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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5日是个重要的日子。经历

两个多月奋战，湖北省除武汉市以外地

区，解除离鄂通道管控，有序恢复对外

交通。

我的任务还在继续，作为仙桃市防

护物资生产运输保障组组长，我仍在一

线督办企业生产防护服。

仙桃市是全国重要的无纺布生产

基地。疫情来袭，仙桃市的疫情防控面

向两个战场同时展开：一个是抗击疫情

的正面战场，另一个是供应医用防护服

的后方战场。

为给抗疫一线提供尽可能多的医

用防护服，仙桃市立下军令状。当天的

市委常委会上，每个人内心都很着急。

大家心里清楚，非常时期、非常任务，容

不得半点差池。

让一线医务人员早日披上“战袍”，

既是对仙桃市委、市政府的考验，也是

对仙桃市国防动员能力的检验。尽管

深知其中的艰难，我还是主动请缨，担

负督办6家防护服生产企业、1家原材

料企业的生产任务。

任仙桃市人武部部长以来，每年

都组织国防动员潜力调查，所以我对

辖区企业产能情况心里有一定底数。

仙桃市作为全国无纺布产业名城，产

品出口量占全国的三分之一，但80%以

上的无纺布企业以外贸为主，生产医

用防护服的厂家较少。企业在短时间

内扩充产能，贴条机缺口很大。当时，

正值春节，很多员工都已经回家，仙桃

市周边的技术工人潜力也基本挖到了

极限。

战时无退路。有条件要上，没有

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那几天，我的

电话接连不断，从省内到省外，几乎穷

尽了自己所能联系到的人。为找到熟

练的贴条工人，我通过供应商按图索

骥，找到生产厂家，再通过厂家联系贴

条工人培训机构，搜集贴条工人信息，

派专车去湖南、江西等地接贴条工人；

贴条机不够，就想尽办法从广东江门

等地加急采购；原材料短缺、调运物流

不畅，我就派人直接到原料厂进行对

接……

机器、人员、材料到位，生产企业马

力全开，但问题也接踵而至。新增了设

备，工厂满负荷运转，原有供电系统承

受不起。我立即找到供电所。供电所

给出两套方案：一是架线，“从天上走”，

相对省事，但必须停产一天；二是挖沟，

“从地下走”，但要连夜挖缆沟、铺缆线，

好处是不用停工。

人命关天，生产一刻不能停！我果

断敲定“从地下走”的方案，连夜组织人

员疏挖地沟，安装地缆，铺平路面。那

天晚上，我和工人一夜未眠，欣慰的是，

企业电力供应实现了倍增。

近两个月来，仙桃市各大企业都使

出“洪荒之力”。100多家企业相继复

工复产，日产医用防护服达5万件、口

罩5000万个，占全省同类防护物资供

应总数的80%。

自1月27日以来，仙桃市已向抗

疫一线供应医用防护服近 200万套。

我深切地感受到，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阻击战中，这座只有156万人口的小城

市彰显了大担当。

我坚信，和英雄的城市武汉一样，

仙桃这座城市的奉献担当，也必将被后

人铭记。

上图：仙桃市人武部部长傅志阳

（右一）在该市企业生产一线督产医用

防护服。 孙建辉摄

见证小城市的大担当
■傅志阳口述 孙建辉 本报特约记者 何武涛整理

草木蔓发，春山可望。经过全国上

下和广大人民群众艰苦努力，在国内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取得阶段性重要成效，

经济社会秩序加快恢复的同时，置身主

战场，湖北省军区系统围绕这场疫情展

开的“头脑风暴”悄然开始。

一场战“疫”，人们见证了中国力

量、中国精神、中国效率，举国体制下的

动员力令世界印象深刻。在万众一心、

众志成城战疫情的背后，省军区系统有

哪些经验值得总结、有哪些实践值得反

思，需要趁热打铁、梳理改进，实现“打

一仗”进一步。

假如没有这场疫情，很多人可能压

根儿不会想到，小小的口罩会成为左右

疫情走向的重要因素；假如没有这场疫

情，很多人可能不会知道，动员潜力不

仅包括目之所及的实物实业，还包括看

不到的产能产效；假如没有这场疫情，

很多人可能不会相信，不经意的“概略

瞄准”会埋下隐患；假如没有这场疫情，

很多人可能以为5G、云计算、人工智能

等高新技术还离动员很远。

有人假设，如果这场疫情发生在战

时，情况会怎样？未来，有形和无形战

场无处不在，“战场与非战场”“平时与

战时”的界限将愈发模糊，应对可能发

生的战争，无疑会对平战高度融合的国

防动员提出新的要求。

今天看到的问题，就是明天需要攻

克的课题。从这场疫情看，资源储备是

一个世界问题。可以预见，如何应对极

端条件下的资源再生问题，将成为各国

关注的焦点。

资源储备问题还仅仅是一个方

面。这一次主要是动员防护物资，下一

次呢？国防动员领域存在的局部问题

不应被孤立地对待，因循守旧的固化思

维、各自为战的应对心态、平战转换的

机制障碍等，都值得关注。头痛医头、

脚痛医脚，从来不是好医生的做法，要

对症下药、系统施策，必须提高站位、放

眼未来，把每个具体问题放到国防动员

体系中通盘考虑，才能标本兼治。

抗战时期，陈毅曾对黄克诚说：“毛

泽东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不贰过。”趁

着战“疫”警报尚未全面解除，战“疫”场

景还历历在目，战“疫”报告还“冒着热

气”，勇于直面问题，主动刀口向内，自

上而下理清战果和不足，唯此才能吃一

堑长一智，“打一仗”进一步，始终牢牢

掌握主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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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疫”手记

国防论坛

湖北省军区组织驻鄂部队抗击疫情运力支援队紧急转运物资。 吴丽敏摄

72年前的淮海战役战场上，广大民
兵和支前群众迎着炮火，推着小推车，浩
浩荡荡为前线送粮送弹，成为参战支前
的经典画面。

72年后的今天，一支支民兵运输分
队、无人机喷洒分队、专业防化分队等组
成的支前大军活跃在抗疫一线，成为疫
情防控的重要力量。

从历史的比照中可以强烈感受到，
民兵建设已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
型、由人力密集型向科技密集型、由传统
领域向新兴领域转变。这种脱胎换骨的
变化，正是新时代国防动员体系力量的
优势所在。

截至目前，全国已动用民兵 800 余
万人次，出动人员最多的一天达到 45万
人。在防疫消毒、物资保障、宣传教育、
社区排查、守卡蹲点、复工复产等任务一
线，都有他们的身影。组织民兵踊跃支
前打头阵的传统没有变，履行职责的能
力在与时俱进。

抗疫期间，全国各地新质民兵力量

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群众生产生活
的场景不计其数。上海警备区组织民兵
分队用 30余台智能机器人参与体温检
测、清洁消毒等工作；山东省淄博军分区
组织民兵无人机分队对 1.7万亩土地开
展春季田间管理；浙江省温州市“洞头先
锋女子民兵连”依托微信公众号推出“复
工加油”二维码，帮助 39家企业近千名
工人复工。

编强队伍才能发挥作用。基于任务
聚焦能力、优化结构，把医疗救援、交通
战备、抢险救灾等专业队伍编实建强；加
大新质民兵力量编兵比例，制订预案方
案，组织演练演训，让国动人在这次战

“疫”中有了可用、管用的力量队伍。
疫情发生后，各民兵分队发挥组织

健全、结构优化、专业精干的优势，快速
动员集结、快速遂行任务，战斗在第一
线。同时，国防动员系统组织一大批退
伍老兵、预备役人员共同战“疫”，一大
批适龄青年在抗疫一线递交入伍申请
书；协调一大批拥军企业迅速行动，积
极投身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谱写了
“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的
新时代篇章。

抗疫实践再次雄辩地证明，充分动
员组织后备力量，能构建起坚不可摧的
战“疫”防线。“从全民抗疫看全民国防教

育”“从无人机企业抗疫看民兵队伍建
设”……连日来，国动人正结合抗击疫情
实际，组织研讨新时代国防动员体系建
设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他们提出，紧
盯未来，才能赢得未来，制胜未来战场，
就要有前瞻的眼光、超前的行动，就要坚
持平时与战时、当前与长远、需要与可
能、数量与质量的有机结合，做到需求精
确、规模适度、突出重点，努力打造专业
化程度高、军民结合紧、应急应战能力强
的新型后备力量体系，做到一有情况召
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

这是国动人的战“疫”思考，更是国
动人的前行目标。

这是一次全民总动员。专业化程度高，应急应战能力强—

是战“疫”思考，更是努力目标

口罩告急！防护服告急！消毒液告急！
河北省军区协调 13家企业筹集 38

吨医疗物资和生活用品连夜驰援武汉；
湖南省军区紧急协调捐赠 3.1万瓶人免
疫球蛋白和人血白蛋白，按时抵达火神
山医院……

在抗击疫情的关键时期，湖北省军
区疫情防控值班室的电话响个不停，请
求协助解决抗疫物资的来电一个接一
个。他们迅速对接需求，精准配送到位。

不仅“有求必应”，而且“有应必
准”。湖北省军区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
组办公室主任毛洪山说，这主要源于平
时动员潜力数据的精准完善。

2月 2日，火神山医院正式交付。在
10天内建成一座大型野战医院，这是未
曾有过的先例。

时值春节假期，短时间内如何调集
这么多工人，到哪里去找建设大型医院
的专业力量？然而，武汉警备区毫不犹
豫地接下了任务。

去年 10月，武汉市刚刚完成新一轮
动员潜力调查。水电工、泥瓦工、装修工
等作业人员有多少、在哪里？挖掘机、推
土机、混凝土搅拌车等各类大型机械设
备及运输车辆找谁征、如何征？各类可
动员征用的资源数量、质量、位置、使用
状况等相关信息清清楚楚，一目了然。

武汉警备区迅速启动预案，紧急协
调该市国防动员成员单位，各条战线同
时向外发布“英雄帖”。

一呼百应、八方来援。从人员、物资
到技术，一系列“硬核”操作为火神山医
院的建设贡献了应有力量。

从动员潜力到抗疫实力，有底气方有
士气。正是基于扎实的国防动员潜力调
查，当武汉等多地按下“暂停键”时，国防动
员系统按下“启动键”和“快进键”。从白山
黑水到南海之滨，从中原大地到西部边陲，
省军区系统与军地有关部门积极联动，保
障抗疫物资不断线，人力资源不断链。
“你们有需求和提报，我们就有‘速

度与激情’。”在这场战“疫”中，把动员潜
力转化为防疫实力，速度之快、动员之
广、力量之强，彰显出独特优势。

处在抗疫一线的国动人对此感触颇
深。国防动员潜力彰显的是综合国力，国

防动员搭乘的是经济社会发展快车。提
高国防动员的快速反应能力和平战转换
能力，应着眼威胁种类、参战力量、专业要
素多元的特点，坚持国家、军队、社会相结
合原则，结合国防动员体制改革和政策制
度改革，将人力动员潜力、经济动员潜力、
物资动员潜力、交通战备动员潜力、科技
动员潜力等有机融合，实现全国一张网查
询、全国一盘棋筹划，构建起高度统一、军
地兼容、横向互通、纵向贯通的国防动员
潜力调查、储备、运用机制，做到首批动员
能到位，持续动员不断线，后续动员有支
撑，为我国国防动员提供有力保障。

这是一次实力大比拼。全国一盘棋，潜力转化快—

是制度优势，更是胜战底气

驻鄂部队抗击疫情运力支援队是
这次武汉保卫战的一道温暖风景。这
支队伍由陆军、空军和军事院校等 6
支驻军部队紧急抽调 130 辆 军用卡
车、260 余名官兵组成，主要担负保障
武汉各大医院和武汉市民医疗、生活
物资正常供应任务。值得一提的是，
这支运力支援队经中央军委批准和中
部战区命令，由湖北省军区直接协调
指挥。

截至目前，该运力支援队已累计出
动车辆 3000余台次，兵力近 9000人次，
累计行车 40余万公里，同时实现“零事
故、零差错、零感染”。
“把来自不同军兵种部队的运力集

结起来，成立一个混合编队，由省军区统
一指挥调度，在省军区历史上还是第一
次。”谈起这支运力支援队，湖北省军区
领导说，这个第一次，是国防动员系统改
革重塑后担负“协调军地，面向三军”新
职能带来的新变化。

找准定位，才能守好战位。一位老
国动人这样说，国防动员系统是军地的

纽带和桥梁，“协调军地，面向三军”不能
简单地理解成一个概念、一个特点，它既
是职能定位，也是使命战位。

记者了解到，在这场军地协同战
“疫”中，国防动员系统各级主动融入
地方疫情防控指挥机构，编入军地联
防联控机制，担负军地联动应急指挥
和军地协调职能。通过对接当地党委
政府和驻军部队，建立起军地情况通
报、信息收集报送、应急情况处置等协
作机制。
“直升机来了！我们放心了！”2月

12 日，湖北襄阳、宜昌两地医疗物资告
急的紧要时刻，湖北省军区协调指挥驻
鄂空降兵某部派出 2架军用直升机，将

数吨防疫医疗急需药品和紧缺物资火速
送达。

协调指挥直升机为地方运输物
资，这在湖北省军区组建以来是第一
次。这个省军区领导介绍，在军地大
协同、大联合的抗疫战场，“协调军地，
面向三军”的职能作用每时每刻都在
显现。

疫情发生以来，河北、宁夏、内蒙古、
江苏等多个省军区组织运送抗疫物资驰
援湖北。从车队编组、货物装卸到长途
运输，期间跨越多个地市，途中面临车辆
加油、人员食宿、防疫防护等一系列难
题，沿途省军区系统启动应急联动机制，
协调军地力量一路接力保障，确保运输

车队全部安全抵达。
充分发挥“协调军地，面向三军”职

能，是国防动员系统助力打赢疫情防控
阻击战的关键。这既是改革带来的红
利，又必将在深化改革中进一步优化。
国动人对此有深切感受，聚焦新时代使
命任务，应加紧研究“协调军地，面向三
军”体制机制，优化职能配置、完善组织
架构，建立高效顺畅的军地协调机制、联
合指挥机制、应急处置机制，建立集医疗
防疫、抗震救灾、应对突发事件等多样化
任务为一体的动员机制，构建起与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相适应、与国家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相匹配的新型国
防动员格局。

这是一次军地协同战。协调军地，面向三军—

是职能定位，更是使命战位

探寻国防动员战“疫”密码
—国防动员系统参与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闻思录

■本报特约记者 刘国顺 周 仁

国防聚焦

庚子新春，一场突如
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来
袭，其传播速度之快、防
控难度之大，前所未有。
紧要关头，一场疫情防控
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
击战打响，中国力量、中
国速度、中国方案，举世
瞩目。

在这场没有硝烟的
战“疫”中，国防动员系统
闻令而动、奋勇冲锋，发挥
独特作用，展现独特风
采。这是一次对国防动员
系统改革重塑和遂行使命
任务能力的全面检验，给
加强新时代国防动员体系
建设带来诸多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