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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好国防动员工作绝非一日之

功，优秀的“国动人”，奋斗在路上。

——龙 亮

征兵工作先进单位、先进民兵分

队……春节假期结束后上班的第一

天，龙亮望着单位荣誉室内的几块牌

匾，信心满满：新年新气象，一定要再

创佳绩。

2020 年 9 月，龙亮从战略支援部

队某部交流至河南省漯河市舞阳县

人武部任政委。接到命令时，他很

“淡定”：能当好战斗员，也能当好面

向三军的协调员。

报 到 没 多 久 ，部 长 外 出 学 习 培

训，民兵整组考核、军事训练考核等

接踵而至。如何迎检、如何协调、如

何汇报……一连串的问题让龙亮焦

头烂额。

“那段时间我经常失眠。自己之

前将国防动员工作想得太简单了，一

上手才发现困难多多，真怕关键时候

掉链子。”谈及过往，龙亮感触颇深，

转变角色先转变观念，国防动员是个

大课题，要学的东西很多。

“干工作不能原地打转，动起来

才能寻求破解之道。”龙亮在笔记本

上写下这样一句话。他把民兵整组、

兵员征集、“四个秩序”等国防动员系

统相关文件政策悉数找来，加班加点

深钻细研，笔记记了满满 4 大本。

他还深入辖区 14 个乡镇武装部

走访调研、了解实情，到地方相关部

门交流座谈、熟悉情况，拜“老武装”

为师，不懂就问。功夫不负有心人，

经过学习沉淀、工作实践，龙亮渐渐

摸到了国防动员工作的“门道”，干起

工作来逐渐得心应手。

去年 11 月，舞阳县被河南省军

区抽检民兵全面建设情况，涉及全县

数百名基干民兵、千余台（套）预征预

储装备点验拉动和两个应急分队任

务行动演练，准备时间仅半天。在这

一关键时刻，又恰逢新老部长交接，

龙亮顶住压力，一边有条不紊布置工

作，一边积极协调地方领导和相关单

位参与，顺利完成迎检任务。

“ 走 过 的 每 一 步 ，都 是 破 茧 成

蝶。”谈起一年多来的感受，龙亮说，

虽然自己越来越熟悉国防动员工作

的特点规律，但越干越发现，抓好国

防动员工作绝非一日之功，优秀的

“国动人”，奋斗在路上。

下图：春节期间，龙亮到新兵家

走访慰问。 华定一摄

奋 斗 在 路 上
■华定一 本报特约通讯员 王士刚

白雪却嫌春色晚，故穿庭树作飞花。

“陆军某部执行任务从我辖区过

境 ，需 要 补 充 油 料 20 吨 ……”一 场 春

雪，为黑龙江省哈尔滨警备区组织的保

障部队跨区机动综合演练增加了难度。

“开设保障点！”受领任务后，道里

区人武部迅速组织民兵赶往过境部队

经过路段附近的加油站，设置油料补给

保障点。天寒、路滑，丝毫没有影响民

兵的行动速度。当过境部队车辆抵达

加油站时，早已准备停当的民兵迅速打

开加油阀，依次为车辆补充油料，迷彩

身影在飞雪中忙碌。

任务接踵而来。“一辆运输车出现

故障，请求支援！”过境部队车队刚开出

加油站不久，就有车辆“抛锚”。“修理组

跟我上！”民兵抢修分队队长一声令下，

队员火速赶到现场，检查判定发动机皮

带断裂，需马上更换。在维修车上找出

相应型号的配件进行更换、重新发动车

辆……很快，马达轰鸣，车队再次上路。

为何新春刚过便起“硝烟”？时间

回拨到几天前。

2 月 7 日上班第一天，黑龙江省军

区便召开党委议训会。会上，大家一致

认为，经过冬训，官兵在严寒条件下走、

打、吃、住、藏的能力得到进一步提升，

战斗作风和意志品质也得到锤炼，但暴

露出的问题也不少：训练与职能任务联

系不够紧密，与实战实训、联战联训要

求还有一定差距……

“在巩固冬训成果基础上，着眼国

防动员单位未来战争可能担负的任务，

与军兵种部队实行联战联训。”议训会

上议出方案，随即，按照“三级联动、异

地同步”的方式，部队过境支援保障、兵

员物资动员等课目训练陆续在黑土地

展开。

千里冰封的松嫩平原，绥化军分区

正在为某过境部队提供饮食保障。记者

看到，军分区保障处处长刘刚轻点鼠标，

一份食品供应计划表随即发出。10 分

钟后，远在 200 公里外的安达市某连锁

超市网点反馈：所需面包、矿泉水、火腿

肠等食品将在一小时内送达过境部队驻

扎地。该军分区领导告诉记者，目前该

市拥有社会化保障定点企业数十家，业

务范围涉及工程机械、道路抢修、物流配

送、食品药品等领域，部队演习训练、跨

区机动保障更加便捷、高效、精细。

你方唱罢我登场。嫩江之滨，齐齐

哈尔军分区、大庆军分区协同某集团军

两个旅积极研究并实验某装备器材；兴

安岭下，大兴安岭军分区积极对接有关

单位，论证单兵装备器材抗寒耐寒问

题；省军区机关带直属队重点围绕组织

指挥通联演练等问题研究攻关……

“赵一曼民兵应急连”“赵尚志民兵

突击连”“杨靖宇民兵应急连”……白山

黑水间，以英雄名字命名的数十个民兵

分队战旗猎猎飞舞。在英雄的旗帜下，

民兵分队队员训练有素，斗志昂扬，积

极参加演练，参与对口保障军兵种协同

训练，通过开设医疗救护站、装备抢修

站、热食供应站、物油供应站和野战宿

营区等，为过境部队、训练部队提供相

关保障，推动战训深度耦合，实现训练

和作战一体化、保障和打仗一体化。

省军区政治委员赵忠说：“我们紧

贴动员支前最基础、最实用、最急需的

内容，从实战出发，为实战服务，立起新

年度练兵备战风向标。”他还告诉记者，

省军区党委将在这次训练结束后，再次

召开议训会，对训练中暴露出的问题逐

一剖析，切实做到训一次有一次收获，

练一次有一次提高。

春节假期一结束，黑龙江省军区结合使命任务高标准开展军事训练—

战旗猎猎砺兵忙
■王洪涛 田国庆 本报特约记者 乔振友

初春时节，海拔 4600 多米的西藏

阿 里 军 分 区 波 林 边 防 连 室 外 白 雪 皑

皑 ，连 队 温 室 大 棚 内 却 犹 如 南 国 菜

园：绿叶蔬菜郁郁葱葱，黄瓜、西红柿

挂满枝条。在新疆军区，河尾滩、神仙

湾等海拔 5000 米以上哨所，绿叶菜可

现吃现摘，吃火锅涮蔬菜与在山下一

样方便。

这是全军高原哨所官兵餐桌实现

天天见“绿”的一组镜头。

“这主要得益于将风光发电技术、

微生物技术、自动控制技术等科技成果

运用于蔬菜种植中。”军委后勤保障部

军需能源局有关负责人介绍。

过去，我军驻高原边防一线连队吃

菜大多靠“送”。由于路途远、路况差、

海拔高，在运送途中和山上存放期间，

新鲜蔬菜腐烂和损坏率高，官兵餐桌土

豆、萝卜、白菜“老三样”居多。

近年来，军委后勤保障部联合央

企，在高原边防开展循环农业建设试

点，加强高海拔地区基层部队“菜篮子”

建设：引用现代农业技术建起的新型温

室大棚，可实现部分蔬菜自给；利用冷

藏保鲜新技术和保温隔热新材料搭建

的保温菜窖，分为简易野战化、营区标

准化、后方基地化 3 种类型，蔬菜水果

的存储期可达半年以上；通过生物技

术、光电技术等进行无土洁净蔬菜栽

培，通过人工光源、调温调湿等控制系

统进行自动监控调节，确保在极端天气

时蔬菜供应不间断……

为有效解决野外驻训地域气温低、

空气干燥等原因导致的蔬菜失水快、营

养流失多、口感差等问题，军委后勤保

障部军需能源局组织相关单位研制的

新型无电源移动式菜窖，最近在高原驻

训部队建成。这种菜窖应用新型储能

材料和光伏供能系统，可在无电源情况

下使用，具有自主给冷、节能环保、精准

恒温控制、可移动等特点，为高原官兵

餐桌天天见“绿”又添一道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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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 15日，正值元宵佳节，新疆阿克苏军分区别迭里边防连官兵在海拔 4000多米的执勤点位进行巡逻，维护边境地区安全稳定。图为执勤官兵沿天梯向点位前

进。 董欣宇摄

2 月 15 日，元宵佳节，万家团聚。

在贵州省遵义医学院附属医院重症

监护病房内，陆军某训练基地上士杨毓

平的父亲杨春明躺在病床上，身上插满

管子，心电监护仪上的心电图跳动渐趋

微弱。

一线希望，百倍努力，医护人员仍在

全力抢救。杨毓平已熬红了双眼，和家

人焦急等待在监护室外。

前一天下午的场景犹在眼前——

“小杨，你父亲在工地受重伤，颅内出

血，正在金沙县人民医院抢救！”14 日 14

时许，正在休假的杨毓平突然接到电话。

来不及多想，杨毓平赶到毕节市金沙

县人民医院时，父亲已昏迷不醒。

医生告诉他，他的父亲因颅内出血，

生命体征下降，无法马上手术，必须立即

输血。然而，他的父亲是 RH 阴性血型，

俗称“熊猫血”。当地县市没有该血型储

备，只有从贵州省血液中心调拨，才有挽

救生命的希望。

此时已是 14 日 18 时许。杨毓平心

中万分焦急：按医院的申领程序恐怕来

不及，怎么才能从省血液中心调拨血液，

调拨后又快速送抵医院？

有困难找组织！

“指导员，救救我父亲！”19 时 34 分，

杨毓平给指导员赵明宇打电话求助。得

知情况后，赵明宇第一时间向上级报告。

基地机关多方联系，焦急等待，一时

没有结果。情急之下，该基地政委通过部

队总机找到素不相识的贵州省军区领导。

“首长好！十分冒昧地给您打电话，

有一件战士的急事相求……”

“抢救战士父亲的生命，我们责无旁

贷 ！ 血 的 问 题 我 们 马 上 想 办 法 ，请 放

心！小杨现在在哪儿，联系电话多少？”

了解基本情况后，贵州省军区领导

急事急办、特事特办，放下电话就开始联

系省委有关领导和部门。

20 时 57 分，好消息传来：从贵州省

卫健委到血液中心，一路绿灯！

21 时 02 分，杨毓平打电话告诉赵明

宇：贵州省血液中心党委书记朱思刚打

来电话，为赢得抢救时间，就近从遵义市

血站调拨血液。

“战士是我们送出去的兵，我们是娘

家人，我们不关心谁关心？”贵州省军区领

导指示毕节市军分区领导全力协助救治。

在这个乍暖还寒的初春夜晚，为了

一位战士父亲的生命，毕节市军分区、金

沙县人武部、遵义市血站等军地单位都

行动起来，合力与时间赛跑。

15 日凌晨 2 时许，RH 阴性血液送

达县人民医院。3 时，血输入杨毓平父

亲体内，生命体征渐渐好转，但仍不具备

开颅手术条件。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杨毓平父亲颅

内仍在出血。9 时许，经市县医疗专家

会诊决定，将他的父亲转至当地救治条

件较好的遵义医学院附属医院。

警车专程护送，擅长颅脑手术的医

学专家已做好准备，在手术室等待。杨

毓平父亲一到医院，就被送进重症监护

病房，各项救治工作紧张展开。然而，虽

经各方全力救治，15 日 13 时 14 分，杨毓

平父亲还是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

“持续 18 小时的军地接力，虽未留

住父亲的生命，但让我深切感受到来自

军地的温暖，感受到社会对军人军属的

尊崇。我替父亲谢谢大家了……”杨毓

平泪流满面地说。

为了一位战士父亲的生命——

18小时，军地昼夜接力
■郑如源 信中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