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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闫晗、特约通讯员洪培舒

报道：“工作以后还能找，当兵的机会一

旦错过就不会再有！”12 月 17 日，湖北

武汉城市职业学院学生张沛林，坚定地

向武汉市洪山区人武部负责人表示。

正在山西一家公司实习的张沛林，参加

该人武部举办的线上征兵咨询活动后，

作出了报名应征的决定。

张沛林告诉笔者，他将于明年 6 月

大学毕业。和许多同龄人一样，他从小

对军营生活充满向往。在没有去山西

实习前，学校征兵宣传小分队多次找到

他，向他宣传征兵政策。这次参加人武

部举办的线上征兵咨询活动，他毫不犹

豫地在网上报了名。

据了解，当天，洪山区人武部在该

学 院 举 办“ 线 上 + 线 下 ”征 兵 宣 传 活

动。该校在校学生现场参加线下活动，

在外地实习或找工作的学生，线上参加

活动，线上线下场面十分火爆。

高校寒假即将来临，大学生不久

将离校返乡。该人武部紧前部署，提

前筹划，到辖区高校开展征兵宣传活

动。考虑到很多毕业班学生在外实习

和疫情防控因素，今年 11 月以来，他们

广泛开展“线上+线下”征兵宣传活动，

深入发动在校大学生特别是毕业生报

名参军。线上，他们在网络媒体、社交

软件、移动通信平台上，开设征兵宣传

专栏，实时在线回复报名咨询，解惑答

疑。线下，通过到高校张贴征兵宣传

海报和横幅标语，营造浓厚氛围；采取

发放宣传单、一对一精准沟通等方式，

动员大学生报名参军。同时，他们还

在辖区各街（乡）与对口高校内，组建

数支征兵宣传小分队，争取在大学生

寒假返乡之前，一对一宣传，详细解读

征兵条件和相关政策，特别是大学生

应征入伍享受的各项优待；指导对口

高校组建由退役大学生组成老兵宣讲

团讲述军营成长故事，激发大学毕业

生报名参军热情。截至目前，该区已

有 800 多名大学生报名应征。

线上开专栏 线下一对一
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征兵宣传精准高效

野战给养单元出现“高原反应”，

羊 肉 烩 菜 没 炖 熟 ；少 了 一 根 立 柱 ，一

顶 野 战 帐 篷 没 搭 起 来 ；汽 油 与 机 油

比 例 失 调 ，摩 托 油 锯 连 铁 锹 把 都 锯

不断……

12 月上旬，甘肃省天祝藏族自治

县人武部组织民兵应急分队赴高原高

寒地域，进行实兵实装拉动演练考核，

上级考核组接连指出人员集结、指挥程

序、装备操作、后装保障等 5 类 12 个问

题。面对暴露的问题，该人武部部长周

廷祥坦言：“贴近实战练兵，成绩不重

要，重要的是发现并解决问题。”

11 月底，该人武部接到上级组织

年度民兵工作检查考评的通知，其中一

项内容就是组织民兵应急分队进行实

兵实装拉动考核。围绕怎样组织民兵

应急分队应考，人武部出现两种声音：

一种提出，冬季动用车辆装备存在安全

风险，建议进行徒步拉练，高风险和难

度较大的课目就别考了；另一种声音则

认为，按上级明确要求的程序和课目

考，但地点要选在海拔相对较低的县城

附近。

“战争不分地域，将来的战场在哪

里，支援保障就跟进到哪里。”面对议

论，人武部党委态度明确：把迎考当成

贴近实战练兵备战的机会，程序一项不

落、课目一个不少，考核地点必须在海

拔 3000 米以上。最终，他们把考核地

点选在平均海拔 3000 多米的松山草原

上。

考核如期进行。尽管有预案，但

“情况”还是接二连三。记者在寒风刺

骨的考核现场看到：驾驶员把油门一脚

踩到底，某型运输车机动速度也难及平

常的三分之一；无人机受高原旋风速度

大变化快的影响，最优秀的操作手一时

也定不准位；野战给养单元，因气压不

足加之山风大，火焰始终不旺。柴油炉

的输油管，因机动颠簸松动脱落，直接

“掉了链子”……

考核结果可想而知。面对上级指

出的问题，该人武部“照单全收”。考核

刚结束，他们就对标实战进行复盘检

讨，对考核中暴露的问题和存在的惯性

思维、和平积弊等，逐一“过筛子”，列出

问题整改清单。结合担负的使命任务，

他们进一步细化抗洪抢险、山林防火、

抗震救灾等行动预案，加大战备物资储

备，配套完善各类物资器材，进一步提

升遂行应急任务能力。

实兵实装拉动演练考核选在海拔 3000 多米的草原。甘肃省
天祝藏族自治县人武部——

自我加压，考出能力短板
■周拉旦 本报记者 肖传金

冬日北疆，天寒地冻。一场涉及政

府机关、邮政、交通、医院、民企等 20 多

家单位的军地联合军事物流行动研究

性演练，打破边境小城集安往日的宁静。

这天上午 7 时许，导演部下达生活

物资应急筹措动员令，参演的吉林省通

化市国动委多家成员单位和各群队负

责人，火速向集安市人武部军地联合指

挥中心集结或通过远程视频会议系统

参与同步行动。

演练依案推进。导演部很快发现，

由于军地领导的指挥权责不明晰，一个

问题需多方请示、多方汇报，严重迟滞

了演练进程。为了演练顺利推进，“中

军帐”内，军方一家唱起了“独角戏”。

见状，导演部与演练指挥长沟通，果断

叫停。

“当前，军地联合指挥合不上、融

不深的问题依然存在，联合作战意识

亟须强化，隔在军地之间的沟壑与壁

垒 亟 须 打 破 。 只 有 构 建 起 基 于 一 幅

图、一张网、一平台、一条链、一流程的

指挥体系，演练才能真正顺利推进。”

面对大家对于“叫停”的不解，导演部

直陈症结所在。

“军地联合指挥要素怎么设置？席

位怎么配置？军地领导的指挥权责如

何厘清？指挥编成是否科学？指挥流

程怎么规范？人员配置是否合理？协

同 配 合 如 何 展 开 ？ 长 效 机 制 如 何 建

立？”紧接着，演练指挥长一口气列举出

8 个问题。

随后，围绕这些问题，就如何打通

军地联合指挥链路上的“梗阻”，市国动

委各办公室领导各抒己见。经过激烈

讨论，“中军帐”内的“楚河汉界”被拆

除，军地对标实战筹划演练流程，重新

制定演练方案。

第二天一早，演练重启。笔者在现

场看到，指挥部实施扁平化指挥，各项

命令第一时间传至各群队。军地单位

各司其职，通力协作，1天内实现了近百

吨生活物资从合同储备转化为实物储

备，从多方筹措到调拨入库，从数量清

点到质量检验，从种类区分到模块化配

载。第三天 16 时 30 分，在转运百公里

完成物资投送沿途保障，顺利实施综合

补给、道路交通管制，组织物资清点、验

收、交接后，导演部宣布演练鸣金收兵。

“实战是检验战斗力的唯一标准。”

通化市军地领导表示，演练结束了，但演

练留下实战思考才刚刚开始。下一步，

他们将进一步厘清国防动员成员单位

的职责，让军地联合指挥更紧密更高效。

军地联合演练变成军方一家唱“独角戏”，吉林省通化市国动委——

叫停演练，拆除“楚河汉界”
■肖 锐 李 彬 郭继军

初冬时节，贵州省铜仁军分区群

众 性 练 兵 比 武 现 场 传 出 喜 讯 ：经 过 3

天的激烈角逐，19 个比武课目有 12 项

纪录被打破。摘金夺银的民兵们难掩

内心的激动，盼着早点走上领奖台披

红戴花。

然而，出人意料的是，表彰会没开，

复盘检讨开始了。

此次比武，在课目设置上，既涵盖

基础类课目，又增加了实战类课目，创

下群众性练兵比武“参与人数最多、比

赛课目最多、创破纪录最多”3 项纪录，

成绩很突出，为什么要复盘？

“成绩虽喜人，但也暴露出训战脱

节、情况处置不当等问题。”复盘会上，

军分区战备建设处处长罗伟率先发言，

单兵基础课目成绩较好，战术综合程度

高、技术含量高的课目成绩并不理想。

随着大家发言的逐步深入，一个个

问题浮出水面——

在应急救援比武考核时，面对接踵

而至的突发情况，有的指挥员乱了方

寸。在组织救护过程中，队员之间协同

不够流畅，处置情况不及时……“未来

战场瞬息万变，必须争分夺秒。”

无人机运用比武，要求参赛队员在

规定任务区和规定时限内，精准获取 3

个目标的照片和坐标。在顺利完成前

两个任务后，面对建筑较为密集的居民

区目标，操作员多次操控均无法采集较

为清晰的照片。“为啥面对复杂地形就

飞不好？原因在于无人机操作手平时

只在气象、地形较为良好的条件下进行

基础飞控训练。”问题越说越透，原因越

挖越深。摘金夺银的喜悦，被这一条条

见筋见骨的自我剖析所冲淡。

“每个专业都是战斗力构成必不可

少的一环。如果不把这次比武中暴露

出来的问题归零，那么真打起仗来，我

们能不能行？金牌银牌，打得赢才是底

牌！”军分区司令员沈明军的总结，掷地

有声。

参赛民兵们感慨：庆功会变成复盘

检讨会，值！该军分区领导表示，下一

步，他们将针对此次比武暴露的问题制

定整改措施，通过精研细训，进一步释

放关键岗位实战效能，全面提升民兵队

伍实战能力。

练兵比武频频打破纪录练兵比武频频打破纪录，，表彰会没开复盘检讨开始表彰会没开复盘检讨开始，，贵州省贵州省
铜仁军分区铜仁军分区——

金牌银牌，打得赢才是底牌
■本报记者 彭冰洁 通讯员 祝光强 张峙翔

沙场劲吹求实风
—一组来自国防动员系统演训场的报道

12 月 15 日，王兴鹏退役回乡半个

月了。看着日历上的红圈，他的思绪又

回到了军营。临别军营那一幕，让他永

生难忘……

作为安徽省军区直属队今年唯一

一名退役士官，离队那天，王兴鹏为了

避免伤感，希望“像休假一样打个车就

走”的愿望，最终没能实现。

12 月 1 日上午 8 时，四级军士长王

兴 鹏 像 往 常 一 样 来 到 省 军 区 大 院 北

门。他要和接任警卫中队一分队队长

的张天龙，再详细交待一下工作事项。

“营门岗哨，责任重大，要树好兵样，更

要时刻保持警惕性。”直到觉得自己已

交待清楚，王兴鹏才长舒一口气。在回

队路上，他和妻子视频：“老婆，我马上

就要回家了。看！这是我最后穿军装

的样子。”

话音刚落，忽闻锣鼓喧天。只见

30 多位战友整齐列队，四鼓同击。办

公室领导、大队中队主官、带过的兵都

来了。王兴鹏鼻子一酸，泪水瞬间盈满

眼眶……

“王兴鹏同志入伍 16 载，荣立个人

三等功 1 次、获全军士官优秀人才奖三

等奖，任分队长期间，带领一分队 2 次

荣立集体三等功……”指导员钱宏生简

要回顾他的军旅生涯后，郑重宣布了退

役命令。

“班长，回家好好陪陪嫂子！”“班

长，返乡顺利！”“班长，常回家看看！”战

友们围拢到王兴鹏身边，你一言我一语

表达着祝福。

此刻，一向踏实稳重的山东汉子，

再也忍不住汹涌泪意。“就我一个人退

役，领导和战友还兴师动众地欢送，真

没想到。”王兴鹏喃喃道。

“来时敲锣打鼓欢迎，走时敲锣打

鼓欢送。哪怕只有你一个人，这个仪式

也不能省！”大队教导员宋云圣边说边

抱住王兴鹏，泪水也溢出了眼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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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 13日，重庆市巴南区人武部组织冬季战备拉动演练，全面检验民兵

快速反应和遂行任务能力。图为徒步急行军。 高效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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