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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质民兵力量到底应该编什么？怎么
编？“编组新质民兵力量不是为了凑数字、交任
务。”今年 7月，在浙江省民兵调整改革检查考
评验收中,省军区动员局局长武春辉的话拉直
了大家心中的问号，新质民兵力量建设归根结
底要以部队需求为准绳，衡量的标准是能否提
高服务保障打赢战争能力。

年初，杭州市萧山区人武部领导根据潜力
统计结果，计划在区内一家技术水平属同行业
全省领先、人力资源优势突出的某生物医药科
技公司编组新质民兵队伍。令人武部没想到
的是，方案报到上级，却被亮起“红灯”，回复只
有简短7个字：“与实战贴得不紧”。

面对回复，该人武部重新审查编组方案，

在复核潜力统计基础上，从高新技术企业中优
中选优，重点编组了技术领先、装备先进、实战
管用的3支新质民兵力量队伍。

同时，杭州警备区走访辖区部队，在摸清
底数的基础上，根据部队需求先后组建网络防
护、水上搜救、光纤抢修等 20多支新质民兵队
伍，成为遂行保障打赢任务的中坚力量。此

外，他们还在高新科技园区的 48家新型经济
组织组建电子通信、装备维修等多支科技含量
较高的民兵专业分队，为民兵队伍中注入新鲜
血液。

“进入新时代，军队作战指挥方式、武器装
备、官兵素质都在发生变化。”杭州警备区动员处
处长张军告诉记者，传统的编兵模式，显然已经
不适用于新质民兵力量，民兵建设只有与军队建
设同步发展，才能提高支援保障打赢的能力。针
对这一实际，杭州警备区紧贴新兴产业发展拓
展编组领域，联合高等院校力量培养专业人
才，在企业规模较大、党组织健全、科技含量
高、人员相对稳定、经济效益好的民营企业优
先组建民兵组织，充分挖掘当地高新企业资
源，保证新质民兵队伍的质量。

如何发挥产业、资源、科技优势，提高民兵遂行支援保障打赢的能力？

精准对接，向高科技产业要战斗力

推进民兵调整改革，是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
完善国防动员体系的重要工作。当前，为适应战
争形态深刻演变，顺应社会发展大势，应对各种安
全威胁不断上升的挑战，都要求构建与使命任务
相匹配的新时代民兵力量体系。为此，国防动员
系统着眼任务需求，拓展编兵领域，组织实战化训
练，提高应急应战能力，促进民兵建设由“实”向

“强”转变，推动新时代民兵建设转型升级。
传统的编组模式已不适应新时代社会发展

现状，如何着眼任务需求，优化民兵组织布局？
关键是要创新民兵编组模式，推动民兵队伍加速
实现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由直接参战为
主向支援保障作战为主，由以应战建设为主向应
急应战一体建设转变。紧贴新兴产业发展拓展
编组领域，联合高等院校力量培养专业人才，引
进科研院所资源推进信息化建设，依托地方雄厚
实力配套基础设施，在加快民兵建设转型中实现
不断创新发展。

积极推进民兵训练向针对性、实用性转变，
按照“担负什么任务、需要什么能力，就突出训练
什么”的思路，把训练的重点从完成基础共同课
目向满足遂行任务要求过渡，把训练的立足点从
遂行一般性支前保障任务为主转变到平时遂行
应急维稳、应急救援和战时遂行科技参战支前任
务为主上来。同时，创新科技手段，革新训练器
材，使民兵训练跟上未来任务的需求，促进战斗
力生成模式的转变。

实践证明，民兵建设转型涉及诸多领域、关
联众多要素，健全完善军地相关法规，需要明确
单位（人员）参与后备力量建设的责、权、利关系，
实现军地法规配套衔接，提高民兵转型发展整体
效益；需要协调地方政府完善落实与《中华人民
共和国兵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等
相关法律配套的地方性法规办法，制定民兵参加
训练演练、非战争军事行动的经济补偿、抚恤优
待、行政奖励等政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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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新时代的民代的民兵队伍应是什么样兵队伍应是什么样
—浙江省军区建强现代化民兵力量体系新闻调查

■何先锋 时 庆 本报记者 宋芳龙

编者按编者按 新时代新时代，，民兵工作如何聚焦支援保障打赢这个目标民兵工作如何聚焦支援保障打赢这个目标，，在科技前沿阵地在科技前沿阵地、、新兴产业领域等新兴产业领域等，，如何加快培植一批如何加快培植一批““高精尖高精尖””的的
专业化新质民兵力量专业化新质民兵力量，，实现转型重塑和建设质量的水涨船高实现转型重塑和建设质量的水涨船高，，是当前省军区系统面临的新课题是当前省军区系统面临的新课题。。

近日近日，，记者穿行之江大地记者穿行之江大地，，近距离捕捉新时代民兵转型重塑的新气象近距离捕捉新时代民兵转型重塑的新气象，，了解浙江军地回答这一时代命题时的实践与思考了解浙江军地回答这一时代命题时的实践与思考。。

“组织民兵和民间救援队联合救援，是军
地救援理念的升级。”省军区动员局参谋陈讯
敏告诉记者，目前浙江省已有“公羊”“蓝天”

“西贝虎”等200余支民间公益性救援队伍。这
些民间救援队装备精良、技术精湛，不仅常与
民兵携手在当地抢险救灾，有的还走出国门参
与国际救援。民间救援队伍中的能人群体，既
是应急救援的重要力量，也是战时动员的重要
对象。

省军区党委领导一致认为：吸纳地方专业
人力资源，有助于激活新质民兵力量建设的

“一池春水”。
“民兵+民间”模式在浙江应运而生。浙

江省军区整合 70余支组织严密、纪律性好
的民间应急救援力量，纳入新质民兵力量建

设体系，实施统一的“编、训、用、管、保”，并
补充完善预征预储装备器材种类。同时，明
确省军区、军分区、人武部三级军事机关的

“应急应战指挥部”职能，按照“政府根据险
情提需求、军地集体研究定决心、有序组织
各类力量联合行动”的指挥运行方式，由地
方主要领导和军事机关领导联合组织指挥

抢险救灾，并多次在应急救援中发挥重要
作用。

2017年 7月，三门县 5名村民被突发山洪
围困深山，县消防大队因缺少渡河装备，请求
桑洲镇民兵应急分队救援。该镇民兵应急排
队员迅速出动，借助橡皮艇、滑降绳索等特殊
装备，成功解救被困村民。

去年6月，宁海县浙东大峡谷突发暴雨，33
名游客被困景区。县人武部接到县防汛抗旱
指挥部电话后，紧急出动100名民兵应急队员，
携带先进设备，连续奋战 12小时，被困游客全
部成功获救。

两件小事折射出的是，新质民兵力量在应
急救援领域发挥着日益显著的作用。

如何发挥地方应急救援力量优势，提升民兵遂行应急救援水平？

事半功倍，让专业的人干好专业的事

稳步推进民兵调整优化工作，实现民兵力
量在“瘦身”中“强身”的深刻嬗变，让省军区不
少“老动员”“老武装”有了深刻感受。温州军
分区动员处处长颜伟珍深有感触，干了十几年
武装工作，以往每年春节前，他只需花二、三天
时间，就能作出周密详实的年度民兵训练计
划。但是今年，他忙了整整一周，却仍未见年
度民兵训练计划的“雏形”。

为何？因为民兵队伍中增加了信息指挥、
网络防护、工程维护等新质民兵力量，这些全
新队伍的训练内容如何构设、训练组织如何展
开、训练成效如何检验没有现成“模板”，他只
能“摸着石头过河”。

“新质民兵队伍训练要善于借水行舟，发挥
企业自身专业技术人才多、装备科技含量高、便
于组织训练的优势，开展岗位自训和科研攻关，

实现战斗力建设水涨船高。”省军区党委“一班
人”的共识，很快转化为实际行动。

12月 5日下午，记者来到嘉善县“归谷”物
联网产业园，恰逢某航空科技有限公司正在组
织民兵无人机侦察救援排进行专业训练。

只见数十名身着迷彩服的民兵，通过熟练
操纵无人机进行高精度空中侦察，实时传回动
态画面。“无人机侦察分队拥有‘千里眼’，有了

他们助阵，指挥组的决策更加高效，我们执行
任务的底气更足了。”嘉善县人武部政委陈利
祥说。

记者了解到，自去年以来，新质民兵力量
主要依托企业自身进行专业训练。高效、科学
的训练，促使浙江省民兵建设在转型过程中取
得可喜成绩——

2019年11月，全省军地联合组织第二届民
兵军事训练大比武，来自各地的千名民兵训练
尖子走上擂台，展开激烈角逐。山林灭火、综
合保障、应急救援等新质民兵队员，成为赛场
上吸引眼球的身影。

2019年12月，温州军分区会同市政府在温
州市洞头区组织“军地联合抢险救灾”实兵演
练，组织民兵参加海上溢油应急处置演练，遂
行任务能力得到大幅提升。

面对全新的队伍，如何构设训练内容、展开专业训练、检验训练成效？

借水行舟，新质战斗力转化实现水涨船高

采访中，宁波市北仑区人武部部长方义强
向记者讲了这样一段亲身经历。去年受领民兵
调整优化任务后，该区人武部领导专程到区内一
些高新企业走访，却接连吃了几次“闭门羹”。企
业的冷落让方义强有些难堪。追问缘由，原来，
有的高新企业人力资源紧张，担心编建民兵后，
频繁抽组人员参加训练影响企业生产效益。

“企业对参加组建新质民兵队伍有这样那
样的顾虑很正常，关键看我们如何找到与企业
的最佳结合点，实现共赢。”部署会上，省军区
领导的话打开了大家的心结。

共赢，离不开法规制度的保障。省军区动
员局参谋彭成辉给记者算了“一笔账”：民兵参
加训练、遂行任务，按照现行的误工补助标准，
每人每天 100到 200元，远低于浙江经济社会
发展水平。

为此，省军区会同省委、省政府，制定出台
政府专项经费管理规定，明确和规范民兵工作

经费管理使用，把民兵经费保障渠道和标准纳
入地方年度财政预算，省财政每年安排重大行
动国防动员专项补助基金 500万元，省军区建
立200万元民兵建设奖励专项基金。

部队为企业输送优秀退役军人，企业用实
际行动支持国防建设，也是武装工作与企业最
佳结合点之一。

余姚市某集团公司把退役军人作为“生力
军”定向招聘，与市人武部签署合作协议，坚持

每年定向招聘 10-20名优秀退役士兵，充实企
业员工和民兵队伍。目前，该集团有50余名退
役士兵已成为业务骨干。

“在人武部指导下，我们发挥自身专业特
长，编建指挥工程维管连、综合救援抢修排2支
新质民兵队伍，‘双赢’效益显现。”慈溪市一家
企业董事长感慨，“编建民兵队伍不仅不影响
企业正常运营，还提升了企业文化软实力，我
们会一如既往支持国防建设。”

如何平衡企业抽调人员支持国防建设与获得经济效益的关系？

实现共赢，找准与企业的最佳结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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