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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20日，央视新闻频道播出“生
死营救和余震‘赛跑’”节目，讲述了四
川省宜宾军分区副司令员冯昆在震后
两小时营救一名被困老人的故事，其
救援视频被群众传到网上，获 90多万
点赞。

6月 17日，长宁县 6.0 级地震发生
后，四川省军区第一时间发出应急动
员号令，组织 1800余名官兵和民兵，采
取“就近展开、由近及远、快速覆盖”的
方式投入救灾战场。灾难面前，参加
抗震救灾的官兵处变不惊、沉着应对、
反应迅速、高效有序，从搜救生命到排
除险情再到过渡安置，交出了一份合
格的答卷。

兵贵神速分秒必争——

应急机制受到检验，

“国动速度”得以凸显

6月 17日，地震来袭，长宁县城广
场的巨大时钟定格在了22时 55分。

震后 5分钟，四川省军区接到长宁
县人武部报告，省军区主要领导当即
指示：争分夺秒，救人第一！迅速查明
灾情上报！

23时 20分，省军区党委常委紧急
召开会议，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并成
立抗震救灾指挥部，震后半小时即下达
动员预先号令，省军区领导坚守作战值
班室进行指挥。

处在震中的长宁县、珙县、兴文县
人武部在通信中断、道路受阻的情况
下，采取口信传递的办法，动员 623名

应急民兵队员在灾区展开自救互救。
这是最早在灾区展开救援的一支力量。

23时 35分，宜宾军分区副司令冯
昆带领机关 4名同志连夜组成先遣组
出发，18日 0时 15分，先遣组挺进震中
长宁县双河镇。与此同时，首批动员
的长宁县、珙县、兴文县一支支民兵应
急专业队伍快速集结，一个半小时内，
收拢集结 720余人，并备齐所需的装备
物资。接到指挥部命令后，救援队伍
随即向灾区开进。
“国防动员系统具备人熟地熟情

况熟、就地就近就快和救援经验丰富
的优势，加之，省军区调整改革 3年以
来，不断建设完善民兵应急专业队伍，
所以在抗震救灾中我们必须冲在最前
面！”姜永申说，近年来，四川军地不断
完善应急动员机制，按照应急应战要
求，完善了23个应急动员预案。

兵贵神速，分秒必争。组建民兵
应急专业队伍之初，该省军区就着重
突出“快”字：
——在人员编组上求快。采取编

组由行政村向乡镇企业和铁路、公路
沿线转移，由单独编组向联片编组转
移，实现“横向相顾、纵向相连”，遇有
情况能够快速集结、快速机动。
——在技术生成上求快。对民兵

应急专业队伍定编不定人，鼓励具有
各类救援专业技能的人员随时入队，
缩短专业技能培训时间，入队即是战
斗员。
——在通信手段上求快。在利用

新装备为民兵应急连排配发卫星电
话、单兵通信设备的同时，保留烟火信
号点、紧急情况下“口信接力”等传统
联络手段。

一个“快”字，创造了诸多生命的奇
迹。震后 6小时内，仅长宁县人武部就
组织民兵从废墟中救出被埋群众 11

人，转运伤员 23人，转移安置被困群众
920余人。

科学用兵效率至上——

忙而不乱救援有序，

组织指挥对接顺畅

灾情十万火急，如何在灾区战场
最大限度地减少伤亡、减少损失？学
校、医院、道路、山村等救援目标如何
确立？如何科学合理调配衔接应急救
援力量？这些都成为国防动员系统必
须回答的考题。

地震发生后，该省军区主要领导
加入四川省抗震救灾联合指挥部，实
现了军地联合指挥调度无缝对接。四
川省国防动员委员会通过军地联合指
挥信息系统迅速向民兵应急专业队伍
下达命令、部署任务，军地组成的数百
支应急分队闻令而动。

18 日 8 时 30 分，四川省军区主要
领导赶赴灾区，实施靠前指挥。宜宾
军分区 20多名师团干部第一时间奔赴
灾区，始终坚持在抗震救灾一线。

18 日 9 时 10 分，四川省军区抗震
救灾指挥部下令，成都、乐山、自贡等
军分区（警备区）、人武部火速派出应
急民兵与交管部门一道，实行交通管
制，确保灾区救援通道畅通。同时，受
灾地区人武部及时就近抽调民兵作为
引导员，引导救援队伍有序到达灾区
开展救援。

此次长宁救灾过程中交通顺畅、
各救援部队及时有序展开救援，得益
于汶川、芦山、九寨沟抗震救灾经验的
科学总结。在芦山抗震救灾中，曾出
现多支救援队伍快速抵达灾区，却不
知任务是什么、该往哪里去，一度出现

混乱拥堵。
“这次抗震救灾的一大特点是在

决策前进行了科学的灾情评估，实事
求是地调遣救援力量和救灾物资，不
靠人海战术，实施精确定点、精准救
援。”宜宾军分区司令员夏礼作说。

近年来，四川军地按照“平战结
合、军民一体”的原则，对国防动员体
系和政府应急管理体系进行有机衔
接，建立健全了省、市、县 3级指挥体
系，建立起联席会议和信息沟通机制，
定期分析形势，共同解决难题。遇到
紧急情况，则实行集中办公，由此理顺
了指挥管理体制。

在四川省委、省政府的牵头下，该
省军区与公安、武警、防汛、应急等部门
建立联合指挥体系，从整体上调控使用
民兵应急专业队伍，较好地解决了联合
指挥、统一用兵问题。通过反复组织抢
险救灾、应急救援等演练，清晰明确了
国防动员系统的职能定位和指挥职责。

来之能战勇于担当——

经验丰富装备精良，

专业队伍战场建功

6月 18日 5时，珙县人武部政委王
月毅带领突击队用红外热成像仪成功
发现白岩村 4名被困村民的准确位置，
大家采取“多点支撑、均匀受力”的办
法，经过 2个小时的艰苦奋战，成功救
出受困村民。

6月 20日上午，长宁县、珙县、兴文
县人武部派出 60余名技术娴熟的机械
操作手，帮助地方疏通道路，搭建板
房，群众称赞他们是“一支经验丰富、
本领高强的救援队”。

抗击自然灾害不仅需要勇气，还

需要过硬的专业能力。
在九寨沟地震中，曾遭遇这样的

尴尬：由于专业民兵救援队伍数量不
足，救援中出现用兵捉襟见肘的情况。

近年来，四川省民兵应急专业队伍
经历了脱胎换骨的变化。他们按照“精
干、可靠、管用”的原则推进救援力量建
设实现 3个转变：由一般化建设向专业
化建设转变、由一般装备向专业救援装
备转变、由一般应急向紧急救援转变。

该省国防动员委员会依托某预备
役工兵团和某预备役防化团，抽编省
地震局、交通厅等单位专业技术人才，
组建侦察搜救、抗洪抢险、地质灾害抢
险、搜排爆、防化防疫和指挥保障 6支
省级救援专业分队。同时，依托四川
省无线电监测站和电信公司、移动公
司、联通公司，组建民兵无线电监测分
队和民兵应急通信分队。

四川军地在 15个自然灾害较多的
市州，有针对性地组建以抗震救灾、抗
洪抢险、地质灾害抢险和森林灭火为
主要任务的市州级救援专业队伍；在
每个县（市、区）分别组建 1个民兵应急
连，在各乡镇（街道）普遍组建 10至 30
人的民兵应急排，在重点村、社区组建
应急班（组）。由此，一个“全域覆盖、
专业多能、综合一体”的省市县乡村 5
级应急专业力量体系初步形成。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为给
民兵应急专业队伍强筋壮骨，四川省
委、省政府、省军区出台政策：由地方
财政出资，配齐所需的应急装备。

应急专业力量过硬，关键时刻才
能发挥作用。近 3年来，四川省国防动
员系统累计出动人员 300多万人次，先
后在抗震救灾、抗洪抢险、抗旱救灾、
森林灭火和抗击特大山洪泥石流等 10
余场硬仗中出色完成抢险救援任务，
受到人民群众的广泛赞誉。

近年来，国防动员系统民兵应急专

业力量在抗震救灾、抗洪抢险、森林灭火

等多样化军事任务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

是国动系统调整改革成果的直接体现，为

今后一个时期国动系统民兵应急专业力

量建设提供了宝贵经验和启示。

这次长宁县抗震救灾的成功实践

再次表明，在新形势下，必须充分认清

民兵应急专业力量建设的战略地位，高

度重视民兵应急专业力量建设这一课

题，紧贴使命任务，着眼平战需求，立足

现实可能，将民兵应急专业力量建设纳

入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按照“梯次

配置、逐级承接、全域覆盖、综合一体”

的总体思路，打造民兵应急专业力量体

系，摸索出民兵应急专业力量建设、管

理、训练、使用和保障“五位一体”的有

效模式。

应对多种安全威胁、遂行多样化

军事任务，是国动系统的职责使命。

这要求进一步加大民兵应急专业力量

调整改革的力度。在组织建设上，要

坚持建为战、建为用，把应急与应战有

机结合起来，因地制宜编组适合本地

区处置突发事件需要的应急和专业保

障队伍；在教育训练上，要紧密结合民

兵应急专业力量建设实际，实行分类

指导，有针对性地加强政治建设，确保

队伍纯洁可靠，大力开展军事训练和

综合性演练，不断提高遂行多样化任

务的能力；在后勤和装备配备上，要尽

可能地储备一些应对突发事件所需的

装备和器材，特别是多渠道配齐急需

的通信装备和抢险设备，确保关键时

刻发挥作用。

这次国动系统官兵和民兵在长宁

县抗震救灾中的优异表现启示我们，

必须坚持平战结合的原则，充分发挥

民兵寓兵于民、人数众多的优势，进一

步拓展民兵发挥作用的领域和范围，

根据各地经济、政治、社会建设，以及

自然条件、社会治安、边境安全等情

况，研究解决民兵应急专业力量发挥

作用时的组织、指挥、使用和保障等问

题，规范组织形式、统一指挥程序，探

索在实践中敢用兵、善用兵的方法和

路子，充分发挥民兵在改革、发展、稳

定中的作用，为当地经济发展和社会

稳定作出新的贡献。

在这次抗震救灾中，国动系统积累

了可贵经验，同时也提出了一些新的问

题。比如，如何进一步完善快速动员预

案，配齐民兵遂行任务所需的专业设

备？如何保障民兵队伍跨区执行任

务？针对这些问题，应从完善机制这一

层面加以解决。应将应急动员机制有

机地融入国家应对突发公共事件机制，

进一步完善应急预案，把情况设想得复

杂一些，依据担负的任务，从力量使用、

组织指挥、装备配备、后勤保障等多个

方面提出应对办法和措施，确保一有情

况能按预案迅速展开行动。与此同时，

还要健全法规制度，把这次抗震救灾中

的一些好做法、好经验，通过总结梳理，

上升为法规制度，把应急状态下的有效

举措转化为长期的规章制度，确保民兵

队伍执行应急任务有法可依、有章可

循，使国防动员系统可以更好地履行新

的历史使命。

高度重视民兵应急专业力量建设
■申君川

国防论坛

6月 17日，四川长宁发生6.0级地震，国防动员系统再次彰显人熟地熟情况熟、就地就近就快、救援经验丰富的优势—

抗震救灾，“我们必须冲在最前面”
■梁 永 周 超 本报特约记者 孙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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