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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军事革命的迅猛发

展，太空、极地、深海、网络、无人智能等新域新质

力量发展步伐加快、效能日益显现，已成为大国

竞争的焦点、制胜未来的关键点和军队战斗力新

的增长点，甚至有人称之为“战争精彩活剧的出

演者、艰难僵局的打破者、辉煌奇迹的创造者”。

2015 年，俄军在叙利亚战场投入机器人军团

作战，取得零阵亡、毙敌 70 余人的战绩。在前几

年的纳卡冲突中，阿塞拜疆用无人机对亚美尼亚

实施精准打击，亦取得意想不到的战果。诸多战

例证明，在新域新质作战力量发展上领先一步，

就能赢得制胜先机。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打造强大战略威慑力

量体系，增加新域新质作战力量比重，加快无人

智能作战力量发展，统筹网络信息体系建设运

用。新形势下，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作为党

的强军事业的组成部分和打赢未来战争的重要

支撑，要深刻把握未来战争发展大势，积极向新

兴领域拓展、向新质力量聚焦，加速推动以信息

化为主要特点的国防动员潜力向战争实力转变。

聚焦新兴领域国防动员，通过对新兴领域各

种产业、技术和资源的统筹利用，为未来新型作

战力量体系以及基于网络信息体系的联合作战

能力、全域作战能力提供支援保障。与传统领域

国防动员相比，新兴领域国防动员的高技术特质

更明显，涉及行业和部门更多元，对相关动员工

作的宏观统筹和战略协作要求更高。这就要求

我们紧盯科技之变、战争之变、对手之变，深化国

防动员研究，抓实国防动员建设，在深耕新域新

质作战潜力中不断提高国防动员能力。

战争潜力奠定胜战根基。国防动员系统要

在新域新质作战力量建设上先行一步，担当作

为。引入新理念，不断更新头脑、转变观念、升级

思维，厚实科技认知力、创新力、运用力，聚焦新

兴领域积极探索研究，扎实做好军事斗争国防动

员准备。善用新方法，充分运用信息化手段做好

国防动员潜力调查，深挖具有独特优势、能够服

务作战的“潜力股”“优质股”，加速新兴领域高、

新、精、尖科技力向新域新质战斗力转化，在创新

工作方法中推进国防动员建设。紧贴新需求，加

强同作战部队沟通联系，着眼部队作战需求，搞

清楚打仗“要什么”部队“缺什么”、地方“有什么”

能够“补什么”，打通部队需求侧与地方供给侧链

路，推进军事需求深度融入国防动员准备。适应

新特点，遵循新域新质作战力量生成发展规律，

紧紧围绕支援保障作战需求，敢于打破传统编组

模式，大力推进战训耦合、体系练兵、科技练兵，

力求取得最广战场适用范围、最佳编成聚力方

式、最大对抗能力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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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战向战锻造支援保障为战向战锻造支援保障尖兵尖兵
——重庆警备区加强民兵新域新质力量建设纪实重庆警备区加强民兵新域新质力量建设纪实

■本报特约记者 赵晓菡

无人机实时监测灾情、全地形无人车上阵灭火、通信指挥车保障救援……隆冬时节，重庆市渝北区人武部组织民兵拉动点
验，30余支民兵新域新质力量携装集结，多种新科技、新装备登场，令人眼前一亮。

近年来，重庆警备区紧盯科技之变、战争之变、对手之变，充分发挥重庆高科技企业集中、人才资源多、创新活力足的优势，
紧紧围绕推动科技潜力向备战打仗能力转化，加强民兵新域新质力量建设，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充分挖掘辖区产业优势、资源优势、科技

优势，持续强化民兵新质力量队伍编建”“加紧

研究现代战争特点规律和制胜机理，为提高新

质力量服务”……2022 年 12 月中旬，重庆警备

区召开年度工作务虚会，与会人员紧紧围绕编

实建强民兵新域新质力量、培育战斗力新的增

长点等建言献策，共收集梳理涉及新域新质力

量建设 6 个方面 30 余条意见建议。

“增加新域新质作战力量比重,是推动战

斗力建设的关键所在。新年度工作筹划要紧

贴抓实建强民兵新域新质力量队伍，突出新质

力量建管训等环节统筹谋划落实。”该警备区

领导介绍，2022 年年底，他们下发通知，发动各

级围绕加强民兵新质力量建设认真研究筹划，

对本单位新年度工作作出安排部署。

学习跟着任务走，任务牵引深化学。为探

索提升新域新质战斗力的方法路径，该警备区

围绕“加速科技向战斗力转化”“推动国防动员

和后备力量建设”等设置 15 个课题，组织官兵

对制约新域新质力量建设的重难点问题开展

集智攻关。38 个人武部主官积极展开“头脑风

暴”，研究成果接连推出。与此同时，他们邀请

军内外专家学者解读、普及新域新质专业知

识，划出“去哪编、怎么编、如何用”等重点，为

新年度民兵新质力量建设找准了方向。

九龙坡区是重庆市高新企业聚集地，在技

术人才和装备器材储备上较其他区县优势明

显。该区人武部部长王强在前期调研 32 家市

级创新平台和科技型企业的基础上，形成《推

动科技向备战打仗能力转化》的调研报告，提

出的推动科技兴训、注重借力施训、突出实战

运用等 8 条建议，被警备区采纳。

加强民兵新质力量思想政治工作、规范民

兵新质力量建设管理、大力推进各级训练场地

建设……翻开该警备区新年度工作筹划，记者

看到，关于民兵新质力量建设的内容占据很大

篇幅。

加强民兵新质力量建设，不仅需要警备区

本级全力投入，更离不开地方党委政府的关心

支持。1 月下旬，该警备区党委召开会议，军地

领导齐聚一堂，共同谋划新年度国防动员和后

备力量建设发展，其中新域新质作战力量成为

高频词汇。会上，警备区拉单列表，将民兵新

质力量建设发展中可能存在的矛盾困难一一

列出，需要地方政府支持的，军地共同研究论

证解决措施，能敲定的现场敲定，不能敲定的

定下完成期限，完成情况纳入年度目标责任考

核体系。

几个小时的会议“干货”满满，军地双方为

新年度民兵新质力量建设出谋划策、答疑解

惑。走出会场，该警备区战备建设局局长董民

有感而发：“工作安排有统筹，解决问题有思

路，新年度全市民兵新质力量建设一定会再上

新台阶。”

近日，重庆市各区县陆续召开武装工作会

议，各单位结合自身实际，围绕年初筹划的民

兵新域新质力量建设发展蓝图研究落实方案，

共同探寻新域新质力量发展新路径。

体系设计，紧盯问题筹划工作

深入一线调查无人机救援、综合救援、工

程爆破等编建潜力，核实特种专业装备技术性

能……新年伊始，璧山区人武部部长贾荣成便

带军地工作组来到该区高新工业园区，走访调

研多家智能装备制造、电子配件研发企业，摸

清辖区内新域新质力量潜力底数。

调研一结束，工作组成员便召开碰头会，结

合调研情况，对近 3年民兵参与执行抗洪抢险、

森林防火等应急行动进行复盘，对接驻军部队

任务需求，查找出编建队伍与担负任务脱节、与

潜力资源脱钩、与编兵单位实际脱离等 4个方面

20 余个问题，并依此研究讨论制定编建方案。

这是该警备区开展民兵新域新质力量建设运用

试点、加快民兵力量体系结构重塑的一个缩影。

“省军区系统处于军地结合部，是军地联络

员，既需要高效汇总提报军事需求，又需要动员

各行业高效落实军事需求。只有扮演好这个角

色，才能抓好民兵新域新质力量建设。”基于这

一认识，该警备区积极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统筹

做好协调工作，推动供给侧与需求侧无缝衔接。

思想通、百事通，观念新、事业兴。该警备

区战备建设局参谋陈大亮告诉记者，为建强民

兵新质力量，他们紧盯防化救援、空中侦察、特

种救援等领域，重点在潜力资源丰富的 6 个区

级单位先行试点，深入交通、建筑、物流、网信、

智能制造等行业领域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

专业协会等，挖掘新域新质潜力，建立专项潜

力数据库。他们还注重探索建立“军队需求、

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运作”的保障机制，

通过加强与作战部队保障供需对接，充分调动

驻地资源，全力做好军民通用装备预征预储。

同时，协调地方将民兵训练基地建设纳入党委

常委议军会议题，联合人防、教委、公安等部

门，合力推进训练基地建设，配套完善基地训

练设施，不断提高保障实效。

智能化平台为新质力量编建提供了捷径，

实现潜力高效采集、数据实时共享。小小的数

据库，一头连着地方优质资源，一头连着部队

作战需求，弹指间为精准编兵提供科学、快捷、

高效方案。

2022 年，渝北区整合军地优质信息资源，

利用物联网、大数据等技术建立完善潜力数据

库。在一次走访调研中，该区人武部得知驻军

某部在装备机动能力方面需要支持。他们第

一时间调取专项潜力数据库相关数据，与地方

具备相应资源的企业签订预征预储协议，并根

据任务实际需求对民兵分队人员编组进行调

整，有效满足了部队需求。这是该区运用智能

化平台，对接部队需求编建民兵，实现供给侧

与需求侧无缝衔接的有益探索。

深挖潜力，供需两侧无缝衔接

“无人机 A 组搜索前方目标，高度 30 米，保

持飞行间距，注意勘察路线……”冬日重庆，寒

意扑面，长寿区民兵训练场上却是一幅热火朝

天的练兵景象。连日来，该区人武部着眼担负

任务，对接部队需求，组织 60 余名无人机分队

民兵开展针对性演练。

“只有平时训练杜绝‘假把式’‘花架子’，

紧紧围绕新质民兵分队专业特点组训，才能让

新质力量精武强能、提高本领。”长寿区人武部

军事科科长孙田告诉记者，为提高遂行支援保

障作战能力，他们从无人机研发生产企业邀请

技术骨干承担教学任务，通过理论辅导、现场

教学、实装操作等方式，开展侦察救援、救生器

材空中投送等课目训练，全面锤炼民兵无人机

分队应急应战能力。培训结束，他们组织实战

演练，对民兵训练成果进行考核验收。“民兵也

是兵，强军兴军路上，我们的训练要向高精专

聚焦、向实战化靠拢。”走下训练场，民兵陈怡

自信满满地说。

2022 年，重庆市军地抽组 30 余支新质民

兵分队 600 余人进行检验性演练。他们模拟

战场环境，设置不明飞行器入侵、高层建筑发

生火灾等 6 个场景，动用反无人机蜂群系统、

全地形无人车等装备，依次完成无人机对抗、

空中遮障、高空救援等情况处置。演练结束，

该警备区党委一班人立即复盘，梳理总结民

兵新域新质力量还存在潜力挖掘不充分、军

地步调不一致、民兵到位却进不了战位等多

个问题。

为尽快补足短板弱项，该警备区战备建设

局成立课题攻关小组，从优化组训模式、提高

训练效益入手，完善民兵新质力量训练方案。

翻开方案，记者看到，统筹考虑企业生产用工

和训练用兵需求，探索错峰训练、穿插训练、以

工代训以及“统训+分训”模式，完成建制基地

化训练任务，解决训练人员难集中、训练时间

保障难等问题；设置基础体能、轻武器射击、特

殊条件汽车驾驶、高寒山地抗缺氧操等课目，

夯实民兵新质力量训练根基；依托行业基地、

结合专业岗位，不断强化人装结合训练……一

系列提升民兵新域新质力量实战能力的举措

赫然在目。

端正训风考风，促进训练落实。该警备区

机关还结合党委常委挂钩帮建帮带基层单位、

民兵组织建设现地检查考评、实案化拉动演练

等时机，选派训练骨干现地检查督导民兵新质

力量训练演练情况，确保演训质效。

平时编得实、训得精，关键时刻才能拉得

出、用得上、打得赢。去年 8 月，重庆遭遇山林

大火，该警备区出动民兵分队参与救援，其中

无人机、特种救援等民兵新质力量在火情侦

察、预警信息研判发布、精准搜救群众等方面

发挥了重要作用，为科学决策和现场作业提供

了有力支撑。

真演实训，锤炼应急应战能力

重庆市渝北区民兵直升机侦察

分队开展索降救援演练。谭 波摄

重庆市渝北区民兵无人机支援保障分

队开展低空防御反制演练。 谭 波摄

重庆市巴

南区民兵无人机

分队队员集训结

束后合影。

高效文摄

重庆市巴南区人武部组重庆市巴南区人武部组

织民兵无人机分队操作手进行织民兵无人机分队操作手进行

专业训练专业训练。。 高效文高效文摄摄

重庆市渝北区民兵直升机侦重庆市渝北区民兵直升机侦

察分队组织救援训练察分队组织救援训练。。 谭谭 波波摄摄

重庆市渝北区民兵直升机侦察分重庆市渝北区民兵直升机侦察分

队开展森林灭火演练队开展森林灭火演练。。 谭谭 波波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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