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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调整优化民兵组织布
局、实现转型升级的关键之年。
新时代，如何全方位推进民兵建
设由“实起来”向“好起来”迈进，
为实现“强起来”奠定坚实基础，
构建与使命任务相匹配的现代民
兵力量体系？

近日，记者走访三湘大地，近
距离捕捉新时代民兵队伍建设转
型重塑的新气象，探寻湖南省军
区在回答这一时代命题时的实践
和思考。

新时代民兵追求自我价值、
注重自我塑造心理特征愈发明
显，如何增强民兵的身份认同
感、荣誉感、自豪感？

当民兵既是一种责任，
更是一种光荣

“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
在庆祝新中国成立 70周年之际，湖南省株
洲军分区组织民兵唱响《我和我的祖国》，
快闪视频在网络媒体热播，点击量超过千
万人次，新时代民兵的亮丽风采让广大群
众眼前一亮。

当前民兵的使命任务在不断拓展，但
一些人对民兵的价值认同却在“缩水”。部
分地区民兵“出入队一纸通知书、点验训练
一本花名册”，缺少必要的激励措施，民兵
的身份认同和荣誉意识逐渐淡化。

谈到这一现象，湖南省军区领导感触
颇深：“新时代民兵普遍有追求社会价值认
同的精神需求，我们要有意识地塑造民兵
新形象，采取多种方法强化民兵的身份认
同感、荣誉感、自豪感！”

当民兵为了啥？当上民兵我又能干
啥？面对大家的疑问，常德军分区通过组
织民兵讲好“中国故事”“强军故事”“民兵
故事”，拉直大家心中的问号，让每一名民
兵切身感受到自己与实现中国梦强军梦息
息相关、紧紧相连。

国庆节前夕，常德市军地联合举办“民
兵大学习、奋斗新时代”知识竞赛暨“我是
中国民兵，我奋斗我精彩”主题演讲活动。
从全市脱颖而出的 6支民兵代表队展开激
烈角逐，通过网络观看的各界群众对他们
的精彩表现赞不绝口。

身边的星是最亮的星。长沙警备区在
民兵中广泛开展向“时代楷模”王继才、“全
国道德模范”王新法等先进典型学习活动，
引导民兵从中汲取精神力量。同时，采取

统一佩戴民兵标识、制作发放民兵保障卡、
奖励训练成绩突出的民兵训练尖子等，努
力营造当民兵光荣的浓厚氛围。

无论是遂行抗洪抢险、灭火救援等应
急任务，还是参加植树造林、道路清扫等活
动，株洲军分区都积极组织民兵参与，凸显
民兵在经济社会建设中的积极效应，强化
民兵的归属感、荣誉感和责任感。

很多人加入民兵后，都踊跃为这支队
伍“代言”。在常德市武陵区，由退伍女军
人和军嫂组成的女子民兵志愿宣讲队，走
村入户开展群众喜闻乐见的宣讲活动，让
老百姓进一步认识了解民兵这支队伍。“听
了我们的宣讲后，不少青年积极主动申请，
想加入到民兵队伍中来。”女子民兵宣讲队
队长唐鸿毅自豪地说。

随着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
如何加大新兴领域编兵力度、提
升民兵队伍的科技含量和专业
化水平？

合理编组，挖掘战斗力
建设新增长点

7月初的一天，接到区防汛指挥部紧急
电话后，株洲市芦淞区人武部第一时间派
出民兵无人机侦察救援分队侦察受灾区域
情况。当指挥员还在赶往灾区的路上时，
一线场景影像视频已传至指挥车内，指挥
员立即在车内研判情况，部署救援行动。
这是株洲军分区运用新质民兵力量参与抢
险救援的一个缩影。

“随着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必须加大
新兴领域编兵力度，提升民兵科技含量和
专业化水平。”湖南省军区战备建设局局长
张涛告诉记者，他们紧贴使命任务，挖掘战
斗力建设新增长点，在科研机构、高新技术
企业中，编组直升机、无人机、智能机器人
侦察救援等一批新质民兵力量，提高民兵
遂行支援保障能力。

为实现精准对接、按需编建，长沙警备
区走访辖区部队，根据部队需求先后组建
水上搜救、光纤抢修等多支新质民兵队伍，
成为遂行保障打赢任务的中坚力量。同
时，他们在高新技术开发区组建水上蛙人
搜救打捞、装甲装备维修、网络维管等多支
科技含量较高的民兵专业分队，为民兵队
伍增添一抹亮丽的色彩。

编实是前提，建强是关键。新质民兵
队伍大都依托民营企业编组，如何解决工训
矛盾？衡阳警备区动员处处长邹志华直言：

“既要靠‘红利’引导，也要靠制度约束。”
记者了解到，衡阳警备区通过与地方

政府部门协调对接，将民营企业民兵建设
保障纳入地方财政预算、军地保障体系和
政府扶持范围，重点解决经费补偿、误工补
助等现实保障问题，并在贷款贴息、税费减
免等方面给予倾斜，推动民营企业从“要我
建”向“我要建”的态势转变。

“企业员工自从加入民兵队伍并接受
军事训练后，纪律意识、集体观念、团队

精神更强了，他们的表现也潜移默化地
影响着其他员工，在企业形成浓厚的创
先争优氛围，企业生产和管理收到良好
效益。”湖南金化科技集团董事长彭琪谈
及企业编组民兵带来的“红利”，喜不自
禁地说。

面对训用训战不一致、组
训方法老套的现象，如何营造
创先争优的氛围、激发民兵的
参训热情？

任务牵引，用实战标尺
检验训练水平

8月28日，正是酷暑季节，烈日炙烤着
大地。森林灭火、道路清障、封堵管涌……
一场民兵军事大比武在永州市民兵训练基
地如火如荼地进行，加油声、呐喊声此起
彼伏。

在森林灭火比武现场，随着火灾警报
骤然响起，参赛队员迅速穿戴防火服装，背
上 25公斤重的灭火装具，沿着崎岖不平的
道路徒步奔赴火灾发生地。面对熊熊烈
火，队员们沉着冷静应对，有序展开扑救，
火势很快被控制。

“组织民兵进行经常性军事比武，用实
战标尺检验训练水平，便于发现训练短板，
有助于营造创先争优的浓厚氛围，激发民
兵参训热情。”永州军分区战备建设处处长
张玉龙向记者介绍，总结表彰会上，他们把
各县（区）分管武装工作的地方领导请到现
场颁奖，让获奖的民兵倍感荣耀，也让成绩
靠后的队伍感受到压力。

过去组织民兵训练，有的单位满足于
人员、时间、内容落实就行，训用、训战不符
的现象不同程度存在，训练效果也缺乏硬
指标衡量。有的单位训练内容多年一成不
变、组训方法老套，有民兵调侃“年年都读
一年级”。

训练跟着任务走，拉近了与实战的距
离。湖南省军区战备建设局参谋魏晗告诉
记者：“今年以来，各军分区（警备区）、人武
部按照任务牵引、突出应战、强化应急的原
则，坚持任务需要什么就练什么，是什么分
队就训什么内容，着力提高民兵遂行任务
的能力。”

永州市零陵区民兵参赛队伍在比武竞
赛中获得 4个课目的第一，区人武部部长
王建武道出自己抓民兵训练的“秘诀”：针
对辖区实情，梳理出9类应急应战任务，严
格按照大纲要求和实战标准，区分基础课
目、专业课目进行针对性训练，并探索总结
训练方法，训练效益明显提升。

提高训练效益，既要勤练苦练，也要依
托先进的训练平台精练巧练。走进株洲市
民兵训练基地，记者看到的是功能齐备的
训练场地、配套完善的器材设备、正规有序
的组训流程、完备专业的教学力量。株洲
军分区司令员张台华告诉记者，针对民兵
训练场地受限、设施器材落后、教学力量薄
弱等问题，他们通过完善军地合力保障体

系，积极引进先进训练平台，大力发展模拟
仿真训练手段，探索走开民兵基地化集中
轮训的路子，解决了民兵训练“一锅煮”等
问题。

队伍编得整齐，但编非所
用，只能是中看不中用的花架
子。新的时期，民兵职能作用如
何发挥？

发挥优势，在抢险救援
一线摔打磨炼

7月中上旬，受连续强降雨影响，湖南
省境内江河湖泊水位猛涨，有的超过警戒
水位甚至历史最高水位，滚滚洪流肆虐，引
发山洪、泥石流等自然灾害，老百姓生命财
产安全受到严重威胁。

灾情就是命令！湖南省军区各级闻令
而动，第一时间组织民兵奔赴受灾地点，高
效有序实施救援。

从发生险情，政府请求出动，到集结动
员，成为第一支赶到抗洪一线实施救援的
队伍——衡东县民兵应急救援分队用时不
到 50分钟。记者了解到，在今年的抗洪抢
险行动中，各地民兵应急分队大都是第一
支赶到抗洪一线实施救援的队伍。

“民兵是家门口的兵，情况熟、出动快，
参加救援有优势。”衡东县人武部部长赵乔
峰对此深有感触。

然而，以前一些单位在民兵编组时，过
于追求数据好看、看队伍是否编得整齐，对
于关键时刻是否拉得出、上得去抓得不够
紧、不够实，影响了民兵职能作用发挥。

“建是为了用，如果编非所用，只能是
花架子。”为此，湖南省军区着眼增强民兵
队伍遂行任务能力，组织各级对辖区可能
发生的灾情险情进行预研预判，并根据任
务需求就近就便编组民兵应急分队，使动
员集结高效快捷。

为进一步提高出动效率，他们依托乡
镇、街道及部分企业，实行装备器材代存
代储，缩短装备器材出库时间。同时，采
用模块化、轮式化装载，改变以往人抬手
搬的方式，提高装载效率的同时保存了人
员体力。

近年来，湖南省民兵队伍不论是执行
抗冰救灾、抗洪抢险等救援任务，还是在参
与应急处突、脱贫攻坚等地方经济社会建
设活动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9月 25日，衡东县杨桥镇荆竹村发生
山火，火势顺着风向迅速蔓延，附近 50余
户群众房屋面临山火围困的危险。情势危
急，县人武部迅速召集 100余名基干民兵
携带灭火装备器材，第一时间赶到现场。
经过8小时的连续奋战，山火被扑灭。

在应对今夏洪涝灾害中，湖南省军区
各级共组织出动民兵 1.3万余人次、舟艇
770艘次参加抗洪抢险，转移群众 1.7万余
名，民兵应急队伍敢当先锋、敢打头阵，保
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以实际行动展
现了新时代民兵的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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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军区构建与使命任务相匹配的现代民兵力量体系新闻调查

■本报记者 司李龙 特约记者 文 巧 通讯员 汤光强

民兵作为我国“三结合”武装力量的重
要组成部分，是构建中国特色现代军事力
量体系的重要方面。当前，随着我国经济
社会快速发展，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领
域蓬勃发展，科学技术突飞猛进，民兵建设
发展正迎来转型升级的重要机遇。为此，
国防动员系统积极推进由传统领域编组民
兵向高新产业领域编组拓展，依托行业系
统、科研院所、高新技术产业大力发展新质

民兵力量，促进了民兵建设转型升级。
如何构建新时代部队有需求、打仗离

不开的新质民兵力量体系？关键是要遵循
有利于支援部队作战、有利于保障部队行
动的原则，本着“部队实战需要什么力量，
民兵组织就建设什么队伍”的思路，紧贴自
身使命任务和部队实战需求抓好新质民兵
力量建设，从源头把好新质民兵力量建设
关口。

实践证明，民兵建设的要义在于融合，
出路也全在融合。要充分发挥地方雄厚的
潜力、技术和资源优势，依据担负任务精算
规模结构，依据规模结构精定编组企业，着
力打造与信息化战争相适应、市场发展相
协调、使命任务相匹配的新质民兵力量。
加强国防动员和应急救援队伍的组织编
成、专业训练、装备器材统建共管，在科技
前沿阵地、信息网络要地、新兴产业领地，

加快培植一批“高精尖”的专业化新质民兵
力量，不断开掘战斗力水平新的增长点。

适应新时代民兵转型建设新要求，需
要紧紧围绕战斗力指挥棒，探索与新质力
量相匹配的“建、训、管、保、用”新模式。坚
持人装结合编组，重点选科技含量高、军地
通用性强、部队需求量大的装备生产企业
进行编组，既能够提供强有力的装备技术
保障，又能够提供充足的装备物资保障，实
现企业与战场互联直通、生产力与战斗力
无缝对接、生产员和战斗员合二为一。

始终以应急应战任务需求为牵引，坚
持力量队伍统编，训练演练统管。统筹年度
训练演练规划计划，依托行业系统和任职岗
位，大力推行基地化、模拟化、网络化训练。
坚持开展联合培训、联合训练、联合演练，根
治“抽屉兵、墙上兵、纸上兵”等问题，切实提
高新质民兵力量合成应战、协同应急能力。

开掘战斗力水平新增长点
■张 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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