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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民兵正在进行防汛抗

洪演练。 杨俊欣摄

图②：民兵应急排正在开展

轮训备勤。 陈月圆摄

图③：民兵正在进行防汛勘

察训练。 杨俊欣摄

图④：军地联合开展港口防

汛演练。 杨俊欣摄

制图：张 锐

炎炎夏日，江苏省镇江军分区的民

兵训练正如火如荼地展开。该军分区

领导介绍，这得益于他们在年初定下的

基调：探索民兵训练新模式，加速民兵

新质战斗力生成。

早在 2 月的一场议训会上，军分区

领导和民兵代表汇聚一堂，围绕“民兵

训练怎么样、怎么看、怎么办”“新质民

兵战斗力形成的瓶颈和路径在哪里”等

话题展开讨论。

思想的火花激情飞溅，前进的脚步

更加铿锵。“军分区机关几十号人，民兵

千余人，典型的‘头小身大’，虽然是‘小

马拉大车’，也要拉出不一样的精彩，拉

出不一般的战斗力。”采访中，军分区司

令员杜新如是说。

紧贴任务筹谋，紧盯对象用劲，紧

绕实战练兵，紧抓科技助力……置身训

练场，记者欣喜看到：一批民兵训练的

新思路新招法陆续浮出水面，化为指引

民兵新质战斗力生成的闪亮路标。

绷紧打仗弦

心中填满“狼烟烽火”

“部长，明天单位安排我休息，社区

隔离点执勤算我一个。”这是去年疫情

比较严重的时候，党员民兵刘越与京口

区人武部部长石宁权的聊天中经常会

出现的一句话。

刘越是谏壁街道月湖社区的一名

社工。自从去年 1 月市区发现新冠肺炎

确诊病例后，他和同事经常忙到通宵。

即便如此，刘越仍然坚持加入民兵应急

排行列，冲锋在抗疫一线。

在采访中，记者发现像刘越这样的

民兵不在少数。

看着民兵们尽责担当的昂扬状态，

军 分 区 动 员 处 处 长 朱 小 兵 深 受 触 动 。

他回忆起之前军分区工作组检查民兵

整组点验时的情景：人员虽然在规定时

间内集结完毕，但民兵队伍里，有人着

装不整，有人窃窃私语，纪律性不强。

细细查问，结果让他眉头紧锁：有

的认为自己不是现役，不能拿作战部队

的标准来要求；还有的认为，信息化时

代应该注重装备技术，强调战斗精神已

经过时……

“栽种思想，成就行为。”为增强民

兵政治教育的针对性，朱小兵带领专题

调研组，利用半个月时间，走访了 36 名

地方政府和公司分管领导，召开大小座

谈会 9 场，对 200 多名专武干部和民兵展

开网上问卷调查，摸清民兵现实思想状

况的第一手资料。

“民兵也是兵，当兵就要心中填满

‘狼烟烽火’，随时准备打仗。”他们积极

探索创新民兵思想政治教育，突出民兵

职能使命、形势战备等教育重点，把“民

兵也是兵，当兵就要准备打仗”的思想

深深扎根民兵的头脑中，吹响了“不仅

要当好经济建设尖兵、精神文明建设标

兵、维护社会稳定卫兵，更要当好保卫

祖国的精兵”的冲锋号。

营有党委、连有支部、排有小组、班

有党员。该军分区在全市 32 支新质民

兵队伍中全部预建党组织，基干民兵党

员比例达 36.7%，有力推动了民兵党组

织的全覆盖，确保后备军始终凝聚在党

旗下。

构建人才库

精心培育“领头雁”

镇江位于长江中下游江河交汇处，辖

区内有重要生态湿地保护区。由于地势

广、地形险，长江流域的防洪巡查和生态

环境管控一度是军地领导头疼的难题。

“现在可不一样了！”丹徒区人武部

副部长朱尚炳拉着记者来到所属的无

人机分队，“自打有了这些新质力量，利

用 高 空 航 拍 技 术 ，真 正 做 到 了 轻 摇 手

柄，日巡千里。”

民兵队伍配备无人机，这是该军分

区培养高素质专业化民兵人才、打造民

兵新质作战力量的一个缩影。

从空军航空兵某旅军械师转改到

该军分区任职的丁泽浩，曾经 2 次担负

“航空飞镖”国际军事比武闭幕式无人

机飞行表演任务，夺得过全国航空航天

模 型 锦 标 赛 和 国 际 无 人 机 邀 请 赛 冠

军。在他的带领和培训指导下，民兵无

人机操作手的专业素质水涨船高，出色

完成了宣传教育、喷洒消毒液、巡查地

面等多项疫情防控工作。

“探索民兵实战化训练新手段，关

键是要精心培育‘领头雁’，打造一批精

于专业、善于组训的教练员队伍。”看到

民兵队伍建设活力迸发、硕果满枝，军

分区政委李迎久感叹，人才是干事创业

的基石和支柱，只有突出抓好教练员人

才队伍建设，才能有力破解民兵组训兵

多将少的矛盾，摆脱“穿新鞋走老路”的

尴尬。

军分区大力实施民兵人才队伍建

设工程，积极构建民兵学习教育体系，

采取“专家人才请进来、民兵骨干走出

去”，多次邀请军地院校的专家教授对

民兵进行理论辅导和实践指导，分批组

织近百名优秀民兵骨干到作战部队学

习有关武器装备的操作与维修，到地方

院 校 学 习 计 算 机 应 用 、多 媒 体 课 件 制

作、网络通信知识培训。

如今，他们已建立健全信息网络攻

防支援、无人机侦察救援、工程机械维

修等 5 支新质民兵队伍，新质民兵队伍

正在茁壮成长。

提升动员力

潜力数据“触网可及”

“通济河荣炳高庄段出现汛情，请

民兵无人机侦察分队立即对该河段实

施空中侦察，评估险情情况。”去年 6 月，

镇江市丹徒区境内，一场防汛抗洪实兵

演练正酣。

接到命令后，侦察员江春辉操控无

人机通过无线通信链路传输，将画面实

时传回军地联合指挥所。中军帐内，丹

徒区人武部与区应急管理部门、水利局

领导一道，迅速分析判断情况并调兵遣

将：民兵决口抢险分队利用新型挖掘机

和推土机运送沙土，民兵排涝分队利用

悬浮式电动潜污泵抢排农田涝水，民兵

水上救援分队驾驶冲锋舟实施水上救

援……

过硬本领源于平时锤炼。一直以

来，镇江军分区围绕打造一支能打胜仗

的民兵队伍，积极探索适应急时应急、

战时应战的训练新路。

他们先后成立 3 个工作组，对全市

与军事专业对口的高科技行业、部门、

科研院所以及大中型企业，深入进行科

技潜力调查，摸清科技潜力情况和支援

作战能力。“我们还组织力量建立民兵

科技人才、资源信息、国防潜力等数据

库，完善民兵训练管理系统，让潜力数

据‘触网可及’。”军分区副司令员张惠

峰介绍道。

民兵队伍平时高度分散，紧急情况

下 如 何 快 速 集 结 ，是 摆 在 军 分 区 面 前

的紧迫课题。镇江军分区逐专业逐分

队 列 出 清 单 ，突 出 装 备 操 作 、分 队 行

动 、情 况 处 置 等 课 目 训 练 ，以 实 案 、实

装、实地作业等方式，提升民兵专业分

队动员力。

锤炼战斗力

务必铲除“战场虚花”

“前方 500 米，不明身份人员驾车由

丁 字 路 口 冲 向 电 厂 大 门 ，迅 速 前 往 处

置。”一场重要目标防卫演练在谏壁电

厂展开，民兵应急排迅速分成 3 个处置

小组，第一组设卡封堵，避免车辆冲撞

大门；第二组开展交通管制，引导周边

其他车辆避让行驶；第三组驾驶车辆随

时待命支援。

不到半小时，民兵应急排成功处理

险情。京口区国动委主任、区长贾敬远

深有感触地说：“谏壁电厂是镇江及周

边的供电生命线，一旦遭到破坏，后果

不堪设想。本次演练既是一次全新探

索，更是对民兵队伍的一次全面锤炼。”

近年来，该军分区利用人工智能、

虚拟现实等高新技术，研制城市反空袭

战斗仿真模拟对抗系统等训练软件，一

举 破 解 了 因 为 缺 训 练 场 地 、缺 装 备 器

材、缺战场环境而带来的训不全、训不

实、训不真的难题。

“未来战争瞬息万变，要让广大民兵

零距离接触未来战场，真打实练，务必铲

除‘战场虚花’。”该军分区利用网上仿真

模拟对抗系统，组织防敌侦察监视、重要

目标防护等网上仿真模拟训练。通过对

作战对象、战场环境、作战样式形象逼真

的模拟，完善了动员扩编方案、战时企业

民转军等方案，改进了重要目标伪装防

护及消除空袭后果的措施，推动军事训

练质量节节攀升。

与此同时，该军分区还围绕“民兵

专业分队练什么、怎么练、达到什么标

准”等问题，采取与驻军部队、武警部队

联训联演的方法，多次组织战役集团过

境保障等使命课题的网上演练。

2 月初，一波来势汹汹的“倒春寒”，

让镇江市 6 万多亩茶园“雪上加霜”。接

到茶农的紧急求助后，民兵无人机应急

分队经过反复研讨和模型论证，使用无

人机将高空的热空气吹到茶树蓬面，有

效防止和降低了霜冻的发生，极大地减

少了茶农损失。

采访结束之际，该军分区党委一班

人表达了自己的心声：打造民兵新质战

斗力，是国防动员系统面临的大课题。

如何做好这篇大文章，军地双方都有责

任。只有齐心协力、集思广益、共同担

当，才能交出一份合格答卷！

“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

的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持党

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持走中国特色强军之

路，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

才强军、依法治军。”习主席的伟大号召如战鼓催

征，让我们深刻感到：民兵作为我国武装力量的

重要组成部分，在队伍建设上须臾不能松懈，只

有坚持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切实摸清新质

民兵力量建设的门和路，才能推动强军兴武不断

跃上新台阶。

进入新时代，民兵职能定位更加聚焦、地位作

用更加重要、力量布局更加科学。须当深刻把握的

是，民兵队伍建设在持续向上向好的同时，也面临

着新旧观念碰撞、新老矛盾交织、新生情况频现等

现实难题。尤其在新质民兵力量建设方面，虽然各

级下了很大气力，但用备战打仗的视角来检视，其

遂行任务能力距离战之必胜的要求还有很大提升

空间。

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既有基层专武干

部力量不足、参训人员军事素养参差不齐、专业训

练场地无法保证、各类装备器材相对缺乏等客观

因素制约，也有编兵企业重经济不愿训、民兵个人

怕苦怕累不想训、训练课目安排不合理训不好等

主观因素影响，导致民兵队伍建设经常在一般水

平上徘徊。

加强新质民兵力量建设，首在一个“新”字，贵

在一个“质”字，重在一个“建”字。这就要求我们，

必须坚持眼睛紧盯当下、目光瞄准前方、思维推陈

出新，因时而进、因势而新、因人而异、因事而化，坚

决摒弃闭门搞训练、常年老一套、反复训基础的传

统做法，牢固树立与备战打仗要求相适应的新观

念，始终把遂行使命任务能力贯穿到队伍建设之

中，立起实用管用、训建一体、聚焦实战的鲜明导

向，全力推动队伍设置向地面、空中、水上、网络等

多维空间拓展，功能建设向支援前线、作战保障、维

稳处突等综合能力发展，军事训练向应用性、应急

性、应战性课目聚焦发力，尤其要注重优先编组民

兵应急分队和水上搜救等专业力量，突出加强无人

机侦察救援、网络防护等新质分队建设。

加强新质民兵力量建设，绝不是哪一级政

府、哪一个单位的事情，而是涉及方方面面的系

统 工 程 ，靠“ 独 角 戏 ”唱 不 出 强 军 兴 武 的“ 大 旋

律”，靠“单打一”打造不出一支能征善战的民兵

劲旅。只有把新质民兵力量建设作为军地双方

共同责任，狠抓党管武装制度落地生根，坚持多

管齐下、综合施策、群策群力，建立高效运行的军

地应急响应和协调对接机制，打通指挥链路；建

立完善民兵荣誉体系，增强民兵参训参战的荣誉

感和获得感；统筹各类训练资源，开放共享军地

训练条件，为民兵提高军事训练效益提供强有力

支撑。如此，才能为新质民兵力量建设铺设一条

通向实战、通向胜战的高速通道，使其最大程度

发挥“平时服务、急时应急、战时应战”作用，在新

征程上不断开创新局面、书写新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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