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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1月 26日，江西省吉安市征
兵办公室依托赣通码大数据平台，与
征兵系统进行对接，通过数据比对，对
3751名返乡大学生预征对象实施了精
准动员。

“疫情防控期间，各乡镇、街道办
事处的工作人员通过‘赣通码’大数
据平台，实时了解掌握外出人员的返
乡情况。”该市征兵办公室主任禹爱

中高兴地说。
自1月20日起，山东省济南市历下

区人武部联合区域网络运营商，从历下
籍居民中筛选18到24周岁适龄青年以
及 45到 65周岁关联人群，向他们的微
信朋友圈有重点的推送征兵宣传广告，
内容涵盖全国征兵网链接、参军报名咨
询电话等相关信息。

“这是我们探索运用大数据思维开

展征兵宣传的具体尝试。”历下区人武部
政委李克介绍：“这种形式的征兵宣传效
果很好，目前已累计向辖区 6万名适龄
青年和11万名家长进行了精准推送。”

纵观 2021年春季征兵宣传工作，
“运用大数据技术”是亮点之一。近年
来，国防动员系统大数据技术运用探
索越来越多，国防动员云、潜力数据
库、人防云等，都是“国防+大数据”的

生动实践。
浪潮在表面，潜流在深层。蓬勃开

展的“国防+大数据”实践，有什么值得
关注和思考的热点问题？怎样推动这
项工作行稳致远、健康发展？如何提升
先进信息技术对国防动员建设和备战
打仗的贡献率？今天，本报记者向您呈
现一组调研报告，希望能够帮助大家更
好地理清思路。

同一辆车，交通运输部门统计数
据是：车型、车主姓名、车身颜色等。
交通战备部门需要的数据则是：车
况、性能、承载量等。

一名适龄青年，社区统计数据
是：姓名、身份证号、家庭地址等。征
兵办公室则需要进一步了解该青年
的思想动态、专业特长等。

标准不统一，融合共享就难。
近几年，贵州省大数据发展迅

猛。该省交通战备办公室依托某本
土企业，开发搭建了民用运力动员大
数据平台，有效解决民用运力动员潜
力调查难题。交通战备处处长翟隽
在承担平台搭建任务之初，就着手破
解数据参数不完全匹配的问题。“大
数据不是用来做摆设的，更不是用来
赶时髦的。数据融合本身就是为了
应用，因此制定统一建设标准势在必
行。”翟隽说。

平台的数据虽然主要来源于某
企业的物流大数据中心，但是贵州省

交通战备办公室并不是简单的“拿来
主义”。他们在广泛调研后，根据部
队的需求，制定统一建设标准，统一
数据格式、统一存储运行标准，确保
数据的高效流通。

如今贵州省的民用运力动员潜
力实时掌控平台，可有效结合部队
动员保障需求，分析现有运力潜力
资源状况，筛选最优运力资源，为精
确高效动员货车运力资源提供有力
的支撑。

国防动员潜力数据包含政治、经
济、科技、交通、卫生、兵员等多个专
业和领域，涉及单位多、关联领域
广。各部门习惯于“各自为战”，体系
网络互不联通，各类潜力采集系统在
架构、标准、数据等方面标准不一、格
式不同，严重制约了国防动员效率。
要打破相关职能部门和行业系统的
信息壁垒，仍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例 如 ，在 2020年 疫 情 防 控 初
期，通过企业转产、扩产，全国口罩

日产能、日产量一个月内分别增长
5.2倍、12倍，但按照目前的统计调
查方式，动员潜力数据难以根据实
际情况及时更新。

2020年 8月，军委国防动员部
在内蒙古军区，采取军委机关、战
区、省军区“三方联审”的办法，组
织开展全国国防动员潜力数据资
料集中会审。

“来之前信心十足，没想到问
题仍然很多。”某省军区动员局参
谋李毅说，原以为很保险的数据却
在会审现场被挑出不少毛病：一些
隧道、涵洞缺乏反映宽度和高度的
数据；部分车辆、船舶没有具体载
重量和舱门尺寸；一“件”药品到底
是一箱还是一盒……

“少了关键参数，到时怎么用！”某
战区一位数据工程师一语中的：潜力
数据是为打仗服务的，不能为统计而
统计。从2019年开始，军委国防动员
部安排战区机关参加全国集中会审，

潜力数据开始与用户直接面对面。
据悉，在军委国防动员部和战区

的共同推动下，两年来各省（区、市）
潜力数据质量普遍提高。2020年山
东省数据总量比2019年多出40%，错
误率控制在了0.1%以下。

军委国防动员部信息中心某室
主任陈国升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他们
通过审核系统+人工审验的方式，确
保数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

吉林省军区动员局参谋张文亮
告 诉 记 者 ，他 们 组 织 基 层 专 武 干
部，实地核查辖区内的重要防护目
标数据，多条错误坐标信息得以现
场纠正。

内蒙古军区动员局参谋魏荣峰
介绍，2019年、2020年，自治区国动
委安排经济动员、人民防空、交通战
备等专业办公室悉数上阵、分兵把
口，做到了专业数据由专业人员采
集、专业人员审验，大大提高了数据
准确率。在 2020年 8月的全国集中
会审中，内蒙古自治区数据错误率不
到0.2%。

军委国防动员部信息中心数据保
障室助理工程师吴永亮在接受记者采
访时说：“近两年，我们在安徽省开展
动员潜力信息交互试点，取得了阶段
性成果，国家和省级30多个行业系统
实现了潜力信息实时交互，但要实现
国家层面与行业部门全覆盖、试点经
验向各省（区、市）全域推广，还需要
军地各级共同发力。”

大数据的基点在“据”，是否据实管用？

打破壁垒需要军地共同努力

数字的发明，是人类抽象思维
能力发展的产物。发现数字之间
的某些关联，古希腊数学家、哲学
家毕达哥拉斯据此作出了“万物皆
数”的断言。

对战争而言，是否也是“万物
皆数”？

通过对力量状况、储备物资、转
（扩）产能力、演训水平等数据的分
析，可以全面研判动员能力，掌握现
实动员水平；通过对战场环境、敌情
威胁、战争规模、作战目标等数据的
挖掘，可以准确测算军事需求，做到
有备于先；通过对敌我态势、作战损
耗、急需资源、数量规模、质量要求等
数据的加工，可以预测动员走向，科
学作出决策。

从这个角度来说，似乎“万物
皆数”。

但从社会学角度看，所有数据说
到底都是由“人”派生的。如果脱离人
及其所在社会的价值本性，无限放大
大数据的效应及其影响力，就可能本
末倒置。

2017年盛夏的一个夜晚，雷雨刚
过，陆军某旅炮兵营二连接到上级

“炮兵连分散配置，实施精确打击”的
命令。

转换炮兵专用气象参数、精确计
算射击诸元、发射炮弹……动作精准
娴熟的炮兵营二连官兵对此次射击
任务充满信心。

然而，大家没有想到，导调组给
出评估结果：目标毁伤率偏低。演习
复盘，大家找到问题症结：天气变化，
炮兵阵地没有及时更新气象数据，导
致射击精度出现较大误差。

从那以后，该连干部骨干的指挥

作业包里常备温度计，连队官兵也不
再完全依赖战备数据，积极熟悉不同
气候环境下的作战参数，丰富自身实
战经验。

江西省军区在推广智慧动员系
统时，也重点强调“队伍的建立”。该
省军区办公室参谋程君说：“2015年，
我们以新余市为试点，将智慧动员纳
入智慧城市建设中，依托云端建立集
潜力采集、动员指挥、应急救援等9类
78个模块的云系统。探索过程中，我
们发现国防动员要牵手大数据，不仅
需要军地深度融合的云系统，而且需
要一支久经实战考验的智慧动员队
伍，二者缺一不可。”

去年，江西遭遇特大洪涝灾害，
省军区启用自主研发的智慧动员系
统，动态更新全省 1.8万余名民兵信
息员上报的汛情灾害信息，为各级

指挥组决策提供第一手数据。2020
年7月 12日晚，永修县三角联圩发生
溃堤，民兵信息员杨德志第一时间上
报信息，县人武部指挥员迅速组织民
兵前往救援，及时转移 20余名受困
群众。

2019年，按照军委国防动员部的
安排部署，全国省、市、县三级普遍开
展潜力调查业务培训，培养了一大批
潜力调查人员。

“潜力调查出的是潜绩，不是显
绩。”军委国防动员部业务部门负责
人谈到，动员潜力调查工作虽然核心
是数据，但潜力调查队伍的建强更为
重要。

不仅是参与数据建设的队伍，湖
北省汉川市人武部部长陈飞说：“将
大数据技术运用到工作中时，也不能
将数据作为评判工作的唯一标准。”

他举例：在开展征兵工作时，就
不能过于注重云系统提供的数据信
息，不能仅从年龄、学历等数据判断
兵员的优劣，面对面考察、上门调查
的老传统不能丢，以此避免“思想退
兵”现象的发生，并不断提升兵员素
质和质量。

陈飞说：“如果人及其各类社会
行为都仅仅被看作一个个数据符号，
我们就很难从数据中解读出充满朝
气、富有激情的人。”

大数据的亮点在“数”，是否万物皆数？

人是国防大数据建设关键

世界经济论坛近日发布的报告
称，新冠肺炎疫情加速了 10个关键科
技趋势，分别是：在线购物与机器人配
送、数字和无接触支付、远程办公、远
程教育、远程医疗、在线娱乐、供应链
4.0、3D打印、机器人和无人机、5G信
息通信技术。

疫情带来了社交阻隔，云端成为
热词，由此带来了数据信息量的暴
增。不少权威机构和专家预计，“后疫
情时代”将是数据时代，数字世界与物
理世界进一步融合，大数据将渗透到
每一个行业和领域之中。

对国防动员系统而言，运用大数
据技术，加快建设大数据平台势在必
行。大数据的特点在“大”，但是是否
越大越好？

中部地区某省曾是最早启动“智
慧动员”建设的单位，近两年其建设步
伐明显放缓。“搭建平台的前期，我们
的主要精力放在搜集数据上，以为大
数据就是数据越多越好，却忽略了我
们真正需要的并不是大数据本身，而
是数据背后所隐藏的具有实际价值的
信息，而这些信息可能只占数据总体
的万分之一甚至更少。从这个角度

说，大量的信息其实用处不大。”该省
军区动员局马参谋感叹：“就国防动员
单位而言，推动大数据建设，目标的确
定才是重点，也就是确定‘大数据为我
做什么’，而不应把主要精力放在搜集
海量数据上。”

实际上，这种现象当时在省军区
系统并不鲜见，一些地方的“智慧动
员”建设因此被叫停。值得欣慰的
是，在军委国防动员部的指导下，近
年来，国防动员系统发展大数据坚持
牢固树立为战导向，更加注重“应用
为先”。

思想观念上的破冰带来了国防动
员领域的蝶变。

2020年 8月 15日，杭州人防管理
服务平台正式在浙江省杭州市“城市
大脑”系统上线。这是杭州市人防办
依托“让城市变得更聪明更智慧”的杭
州“城市大脑”平台，在获取运用数据、
提高防护能力方面的又一积极探索。
随着探索的深入，人防警报设施、工程
建设、指挥通信工作在信息化乃至智
能化建设上迈出实质性步伐。

2020年 11月 9日，广东省深圳市
福田区人武部从解决民兵政治教育难
落实这个问题着手，联合中国移动、中
国联通深圳分公司，打造基于5G系统
的民兵政治教育网络平台。

“深圳是全国首个5G独立组网全
覆盖的智慧城市，目前已孵化出智慧
政务、智慧园区、智慧医疗等众多智慧
民生业务。国防动员建设要借力东风
实现提挡升级，民兵政治教育网络平
台建设就是我们在智慧动员领域的新
探索。”福田区人武部部长李惟海说，
平台建成后，实现了远程网络教育，解
决城市民兵流动性大、普通民兵集中
教育难落实的问题，集网络授课、网络
答题、网络评分等功能于一体，用大数
据分析全体民兵学习效果，切实掌握
民兵队伍思想动态。

“国防动员单位并不具备大数据
开发的能力，需要依托专业的大数据
开发机构才能完成，所以国防动员单
位的主要精力应放在如何引导、协调
和推广应用上，更多地发挥连接军地
和监督员的作用。”江西省征兵办公室
主任谢政仿告诉记者，近两年，他们在
借助大数据推动征兵工作中，更注重
的是动员理论研究，培养和强化征兵
工作人员的“数据思维”。

今年该省吉安市依托赣通码大数
据平台，进行精准征兵动员，就是一名
征兵工作人员的建议。

不仅仅是征兵工作，吉安军分区
战备建设处处长晏圣林告诉记者，在
2020年疫情防控中，他们依托国防动
员数据信息系统，采取任务分解、数据
挖掘、卫星定位等方式，统计分析出吉
安市辖区内所有物资储备及民兵应急
分队当前状态情况，包括实力数、在位
数、可出动数等，并将这些数据精准提
供给疫情防控指挥部，为其科学决策
提供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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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防国防++大数据大数据””背后的冷思考背后的冷思考
■本报记者 程 荣 郭冬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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