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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用资源征用，是指国家为应对战
争或者其他灾害、威胁、危机，采取一定
手段，获得对非军事资源支配权和使用
权的活动。在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斗争中，中央和一些地方均实施了民用
资源征用，并发挥了重要作用。由此不
难推断，在未来战争中，民用资源征用
将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国防动员内容。

我国宪法、国防法、国防动员法等
法律，均对民用资源征用作了相关规
定。如宪法明确，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
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
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
今年1月1日起施行的新修订的国防法
也规定，国家根据国防动员需要，可以
依法征收、征用组织和个人的设备设
施、交通工具、场所和其他财产。

“备豫不虞，为国常道。”民用资源
征用涉及军地两大体系，关联各行各业
各部门，平时就要打牢工作基础，理顺
各种关系，切不可临渴掘井，而应当未
雨绸缪。制度建设具有打基础、管长
远、利全局的作用，民用资源征用工作
应在制度建设上下功夫见成效。当前，
应依法完善以下几项制度：

调查统计制度。全面准确掌握民
用资源潜力数质量、物权关系、行业及空
间分布等信息，是科学实施征用的前
提。应依据国防动员法关于潜力统计
调查的规定，以及统计法相关规定，通过
出台行政法规，明确民用资源调查统计
的操作规程，重点规范统计部门的具体
职责、数据管理使用权限、组织和个人的
登记义务等内容。

征用启动认证制度。国防动员法
规定，国家决定实施国防动员后，储备
物资无法及时满足动员需要的，县级以
上人民政府可以依法对民用资源进行
征用。这一规定明确了征用的时机和
条件，时机是“国家决定实施国防动员
后”，也就是国家发布动员令，或者是地
方各级国家行政机关发布动员命令后
才能进行征用；条件是“储备物资无法
及时满足动员需要”的情况下，才可以
进行征用。

这里实际上隐含着民用资源征用
的启动门槛，即军队作战首先使用自身
储备，其次调用国家战略储备，只有自
身储备无法及时满足动员需要时，才可
启动民用资源的征用。因此，应依据相
关法规和军队条令条例，对民用资源的
启动过程进行细化和规范，设定一个军
地双方均能认可的启动门槛，做到既能
及时保障部队需求，又不至于过早、过
多地影响地方生产活动。

需求提报对接制度。从我国国防
动员征用活动的实践来看，民用资源征
用需求的提报，通常是由部队自下而上
逐级上报汇总而成，分别汇总到各战区、
各军兵种和武警总部，由其统一制定所
属部队的征用计划和预案，并通过军地
协调机制，提交给部队驻地或任务区的
地方人民政府负责落实。民兵队伍提
出的征用需求由省军区（卫戍区、警备
区）汇总，形成统一的征用计划和预案，
提交给属地的地方人民政府。紧急情
况下，也可由军队具有权限的单位直接
向任务区所在的地方人民政府提出征
用需求，并及时向上级军事机关备案。

这些做法从实践中摸索得来、总体
看可行可推广，但长期没有专门的法律
对此进行规范，执行过程中缺乏刚性约
束、法律保障。为此，应通过制订民用
资源征用法规或条例，使之趋于并逐步
实现制度化、常态化、规范化。

征用权责清单制度。国防动员法
规定，民用资源征用由县级以上地方人
民政府统一组织，民用资源改造的经费
保障由国家负担，民用资源因征用造成
的直接经济损失，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给
予补偿。从实际看，民用资源征用补偿
涉及到中央与地方、国家与组织和个人
之间的利益关系，应当按照公平、合理
的原则，明确各方的责、权、利。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

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
目标的建议》，明确提出“全面实行政
府权责清单”制度。民用资源征用属
于国防行政范畴，有必要建立专门的
权责清单制度，特别要明确征用事权
和支出责任。可将因战而引发的征用
活动支出责任归于中央，平时为应对
区域性突发事件的应急性征用支出责
任，则以地方财政支出为主，中央财政
视情给予补助。

征用期间特别许可制度。民用资
源一经征用，其使用权和功能属性也将
随之发生变化，往往需要采取区别于普
通民用资源的方式进行管理。比如，经
征用的民用不动产成为临时性军事设
施后，就需要采取军事设施保护的某些
手段。为此，应根据行政许可法相关规
定，建立民用资源征用期间特别许可制
度，使一些必要手段、措施的实行，有法
可依、有章可循。

此外，应本着保证征用时效与保护
被征用人合法权益相结合的原则，一方
面细化对被征用民用资源的返还、补偿
制度，另一方面完善奖励与惩戒制度。
在补偿上，既要依据物权法，做好善后
补偿工作，又应注重建立平时激励性补
偿措施，如充分发挥工商、税收、政府订
单优先等政策优待作用，对纳入征用登
记的组织和个人实行“补在平时，用在
战时”的管理模式，以调动其履行国防
义务的积极性。在惩戒上，应与刑法关
于战时拒绝军事征用罪、妨害公务罪、
阻碍军人执行职务罪，以及战时拒绝、
故意延误军事订货罪等规定相衔接，建
立严格的惩戒制度，确保战时民用资源
征用“一路绿灯”、直达战场。

（作者系陆军指挥学院教授、硕士
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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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闭隔断门安装到位、出入口设
备符合战备要求、进出风设施状态良
好……前不久，广西南宁市人防办对地
铁建设贯彻人防要求情况进行抽检，检
查部位均达到相关技术标准。

“地铁是大运量的城市轨道交通系
统，也是战时保护生命的地下安全空
间。”按照这一思路，近年来，南宁市人防
办协调有关部门，推动地铁人防设施与
地铁同步设计、同步施工、同步验收。

该市人防办注重从法规建设上寻求

突破。2017年 5月正式实施的《南宁市
人民防空管理办法》规定：“编制或者修
改城市总体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及土
地利用总体规划，应当征求人民防空主
管部门意见。”规划是建设的龙头，这条
规定无异于为地铁建设贯彻人防要求划
出了一条“硬杠杠”。

既要有原则要求，又要有具体路
径。“如果不能深度参与，那么就难以提
出建设性意见。”该市人防办主任董红兵
介绍说，他们及时加入南宁市城市规划

工作委员会，并在地铁规划中积极建言
献策，使地铁建设贯彻国防要求逐渐成
为相关部门的思想共识和自觉行动。

根据当地规定，市级轨道交通建设
项目由省级发展改革部门审批。南宁市
人防办第一时间将相关情况向广西人防
边海防办报告，赢得上一级业务部门的
支持，保证了南宁地铁人防设施规划一
招不失、一步不落。

既要当参谋，又要严监管。南宁市
人防办在实践中摸索起一整套监督机

制：有关单位监理资质是否合格、技术标
准是否达标、现场管理制度是否健全、设
施设备质量是否可靠，都是他们监管的
内容。

一次，某企业安装防护器材不到
位，人防部门责令其整改，有人建议先
缓一缓，防止因此影响工期。市人防办
据理力争：“即便平时建设慢一点，也
不能给战时留下安全隐患！”最终，在
人防部门的坚持下，防护器材全部整改
到位。

“地下空间开发利用具有不可逆性，
只有严格把关、一丝不苟，才能不留遗
憾。”董红兵表示，“十四五”期间，他们将
持续推动地铁防护建设，确保关键时刻，
能够为广大市民提供一片护佑生命的

“地下长城”。

广西南宁市

把地铁打造成“地下长城”
■本报特约通讯员 邓 谦

国防动员一头连着前方战场，另一
头连着社会优质资源，如何适应形势任
务的需要，让二者的对接更加科学高
效？1月中下旬，广东省湛江军分区按
照“有什么短板弱项，就专攻精练什么”
的思路，带动市县两级国防动员委员会，
组织专业力量 500余人携带装备 100余
台（艘）走上练兵场，在保障一线研究破
解国防动员重难点问题，探索让二者科
学高效对接的可行之策。

战时保障如何快速实施？
参演部队不再单打独斗

作为国防动员保障对象，驻军部队
代表自然而然地被请进演练指挥席，他
们提出的保障需求将成为实施动员的重
点内容。然而，驻军部队迟迟未提保障
需求。驻军部队一位参谋人员坦露心
声：“我部编有保障力量，战时未必需要
地方力量帮忙。”

“一座机场被炸出一个弹坑，部队
可以快速抢修。如果被炸出多个弹坑
乃至机场被毁，还能保证按时完成抢修
抢建吗？”有人提出疑义。

让参演部队最终改变主意的，还有
不容小觑的地方保障实力。“一定时间
内，湛江市出动的抢修力量规模、抢修装
备数量，足以使我部保障力量倍增。”驻
军部队一位代表在了解情况后不无感慨
地说。

此外，国防动员专业队伍务实的训
风演风，也让驻军部队对这支不穿军装
的保障队伍高看一眼。演练前，湛江市
国动委副主任、军分区政委谢道武明确
提出，一切从实战出发，一切为部队着
想。比如，民兵道路保障分队不一定要
把道路修得多么宽阔，而重在保障部队
以最快的速度过境。在实战化思路指引
下，各支保障分队实打实为参演部队顺
利过境和遂行任务助了一臂之力：

某部过境时间紧张，民兵饮食保障

分队送来热乎乎的快餐，让该部省出热
食制作的时间；某部开设临时发射阵地
对土地的硬度有明确要求，民兵分队开
来压路机，很快将阵地地面压平压实；
某部对陌生地域的电磁空间底数不清，
民兵电磁频谱管控分队迅速识别异常
信号……

演练结束后，驻军部队一位领导深
有感触地说，今后参加重大演训活动和
遂行大项任务，一定将国防动员专业队
伍纳入保障行列，使各类保障到位更快、
效果更好。

几十支队伍怎样排兵布阵？
军事机关不再“一把抓”

参加这次专攻精练的有来自湛江
市各个单位和部门的 24支分队。原以
为，这些队伍齐上阵会让指挥部手忙脚
乱。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原来，演练
中有10多支队伍被配属、加强给参演部
队了。

民兵队伍属于军事机关指挥，但不
意味着军事机关要全程对民兵队伍“一把
抓”，而应根据支援保障任务的需要，及时
变换指挥方式。湛江军分区战备建设处
处长刘小平告诉记者，将包括民兵在内的
国防动员专业队伍配属、加强给参演部

队，可以最大限度地提高支援保障效率，
避免因指挥程序过多而贻误战机。

“安排国防动员专业队伍实施伴随
保障，带来的不仅仅是指挥链条的简
化。”湛江市国动委常务副主任、军分区
司令员张彬认为，温室里养不出万年松，
庭院里跑不出千里马，将地方保障队伍
配属、加强给参演部队，有利于形成摔打
队伍、提高本领的倒逼机制。

此言不虚。编入国防动员专业队伍
的大多是各行各业的行家里手，这支队
伍演练的也是军地通用的保障课目。但
当他们登上战舰、进入机场遂行一线保
障任务时发现，完成军事保障任务的时
限紧、标准高、要求严，自己的“一招鲜”
有些不灵了。“我们要对照战场标准勤学
苦练，让船舶修理技术再提高一步。”湛
江市坡头区海上舰船机动修理分队负责
人李保弟深有感触地说。

在参演部队看来，虽然民兵队伍存
在一些不足，却是一支经过锤炼可以担
当重任的生力军。“通过这次演练，我们
与国防动员系统‘兵在一起练、物在一起
储、案在一起拟’的积极性更高了。”参演
部队的一位领导如是说。

“将民兵队伍配属、加强给参演部
队，其实我们的责任更重了。”该军分区
动员处处长郝建庆说，这不仅需要配强
骨干力量、配齐装备器材，做到齐装满

员、随时能够拉得出；而且需要深入开展
政治考核和战备教育，确保队伍纯洁可
靠和保持旺盛斗志，确保关键时刻不辱
使命、不掉链子。

前方后方如何统筹兼顾？
国动委不再大包大揽

这次演练的主题是国防动员。然
而，记者看到调兵遣将的不是湛江市
国防动员委员会，而是该市军地联合
指挥部。

国动委属于议事协调机构。以往演
练中，国动委既要调集各路人马支援保
障前方，又要组织后方坚持生产，保证各
项供应不断线。这让担任国动委第一主
任、主任的地方党政领导忙得不可开交。

“这次演练没有安排国动委领导披
挂上阵。”湛江军分区政治工作处主任项
梁介绍说，由军地联合指挥部负责组织
支援保障行动，是这次演练的一个鲜明
特点。

成立军地联合指挥部，并不意味着
弱化国动委的职能。按照演练方案，接
到进行国防动员的命令后，该市国动委
第一时间召开会议，领会上级意图、分析
形势任务、明确工作重点，发挥了把关定
向、统筹全局的关键作用。根据国动委
会议精神，市政府一名副职领导担任军
地联合指挥部副指挥长，会同军事机关
完成具体的动员保障任务。

“这样分工有利于调动军地双方的
积极性。”湛江市政府副秘书长张建文认
为，军事机关擅长组织指挥，因此安排其
双主官担任军地联合指挥部指挥长；战
时应努力保证国计民生不受大的影响，
因此要给地方党政领导留出足够的时间
精力去抓经济、保民生。

“国防动员既要全力保障部队，又要
同时考虑地方。”该军分区领导表示，下
一步，他们将根据形势任务的发展变化，
对军地指挥机构编成进行及时调整、不
断完善，以期形成“军队打胜仗、人民是
靠山”的新机制、新模式。

上图：专攻精练期间，湛江市坡头区
海上舰船机动修理分队参与军舰维修。

辛 德摄

专攻精练带来几多变化
—广东省湛江军分区破解国防动员重难点问题侧记

■陈青松 杨 进 本报特约记者 杨胜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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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江苏省镇江市人防办深入推进人防进校园活动。图为1月中旬
该办工作人员走进市特教中心，在学校教师的配合下，向聋哑孩子介绍人防
常识。 江辉生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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