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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问 ：如 何 把 好 干
部选拔关？

不唯资历看重能
力，对标实战选人用人

新年伊始，白山黑水气温骤降，吉

林省辽源军分区组织的一场民兵应急

通信演练如火如荼展开。

启动应急预案、排除紧急故障……

面对考官临机设置的一道道考题，东辽

县应急通信保障排排长杨辉沉着指挥，

民兵见招拆招，及时将最新现场情况传

送至前方指挥所。

“一年多前可不是这番景象！”演练

间隙，笔者与杨辉攀谈，没承想勾起了

他一段难忘的经历。

2021 年底，上级考核民兵工作，人

武部上下信心十足，准备工作细致而充

分：抽组骨干尖子对照往年考核内容，

一遍遍演练。原以为迎考轻而易举，谁

料，考核组不按套路出牌，而是现场抽

签决定考核对象。更让人没想到的是，

从下达任务、组织战前动员，到奔袭集

结、队形展开、实施支援保障，从空中侦

察 ，到 地 面 袭 扰 ，一 路 都 是 实 战 背 景 。

“按说平时练得也不少，可一旦加入实

战背景就慌了神。”杨辉对当时的窘况

记忆犹新。

考核“走麦城”，问题出在哪儿？“民

兵建设转型嘴上喊得响，实战实训却不

到位，指挥员应战指挥能力偏弱。”复盘

会上，人武部副部长展翔带头反思。“指

挥员不懂指挥，如何备战应战？”军事科

参谋孔祥建的发言更像是敲警钟。“全

面探索民兵建设转型，选拔优秀退役军

人担任支援保障分队指挥员。”复盘会

上达成的这一共识被写入新年度党委

工作报告。

2022 年春节刚过，一条消息引发热

议：在新任民兵干部名单中，曾被评为

优秀基层专武干部的一名镇武装部部

长兼民兵应急排排长名落孙山。“老武

装竟然靠边站了，看来这次民兵干部调

整要动真格……”

“任用民兵干部既要看武装工作经

历，更要注重带兵能力。”政工科干事孙

志成的意见颇具代表性：这名武装部部

长虽然抓民兵编组有经验，但个人指挥

能力相对较弱，与带队完成应战应急任

务的要求有差距。像这名武装部部长一

样，全县共有 21名老武装被调整出队。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退役不久

的 李 思 被 任 命 为 医 疗 救 护 连 副 连 长 。

“ 一 名 刚 退 役 的 女 兵 ，缘 何 被 委 以 重

任？”原来，李思在服役期间，2 次获评优

秀班长，3 次参加联合军事演习，次次出

色完成任务。“要让那些会带兵、懂技术

的优秀人才走上前台。”该县军地领导

态度坚决。

从老武装出队到新面孔入列，折射

出 他 们 对 标 实 战 选 人 用 人 的 鲜 明 导

向。县人武部领导介绍，去年任命的民

兵干部普遍兼具军事指挥和专业技能，

有 39 名 优 秀 退 役 军 人 走 上 指 挥 员 岗

位。目前，每支分队至少有 1 名干部是

退役士兵。

二 问 ：如 何 清 除 履
职障碍？

引导强化身份意

识，卸下包袱轻装上阵

“爷爷，我当上民兵排长了。”接到

任职命令，化学污染洗消二排排长张士

伟激动地向爷爷报喜。“当好排长可不

容易，你要好好干，多学本领，尽快把排

里的工作扛起来。”参加过抗美援朝战

争的爷爷张浩天，对排长职责有着深刻

理解，对孙子反复叮嘱。

在军地领导的心中也有同样的隐

忧：全县 28 支民兵支援保障分队，其中

近 70%是新编的新域新质力量分队，分

队的指挥员要么从应急分队抽调，要么

是新任命的，能否胜任岗位？不久，他

们的担心便成为事实：在组织民兵点验

时，11 个排参点人数未达标，3 个排人装

不配套。

“ 带 兵 人 都 知 道 指 挥 管 理 出 战 斗

力，但带民兵和带部队战士的方法有很

大不同。”服役期间曾多次被评为优秀

班长的物资装卸载二排排长刘金波，对

如何带好民兵一度心里没底。

“连里有好几个民兵是我所在单位

的 领 导 ，可 训 练 时 我 要 对 他 们 施 号 发

令，常常抹不开面子，担心把话说过了

头。”地下指挥工程抢修抢建连政治指

导员张东辉顾虑重重。

诸如此类的问题不一而足。“当好

指挥员，首先要清除信心不足、经验不

够、威信不高等履职障碍。”县人武部领

导说。

2022 年 5 月，东辽县召开民兵干部

任命大会，军地领导联合颁发任命状。

紧接着，军分区、县委和人武部成立工

作组，深入辖区企事业单位调研民兵工

作，现场指导民兵干部组织岗位训练，

增强他们履职尽责的信心底气。捧着

大红的任命证书，民兵干部们纷纷表示

要担好责任，带出过硬队伍。

民兵年度训练任务结束后，县人武

部及时召开干部履职讲评大会，逐个分

队把脉问诊，安排优秀连排长交流带兵

经验，同时成立 15 个“一帮一”小组，促

进互帮互学。

此外，县人武部依规将多项权力下

放民兵连党支部、党小组，民兵党组织

对训练成绩靠后、不服从管理等 5 类民

兵，可随时上报处理意见。他们明确规

定 ，编 兵 时 要 充 分 考 虑 民 兵 干 部 的 意

见，对少数表现不好的民兵，民兵干部

有权取消其编兵资格。

三 问 ：如 何 强 基 础
补短板？

创新探索组训模
式，积极破解本领恐慌

2022 年 7 月中旬，东辽县民兵医疗

救护战斗行动在白泉镇山林中打响。

指挥战斗的连长白学军是军人出

身的老武装，抓民兵训练经验丰富，多

次被评为民兵工作先进个人，各级对他

寄予厚望。然而事与愿违，面对指挥部

临机设置的一道道考题，民兵医疗救护

连乱了阵脚。

硝烟散去，本领恐慌的情绪弥漫在

大家心头。当指挥员没有了“保姆”丢

掉了“拐杖”，全靠自己临机处置时，领

战能力不足的问题便显现出来。

练兵备战形势不等人，民兵建设转

型不容等靠观望。指挥员从岗位走上战

位，带领分队支援保障作战，需要具备较

强的应战能力，这种能力培养绝非一日

之功、一蹴而就。但是，每年安排的训练

时间有限，如何有效抓好他们的军事技

能训练？“提升应战指挥能力没有速成

班，更无捷径可走。唯有大胆创新探索，

对照实战实训标准，认真找差距、抓落

实。”军分区司令员姜云主持武装工作调

度会时，开门见山摆问题，要求各单位全

力支持民兵干部训练，并现场解决了民

兵召集、经费保障等多个难题。

他们创新组训模式，针对民兵干部

弱项，确定岗位历练、任务淬炼、实战锤

炼的补短思路。岗位历练主要学习掌

握军政知识、装备操作、军事指挥和战

况处置。集训中，军分区、人武部两级

军事机关帮助指挥员熟悉连排岗位职

责，熟悉带队指挥程序，打牢应战指挥

基础。结合年度大项工作和训练任务，

加强任务淬炼和实战锤炼，通过安排分

队轮流战备值班、模拟组织实战演练、

执行应急处突任务和配属保障部队训

练等途径，检验指挥员掌握战前动员、

战时指挥、战事处置等军政技能情况。

对于未列入年度训练任务分队的指挥

员，他们采取集中培训、个别补训、重点

帮训的方式，逐人验收。

此外，军分区邀请作战部队优秀军

事参谋授课答疑，现场指导搭建野战指

挥所，面对面教授电台操作、识图用图

等指挥课目，补齐短板弱项，助力连排

指挥员一步步走上战位。

四 问 ：如 何 保 持 队
伍稳定？

完善机制拴心留

人，依据实绩留强去弱

今年初，人武部政工科文职干事孙

志成心情格外舒畅，再也不用因部分干

部请辞、分队一时无主的事情发愁。往

年这个时候，他都要收到几封民兵干部

的辞职信。然而，今年他一封辞职信也

没收到。

过 去 ，东 辽 县 民 兵 干 部 队 伍 不 稳

定，每年进出调整比例不小。为改变民

兵分队“年年换新人、年年一年级”的低

层次徘徊状况，军地集智攻关，拿出实

际举措。

“优秀指挥员是年复一年打磨出来

的 ，指 挥 能 力 更 是 年 复 一 年 训 练 出 来

的 ，要 想 方 设 法 把 指 挥 员 队 伍 稳 定 下

来 。”去 年 ，在 县 委 主 要 领 导 协 调 督 办

下，全县 58 名支援保障分队指挥员，有

56 人被安排到企事业单位，有了相对稳

定的工作，其他 2 人虽在家务农，但收入

比较可观。同时，按照上级要求，该县

提高了参训误工补助，并出台免费乘公

交、开设优先窗口等 12 项民兵优待优惠

办法。

从流动到稳定，激发了民兵干部干

事创业的积极性，但弊端也逐渐显现。

一次，担任战备值班任务的泉太镇民兵

排，因排长责任心不强、通知不及时，导

致任务集结未按时到达，耽误了救援行

动。“少数指挥员依然有这样的认识：能

力行不行，不犯错就行；只要大错误不

犯，肯定接着干。个别民兵干部甚至选

择了‘躺平’。”该县人武部领导说。

为纠治不作为现象，县人武部制定

施行《民兵干部履职考评办法》，对民兵

干部逐人建立履职档案，年终考核围绕

管理指挥、参训组训、军事技能等 6 方

面进行考评，考评结果作为个人奖惩和

续任的主要依据。干部任用不搞一锤

定音，坚决让不作为、表现差的指挥员

出局。

1 月初，县人武部召开专题会议，研

究分析民兵干部年度履职情况，结合平

时练兵备战表现，对 10 名连排指挥员作

出调整：3 名连职干部被降职使用，提拔

3 名排长为连长，取消 4 名干部续任资

格。与此同时，8 名表现突出的民兵被

列为干部任用考察对象。拥有高级职

称的车辆维修连连长黄斌，擅长 6 种车

型维修，但领战能力偏弱，离带兵打仗

的标准有差距，由连长调整为副连长，

作 为 专 业 人 才 保 留 ，分 管 技 术 维 修 工

作。情报信息侦搜排排长侯宪强，曾代

理步兵连侦察排长，4 次参加大型军事

联合演训，特别是判断处置战况经验丰

富，年度履职考评成绩靠前，被推荐为

连长。

“加强民兵干部队伍建设，既要完

善机制拴心留人，更要依据实绩留强去

弱。”春节前夕，县人武部结合年终总结

表彰，联合县委县政府走进 12 名因履职

表现突出、练兵比武成绩优异的指挥员

所在单位，通报履职表现，并建议提拔

使用。该县将个人履职表现与成长进

步、表彰奖励挂钩，营造出民兵工作光

荣、有为者有位的良好氛围。

民兵干部履职民兵干部履职底气从何而来底气从何而来
—吉林省辽源军分区加强民兵连排长队伍建设闻思录

■金顺红 王 旭 于 勇

习主席指出，军队能不能打仗、能

不能打胜仗，指挥是一个决定性因素。

新形势下，要紧密结合职能使命任务，

加强民兵干部履职能力建设，增强军政

综合素质，提升带兵打仗能力，引导他

们主动思责备战胜敌，争当新时代合格

的民兵干部。

紧贴国防安全形势，带头强化带兵

打仗的政治责任。当前，百年未有之大

变 局 加 速 演 进 ，我 国 安 全 形 势 日 趋 严

峻。民兵作为我国武装力量的重要组

成部分，在队伍建设上须臾不能松懈。

民兵干部是民兵分队的领导者，是战时

任务的指挥员。每名干部要带头思责

尽责，强化带兵打仗的政治责任，坚决

摒弃“战争离我很遥远”“民兵战时轮不

上”等偏差思想，增强忧患意识、危机意

识、打仗意识，坚定扛起新时代民兵干

部的责任担当，带出有血性、有战斗力

的过硬民兵分队。

紧盯军事斗争大势，带头增强练兵备

战的军政素质。近年来，国防动员系统以

“四个秩序”规范化建设为抓手，持续树立

大抓民兵工作的鲜明导向。“率军者披坚

执锐，执戈者方能战不旋踵。”作为民兵干

部，如何率兵冲锋打仗，如何保证全时待

战、随时能战，圆满完成各项军事任务，需

要每名指挥员认真思考准备。当务之急，

民兵干部要抓紧提高自身军政素质，提高

战时组织指挥能力，既要学习战场救护、

识图用图、携行装备等基本军事技能，还

要学习掌握战前动员、战时指挥、战事处

置等重要军政技能，争当一名懂军事、善

指挥的新时代民兵干部。

紧跟应战支援态势，带头提高谋兵

胜战的专业技能。近年来，国防动员系

统全面推进民兵职能任务转型发展，改

革精准指向支援保障作战力量建设，突

出新质力量作用发挥。现代战争新形

态再度警示我们，打赢现代战争有赖于

先进的武器装备，也有赖于高效的后勤

补给，既取决于前方部队英勇奋战，也

离不开后方支援有力保障。作为民兵

干部，要看清差距不足，明晰努力方向，

带 头 加 强 专 业 训 练 ，经 常 开 展 岗 位 自

训，模拟战时环境演训，提高分队谋兵

胜战技能，引领全员以打仗的状态、迎

战的姿态、胜战的心态，坚决打好民兵

建设转型主动仗。

着力提升民兵干部队伍建设质效
■姜 云 郝晓军

国防动员工作落实的末端在基层，后备力量建设的重点在基层民兵营连。面对改革后的新体
制、新职能、新使命，民兵干部如何找准定位、发挥作用？

近年来，吉林省辽源军分区积极探索民兵建设转型，以东辽县为试点，着力解决深层次矛盾问
题，打造一支相对稳定、善指挥、懂技术的民兵干部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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