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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体制下，国防动员和后备力
量建设是省军区系统备战打仗的主责
主业。”有过参战经历的军队政协委
员、青海省军区司令员曲新勇接受采
访时，特别强调了省军区备战打仗的
重要性。

曲新勇表示，当前我国仍面临各种
风险挑战，但无论形势如何变化，人民

战争的思想仍是我党我军克敌制胜的
法宝，亦兵亦民的民兵不可忽视。民兵
担负着支前稳后的重要任务，特别对于
高原地区来说，由于独特的地理环境和
人文历史，民兵作用发挥更加突出，训
练方法和组织结构需根据实际情况作
出改进和创新。

“民兵组织大而不强、建非所需的

结构性矛盾比较突出。”谈起民兵建设
现状，曲新勇认为，结构布局不合理、
训练备勤水平低、管理使用不规范、综
合保障跟不上等短板仍然存在，必须
按照“力量体系化、编建规范化、训练
专业化、装备配套化、保障机制化、能
力多样化、行动战斗化”的思路，有效
破解矛盾难题。

“青海少数民族众多文化多元、自
然灾害频发、生态保护任务繁重，民兵
有着就近就便、情况熟悉、气候适应、语
言相通的优势，在关键时刻能发挥关键
作用。”曲新勇说。

这几年，青海省军地合力推行“民
兵+”建设，将民兵职能拓展为支援保
障“战斗队”、党的政策“宣传队”、生态
环境“管护队”、情报搜集“信息队”、抢
险救灾“突击队”、脱贫致富“互助队”，
使民兵结构布局实现由好到优、组织功
能由弱到强、履行职责范围由小到大、
遂行任务能力由低到高、管理模式由老
到新的转变，成为助力社会稳定发展、
应对突发情况的“铁拳头”，扶贫济困、
保护生态的“工作队”，为驻地经济社会
发展稳定提供了强大支撑。

曲新勇委员——

紧贴主责主业推动民兵建设
■本报记者 谭 健

“军人生而为战，当闻战则喜。”十
三届全国政协委员、枣庄军分区政委韦
昌进说，战场充满血与火的淬炼、生与
死的较量，在新的起点上做好军事斗争
准备，必须把军人血性培育放在重要位
置。

韦昌进亲历过上世纪80年代那场
边境作战，被中央军委授予“战斗英雄”

荣誉称号，还获得由习主席亲自颁授的
“八一勋章”。韦昌进表示，在每一名优
秀的军人身上，都应该有一股敢打敢冲
的精气神。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军部队强化战
斗队思想，坚持战斗力标准，持续掀起
练兵备战热潮，涌现出一大批敢打敢冲
的先进典型。“空中王牌”郝井文带领部

队出色完成钓鱼岛空中维权、东海防空
识别区常态化管控和前出西太平洋开
展实战化军事训练等重大任务；排雷英
雄杜富国在边境扫雷行动中面对复杂
雷场中的不明爆炸物，对战友喊出“你
退后，让我来”的话语……

“我们这代人是看着电影《地道
战》《南征北战》长大的，对黄继光、董

存瑞等英雄事迹耳熟能详。临战之
前，我和战友接受了‘祖国在我心中’
的教育，备受鼓舞，到了战场上大家表
现得很勇猛。”韦昌进说，当前，由于我
国经济社会正处在发展转型期，加上
长期和平环境的影响，一些军人的血
性渐渐消磨。

“军人的血性培养非一朝一夕之
功，可以在训练中养成、任务中淬炼，但
首要的是思想引领，而学习英模事迹是
其中关键一环。”去年，韦昌进带着“努
力培育提振英雄文化”的建议参加两
会。今年，他对英雄文化有了更深的体
会。他希望能在弘扬英雄文化方面建
立军地教育资源共享机制，弥补军队政
治教育资源相对单一的短板，促进军人
血性养成，服务部队练兵备战。

韦昌进委员——

以英雄文化培育军人血性
■本报记者 熊永岭

“仗怎么打兵就怎么练，打仗需要什
么就苦练什么。”谈到实战化训练，军队
人大代表、东部战区陆军副司令员张学
锋代表感到，当前全军部队坚决落实
习主席指示，按照真难严实要求，大力
纠治和平积弊，实战化训练水平明显提
升，但是按照“战训一致”的标准衡量，

还应进一步提高军事训练含“战”量。
张学锋在调研中发现，少数官兵对

实战化的概念认识有些模糊，有的把实
弹化、野战化当成实战化，有的把弹药
油料消耗数量、野外驻训天数作为实战
化训练的评判标准。对此，他建议要加
强战例研究，解决缺乏实战经验的问

题；加强作战对手研究，解决实战化训
练针对性不强的问题；加强系统培训，
解决教学组训能力弱的问题。

在调研中，张学锋还发现，随着实
战化训练强度加大，训练场地不足、模
拟训练器材缺乏、装备保障跟不上等矛
盾日益凸显。他表示，还需要加速健全

完善实战化练兵的保障支撑。
“实战化环境构设得越好，部队训

练离实战才能越近。”张学锋建议大力
推进训练场地建设，从国家层面出台政
策法规，采取军民融合、土地置换等方
式，建设训练场地，同时明确各军兵种、
各类型、各层级部队训练场地建设标准
及经费保障。

“使用模拟训练系统或器材，模仿
武器装备性能、战场环境和作战行动的
模拟训练，是军事训练的一个重要手
段。”在张学锋看来，当前部队训练主要
依托实装，应把模拟训练与实兵对抗结
合起来，使多种形式的军事训练形成合
力，建议为部队开发和列装配套的模拟
训练器材和模拟弹药。

张学锋代表——

进一步提高军事训练含“战”量
■本报记者 刘建伟

周业，武警江西总队机动支队特战三中队副小队长

“10分钟，负重近 50斤，完成 2公里山地越野，并对 6个
隐显目标实施射击……”去年，我参加了武警江西总队组织
的特战比武。

“小伙子，还能不能跑？不行就上‘狗熊’车。”越野时，我
步子迈得有些吃力，考核组组长调侃地问道。我回首甩给他
一句：“没问题！”最后，我不仅到达终点，而且 6个目标全部
打中，拿下了比武第一名。

当列兵时，我曾是个体能不及格的“孬兵”，有时甚至怀
疑自己不是当特种兵的料。班长对我说，不能说不行。后
来，我咬牙坚持，武装越野、攀登、格斗、射击等课目被一一拿
下。我从“孬兵”顺理成章地变成了好兵。

今年，我又报名比武。有人问我：“为什么这么拼？”我
说：“突击，才是军人永恒的姿态。”（通讯员 叶 杉整理）

朱楼军，陆军第79集团军某营九连战士

新兵连唯一一个打50环的“新一代神枪手”，去年，我顶着这
样的光环进入了狙击手集训队。初期，凭借老技巧，我的成绩稳
居前三。

“高精度狙击步枪的射击要领是……”因为我始终坚信“优秀
的狙击手是子弹‘喂’出来的”，所以教员的理论讲解多次被我选
择性“忽视”。

“列兵朱楼军，42环。”没想到，第一次狙击步枪的射击成绩就
让我蒙圈：“为啥更高精准度的枪却没有打出更好的成绩？”

教员拿出我之前的低分数理论试卷说：“这就是你‘败北’的
原因，一招鲜吃遍天的时代已经过去，我们必须要十分熟悉各种
枪械性能才行。”

“实战化训练不是只练‘实弹’，还要掌握科学的军事理论。”
这一课，上得真值！ （通讯员 李东哲整理）

何流，西安灞桥区民兵教练员，曾在某特战部队服役

2018年1月，在聆听习主席向全军发布训令后，我感觉
又回到了熟悉的部队，那不仅仅是对现役部队的动员令，也
是我们广大民兵随时走向战场的冲锋号。

去年，我在西安民兵训练基地进行了为期 15天的集中
轮训备勤。作为教练员，我明显感觉到那次轮训的不同：参
训人员比往年多了不少，大家的训练积极性也普遍提高，不
管是烈日当空还是忽来暴雨，训练场上无人退缩，不少同志
还在休息时讨论交流、反复练习。训练督查组的人员也很负
责，现场指名道姓点问题，很多人都是红着脸完成训练。

那次训练，劲没少出、汗没少流，我却感到无比畅快，“民
兵训练就应该是这个样儿！”（本报特约通讯员 俞浩天整理）

张亚，陆军第73集团军某炮兵旅加榴炮连指导员

去年6月，旅里组织人员辗转8个省份、跨越4000多公里，从
东南沿海远赴西北大漠演训。我带领的战炮分队于傍晚时分抵
达演习地域，本想能有时间先进行下简单休整。不承想，刚到指
定地域，一声警报就把我们带入了战斗状态。

白天组织各炮班快速转移阵地，夜间还要进行长途机动训
练……整个训练模式来了个大变样，从原来的单纯协同
变成了连续 14个小时以上的高强度训练，连队
干部和战士几乎没有睡几个囫囵觉，但是
没有一人掉队。一名战士对我说：“指导
员，你带头冲的样子真可爱！”

（陈坤丰、刘 拓整理）

真打实备，砥砺胜战刀锋
—军队代表委员热议推进实战化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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