是势单力孤。无论
是防空袭，还是防灾害行动，都需
要一定数量的无人机互相接应。
但人防部门配发的无人机数量有
限 ，一 旦 任 务 叠 加 ，难 免 顾 此 失
彼。这次竞赛，广西人防办在扩充
力量方面也进行了探索：协调百色
当地的“航模协会”以及无人机爱
好者参加飞行操作表演，一时间，4
轴、6轴、8轴旋翼机以及固定翼机
等 10多种机型同台竞技。双方在
互相切磋中建立起对接渠道，为引
导民间救援力量参与防空防灾行
动奠定了基础。

“只有严抠细训才能让无人机
在山区大显神通。”竞赛结束后，名
列前茅的贺州、河池、来宾市人防办
等单位介绍的组训方法，使全体参
赛人员受益匪浅。广西人防办负责
人介绍说，今后他们将定期组织类
似的技能竞赛，通过设实设难竞赛
课目，不断促进人防训练向实战
化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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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民为中心——

树起联演联训新理念

初冬时节，草木枯黄，在全国公路
交通军地联合应急演练现场，巨幅标语
中“人民的利益”五个鲜红大字显得格
外醒目。

据现场指挥员、大队长蒋水军介
绍：全国公路交通军地联合应急演练已
经举办 7届，但是明确“以人民为中心”
的主旨尚属首次。

此次联演由交通运输部联合江苏
省人民政府及武警某部，依托江苏省镇
江市举行。演练以“冬季公路交通综合
应急保障”为主题，分预警响应、灾害研
判、兵力投送、应急处置、组织撤离 5个
阶段进行，共投入 800余人、180台救援
装备参演参训。

人民利益重于泰山，践行“以人民
为中心”的主旨，从联演课目设置中可
见一斑。“事故路段有临产孕妇被困，由
于高速公路堵塞，且背靠峭壁、面临泥
沼，救护车无法靠近、直升机无法降落，
地方政府请求武警部队增援营救。”根
据导调组下达的课目，参演的武警某部
交通第一支队官兵迅即驾驶履带式全
地形车前往现场，随后利用液压破拆工
具切断护栏，将被困人员转运至地方急
救直升机上……

与此同时，救援组利用硬质路面车
在国道和省道之间开辟救援通道，疏散
被困群众。抢通组驾驶大型机械装备
清理滑坡体，抢通受阻道路。

“以人为本、救人为先，是我们处
置 突 发 事 件 及 事 故 灾 害 的 第 一 原
则。”现场指挥员黄正斌说，“保障人

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始终是我们
的首要职责。”

以实战为导向——

催生联演联训新动能

“演训就是打仗，来不得半点花架
子、假把式！”此次联演支队共出动兵力
和专业救援装备，与部省两级交通系统
进行了联动预防预警、联合军地响应、
干线公路除雪除冰、团雾天气撞船处
置、空地联动清障救援等 9个预设课目
和3个非预设课目的演练。

“我们的目的，就是通过实战实训、
联演联训，实现指挥控制信息化、力量
编成模块化、救援行动专业化，探索建
立军民联合指挥、联合救援、联合保障
机制。”武警某部交通第一支队支队长
雷永祥说。

记者在现场看到，“坍塌”的金山隧
道洞口处滞留了大量人员车辆，受地形
条件限制，一时难以疏散。为尽快解救
被困群众、疏导拥堵车辆，前指决定开辟
第二救援通道。短短40分钟内，一座跨
径 75米的模块化桥横跨在国道和省道
之间，被困群众及车辆得以有序撤离。

蒋水军告诉记者，此型模块化桥可
保障履带式荷载重20吨、轮胎式轴压93
千牛顿以下的技术兵器和车辆通过，在
支队参与2016年南方抗洪、抗击台风等
多次抢险救灾行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在国道省道之间架设尚属首次。

拔地而起的钢桥打通了生命通道，
也引来了观摩团的阵阵惊叹：“40分钟
架起一座公路桥，如果不是亲眼看到，
真是难以置信！”“高速公路有望和普通
公路快速打通……”交通运输部公路局
某领导透露，高速公路与普通公路联通
课目在公路交通战备演练中尚属首次，
通过实景比对与数据分析，这种做法具
备现实条件、具有借鉴意义。

联演评估组认为，一旦发生高速公
路拥堵，如果在路上开辟救援通道则车
辆无法回避，在公路、水网密集地区，采取

架桥的方式连通国省道，无论是救援还
是分流，都不失为一种高效可行的方案。

以融合为根本——

开启联演联训新征程

“人民是靠山！”这句话揭示了人民
军队的力量源泉。

“关键时刻还得靠子弟兵！”这是百
姓的心声。

简单的两句话，道出了军民鱼水
情，也指明了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情感
根基。融什么？怎么融？军地双方在
联演联训的探索磨合中找到了答案。

在非预设课目中，交通一支队官兵
展开无人机立体侦察，通过卫星地面站
传输系统，灾害地域的实时画面清晰地
呈现在指挥车内，为指挥员判明情况、
定下决心提供了可靠依据。黄正斌介
绍，除了演练中用于越障突击、转移“孕
妇”的全地形车、打通救援通道的模块
化桥，支队近年来还先后列装了履带式
自行舟桥、莽式两栖全地形车、航空遥
感无人机等多种类型军地联合研发的
高精尖装备，并引入厂家技术指导，通
过整合地方技术资源加快部队人装结
合，逐步走开了深化军民融合、科技兴
训强能的发展路子。

技术装备是支撑，制度机制是保
障。近年来，军地双方在交通、气象、应
急、医疗等多领域建立了联防联动协作
机制，通过信息资源共享、力量优势互
补、保障有机融合，有力提升了区域灾情
感知、远程重装投送和快速机动能力。

演练总指挥、交通运输部副部长戴
东昌认为，此次联演达到了预定目标，特
别是实现了“三个首次次””，，即即：：首次在武警首次在武警
部队领导指挥体制改革后举办军地联合部队领导指挥体制改革后举办军地联合
应急演练应急演练，，首次全要素展示长江中下游首次全要素展示长江中下游
地区公路交通综合应急保障要素地区公路交通综合应急保障要素，，首次首次
实现军地两方实现军地两方、、部省市三级应急联动部省市三级应急联动，，对对
深化军民融合发展及公路交通深化军民融合发展及公路交通
应急处置均具有示范指应急处置均具有示范指
导意导意义义。。

第八届全国公路交通军地联合演练在江苏镇江举行

部省市三级交通系统首次应急联动
■徐 明 本报特约记者 涂敦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