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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著名的囚室实验：把同样
多的蜜蜂和苍蝇装进一个玻璃瓶中，
然后将瓶子平放，让瓶底朝向光亮。
结果蜜蜂不断在瓶底找寻出口，直至
力竭而亡。而苍蝇则在不到 2分钟
内，从瓶颈逃逸一空。这个实验揭示
了一个深刻的道理，环境变了，思维也
必须随之变化。这个理念放置于实战
中同样有效。

濯去旧见，始得新篇。当前，在抓
国防动员和服务备战等工作中还有人
囿于旧思维、老办法，不敢创新、不愿
创新、不善创新，不能够及时进入国防
动员工作的新格局，了解新动向，无法
适应备战形势的新变化。随着省军区
系统服务备战打仗职能进一步明晰，
所面临的形式、任务等都发生了巨大
变化。作战环境产生了变化，对手也
在变，省军区服务备战工作的建设模
式、作战手段必须随之而变，才能够适
应实战化要求，有效履行自身使命。

以战领建的理念要更加深化。战
时如何应战，平时就该如何抓建。寓
军于民是国防动员最显著的特点，国
防动员的力量主要在地方，抓建的主
体也在地方。只有不断健全完善平战
一体国防动员工作领导体制，让军地
领导同步走上前台，共同担当起作战
指挥的重任，才能确保各个动员要素
高速运转，适应诸军兵种一体化联合
作战对动员效率的高要求。这就要求
我们要不断整合军地资源，深度整合
军地力量，打破固有的军地多种力量
分散动员的局面，打造多元一体、协同
高效的作战单元。

实战对抗的方向要更加聚焦。作
战不是独角戏，不能自己搭台子、设脚
本，平时训练不吃败仗，战场上也很难
打胜仗。只有有对手、有对抗，才能发
现问题，厘清短板，提升能力。省军区
服务备战，很难像作战部队一样设置

“蓝军”进行对抗训练，但是实战化训

练标准不能降，必须从严、从难、从实
战确定建设标准，确保训、演、练条件
一切向实战靠拢。

新质力量的建设要更加突出。信
息化战场，拼的是科技、比的是实力。
但科技潜力如何转化为战争实力，主
要依靠新质力量。目前新质民兵分队
数量连年增加，但是如何管、如何训、怎
么用，还没有成熟的经验可供借鉴。
因此，必须把新质力量建设突出出来，
紧贴实战编实训强，用好“科技+”“网
络+”创新备战模式、训练方式、动员形
式，力争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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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地组织指挥流程差异、数据信
息对接不紧等问题依旧没有得到彻底
解决。”在军事训练对口会上，该军区战
备建设局局长王保贵一针见血地指出
国防动员工作基础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但他也对年度训练的成绩给予了肯定：

“地方指挥员主动进战位、研战谋战，这
是可喜的变化。”

1月上旬，宁夏军区首次组织的军
区、军分区、人武部三级机关和相关民
兵分队冬季野战指挥所演练，对战备等

级转进、机动、宿营、指挥所开设和转移
等课目进行了逐一演练。

“专题召开军事训练工作对口会
议，对自去年以来的几次重大演练演习
情况进行再复盘，就是要在解剖麻雀中
研究制定提升服务备战打仗能力的真
招实策。”王保贵介绍，省军区服务备战
打仗工作具有鲜明的平战一体、军民兼
容的特性，但他们在近年来的多次演训
活动中发现：部分地方领导参与的积极
性不高、主动性不强；一些地方参演单

位收集汇总的经济、装备、交通、社情等
动员潜力数据早过了“保质期”，导致在
演训中无法为高效处置突发情况提供
第一手数据；部分地方指挥员不够了解
军事指挥程序方法，在一次县级国防动
员演练中，指挥员作战文书由他人协助
完成，指挥效率低下。

着眼解决这些问题，该军区要求各
级利用“军事日”、议军会、情报会商会
等有利契机，宣讲形势、组织训练、协调
工作，激发地方领导参与国防动员工作

的内在动力。同时，结合年度民兵整
组、联演联训、考核评估等时机，军地有
关部门合力进行国防动员潜力普查和
专项核查，联合下达情况通报和问题清
单，共同研究制定整改措施，把各类潜
力的数质量摸清楚，把影响和制约动员
潜力向战争实力转化的矛盾问题精准
细致地搞清楚、弄明白。他们还依托现
有的动员中心、基地，采取实物储备与
潜力支撑相结合的办法，落实食品药
品、车辆装备、通用物资和技术保障等
储备，确保一旦需要能精准迅速调用。

去年年底，在该军区筹划组织的宁
夏军区军地联合指挥所演练和“宁盾-
2020”人防实战化演练中，地方有关领
导和相关单位同志指挥协调顺畅。尤
其是在人防实战化演练中，自治区副主
席王和山担任指挥长，全程指挥演练，
各市参演单位各司其责，不再像以往一
样当“陪练”。

动员支前主体力量岂能缺席？

地方领导坐上指挥席位唱主角

新时代，省军区系统服务备战打仗主责主业更加明晰，国防动员力量作为诸军兵种
一体化联合作战的重要保障和坚强后盾，地位和作用更加凸显。

近期，地处贺兰山下的宁夏军区组织了年度第一次、也是近年来首次在冬季开展的
三级机关和民兵分队野战指挥所演练，并以此为契机，召集军师两级主要领导专题召开
军事训练工作对口会议，对去年以来的数次重要演训活动进行全面复盘，在剖析问题的
过程中不断厘清省军区系统抓建服务备战打仗新思路。

实战要素融入国防动员血脉
—宁夏军区确立抓建服务备战打仗新思路的探索与实践

■李同丰 本报记者 路波波

“指挥部一连发出 8份文书，但实
时发送到所有参演单位的只有 2份”

“视频呼点 10支民兵分队，其中 2支分
队无法联系、3支分队信号不稳”，此次
冬季野战指挥所演练中发生的一幕，在
军区各级引发了热议，也成为军事训练
对口会上的重磅话题。

记者了解到，以往该军区所属军分
区、人武部的训练主要是集中在重点建
设民兵分队上。去年以来，该军区严格

贯彻以战领训，积极摔打磨砺师团级单
位军地协调能力和联合指挥能力，组织
省军区、军分区、人武部三级机关同步
实施野外指挥所演练，对战备等级转
进、机动、宿营、指挥所开设和转移等课
目进行逐一演练。

演练开始后，一些之前没有想到的
问题不断暴露出来，让参演的各级领导
有了切身体会。记者从该军区常委记
得密密麻麻的议训记录本上了解到，针

对去年组织的多次实兵实战演练，军区
党委一班人进行了深入反思和复盘，制
定解决方案。

“只有让症结暴露在训练场，才能
做到不带问题上战场。”宁夏军区司令
员赵建宏告诉记者，他们明确要求演练

“紧贴实战设置各种危局、难局、险局，
情况要更复杂、‘敌人’要更狡猾”。在
去年的一次演练中，参演人员离开桌
子、放下本子，结合地图分析研判形势、

提出决心建议、下达命令指示，持续近
一周的演练屡次被叫停，军区指挥员随
机抽点了 16个要素席位，19次核实印
证相关情况，导调组临机下达6类14组
临机情况，针对演练中暴露的症结，现
场研究拟制的20余份情况处置方案全
部纳入行动预案，为今后实战行动提供
了有力支撑。

“通过一年的实战化训、演、练，各
级指挥员的指挥能力有了很大提升，但
战场指挥通联等还有许多疑难杂症需
要我们下大力解决。”赵建宏向记者介
绍，下一步，他们将充分借鉴军地既有
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成果，不断完善以军
事通信网为主，民用通信网为补充，纵
联各级、横贯各口，让军地互联互通的
栅格化信息基础网络，为战时动员决策
与实施的各个环节提供“智能化”技术
支持，解决野外指挥所通联保障难题。

一次演练为何屡次被叫停？

紧盯战场下大力纠治顽症痼疾

“去年底的民兵调整改革综合考评
中，一些新质民兵分队得分还没有传统
分队高”“无人机、电磁网络对抗分队在
遂行任务中发挥作用不明显”……新质
民兵分队不甚理想的现实表现也引起
了该军区各级指挥员的反思。

“新质民兵分队编建起来了，但是
怎么训、如何用还需要进一步探索。”该
军区领导告诉记者，他们在近两年的国
防动员演训活动中发现，新质民兵分队
建设还存在不少问题：编组基础不够牢

固，高新技术领域潜力底数掌握不精
准，分队编组缺乏依托；无人机、飞艇等
新质民兵专业素质较高，但还没有找到
专业与实战对接的突破口，用新力量打
老战争的情况还存在；新老力量、军地
力量之间行动契合程度不高，“你打你
的、我打我的”的问题还没有得到有效
解决……

针对这些问题，该军区各级重点研
究破解新质民兵队伍以战领训、建训一
致的真招实策。他们加大在各类新区、

开发区高新技术领域的编兵力度，精准
科学确定直升机救援、无人机侦察、遥
感测绘、无线电侦测、特种装备维修等
新质力量编建规模和标准，提升新质力
量编建维度、广度和厚度。

“眼睛里没有敌情，建设自然没有
方向。”针对用传统方法抓新质民兵分队
训练效果不好等情况，该军区不断创新
训练方法，结合去年多次演练各辖区分
队特点，以应对强敌“反动员”为背景，研
究设置了可能遂行的任务及情况，有针

对性地进行训练。他们还建立军地联
训演练机制，强化新老民兵分队协同实
训、常态联训，不断探索新形势下“新老
结合、军地联动、多维一体”的训练模式。

记者了解到，去年，他们就先后组
织了军地联合应急救援、人民防空、战
略能源通道综合防护等 7个有针对性
的实兵实案演练，在充分发挥新质民兵
分队作用的同时，查找建设短板，为遂
行多样化任务奠定基础。

“刀刃向内，把战斗力作为检验训
练的唯一标准。”石嘴山军分区战备建
设处处长李勇坦言，“新质力量必将成
为民兵分队在未来战场上的主力军，过
去我们重点抓编建，但是分队实战化水
平没有经过检验，各分区的训练标准和
实战运用同样存在很大差异。下一步
我们将按照军区统一部署，按照实战实
训、联战联训要求，把实战化训练的水
平提升上来。”

新质力量缘何不敌老牌分队？

刀刃向内找准对接实战突破口 制图：扈 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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