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2020年年11月月1717日 星期五日 星期五 3动 员 责任编辑 /贾 勇Tel：010-66720029-8310 E-mail：gfbgfdy@sina.com

动员先锋动员先锋

动员之声动员之声

筑牢基石筑牢基石

近年来，随着我国科学技术特别是
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智能化在人们生
活中已是触手可及，且呈现方兴未艾之
势。以经济社会为母体的国防动员迈向
智能化，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形
势任务的迫切需要。根据国防建设需求
和现实客观条件，当前国防动员智能化
至少由以下几项因素构成：

潜力数据动态更新。潜力数据通常
以一年为一个更新周期，由各部门、各行
业按级上报，不仅效率低，而且各类采集
系统架构不一、格式不同，潜力数据不
准、不新、不细的问题较为突出。智能化
国防动员依托大数据中心和物联网，采
用统一的标准和模式，建立既服务经济
又服务国防的数据交互通道，将人民武
装、国民经济、人民防空、交通战备等专
业潜力数据实时进行采集、分析、汇总和
研判，实现了潜力数据的动态感知、精确
查询和智能挖掘。

指挥协同精确高效。国防动员系统
点多、线长、面广，指挥层级多、末端贯通
难，受指挥通信手段等因素制约，往往难
以灵活高效地集聚优势资源满足保障需
要。智能化国防动员强调扁平化指挥，
大幅度简化指挥流程，利用网络会议、移
动智能终端、集群对讲等多种指挥手段，
实现人员、装备、物资等动员对象全时在
线；依托智能决策、调控指挥系统模块，
及时掌握人员位置、受领和完成任务情
况，大大提高指挥效率。

动员行动全盘掌控。动员行动一旦
展开，工作千头万绪，传统的动员模式从
潜力分析、方案制定到展开行动，很多工
作都要靠人工查询、电话通知等手段来完
成，不仅费时费力，而且调控不够准确。
智能化国防动员综合运用仿真评估、现代
移动通信、物联感知、射频管理等技术，实
现辅助决策、规划设计和动员行动的自主
协同，实现对保障物资的联网统筹、精确
管控，并能够科学规划多种复员方案。

任务需求定制直达。长期以来，动
员物资配给主要靠人力完成，总体上处于
概略运筹、粗线条管理的状态，难以满足
个性化、差异化、多样化保障需求。智能
化国防动员利用5G、光纤高速通信技术，
使万物互联成为可能，将供给与需求、生
产与输送等各类数据信息联结成“动员
云”，供需双方可依托其实现供需信息实
时匹配、在线下单，分门别类传递给生产、
仓储、物流等各相关环节，从而实现从市
场到战场、从工厂到前线的直达式供给，
充分满足快速动员、精确动员的需求。

虽然国防动员迈向智能化的条件日
趋成熟，但从总体上看，我国国防动员智
能化建设仍处于自发式探索、不平衡发
展的状态，且在推进过程中不同程度地
存在着思想观念滞后、筹划设计缺失、信
息壁垒突出、人才资源缺乏等问题。当

前，智能化发展速度已远远超出人们的
认知，如果动员部门不加速跟进、迎头赶
上，就会失去战略先机，远远落后于时
代。动员部门应树立“宁让观念等技术，
不让技术等观念”的理念，以时不我待的
紧迫感和责任感，恶补信息化知识，及时
确立智能化思维，切实把国防动员智能
化建设摆上位、主动抓。

创新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
要有自上而下的系统谋划。加快国防动
员智能化建设，必须从宏观上理清思路方
法，把摸着石头过河和加强顶层设计结合
起来，全面深入系统推进。第一步，加快
构建国防动员智能化创新发展的理论框
架，从总体上搭建起理论创新的“四梁八
柱”。第二步，集中军地力量，重点围绕构
建智能化国防动员的目标方向、功能效
用、技术标准、运行规则等全局性、根本性
问题开展课题攻关，形成可行方案，为时
机成熟全面铺开做好准备。第三步，开展
智能化国防动员建设试点，检验理论成
果，理顺军地关系，完善技术标准，规范运
行机制，固化相关经验，破解现实问题，以
点带面“滚动式”发展，确保国防动员智能
化建设蹄疾步稳、压茬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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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龙豪是广西南宁市人防指挥信
息保障中心的一名工作人员。与其他
同事“进门方相识”不同，他在进入人防
系统以前，就已经对这里熟门熟路了。

2014年10月，为补上空情标图这一
训练短板，南宁市人防办前往驻军某雷
达部队求助，部队领导推荐了四级军士
长谢龙豪。2000年底入伍的谢龙豪是
空情标图骨干，曾在旅一级单位比武中
名列前茅。

既然受领任务，就要坚决完成。谢
龙豪在短短半个月时间里，为人防部门
培训了数名骨干，使南宁人防办空情标
图能力大幅提升。从此，谢龙豪与人防
结下不解之缘。

2015年7月，广西壮族自治区人防办
邀请谢龙豪讲授识图用图知识，这位24
岁的年轻士官登上了省级人防办的讲堂；
2016年 10月，为做好参加上级通信装
备操作比武的准备，南宁市人防办邀请

谢龙豪指导赛前训练。他利用双休日
时间精心帮带，最终，该办取得了团体
第一、2个单项第一的好成绩……

2017年初，谢龙豪从部队转业。南
宁市人防办闻讯后协调人事部门，点名
招录他进入该办工作。市人防办主任
董红兵告诉笔者，谢龙豪不仅专业技术
过硬，而且勇于拼搏、敢打硬仗，他们需
要这样的退役军人。

得知将进入人防部门工作，谢龙豪
欣喜异常：人防是国防的组成部分，这
意味着自己可以继续为国防建设做贡
献。谢龙豪的妻子梁可欣回忆说，听到
这个消息，他高兴得像个孩子。

谢龙豪从军16年，荣获各种表彰奖
励11次；由于几年前就为大家传授军事知
识和相关技能，因此，南宁市人防指挥信
息保障中心的同事们都对他高看一眼。
然而，谢龙豪始终保持谦虚谨慎的态度。

人防指挥信息保障领域的许多训

练课目，对他来说都是新课题。“要保证
战 时 指 挥 信 息 通 畅 ，不 能 只 靠 一 招
鲜”。谢龙豪主动向中心领导请缨，像
当年在部队学习空情标图一样，苦练短
波电台、视讯控制系统、无人机等操作
技能。

2018年11月，也就是在他入职后的
第12个月，广西人防办组织无人机操作
技能大赛。赛场上高手云集、强手如
林，谢龙豪出色完成了飞行课目，成为
参赛人员中入职时间最短的获奖人
员。年底，他的年度训练考核成绩被评
为优秀。

2019年10月，上级组织短波电台操
作比武竞赛的消息传来，谢龙豪像往常
一样积极报名、全力准备。合练中，同
事们发现他时常脸色发白、直冒虚汗，
许多动作都是强打精神咬牙完成的。

南宁市人防办副调研员陈军传回
忆说，当时，领导和同事都劝他先把身

体养好，可是这个小伙子稍一好转又回
到训练场，撵都撵不走。

“不是没有想过放弃比赛，只是当我
一离开训练场就有一种当逃兵的感觉。”
谢龙豪说，他所在的参赛团队平均年龄
46.6岁，老同志们人人都保持着“拼命三
郎”的劲头：带队领导王卓明拖着扭伤了
的脚还能够按时完成自己承担的任务；
赵彥生通过加班苦练，完成了从“门外
汉”到操作能手的转变；张剑新每天成百
上千次地练习电台参数设置，达到了闭
眼盲打的程度……在谢龙豪和同事们的
共同努力下，南宁市人防办再创佳绩。

10月底比武一结束，单位领导第一
时间把谢龙豪送进医院。经诊断，他患
上了白血病。面对大家忧虑的神色，谢
龙豪却显得坦然自若，他说：“与病魔斗
争，将是我的下一场比拼。”

春节前，市人防办领导到医院看望
谢龙豪。没想到，他仍是三句话不离本
行：听说信息保障中心将配备 2台扩展
方舱型指挥通信车，他躺在病床上竟然
设想出人车结合训练的4种模式。董红
兵眼含热泪地表示，不论想什么办法，
都要把小谢的病治好，他是人防部门的
宝贝疙瘩！

再 为 国 防 献 青 春
——记广西南宁市人防办指挥通信骨干、退役士官谢龙豪

■蔡颂军 毛贤光 莫秋菊

近段时间以来，河南省人防办从全
国人防系统一些违法违纪案件中吸取
教训，以“正视问题是勇气，解决问题是
责任，回避问题是失职”的坚决态度，深
入开展人防系统腐败问题专项治理和
调查整顿。

发生的案件主要集中在人防工程
建设监管、人防工程易地建设费征缴等
领域。从事上述领域工作的河南人防
干部职工表示，经受了专项治理和调查
整顿的洗礼，有了刀刃向内、精准施策
的决心和行动，一定能够把人防工程建
成让人民放心的“地下长城”。

发现不了问题是
最大的问题——

在红脸出汗中找病症
2019年 11月 22日，全省人防工程

质量监督以案促改分析整改会召开，主
持人、省人防办质监站站长周龙泉提醒
与会人员：查找问题敷衍塞责、剖析问
题避重就轻的重来！

“发现问题是解决问题的前提。”回
顾全省人防系统第一场分析整改会的
召开过程，周龙泉介绍说，他们一改过
去“念念文件表表态”的习惯性做法，首
先向与会人员通报了 4起违法违纪案
件，动员大家从个性案件中查找共性问
题，使不少同志受到触动。一位长期从
事工程监督工作的人员坦言：虽然问题

发生在别人身上，但滋生问题的病菌已
经在自己周围发酵，如果不警醒起来，
就容易重蹈失足者的覆辙。

紧接着，工程建设、财务管理、指挥
通信等领域的以案促改活动紧锣密鼓
地进行。河南人防系统干部职工对照
党纪国法行规，像给自己身体做检查一
样，查找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工程审批程序不严谨”“重审批、
轻监管”“经费管理制度不够健全”“法
规建设滞后，与人防事业发展不匹配”

“ 人 防 执 法 程 序 不 严 、执 法 标 准 不
一”……在一次次红脸出汗中，一个个
问题浮出水面。

“吸取别人的教训是明智的，吸取
自己的教训是痛苦的，有了教训不吸取
是麻木不仁的。”省人防办机关纪委书
记熊志强说，全省人防系统在以案促改
活动中形成了共识，问题意识、法纪意
识大为增强，人防系统腐败问题易发多
发的重点部位、关键环节和廉政风险点
被逐一找出，为下一步的整改提供了必
要条件。

不能既是患者又
当医生——

面向社会开展大会诊
2019年 12月 23日，省人防办主任

贾宏伟与班子成员一道，走进河南广
播电视台“百姓问政”栏目，就河南人
防各项工作包括工程维护与质量监
督、人防车位产权界定、人防标识标牌
安装中存在的问题接受社会各界代表
的问询。

“病根儿找得准不准？措施定得行

不行？整改是否会产生新问题？这些
事不能让一个业务口说了算、一个部门
说了算。”省人防办副主任谷文峰谈到，
讳疾忌医的故事告诉人们，要防止出现
既是患者又当医生的情况，就必须接受
广泛的监督。

为此，省人防办组织开展了问题大
会诊。一方面，组织人防系统内部广泛
开展自我批评亮短、互相帮助找短、集
思广益补短活动；另一方面，到发改、住
建、财政、自然资源、大数据管理等部门
咨询、探讨，向 17个省辖市人防质监部
门、30个人防建设工地以及相关企业发
放调查问卷，先后收集意见、建议 80多
条，将会诊的过程变成群策群力解决问
题的过程。

省人防办还请省纪委监委驻省住
建厅纪检监察组一起把脉会诊。“这既
让大家认清了存在问题的严重性，又帮
助大家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切入点和突
破口。”省人防办工程管理处处长曹裕
军认为，开门搞会诊，改变了不少同志
自我感觉良好的惯性思维，让人有了一
种坐不住、等不得的紧迫感，使人防部
门走出了“年年搞整改、年年老问题”的
怪圈。

阳光是最好的防
腐剂——

坚持公开透明开药方
防空地下室施工图不再单独审查、

设计条件不再单独核定、工程竣工不再
单独验收……前不久，河南省人防办联
合有关部门出台新规，采取“联合审验”
的办法加强人防工程建设监管，最大限

度地压缩自由裁量空间。
“工程建设领域之所以发生这样那

样的问题，根本原因就是工程监管不够
公开、透明。”省人防办主任贾宏伟说，
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只有让权力在阳
光下运行，才能有效防止腐败问题的发
生，才能提升综合治理效能。

按照这种思路，省人防办对人防政
务服务事项进行再梳理再规范。目前，
除涉密事项外，全省人防政务服务事项
全部纳入河南省政务服务系统“一网办
理”，实现申报材料“一览无余”，办理过
程“清晰可见”，在线审批可视、可查、可
追溯……

同时，加快推进人防工程建设管理
规范的立、改、废、释工作，织密制度管
理笼子，将人防工程以建为主、应建必
建的要求落到实处，坚决防止和避免未
批先建、批而未建和减、免、缓缴人防易
地建设费等问题；采取“互联网+监管”
办法，建立人防工程常态化网上监管平
台，对工程建设程序和实体质量开展随
机抽查和全程监督，“唤醒”进入“休眠”
状态的行政检查和行政处罚职能……

既“长久抓”，又“当下改”。结合
146项问题整改清单，省人防办建立“红
蓝”台账推进落实，标注红星的为已整
改，标注蓝三角的为正在催办，机关各
处室、各省辖市人防办领导人手一本台
账。台账变化情况一周一通报、一月一
讲评，持续推进问题清零见底。

他们还把专项治理和调查整顿的
触角向人防企业延伸，依法依规对人防
防护设备企业和人防工程设计监理企
业进行核查和专项检查，对发现问题的
企业和项目限时整改，进一步消除人防
工程建设领域的风险隐患。

河南省人防办以全国人防系统发生的违法违纪案件为例，剖析问题根源，制定预防措施——

打造让人民放心的“地下长城”
■本报特约通讯员 林晓冰

列车机车脱轨后如何救援？陌生地
域夜间装载怎样按时完成？没有站台作
支撑怎么卸载装备物资？……新年度开
训以来，东部战区某调度中心组织的多
场业务训练，让参训人员直呼压力大。

“从任务部队到达指定装载地域，到
最后 1台装备在目的地卸载撤离，期间
可能出现各种突发情况。”该调度中心领
导介绍说，考虑到战时情况复杂多变，在
筹划部署今年业务训练时，他们改变以
往按部就班、四平八稳的做法，立足最困
难的局面设置课目，倒逼军代表提高业
务素养和专业技能。

“为破解难题，我们不仅系统学习了
铁路行车、运输调度、技术管理等各项规
则，而且实际操作了不少大型、新型铁路
救援设施设备。”南昌军事代表室军代表
蒋超介绍说，短短几天内，他们学会了运
用专业液压设备将脱轨机车复轨、采用
枕木搭建简易站台等几种技能，这些本
领是以前坐在办公室里学不到的。

在驻闽某部训练场，福州军事代表
室副主任徐梦轩告诉笔者，一个装卸载

流程下来，需要克服几个难点。比如，有
的装备要求夜间无照明装载，当铁路货
场照明灯全部关闭之后，大家一时手足
无措。后来，他们通过配备定位系统、穿
戴反光背心、张贴荧光条等办法，反复摸
索才对进出路径做到了熟记于心。

依托铁路实施军事运输投送，离不
开铁路部门的大力支持。在该调度中心
管内各个站点，军代表与铁路保障人员
混合编组，共同上阵完成各类课目的训
练任务。

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有限公司战备
办公室主任张宏杰介绍说，实践表明，通
过军路联训，不仅能够提高战时军用物资
的装卸载技能，而且能够增强平时突发事
件的应对能力。据悉，该调度中心将采取
军路联合组织、联合考评、联合表彰等办
法，进一步调动铁路保障人员的参训积极
性，努力形成军事运输投送的强大合力。

下图：在驻闽某部综合训练场，该调
度中心军代表与铁路职工共同练习部队
装备捆绑加固技能。 唐冰洋摄

东部战区某调度中心

让每个训练课目都贴近实战
■本报特约通讯员 周 鹏 毕 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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