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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旦刚过，云南省军地便召开联席
会议，梳理 2018年军地联合应对文山特
大泥石流、通海地震、金沙江堰塞湖等自
然灾害的经验做法，进一步探索国防动
员与政府应急机制相衔接的方法路子。
国防动员主要是为战争做准备，政府应
急机制主要是应对自然灾害等突发事
件，为何要让二者相向而行？

云南省军区司令员、省国动委副主
任杨春光一语破的：一方面战争灾害与
自然灾害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另一方面
云南属于自然灾害频发多发区域，建立
健全与突发事件应急机制相衔接的国防
动员体系，既是省军区系统保一方平安
的职责所系，也是运用动员潜力预防战
争灾害的实兵预演。

机构联动

“州应急办组织民兵抢运物资，州
国动委征用挖掘机、板车支援公路抢
修……”2018 年 11月，金沙江堰塞湖洪
峰过境云南省迪庆州，该州启动应急救
援军地联合响应机制，州国动委和应急
办指挥人员走进中军帐实施联合指挥，
调动 10余支救援力量、数百台预编装备
开赴一线，形成了抢险救灾合力。
“要让地方应急管理部门和国动委

兵合一处、将打一家，首先要让两个体系
的指挥机构实施联动。”总结迪庆州的实
践经验，与会人员形成共识。但问题随
之而来：国动委指挥机构依据《国防动员
法》等法规确定，地方应急管理指挥机构
依据《突发事件应对法》等法规确定，二
者的最大公约数在哪里？

依据两部法规，地方政府既管理本行
政区域的国防动员工作，又负责突发事件
的应对工作，是国防动员和应急管理的主
体；军队和民兵依据法律和上级命令，参加
突发事件的应急救援和处置工作。纲举则
目张。云南军地双方吸收以往联合救援中
的管用经验，明确了实现机构联动的思路：
遇有突发事件，可成立由地方政府主要负
责人任指挥长、军事机关主官任副指挥长
的应急指挥机构，在当地党委的统一领导

下，组织开展突发事件应对工作。
省军区动员局参谋周昆锐说，这一指

挥机构与国动委指挥机构高度契合，便于
组织国防动员预案与自然灾害、事故灾难、
公共卫生事件等突发事件预案进行对接，
便于两个体系开展联训联演，以达到参加
一项救援行动、锻炼两支队伍的目的。

力量联用

与迪庆州一样，丽江市收到金沙江堰
塞湖洪峰过境预警后，立即启动应急救援
军地联合响应机制，400余名民兵编成 3
个梯队，赶在洪峰来临前将玉龙县塔城、
巨甸、黎明、石鼓、龙蟠等沿江乡镇的70户
182名群众安全转移至安置点。
“与应急机制相衔接，意味着动员力

量与应急力量融为一体。”杨春光介绍
说，近年来，省国动委专门组建省级国防
动员应急专业队伍，连同全省民兵队伍
一并纳入地方政府应急管理体系，使每
支队伍都担负了应战应急使命。

为提高队伍遂行任务能力，国动委和应

急管理部门联合建立遍布全省的军民通用
装备器材预储仓库，预储物资器材涵盖工程
机械、车辆、医疗、通信、电力等12类40多项，
在满足应急救援需要的同时，较好解决了动
员力量装备器材相对缺乏和落后的问题。

在此基础上，省国动委综合办、经动
办、交战办等部门着眼行业动员需求，与
相关企业签订征用、租用协议，与预储仓
库互为补充，确保遇有情况，能够就近就
便调用装备器材，保障队伍齐装满员开
赴任务一线。

此外，他们打破以往行政区域界限，
划分出森林防火、抗震救灾、抗洪抢险等
重点责任区，采取划片联编、就近选编、专
业抽编等方法，对军地多种应急救援力量
实施科学编组，并在省市县建立三级应急
救援队伍；建立军警地应急救援演练制
度，每年联合组织军警民防灾减灾救灾演
习，全面提高应急救援队伍的执行能力。

信息联通

去年 9月 2日，文山州麻栗坡县猛硐

瑶族乡境内遭受强降雨袭击，发生塌方
和泥石流灾害，文山军分区派出民兵通
信、气象专业分队赶赴一线、回传信息，
为上级指挥救援提供了决策依据。
“与应急机制相衔接，必须练就沟通

军地信息的千里眼、顺风耳。”省军区战备
建设局局长刘继志告诉记者，云南山高林
密、沟壑纵横，实现信息畅通不易，以前民兵
参与应急救援常因联通不畅而“打乱仗”。

平时联不上，战时不堪设想。省军区
以指挥方舱、信息采集车和数字化单兵为
核心，融合无线电、微波通信、卫星通信多
种技术，构建灵活高效的指挥信息平台。
在此基础上，省国动委综合办、人防办、交
战办等专业办公室与政府应急指挥平台
进行链接，实现灾情预测、风险研判、紧
急救援等信息共享，确保能够整体联动。

刘继志说，国防动员部门配备的通
信设备属于战时保底的通信手段，抗毁
能力、抗干扰能力相对较强，一旦投入抢
险救援，就会成为地方应急部门离不了
的千里眼、顺风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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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军区在救灾实践中探索规律

让国防动员与政府应急机制相衔接
■陈学渊 张 军 本报记者 柯 穴

元旦前后，北部战区军事运输投
送调度中心所属原驻沈铁沈阳军代处
通过回顾总结近年来军地互动双赢的
典型事例，形成一个共识：把军民融合
发展当作求解保障难题的一道公式。
军代处主任步进猛介绍说，共识的形
成既源于深刻的理论认知，又源于生
动的探索实践。

2016 年 4月，军代处从满足军事
运输增长需求出发，通过对部分设施
的适度改造，将一家企业物流园区内
的铁路装载站场纳入军事投送体系。
3年来，军代处依托该站场完成数十
次军事运输保障任务，不但有效缓解
了军运高峰期沈阳地区的军事运输装
卸载压力，而且还为该地区应急铁路
投送提供了重要支撑。物流园区也因
此增加了一定的利润。

新建一处供部队整列装载的铁
路站场，需要投资数亿元。但如果
周边企业没有铁路运输需求，资金
就无法通过市场运营收回，加上数
额不菲的日常维护开支，铁路部门
就会背上沉重的经济负担。在军民
融合发展思路指引下，军代处只投
入几十万元的改造经费，就盘活了
几个亿的运力资源，实现了军队、铁
路、企业三方共赢。

有效应对战时长时间、高密度、大
强度的军供保障需求，也是军交运投
体系面临的现实课题。同样沿着军民
融合发展的思路，军代处找到了一条
破解之策。经过市场考察和多方遴
选，他们找到一家专门为铁路部门提
供餐饮服务的优秀企业，依据国防动
员相关法规，与之签订战时军供保障
协议。通过这份具备法律效应的协
议，军代处在零投入的情况下，将这家
日产 2万份套餐的餐饮企业纳入军供
保障体系。

军代处在探索军民融合发展过程
中，还总结出一条经验，就是防止撒胡
椒面式的投入，把钱花在刀刃上，大力
提高经费使用效益。联勤部队改革调
整后，某部开始担负国家应急救援任
务，需要快速的铁路输送予以保障。
面对迫切的保障需求，军代处及时向
铁路部门提出，高标准改造该部驻地
附近的一处装载站场。铁路部门急部
队所急，一次投入百余万元对站场升
级改造，在最短的时间内为该部机动
提供了便利条件。
“不少难题一旦代入军民融合发

展这个公式就会有解。”步进猛告诉
笔者，2019 年他们将把部队所需、铁
路部门所能、相关企业所长更加紧
密地结合起来，在军民融合发展上
精准发力，进一步提高军事运输投
送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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