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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象聚焦万象聚焦

双赢之举双赢之举

动员之声动员之声

2019年12月下旬，西部战区总医院在四川某地组织开展综合演练，着力提
高实战条件下指挥协同和医疗救护能力。图为参演人员开展沾染洗消作业。

刘一波摄

新年前夕，广东省广州、深圳、珠海、
佛山、惠州等珠三角9个城市人防办在广
州签订《珠三角城市群人民防空协同发展
框架协议》。协议的签署，标志着珠三角
城市群人民防空协同建设正式启动。

随着空袭兵器的发展，现代空袭的
纵深不断加长，未来战争中多地同时遭
袭、一地遭受重点打击的情况都有可能
发生。在这种情况下，人民防空力量只
有实现资源共享，才能形成铸盾护民的
强大合力。按照这一思路，近年来，广州
市人防办积极探索珠三角城市群人防协
同训练模式，与周边地市兄弟单位拟定
联防联训方案，围绕建立通信保障网络、
防护重要经济目标、消除空袭后果等内

容，多次开展联合训练和跨区域支援行
动，初步形成一方遭空袭、各方来支援的
局面。

为进一步形成人民防空行动合力，
上级人防主管部门指导珠三角城市人防
部门采取签订协议的办法，加强合作，加
快实现人防系统优势互补和区域资源共
建共享。

协议研究与签订过程中，珠三角 9
个城市人防办领导形成共识：乘珠三角
城市群科学发展快速发展的东风，高起
点规划该区域人民防空建设，以科技强
防、自主创新为重点，构建资源共享机
制、联演联训机制、跨区支援机制，共同
铸就坚不可摧的护民之盾。

珠三角9个城市

签订人防协同发展协议
■本报特约通讯员 谭 莉 程 旺

军粮供应站是按照国家军粮供应
指令、计划和等级标准，筹措粮源并为
部队供应粮、油、豆等食品的地方力
量。在部队跨区演训、快速机动成为
常态的背景下，军粮供应站能不能跟
上部队实战化训练步伐，变传统的定
点保障模式为前出、伴随保障模式？
保障内容能不能从粮、油、豆向成品、
半成品拓展？

围绕这些问题，新年前夕，沈阳联
勤保障中心协调辽宁、吉林、黑龙江、山
东、内蒙古等5省（区）粮食、财政等部门
以及驻军部队召开座谈会，充分听取意
见建议，为打赢“舌尖上的战斗”集思广
益、凝聚合力。

前出保障带来多重效益

张晓东（北部战区陆军保障部物资
供应处处长）：目前，部队饮食保障以自
我筹措为主，外出遂行任务仍然需要组
织力量跑市场、买副食、做饭菜，在一定
程度上影响了保障效益。特别是到了
交通运输不便的灾区、物资资源匮乏的
地区，部队更难以获取持续、稳定、高效
的保障。这就需要军粮供应部门延伸
保障触角，及时为部队输送军粮、半成
品、生鲜副食以及快餐食品，为部队野
外饮食保障助上一臂之力。

常大为（沈阳联勤保障中心供应
处副处长）：正是基于这种考虑，2019
年年初，沈阳联勤保障中心会同辽宁

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依托 2个地级市
的军粮供应部门，开展野战军粮供应
站试点建设，力求把军粮供应站打造
成为部队野战饮食保障的新生力量。
前不久，试点单位全程参加某部演训，
为多支参训部队及时保障 7.2吨主副
食品，并前送 2400餐份的自加热快餐
食品，大大提高了参训部队的野战饮
食保障水平。

李正军（辽宁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储备处处长）：这次演训，试点单位根据
参训部队需求，实施主食半成品和免洗
果蔬模块化配载供应，比由部队自身筹
措并加工节省了大量时间。军粮供应
部门预先筹措，事先配置，提供 39个肉
蛋类、8个水产类、69个蔬菜类保障品
种，有效解决了部队野外饮食保障品种
单一的问题。保障过程中，军粮供应站
以坚实的市场基础和优质的协议企业
为依托，实行严格的食品安全检验制
度，弥补了参训部队防疫检验设备缺乏
的短板。

供需双方需要顺畅对接

李忠民（吉林省军粮供应管理中心
主任）：由于军粮供应部门与保障对象
分属军地两大体系，双方之间互不了
解、互不熟悉等情况较为突出。要想供
得上、保得快，就必须改变这种情况，实
现供给方与需求方的顺畅对接，让保障
行动融入军事行动，防止出现步调不一

致、影响军事行动的现象。
高岩（黑龙江省军区保障局副局

长）：考虑到军粮供应部门业务上接受
联勤保障机构的指导，可依托联勤保障
中心建立军地联合指挥关系，战时基本
流程可以设置为：任务部队逐级向战区
联指提报饮食保障申请，联勤保障中心
根据战区联指命令，向省级粮食和物资
储备局通报情况，按照就近就便、快速
高效的原则，向军粮供应部门下达保障
指令。

白煊辉（北部战区空军保障部物资
供应处副处长）：部队保障任务通常时
间紧迫，军粮供应部门在保障过程中，
应在制度框架内尽可能地减少程序、加
快进度。比如，账目结算既可以在保障
过程中进行，也可以在部队遂行任务结
束后、时间较为宽裕的情况下进行。

曹庆状（山东省军粮供应中心主
任）：军粮供应站人员不穿军装，担负的
却是军事保障任务，平时就要注重学习
军事知识，以便和各军兵种部队实现

“无障碍沟通”。同时，不断提高业务水
平和快速机动能力，努力做到部队行动
到哪里，军供部门就能保障到哪里。

抽组机构也要常态建设

张峰（沈阳联勤保障中心供应处处
长）：考虑到参与军事行动保障时间紧、
任务重、标准高、要求严，应抽组建设野
战军粮供应站，以更好地适应遂行急难

险重任务的保障需要。试点建设的实
践表明，越是抽组机构，越要加强常态
化建设。建议各省（区）粮食部门均成
立野战军粮供应站建设领导机构，明确
军地双方职责任务，逐一抓好规划设
计、配套建设、组织演练、检查验收等各
项工作，推进野战军粮供应站建设走上
正轨、进入常态。

陈立祥（黑龙江省粮食局二级巡视
员）：野战军粮供应站要实现常态化运
转，就要积极主动地加入到军事行动、
军事训练的保障行列，既要保障各军兵
种部队，又要保障民兵和国防动员专业
队伍，在丰富的保障实践中修订完善方
案，锤炼过硬本领。

张金生（吉林省财政厅粮食贸易处
副处长）：应把相关政策用足用好，加大
经费保障力度，确保既有人管事，又有
钱办事。

于晓（沈阳联勤保障中心供应处副
处长）：建设野战军粮供应站是一个新
事物，下一步需要在机构设置、人员配
备、能力培训、军地对接等方面继续探
索。虽然困难不少，但只要发挥好军地
齐抓共管的优势，就一定能使军粮供应
站的保障能力实现大幅度提升，使其尽
快融入部队联合保障链条，为保障人民
军队打胜仗做出更大的贡献。

军地携手，打赢“舌尖上的战斗”
—北部5省（区）野战军粮供应站试点建设座谈发言摘录

■贺玉龙 丁曈晟 本报特约记者 汪学潮

国防动员演练既是一项军事实践活
动，也是一项社会实践活动。如果筹划
设计不到位，容易出现军地不合拍、战味
不够浓等问题，影响演练效果。各地演
练的实践表明，只有在国防动员演练的
筹划设计这一源头性工作上下些绣花功
夫，才能防止跑偏走调，达到应有效果。

准备工作注重“细”，把军地资源全
面调动起来。演练准备工作包括成立组
织机构、制定方案计划、配备物资器材
等，应做到通盘考虑、精心安排，不打无
准备之仗。一方面，军事机关党委首长
应及早定下决心。国防动员演练涉及军
地多个单位和行业部门，演练内容点多
面广，演练课目类型多样，要及时与国动
委地方领导沟通协调，及早定下演练时
间地点、内容课题、参演人员和方法手
段，避免造成工作的被动。另一方面，应
积极争取地方党委、政府支持。省军区
系统领导要发挥军事机关的牵头和推动
作用，积极协调地方党政领导履行国防
动员职责；采取业务培训的方式，组织国
动委各专业办公室人员集中办公，这样
既可集中精力投入演练准备，又可为各
单位培养动员骨干。

设置课题注重“深”，把动员问题研
究透彻。按照“开小口、挖深井”的方法
设置演练课题，增强演练的针对性，防止
和避免“撒胡椒面”“蜻蜓点水”现象。特
别是要适应军委管总、战区主战、军种主
建的格局，将国民经济动员、城市人民防
空、交通运输动员等行动融入战区联合
训练联合保障行动，立起国防动员为打
赢服务的实战化导向，改变自我设计、自
我评判的习惯性做法。

加强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和新形势
下国防动员职能任务的学习理解，围绕
上级的战略判断和各单位战时可能担负
的保障任务确定演练课题。摒弃大规模
防卫作战“拿刀、提枪、操炮”“射击、发
烟、爆炸”的行动理念，发挥好国防动员

“担架队、抢修队、运输队”作用，重点组
织兵员动员、支援保障部队过境等动员
主题鲜明的课目演练，确保演练课题向
战时使命任务聚焦。

组织实施注重“实”，按照实战标准
导调控制。演练中应防止和避免“队列
化、操场化、表演化”等倾向性问题，以练
主体、练指挥、练平台为重点，切实提高
国防动员能力。地方领导是指挥机构演
练的主体，必须让各级地方政府系统在
国防动员演练中挑大梁、唱主角。按照
动员要素功能进行编组，让平时负责动
员准备与建设的各类专业人员与管理社
会资源的政府部门人员互补编配，逐步
实现演练由“国动委独奏”向“党政军合
唱”转变。

演练中可根据实际情况临时设置课
目，倒逼指挥员学习动员知识、熟悉动员
业务、摸清动员潜力;避免“念台词、背稿
子”的走过场现象，切实掌握国防动员的

基本程序和方法。在此基础上，依托现
有信息化指挥平台，组织参演人员实际
操作，在提高信息化素养中让军地双方
说上“一家话”。

梳理总结注重“真”，把军地合力水
平评出来。对演练全过程各项工作进行
系统检查、鉴定、评价，既评出先进，又找
出问题。每一场国防动员演练都凝聚着
军地双方的心血汗水，演练的过程就是
双方实现合心、合力、合拍的过程。因
此，不能抱有时间到、任务完的思想，而
要对演练中好的做法认真梳理总结，深
化为规律性认识，乃至固化为制度机制，
以便更好地改进下一步的演练。

对演练中涌现出来的先进单位和个
人，应进行大张旗鼓的表彰和宣扬;对表
现不够积极，特别是对不能依法依规支
持国防动员建设的单位或个人，应敢于
动真格、唱黑脸，通过奖优罚劣，营造全
社会支持国防建设的良好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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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甘肃省甘南州组织军警民
综合演练。与以往吃碰饭不同，参演官
兵和民兵这次吃上了优质牛羊肉，喝上
了特色乳制品。

“保障水平的提高，源于 2019年 8
月签订的一份协议。”甘南州国动委副
主任、甘南军分区司令员史远峰介绍
说，这份《应急条件下高原牛羊肉食品
保障协议》的落地生效，不仅使驻军、过
境部队和民兵的饮食保障水平提升了
一大截，而且增强了提供保障的企业实
力，同时还让1000余名劳动力实现家门
口就业。

一份保障协议缘何有如此效果？
州国动委经济动员办公室主任杨振林
告诉笔者，这份协议的签订，要从去年6
月的一场国防动员演练说起。

甘南藏族自治州牧业资源得天独
厚，是我国牦牛和草地型藏系绵羊的主

要产区之一。据此，演练中部队指挥员
提出请甘南州紧急筹措一批优质牛羊
肉制品，不料，州国动委经济动员办公
室的同志却面露难色。原来，虽然该州
肉食品储备潜力巨大，但因标准化的储
备设施不足，有限的库存量难以保障部
队演训需求。

为破解动员潜力大与保障能力小
的矛盾，军分区动员处与当地政府相关
部门协调，建议为相关企业上项目，提
高其储备能力。相关部门表示大力支
持，但同时提出一个问题：如果仅仅为
了保障过境部队而新建储备库，会不会
造成资源的闲置？

在与企业对接过程中，军分区业务
部门发现他们面临的不仅是资金、项目
问题：每年牛羊出栏时间相对集中，而
到了屠宰加工旺季，全州各大肉食品和
乳制品加工企业均面临人手不够的困

难，而人手不够则意味着生产规模和储
备规模均难以扩大……

面对难题，有人开始打退堂鼓。“国
防动员是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的桥梁
纽带，抓国防动员应该从二者的结合点
上切入。”军分区领导要求业务部门深
入调研，寻求破解之策。

军分区、人武部帮扶的贫困村中
有一些闲散劳动力，正苦于找不到就
业门路，何不在生产旺季组织他们为
企业搭把手、出把力？这样既能增加
个人收入，又能解决企业用工难题。
随着调查研究的深入，军分区动员处
的同志眉头逐渐舒展开了：只要找到
各方需求的交汇点，就能形成军地互
动双赢的局面。

按照这个思路，军分区与州政府、
当地高原肉食品协会进一步沟通协
调，三方很快形成一致意见：相关企业

提供保障的范围由过境部队拓展到驻
军单位、集训民兵，进一步让企业打开
销路；政府相关部门在政策、资金上给
予倾斜，帮助相关企业扩大生产规模、
建设牛羊肉储备库；军分区确定平时
肉、奶副食品储备标准，同时在企业人
手不足时组织人员帮助企业进行生产
加工。

为把各方的动员义务与权利固定
下来，州政府、军分区与当地高原肉食
品协会联合签订《应急条件下高原牛羊
肉食品保障协议》。

依据协议，5家大型肉食品和乳制
品企业成为保障部队和民兵演训的定
点单位。军分区协调地方政府有关部
门为他们争取省级专项建设项目 9个，
投入资金 540万元新建牛羊肉储备库 3
座，大大提升了牛羊肉储备量。

随着企业生产规模的扩大，目前，
甘南州肉、奶副食品储备能力常年保持
在 4万余吨水平，保障部队和应对突发
事件多了几分底气。“这既得益于政府
的资金投入，也离不开军分区的人力动
员。”州国动委经济动员办公室主任杨
振林告诉笔者。

甘肃省甘南军分区提高动员工作综合效益

一份保障协议让三方受益
■高鹤鹏 本报特约通讯员 郭 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