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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军之要，尤在赏罚严明。”将于

今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的新修订的兵役

法，在优化服役待遇保障制度、完善退

役安置政策的同时，对涉及拒服兵役行

为的惩处也作出明确规定。比如，应征

公民拒绝、逃避征集服现役拒不改正

的，不得录用为公务员或者参照公务员

法管理的工作人员，不得招录、聘用为

国有企业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两年内

不准出境或者升学复学，纳入履行国防

义务严重失信主体名单实施联合惩戒。

法 律 具 有 权 威 性 、严 肃 性 、强 制

性。兵役法规对有服兵役义务的公民、

军人以及机关、团体、企业事业组织应

承担的法律责任进行明确，对于规范和

加强国家兵役工作，保证公民依法服兵

役，保障军队兵员补充和储备，必将发

挥重要作用。

我国兵役工作在强调法规约束性、

执行严肃性的同时，也非常注重启发公

民自觉。宪法明确规定，依照法律服兵

役和参加民兵组织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民的光荣义务。新修订的兵役法将

“彰显服役光荣”作为一项重要原则，并

强调“国家采取措施，加强兵役宣传教

育，增强公民依法服兵役意识，营造服

役光荣的良好社会氛围。”为了普及和

加强国防教育，促进公民自觉履行国防

义务，我国在 2001 年 4 月就颁布、施行

了国防教育法，迄今已逾 20 年。

这一点，与党在革命战争年代改进

兵员动员工作的做法一脉相承、高度契

合。党从早期的军事活动开始，就明确

废除旧军队的陈规恶习，注重采取政治

教育、思想感化等方式处理逃兵问题。

这种建立在从军者自觉自愿基础上、顺

应社会进步潮流的惩处政策，对于壮大

武装力量、夺取革命胜利以及和平时期

加强军队正规化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

1927 年“八七会议”上，党就明确

提出：“创造新的革命军队，不要有雇佣

的性质，而要开始于志愿兵的征调，渐

进于义务的征兵制，建立工农的革命

军。”建军之初就确立的先进兵役制度，

奠定了我军在逃兵惩处问题上注重源

头治理、注重启发自觉的政策基调。

1929 年古田会议分决议《废止肉

刑问题》中，明确宣布废除枪毙逃兵和

肉刑制度，改为运用政治教育来感化逃

兵归队。长征期间，红军各部队普遍开

展反掉队活动，说明掉队可能引起的严

重后果，并发动身体强壮的同志帮助体

弱者扛枪、背行李。

抗战爆发后，党领导开辟敌后战

场，一些抗日根据地部队迅速发展的过

程中，一度因组织不纯、成分复杂而出

现逃兵现象。针对这种状况，党一面规

范兵员动员程序，一面加强思想教育和

宣传发动，使根据地呈现“母亲叫儿打

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的热烈局面，逃

兵现象大为减少。

比如，发源于延安的“街头诗运动”

就对揭露日军罪行、鼓舞人民斗志发挥

了积极作用。其中一首诗写道：“假使

我们不去打仗，敌人用刺刀杀死了我

们，还要用手指着我们骨头说：看，这是

奴隶！”类似富有成效的动员工作，激发

起广大青年的参军杀敌热情。

解放战争期间，一些解放区的个别

地方针对士兵开小差现象，采取了没收

财产、清算家属的惩处，不仅没有解决

问 题 ，反 而 影 响 了 归 队 工 作 。 为 此 ，

1947 年 中 共 晋 察 冀 中 央 局 先 后 下 发

《关于归队问题的决定》和《关于正确对

待逃亡人员和开展归队运动的指示》，

对逃兵问题的处理原则和具体方法进

行明确。

比如，太行五专署在逃亡战士经多

次动员仍不愿归队时规定，“应停止对

他的一切优待，退还多分配给他的斗争

果实及回家后多优待他的粮食，应取消

他的光荣称号，不能在村担任工作”，较

好地把握了处理问题的分寸。

新中国成立初期，人民军队采取算

血债、挖苦根，讲任务、说责任等贴近群

众的教育方法，引导战士开展自我教育，

收到良好效果。抗美援朝战争中，针对

美军“利用志愿军战士婚姻、家庭问题诱

导其思乡恋家情绪，利用志愿军生活困

难、缺衣少穿涣散战士的斗志，蛊惑投敌

变节”的企图，志愿军没有回避，而是将

敌人的企图和阴谋在基层官兵中公开，

据此组织开展现场辨析，有针对性地开

展思想政治工作，揭露了敌人的险恶用

心，坚定了广大官兵必胜的信心。

回顾革命战争年代我党我军处理

逃兵现象、改进兵员动员工作的历史，

我们不难得出一个结论：做好新时代兵

役工作，既需要依法依规对拒绝、逃避

兵役人员作出相应惩处，及时破解一些

地 方 存 在 的 拒 服 兵 役“ 没 人 管 、没 法

管”，适龄青年“不服管、不怕管”的难

题，维护国家兵役工作的严肃性；又需

要深入落实全民国防教育，筑牢广大人

民群众的“精神长城”，使依法服兵役成

为适龄青年的普遍共识和自觉行动，让

拒绝、逃避兵役的现象失去土壤、遭到

唾弃、降至最少。

（作者单位：国防大学联合作战学

院国防动员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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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沈阳联勤保障中心驻济南

某基地受领了一项工作量大、时间紧的

任务。令上级没想到的是，该基地竟然

提前半个月完成。问及原因，基地主任

唐昆介绍说，这离不开民兵队伍的帮助。

一开始，当基地因人手不够向济南

市市中区人武部求助时，基地一些官兵

心里并没有底：虽然两家是友邻单位，却

分属不同的系统，人武部能跨过“楚河汉

界”派兵相助吗？

出乎人们的意料，人武部很快派出

民兵物资收发分队前来助阵。“我们组建

物资收发分队的主要目的，就是协助该

基地快速实施保障。”市中区人武部副部

长徐民告诉记者，他们协调军地，筹划推

进“十四五”时期民兵队伍建设，使每支

队伍的任务越来越明确清晰。

该基地在安排民兵分队与官兵合

力 攻 坚 的 同 时 ，组 织 民 兵 穿 插 开 展 战

术基础、自救互救、伪装防护以及物资

收 发 专 业 技 能 训 练 ，使 民 兵 分 队 协 助

完成任务的过程成为落实年度训练的

过程。

记者了解到，该基地与区人武部建

立联系是从筹划“十四五”工作开始的。

今年初，经上级批准，该基地与区人武部

进行对接，对接的结果是：前者了解到驻

地动员潜力，及时上报了有关需求；后者

决定增编民兵物资收发分队，进一步拓

展职能使命。

“既然是友邻单位，就应该像亲戚

一 样 经 常 走 动 。”通 过 这 次 对 接 ，双 方

达成共识：建立协作机制，区人武部派

出 民 兵 分 队 帮 助 该 基 地 完 成 大 项 任

务、紧急任务，该基地帮助区人武部组

训施训。

基地参谋长罗长兴介绍说，今后，他

们将按照联战联训联保的要求，不断深

化协作机制，让亲戚越走越近、保障能力

越来越强。

联勤保障部队如何与驻地军事机关协调联动、形成合力？
请看驻济南某基地的一段探索——

就像走亲戚，越走心越近
■刘昱岑 王乾宇 本报记者 赵佳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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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北京市长安街西延长线地铁古城

站西侧，一座人防工程口部房的顶端赫

然矗立一行红色大字：北京市人防志愿

者之家。沿口部房拾级而下，北京人防

浩天救援队（以下简称：救援队）的宣传

栏、器材库、培训室等依次映入眼帘。

置身这座 1700 多平方米的地下空

间，给人印象最深的当属一面面锦旗、

一块块奖牌、一本本荣誉证书。这些荣

誉记录着救援队的一次次义举，见证着

每一名队员的付出。

救援队员孙展强今年 58 岁，是队

中年龄最大的队员之一，曾参与湖北武

汉抗疫等志愿行动，现就职于北京某物

业公司。公司原来不招聘 55 岁以上人

员，但得知孙展强是救援队成员、数次

参与跨省支援行动，便破格聘用。“这些

经历已经证明孙展强思想素质、身体素

质都很过硬。”公司负责人给出的理由

让其他员工服气。

像孙展强一样，救援队近百名经常

参加活动的队员均受到方方面面的认

可和尊重。救援队也先后被北京市人

防、人社部门表彰为先进单位，被北京

市民政局评定为 3A 级社会组织。

“截至 2021 年 3 月，北京市实名注

册的志愿者超过 440 万，志愿服务组织

超过 7 万支。”北京市人防办宣传教育

处领导介绍说，其中有一些队伍由于活

动不经常、服务不专业等原因，逐渐淡

出人们的视线。而救援队始终对照人

防部门“战时防空、平时服务、应急支

援”的职能使命打基础、强队伍，越战越

强、越战越勇。

（二）

经常有人问孙展强：你没当过兵，

又 50多岁了，怎么敢去一线救援？每次

他的回答都底气十足：“我接受过专业

培训，我师傅还上过中央电视台呢！”

孙展强所说的师傅是救援队的教

官瞿黎明。这位从武警部队退役的小

伙子艺高人胆大，在密云五指山救援中，

只身跃险关、攀山顶，成功将一名轻生女

子救下，成为中央电视台《救在身边·志

愿者》系列片第一集中的主角。

孙 展 强 年 龄 大 、基 础 弱 ，培 训 中

经常被瞿黎明要求“重新做”，但他坚

决 服 从 教 官 安 排 ，动 作 不 过 关 不 罢

休。因为他清楚，技术不过硬就救不

了人——当年他的“驴友”同伴登山摔

伤，孙展强就在身边却不知如何施救，

最后还是救援队帮他们脱离了险境。

感动之余，他报名参加救援队，并下决

心学几手救人本领。

救援队中 10 名队员与孙展强一样

有过类似经历。“我们这支队伍最初是

由 一 群‘ 驴 友 ’和 无 线 电 爱 好 者 组 成

的。”队长于志京感受很深：从被救到

救人，虽是一字之差，却是天壤之别。

因此，救援队抓住一切机会让大家练

技能、强本领。在连续两届北京山地

技能邀请赛中，该队先后取得悬崖伤

员横渡吊运第四名、团体总分第一名

的好成绩。

女队员许亚京积极参加防灾减灾、

应急救援培训和防汛演练，获得北京市

红十字会救护员证书，参与志愿服务行

动 4900 多小时，特别是在驰援湖北天

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河南新乡强降雨

灾害救援一线等志愿行动中表现突出、

发挥作用明显。像许亚京一样，其他队

员也是先练本领、再上一线。

于志京告诉记者，在近 9 年百余次

救援行动中，被该队救助、帮助过的群

众数以万计，但该队没有一名队员出现

过大的闪失。这也是受困人员愿意求

助他们、有关部门器重他们的一个重要

原因。

（三）

虽然地铁古城站西侧的救援队集

结地并不住人，但队员们仍把这里叫作

“志愿者之家”。“我们的宝贝疙瘩都在

‘家’里放着。”该队骨干王田杰介绍说，

每次收到求救信息后，在事发地附近的

队员直接赶赴现场的同时，值班员也从

“家”里携带相应的装备器材出发。

“人和装备实现结合，才能形成战

斗力。”“最美退役军人”、队员孔向东前

几年的任务是在后方筹集物资、运送装

备。前不久，驰援河南新乡需要涉水功

能强大的越野车，他二话不说开起自家

的越野车在前头开路。在救援一线，孔

向东凭借一副担架，在队友们的协助

下，先后将 100 多名老弱病残人员转移

到安全地带。

“志愿服务也需要投入。”北京市人

防办副主任程永涛介绍说，担架、冲锋

舟、生命探测仪等 600 多副（艘、台）存

放在“家”中的救援装备器材，以及专业

服装，均由人防部门配备。

作为救援队的业务指导单位，北京

市人防办还将一处 1700 多平方米的人

防工程交付救援队使用管理，让队员们

有了一个“家”；派出党建指导员，加强

对救援队人员的教育管理，确保队伍建

设的正确方向。

于志京则将 2 辆私家车提供给救

援队长年使用，并在多次救援行动中捐

款捐物。“作为应急救援志愿者，需要承

担的还有时间的投入、风险的压力、家

人的担心……”于志京告诉记者，每当

在救援中感到疲倦异常、举步维艰的

时候，一想到受困者渴求的眼神、家属

焦急的表情，特别是受困者获救后的

激动之情，他和队友们又打起精神冲

向一线。

“我们的付出得到了认可。”于志京

举例说，今年元宵节那天的一幕就让他

深受触动。当时，他正带领队员在西山

八大处公园义务执勤，一名前不久被救

的“驴友”上前致谢，并伸出左手跟他握

手。原来，这名被救人员尚未等到冻伤

的右臂恢复过来，就迫不及待地找到救

援队表达谢意。

“ 被 需 要 ”的 感 觉 最 幸 福 ！ 于 志

京 和 队 友 们 决 心 在 人 防 部 门 的 指 导

帮助下，在志愿救援这条路上坚定地

走下去。

左上图：7 月下旬，北京人防浩天

救援队驰援河南新乡强降雨灾害救援

一线期间，受到帮助的当地群众向队员

孔向东（左一）表示感谢。 樊 磊摄

“我们的付出得到了认可”
—北京市人防志愿者之家采访手记

■白建刚 本报记者 贾 勇

动员之声动员之声
编者按 前不久，北京人防浩天救援队驰援河南新乡强降雨灾害救援和灾

后重建一线，这支百余次参与应急救援行动的志愿者队伍再次跃入人们视线。
一个由不同行业从业人员组成的社会组织，何以做到召之即来，来之能战？他
们的成长经历对做好基层国防动员工作带来什么启示？带着这些疑问，记者再
次走近这支队伍。

筑牢基石筑牢基石

8月 28日，天津理工大学组织近 6000名学生听人防课、练防护技能。图

为在该校多媒体演播室，学生高咏琪（左）在南开区人防办工作人员指导下，

为同学们演示穿防毒衣、戴防毒面具的方法。 窦航宇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