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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壁，戈壁，我是祁连，飞船入轨，

群鹰撤回。”隆冬时节，西北大漠。甘肃

酒泉军地联合指挥部向遂行飞船发射

群众安防任务的民兵分队发出指令，夜

幕中，配置在金塔、玉门、瓜州等多个县

（市）点位的各执勤小组的基干民兵依

案有序撤离。

兵撒千里一盘棋。甘肃省军区司

令员王文清介绍，近年来，甘肃省军地

聚焦“完善国防动员体系”这一战略部

署，坚持大力度、多手段、高标准，调整

优化基础力量、补充配齐基础队伍、升

级改造基础设施，有效提升了动员备战

效能，实现后备力量建设跨越式发展。

向战为战，疏通
指挥链路“脑梗阻”

2018 年，是省军区系统按新体制

运行的第一年。为摸清省内国防动员

发展底数，甘肃省军区领导先后赴少数

民族地区、边防一线、中心及节点城市

和灾害多发地域，开展专题调研。

作为进疆入藏咽喉、西部生态安全

屏障，甘肃省动员支前、守边固防、抢险

救灾等应战应急任务繁重，而辖区“力

量建设不够过硬、骨干队伍素质偏弱、

基础设施整体滞后”的状况令人堪忧。

使命在肩，催人奋进。2019 年年

初，甘肃省军地主要领导在省委议军

会上形成共识，必须加大国防动员和

后备力量建设投入，实现跨越式发展。

不久，他们组织军地 9 个单位，依据 17

部法律法规，起草《关于加强新时代国

防动员和后备力量“三项基础”建设的

意见》，细化出台《实施方案》，并按照

研讨重点问题、制定规范标准、推动成

果转化的步骤，全面破解转型发展中

的难题。

破解发展难题，首先要牵住“牛鼻

子”。国防动员系统身处指挥链关键节

点，战时不仅要组织民兵力量参加防卫

作战、担负支援保障任务，还要协调落

实任务部队提出的动员需求，打通国防

动员系统末端的指挥链路是关键。

“发挥省军区部队军地桥梁纽带作

用，建立健全军地联动指挥机制，加强

与应急、公安、驻军等部门和单位联动

联管，融入政府调度链，接入战区指挥

链。”省军区领导告诉记者，他们在实施

意见中，就军地联合指挥、整合使用力

量、优化力量布局等一一作出规范，明

确军地权责和任务，疏通指挥梗阻。

为打通军地“信息壁垒”，他们采取

新购设备、集成改装和升级整合相结合

的方式，完成三级指挥系统建设。

记者在天水市麦积区人武部指挥

大厅看到，辖区大街小巷、居民院落等

场所立体、直观地展现在电子大屏上，

同时他们还将民兵应急值班与公安、消

防、急救、疾控等部门联网，为民兵快速

出动提供信息支撑。

指挥中枢耳聪目明、调度有序，决

策指令直达基层一线。在某高原民兵

综合训练基地，记者看到应急指挥所内

各道指令有序下达，各类专业装备机具

轰鸣不息……采取属地化编组、模块化

组合、区域化配置、集成化运用的 8 个

县（市）民 兵 应 急 连 、3 支 抗 震 救 援 分

队、4 支森林灭火分队的千余名基干民

兵，井然有序展开抢险救灾课目演练。

体系抓建，打好
强基固本“组合拳”

车轮滚滚，步履匆匆。2021 年 12

月 2 日，陇东高原的山间谷地，一支全

副武装的民兵队伍快速穿行其间。经

过摩托化机动和徒步行军到达目的地

后，他们立即投入“战斗”，连续参加轻

武器实弹射击和森林灭火等 14 个课目

的考核。硝烟散去，军委国防动员部民

兵检查考评组给予“训练有素、作风过

硬”的好评。

“强军必先强基，强军务必固本。”

2019 年年初，甘肃省军地 13 个部门联

合组成“三项基础”抓建工作领导小组，

按照“3 年一个周期、一个周期上一个

台阶”的思路，采取军地协作、上下联动

和分步实施的办法，组织试点、制订规

范，开展观摩、推动转化。首轮 3 年达

标建设期间，军地克服重重矛盾困难，

强力推进各项建设。

年终岁尾，记者穿行陇原大地发

现，市县两级民兵训练基地功能完备、

县级人武部各类库室物资齐全，基层武

装部设施器材完善配套。

在白银市平川区复兴乡政府，记者

走进该乡武装部看到，“三室一库”设施

齐全，100 余种战备物资摆放整齐。该

乡党委书记周玉茂告诉记者，他们还同

当地粮油店、超市和政府机关食堂达成

合作协议，由武装部从商家采购主副食

等物资预储给养库，若无任务消耗，便定

期交付定点食堂，而后再采购补充新鲜

食材，从而实现民兵战备给养常备常新。

基础设施建设是“三项基础”建设

的难点。目前，甘肃省 14 个市（州）和

所有县（市、区）全部建成民兵训练基

地，28 个县级人武部进行改造、置换或

新建，百余个民兵营（连）部完成规范化

建设，1300 多个基层武装部建设全面

达标。

“没有一支随时能够拉得出、上得

去、打得赢的民兵队伍，履行面向三军、

协调军地、保障打赢的根本职能，就是

纸上谈兵。”省军区战备建设局局长刘

甫清介绍，近年来他们坚持以战领建，

全面建强基础力量，调整编建 35 类应

战应急重点队伍，规划 30 个省级动员

中心，每年组织人员展开基地化训练，

力量体系进一步优化。

为培养锻造更多高素质基层骨干

人才，他们还制定专武干部资格认证、

民兵干部选配集训、文职人员招考培

训等措施办法，探索形成专武干部队

伍按全省部署统一抓建、民兵干部队

伍各市州自抓、文职人员队伍多路径

培养的方法路子，基础队伍能力素质

明显提高。

据统计，全省专武干部全部进行资

格认证，民兵干部全部接受任职培训，

文职人员普遍参加岗前培训，能够较好

担负起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重担。

民兵队伍建在身边，就要用在关

键。2021 年 10 月，甘肃省多地遭遇新

一轮疫情，军地各级指挥有序、组织严

密，军民携手打了一场遭遇战，实现在

一个潜伏期内控制疫情扩散蔓延的目

标。这两年，甘肃省先后出动民兵 20

万人次，出色完成支援保障、维稳备勤

和抢险救灾等急难险重任务。

固化机制，军地
合力画好“同心圆”

“各级要把‘三项基础’建设绩效纳

入党委、政府和军事机关的责任目标，

加强督促检查，实施专项和综合考评。”

2021 年 12 月 21 日，在全省国防动员和

后备力量“三项基础”首轮建设表彰大

会上，甘肃省委主要领导提出要求。

军队打胜仗，人民是靠山。省军区

政委蒲永能直言，抓国防动员和后备力

量建设，必须始终贯彻党管武装这一原

则，用好国动委协调军地这一优势，完

善军地联建工作机制。

省军区战备建设局参谋朱振西告

诉记者，现行的《民兵工作条例》，只涉

及到武器装备和民兵事业费两个方面

的保障内容，民兵执勤津贴、意外伤害

等其他权益保障没有法规文件依据。

为适应民兵建设发展需要，确保民

兵建设落实和各项任务完成，2019 年，

甘肃省军地联合出台《民兵事业费保障

标准和管理办法》，制定全省国防领域

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方案，为

推动民兵建设有序发展提供依据。

2021 年 10 月，甘南州民兵应急营

受命参加军警民联合演练，州属夏河、

碌曲、玛曲、临潭等 5 县民兵应急分队

310 人、补充调配的 15 台（部）专业车辆

装 备 ，先 后 完 成 5 次 应 急 集 结 合 训 合

演，累计出动兵力 1550 人次，机动距离

1800 多公里，准点率和到位率均达到

100%。

队伍集结快、演练效果好，关键得

益于甘南州委、州政府制定的《民兵应

急 力 量 纳 入 政 府 应 急 管 理 体 系 的 意

见》。他们把民兵遂行任务所需应急装

备纳入地方应急管理保障体系，突出按

需编配，补齐装备短板，实现装备配套、

人装结合。

前不久，兰州市疫情阻击战初战

告捷，各级政府对专武干部和民兵队

伍的表现给予充分肯定，一线武装工

作人员受到极大鼓舞。兰州警备区司

令员温选荣告诉记者，近两年兰州市

先后投入资金，按照符合战备、相对集

中的原则，完成 115 个基层武装部规范

化建设，并对民兵训练基地进行升级

改造。

大力度支持武装工作的远不只甘

南、兰州。在地方各级政府倾力支持

下，在甘肃，只要涉及国防动员和后备

力量建设任务，无论人力、物力、财力都

得到优先保障。

天水市论证出台《基干民兵优抚保

障办法》，维护民兵骨干基本权益；平凉

市把专武干部建设纳入军地人才队伍

筹划抓建，3 年提拔使用 79 人、调整岗

位 32 人；陇南市军地联合出台《基干民

兵预建党的组织建设实施意见》，加强

民兵队伍党组织建设。

支持部队建设不讲代价，解决矛盾

问题不讲条件。目前，在陇原大地上到

省委、省政府下至乡镇、街道办事处，地

方领导定期听取国防后备力量建设情

况，一线协调解决矛盾问题，已经成为

常态。

记者了解到，首轮建设任务刚刚完

成，建设工作领导小组马不停蹄，又投

入到“三项基础”2.0 版建设筹划论证

中，并抓紧推动将探索形成的《办法》

《措施》《意见》等经验成果纳入省人大

立法，深化推进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

“三项基础”建设刚性落实。

“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基础牢固，

部队进步。”基层是部队全部工作和战

斗力的基础。我们党在建军治军的长

期实践中始终高度重视基层建设。

习主席深刻指出，加强新时代我

军基层建设，是强军兴军的根基所在、

力量所在。无论形势如何变化，依靠

基层、建强基层这一条永远不能丢，

要全面锻造听党话、跟党走的过硬基

层，能打仗、打胜仗的过硬基层，法纪

严、风气正的过硬基层。习主席的重

要论述，为加强我国国防后备力量基

础建设指明了抓建方向，提供了根本

遵循。

强军必先强基，强军务必固本。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确立了新时

代党的强军目标，擘画了全面建成世

界一流军队的强军蓝图，规划了“三步

走”的战略安排。国防动员和后备力

量作为强军建设的重要内容，必须对

标强军伟业思考筹划、扭住基层建设

使劲用力。

夯实筑牢国防动员建设根基，是

贯彻完善国防动员体系的实际举措，

是深化国防后备力量建设的内在要

求，是推进练兵备战任务落实的现实

需要。对省军区系统而言，要自觉把

加强国防后备力量基础建设，作为承

接国防动员体系建设各项任务的关键

抓手，以点带面推动体系健全完善；着

眼解决经济欠发达省份动员基础薄

弱、经费投入不足、建设欠账较多等问

题，从基础力量、基础队伍和基础设施

入手，尽快补齐建设短板；紧盯遂行应

战应急任务需要，着力破解国防动员

系统战备意识不强、苦练精训不够、打

仗素质不高等重难点问题，推进动员

备战工作不断走深走实。

加强新时代国防后备力量基础建

设，既有不少过去没解决的“老大难”，

也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观操守在

利害时，观精力在饥疲时。”身为新时代

的国动人，无论是破解“老大难”还是解

决新问题，关键看有没有担当。尤其

是国防后备力量基础建设涉及军地两

个领域，承接战建两条链路，牵涉部门

层级多、工作协调难度大、推进建设落

实难。我们只有“自觉把使命放在心

上，把责任扛在肩上”，才能“敢于较真

碰硬，敢于直面困难”，真正扑下身子

抓、甩开膀子干，以攻坚破难的实际成

效助推建设质效提高。

军队打胜仗，人民是靠山。实践

证明，加强新时代国防后备力量基础

建设，须臾离不开地方各级党委政府

的大力支持，必须突出强化军地一体、

合力推进。实际工作中，要认真落实

党管武装制度、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

建设法规，按照各级党委统揽、政府主

导、军事机关和国防动员各专业系统

主抓的原则，加强军地统筹，厘清工作

界面，搞好协作配合，靠实责任分工。

特别是在政策法规和经费保障等方

面，地方各级党委政府要加大支持力

度，推动国防后备力量基础建设往深

里走、往实里落，为更好履行国防动员

使命任务奠定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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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好答好时代答卷时代答卷
——甘肃省军地聚焦提升动员备战效能推动后备力量转型发展纪事

■南丁红 郭 富 本报记者 郭干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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