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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治有体，施治有序。”加速推进

军事力量建设，重塑政策制度是必然

要求。让战斗力各要素的活力竞相迸

发，让军队现代化建设的源泉充分涌

流，必须认真贯彻习主席决策指示，重

塑军事力量建设政策制度。

军事力量建设是战斗力生成和提

高的基础工程，是整个军队体系中最

经常、最大量的组成部分，也是全面推

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基本前提。军

事力量建设有章可循、有序推进，战斗

力各要素富有动力、充满活力、形成合

力，离不开政策制度提供重要保障。

当前，我军建设正处在由数量规模型

向质量效能型、人力密集型向科技密

集型转变的关键阶段。“法与时转则

治，治与世宜则有功。”如果政策制度

改革落后或缺位，体系的活力就会受

束缚，系统的运转就会不顺畅。

“治军之道，要在得人。”军事人力

资源政策制度是军队政策制度改革的

重头戏。建立和健全科学合理、运行顺

畅、充满活力的军事人力资源政策制

度，关系军队建设全局，关系未来战争

胜负，关系中国梦强军梦实现。重塑军

事力量建设政策制度，迫切需要适应军

队职能任务需求和国家政策制度创新，

着眼于人、着力于人，充分激发官兵活

力动力，努力使军事人力资源转化为实

实在在的战斗力，为强军兴军提供坚强

的人才和智力支撑。

军事力量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

工程，除了人力资源这个第一资源外，

还涉及训练、装备、后勤、科研等军事

实践活动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这

些内容是相互联系的整体，也是相互

作用的系统。随着改革向纵深推进，

各个领域改革的关联性互动性明显增

强，任何一项改革举措都会对其他改

革产生影响，每一项改革又都需要其

他改革协同配合。如果不增强改革的

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就不能保证

各项改革举措有机耦合、互促共进。

只有精心设计和及时推进军事力量建

设政策制度改革，配置好、发展好、运

用好战斗力诸要素，统一谋划、统一部

署、统一推进、统一实施，才能重塑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军事政策制度体系。

重塑军事力量建设政策制度涉及

面广、关注度高、影响范围大，很多事关

官兵的切身利益，直接影响军队战斗力

的生成和提高。全军要以习主席重要

讲话精神为指导，加强军事人力资源制

度体系设计，建立军官职业化制度，优化

军人待遇保障制度，构建完善军人荣誉

体系，推动形成定位清晰、功能衔接的军

事人力资源制度布局。要统筹推进军

事训练、装备发展、后勤建设、军事科研、

国防动员、军民融合等方面政策制度改

革，大力加强军事力量建设制度创新、制

度规范、制度引领，切实形成聚焦打仗、

激励创新、军民融合的军事力量建设政

策制度，更好解放和发展战斗力，加快提

升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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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李佳宝、胡天华报道：近
日，一支由海空军一线保障骨干组成的
联合抢修队跨海机动至海军某机场后，
密切配合，在 2个小时内修复了受损机
场道面，战机呼啸升空。在这次排弹抢
修联合演练任务中，得益于前期充分
“联脑”，海空混编的联合保障力量实现
了互联相融。
“这支抢修队，是这次参与联合保障

演练的 7支任务分队之一。”南部战区空
军保障指挥中心主任张志宏介绍，近年
来该战区空军航空兵部队航迹逐年向远
海拓展，实施海空同型装备相互保障的
需求愈发紧迫。此前，虽然跨军种联保
联训任务也不少，但由于联保联训机制
运行尚在探索阶段，突发任务中往往由
于沟通时间有限，加上不同军种后装保
障法规标准差异，各军种的精锐保障力
量进行混编后，“攥指成拳”的效果并不
明显。
“联保”必先“联脑”。笔者了解到，

前期该部组织业务集训，邀请战区海
空军机关战勤人员共学保障法规、共议

保障难题，围绕保障物资筹供、兵力远
程投送、战场资源运用等具体问题进行
协调对接。通过磨合，海空军一线保障
力量首先在保障理念和标准上达成了
一致。

在“联脑”的基础上，他们进一步探
索解决联合保障难题、畅通联保联训机
制。为了加快融合进度，南部战区空军
保障部以组织应急支援保障实兵行动为
契机，抽组海军某部 19名骨干混编加强
到后装保障分队，共同参与任务准备。
该部还编印了《后装保障法规制度汇编》
和相关作业流程图表，安排空军机场排
弹抢修业务尖子进行辅导授课和示范教
学，采取“结对子”的办法手把手带教海
军战友。

目前，整个区域内海空军支援保障
力量在人员装备输送、常备耗材储备、技
术力量支援等方面，初步形成了常态化
的协调联络机制。海军航空兵某部助理
员付诚深有感触地说：“空军场站的精细
化管理经验，在保障转场飞行中发挥了
重要作用。”

海军某部19名骨干配属加强到空军7支后装保障分队

南部战区 构建海空混编联合保障力量

本报北京 11月 17日电 翱翔千
里，飞越碧蓝，西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团
实施长航程海上训练。战机降落后，任
务分队负责人宿凯东第一时间组织官兵
学习讨论习主席在中央军委政策制度改
革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大家一致表
示，军事政策制度调节军事关系、规范军
事实践、保障军事发展，越是在重大任务
一线，越能认识到政策制度改革的重要
性和紧迫性，一定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
到习主席决策部署上来，打赢改革攻坚
战，不断激发活力、提升能力，全面履行
新时代我军使命任务。

从碧海礁盘到大漠戈壁，从雪域高
原到远海大洋，中央军委政策制度改革
工作会议闭幕后，全军和武警部队持续
兴起学习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热潮。
北部战区陆军某边防旅政委梁彦平表
示，部队转型重塑向纵深推进，物理整
合搭起了骨架，化学融合才能“血脉贯
通”，必须按照习主席部署要求，加快调
整和完善军事政策制度，全面释放改革
效能。第 73集团军某旅政治工作部主
任韩志强谈到，新体制新编制运行后，
有的领域暴露出政策不配套、制度不
完善等问题，必须坚决落实习主席改

革部署，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海
军航空兵某师副师长陈刚在学习讨论
时说，一切军事政策制度都向打仗靠
拢，才能全面提升履行新时代使命任
务的能力。

习主席强调，构建联合作战法规体
系，调整完善战备制度，形成基于联合、
平战一体的军事力量运用政策制度。
这一重要论述引发了广大官兵热议。
正在担负作战值班的南部战区联合参
谋部某局局长刘显军说：“我们要按照
习主席部署要求，抓紧修订联指中心等
级部署运行等规定，切实把联合作战指
挥能力搞过硬。”中部战区空军某基地
组织战术演练，随机导调各战勤席位和
多兵种要素，检验联合作战战法创新成
果。演习间隙，基地政委曲德华谈到，
下大力清除制约联合作战指挥的障碍，
必须解决政策性问题，真正“通经络、活
气血”。结合联演联训实践，海军某登
陆舰支队、陆军某防空旅党委一班人在
学习讨论中认为，构建好、运行好联合
作战法规体系，才能真正释放出联战联
训的潜能、动能。
“适应国家安全战略需求，创新军事

力量运用政策制度，归根到底要把各项

改革的成果落实到练兵备战中去。”第
73集团军某旅逐个专业分队、作战单元
“过筛子”，破解战备训练难题。第 74集
团军某旅围绕新条令、新大纲，系统形成
数百个专业战备建设实施细则。第 77
集团军某旅针对战备建设标准和紧急出
动流程进行“9纵 8横”的总体统筹。火
箭军某部针对不同复杂环境，梳理阵地
架设、伪装、转移等环节的战备要求。结
合战位学习讨论，官兵感悟更深：面对战
争新变化、指挥新体制、制胜新要求，战
备建设存在的“实战不足”“管理粗放”等
矛盾问题，必须从政策制度上进行破解，
以实现新的跨越。

高原机场，天寒地冻，一架架战鹰
呼啸而起，巡逻在世界屋脊。驻藏空
军某场站面临着职能任务拓展深化和
能力转型升级的双重考验，学习讨论
时，场站站长王锋说：“习主席和中央
军委的改革部署指明了深化练兵备战
的方向。下一步，我们建议把当前高
原联合训练、联合保障的经验成果融
入制度机制予以固化，以刚性要求和
纪律约束保证战斗力的提升。”中国第
四批赴南苏丹（朱巴）维和步兵营副营
长韩庆峰在学习讨论中谈到：“亲历维

和战场，我深刻认识到，军事行动急需
科学完备的政策制度支撑。推进军事
政策制度改革，必将使军事力量运用
更加集约高效。”

改革越推进到深处，越需要每一名
官兵的担当实干。“八一勋章”获得者、
火箭军某导弹旅一级军士长王忠心表
示，面对改革强军的新形势，要拿出逢
山开路、遇水架桥的精神。曾在国际特
种兵比武中斩获射击冠军的第 76集团
军某旅侦察营营长金伟强在学习讨论
时说，贯彻落实习主席的改革部署，要
紧盯未来战场抓训练，不断创新战术战
法。荣膺“中国武警十大忠诚卫士”的
雪豹突击队参谋长徐波谈到，听从统
帅号令，每一名官兵都能在推进军事政
策制度改革中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这
也是全面履行新时代我军使命任务的
要求。

（综合本报记者魏兵、周远、康子湛，

特约记者孙利波、张鹤、姜博西、杨磊、赖

文湧、高宏伟，通讯员张海晶、周振腾、刘

中涛、姚能霞、李振华、贾科林、吕雪飞、

谭峻、雷兆强、黄志伟、樊超、刘一波、赵

欣、梁晨、王妍洁、王越等来稿）

全面履行新时代我军使命任务
—全军和武警部队官兵认真学习讨论习主席在中央军委

政策制度改革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

11月16日上午，新疆军区某团迎来驻地塔

孜洪乡八村小学的40多名学生。官兵带领孩子

们参观武器装备，为孩子们讲述部队辉煌历史，

并共同参加升国旗仪式，让孩子们接受了一次难

忘的国防教育。

图①：孩子们参观装备。
图②：官兵与孩子们进行俯卧撑比赛。
图③：共同参加升国旗仪式。
本报记者冯凯旋，通讯员唐帅、冯毅摄影报道

军营迎来“小小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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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简单，使用起来很方便！”在
东部战区陆军某工兵旅，参加 2018中
美两军人道主义救援减灾联合演练的
一名美方军官，用中方液压钳轻松剪
断一根圆钢后赞叹道。

这是中美双方参演人员进行装备
展示和交流的一幕。14日，中美双方
参演人员在开幕式后就地震救援、医
疗救护和工程救援等装备进行了展示
和交流。交流中，双方不仅熟悉了这
些装备的性能和操作方式，更增进了
对彼此的了解。

在装备展示现场，中医救治医疗
箱前排起了长长的队伍——一些美方
参演人员对中医针灸充满了好奇，纷
纷等着亲身体验。
“一点也不疼，有点麻麻的，不过

感觉很舒服。”第一次体验中医针灸的
一名美方女军官兴奋地说道。她还不
时“催促”她的战友像她一样，亲身体
验一下针灸。现场不时有美方参演人
员发出感叹：“太神奇了！”

记者发现，从最初见面时的有些
腼腆，到后来双方参演人员主动打招
呼和握手，大家在积极的互动和交流

中增进了了解。
装备展示和交流结束后，中美双

方参演人员还展开了技能交流，他们
取长补短，相互学习，提升了共同应对
自然灾害的能力。

墙板 123cm、水平桁条 103cm、应
力调整块 17cm、夹板 17cm……为了
方便快速救援，这些被提前测算好的
数据全都记录在中方参演官兵衣服
左臂的一个小纸条上，它们是木支撑
作业过程中的重要“武器”。小小的
纸条不仅记录着作业所需的具体数
据，更承载着中方参演官兵的辛劳汗
水。
“这个方法在地震救援过程中非

常有效，中国官兵在团队工作中配合

默契，真的很棒！”美方一名参演官兵
称赞道。

在中美双方进一步的技能交流
中，中方参演官兵也指出了值得向美
方学习的地方。
“美方参演人员非常认真，注重细

节，态度严谨，给我们留下了很深的印
象。”三级军士长孙波说。作为第一次
参加中美联演的生命搜救队木支撑组
组长，孙波很开心，他非常期待能够在
与美军的交流中取长补短，互学互鉴，
共同提高应对自然灾害的能力。

2008 年汶川地震后，孙波开始从
事抗震救灾工作，十年的工作经历使
他认识到，“只有平时扎实训练，真正
发生灾害进行救援时才能见真章”。

除灾情评估和生命搜救外，医
疗救护也是地震救援过程中的重要
环节。

记者来到医疗救护组的帐篷内，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两排绿色的小凳
子，中间是黄色的铲式担架和橙色的
脊柱板——中美双方参演人员正在就
医疗救护进行技能交流，分享在分类
处置、应急手术、重症抢救和医技保障
等方面的经验。

中美两军此次“握手”联演，在交
流中增进了理解，就共同应对灾难达
成了许多共识。这些共识是双方加
强沟通、共同努力的结果，将有利于
中美双方为国际人道主义救援减灾作
出贡献。

增进交流 增进理解
—记2018中美两军人道主义救援减灾联合演练

■本报记者 张文文 特约记者 程永亮 通讯员 曾 涛

本报南京 11月 17日电 记者张文
文、特约记者程永亮报道：2018 中美两军
人道主义救援减灾联合演练 17日在东部
战区陆军某工兵旅闭幕。

闭幕式上，中方观摩团团长、东部战
区副司令员兼东部战区陆军司令员秦卫
江和美方观摩团团长、美军太平洋陆军
司令部司令罗伯特·布朗分别致辞。双
方评估组讲评指挥所推演和实兵演练情
况，共同表彰 16 名在演练中表现优异的
两军官兵，双方实兵分队代表作了参演
体会交流发言。

11月 12日以来，双方采取研讨交流、
指挥所推演、实兵演练等形式，重点演练
两军协同组织灾害救援和大规模灾民转
移等课题，展现了双方官兵的专业素养和
敬业精神，提高了两军在国际救援领域开
展联合行动、共同应对灾害的能力。

据了解，此次演练呈现三大亮点：

一是拓展交流内容。演练中，指挥机
构按照筹划准备、联合救援、灾民集中、安
全转移 4个阶段，展开 40余个问题集中研
讨；实兵分队划分灾情评估、生命搜救、医
疗救护、灾民收容、灾民转移 5个作业区
域，围绕无人机侦察、顶撑破拆、绳索救护
等 20余个课目，深入开展技能交流，分享
救援经验，提高专业技能。

二是探索指挥方式。按照情况诱导、
多国协调中心协调、指挥所筹划、指挥控
制分队行动的流程，组织指挥任务分队遂
行联合救援行动，推进指挥流程、力量编
组、行动标准等规范有序。

三是优化救援行动。按照评估、搜
救、救护、收容、转移“一个过程”，针对地
震灾害救援行动中可能出现的情况，设置
生命搜索、高空救援、医疗救护等演练内
容，研究探索两军协同组织灾害救援、大
规模灾民转移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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