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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开世界地图，我们会发现，在西
欧大陆外的北大西洋上有两个大的岛
屿，一个叫不列颠岛，另一个叫爱尔兰
岛。前者加上后者的北半部以及附近
的一些小岛组成了“大不列颠及北爱尔
兰联合王国”，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英
国。作为最早的资本主义国家之一，英
国在近现代史上多次对外发动侵略战
争，参与了两次世界大战，又在战后发
动和参与了一系列局部战争，形成了特
色鲜明的动员模式。

战争动员体制符合国情

英国在世界上第一个打破专制王
权，建立了第一个责任制政府，是现代
政府制度的创立者。内阁是英国政府
的领导核心，首相领导内阁的一切活
动。一旦出现战争症候，英国就会很快
成立以首相为核心，包括国防大臣、外
交大臣、内政大臣、财政大臣以及国防
参谋长和军种参谋长参加的战时内阁，
对包括战争动员在内的一切有关国防
事宜，实施集中统一领导与指挥。国家
总动员令由战时内阁会议提出，经议会
讨论批准，英女王签署发布，政府各部
门按照职责落实。

1982年 4月 2日，阿根廷出兵占领
马岛，当晚英国就成立战时内阁，决定
出兵马岛。根据英国国家总动员令，国
防部动员和派遣部队，实施作战指挥、
后勤物资动员保障、民船和飞机动员征
集等；财政部负责对阿根廷进行金融制
裁和冻结资金等工作；贸易部全面禁止
从阿根廷的贸易进口；外交部发动外交
攻势，动员欧洲共同体对阿根廷实行封
锁禁运，最大限度地争取国际同情和盟
友支持……

符合本国国情且较为健全的战争
动员体制，为保障英军在离本土万里之
遥的马岛取得战争胜利奠定了坚实的
基础。

战争动员法规操作性强

二战后，英国先后经历了朝鲜战
争、苏伊士运河危机、马岛战争和海湾
战争等多次局部战争或军事危机，进
行过多次局部战争动员。动员过程
中，英国法律的保障作用发挥明显。
英国国防动员法规体系大致分为重点
法规和配套法规，重点法规主要包括
《重要商品储备法》《征地和战备工程
法》《预备役部队法》《民防法》等，配套
法规主要包括《民航法》《运输法》《商
船法》等。

这些法律法规较为详细具体。比
如，为明确国家各级权力机关和军事系
统指挥后备力量的权责关系，英国《国
防法》规定：“战时动员由内阁与海外政
策委员会和国防部直接领导，各军种参
谋部的动员委员会负责本军种预备役
人员动员政策和计划的制定，以及对预
备役人员动员的具体组织实施。在发
生危及英国及其盟国利益的低强度冲
突时进行局部动员，由内阁向议会提出
法案，直接授权国防大臣发布命令，征
召部分预备役人员。”

再比如，为明确战时征召行动的具
体内容，英国《预备役部队法》规定：“当
出现危机需要战争准备时，要首先动员
和征召正在服预备役的人员，尔后再动
员地方军或其他志愿预备役人员服现
役。”英国有关法律规定：“在接到征召
通知后，预备役人员均须在 12小时内
向所在的动员部队、动员中心报到。”

此外，英国还通过举行演习，验证
法律法规的可行性。比如，1984年 9
月，英国举行了一次增援西德的演习，
演习中3.4万人是通过动员境内民航客
机运送的，每批增援部队均于 72小时
内抵达西德境内指定地点。英国还通
过动员商船，将1.45万台车辆运送到目
的地。通过演习，英国检验了军事交通

动员法规的可行性。

战争动员机制较为完善

英国是一个海洋国家，我们不妨从
商船动员这个角度，看一看英国战争动
员机制是如何构建的。

多年来，英国国防部都是通过海运
国防顾问委员会拟定商船征用方案，而
该委员会的主席由海军副参谋长兼任，
这就为搞好需求与供给的对接提供了
组织保证。

对于纳入征用计划的船只，平时就
根据船只性能特点准备相应的加改装
图纸，一旦爆发战争，凡征用的商船就
可及时加改装。特别是设计专家会被
送往各个指定港口，加改装图纸也会在
被征用船只抵达海军船舶修理厂之前
送到厂方手中，大大缩短了商船的加改
装时间。

所有被征用商船的船长，几乎都
是英国皇家海军的退役军官或预备役
军官。参战过程中，所有被征用的商
船仍由原来的船员驾驶，但每艘征用
的商船都会被派驻一个海军舰队的辅
助小组，指导船员完成军事任务。商
船进入作战区域后，根据战场情况，可
临时转服现役，按照军事法规接受指
挥、遂行任务。

这就是英国在紧急状态下，能够迅
速派出大量民用船只和船员赴海上作
战的原因。凭借较为完善的动员机制，
英国从17世纪开始就将商船及其船员
作为海战力量，经常与皇家海军共同使
用。时至今日，英国仍然担负着为北约
提供民船保障的任务。

英国在高精尖武器的突击生产上
也可圈可点。由于高精尖武器造价昂
贵，英国平时不进行大量储备，战争需要
时突击生产补充。为保证战时军工生
产，英国采取动员生产要素向军工企业
倾斜的一系列措施。比如，集中国家财
力，为军工生产提供足够的资金；统一调
整技术人员，充实到军工企业；集中使用
机器和原材料，满足重点需求。通过这
些国防动员机制，英国达到了“平时花钱
不多、战时武器不少”的目的。

（作者单位：国防大学联合作战学
院国防动员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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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贵神速，战争不仅是以大吃小，
而且是以快吃慢。提高部队机动速度，
是运输投送系统永恒的课题。前不久，
西部战区某调度中心以保障陆军某旅
整建制投送为任务牵引，探索提高铁路
军事运输效益的方法路子，其中一些做
法值得借鉴。

运行速度提高50%——
释放改革红利
提高军列等级

此次投送线路，横跨成都、兰州两
个铁路局辖区，运输速度却比以往提高
50%，大大减少官兵旅途疲劳。一到达
目的地，该旅不作休整，直接投入到演
练中。

“这一可喜变化，首先得益于军列
运行等级的提高。”兰州铁路局集团公
司总调度长王大林告诉记者，平时军列
运行等级较低，途中遇有等级较高的列
车就要停车避让，一停就是几十分钟。
这次演练，他们按照西部战区某调度中
心要求，提升军列运行等级，使其一路
畅通，机动速度大大加快。

“战时军列必然优先，平时就要搞
好预演。”王大林说，通过这次演练，公
司上上下下对军运优先这一原则有了
更深的认识。像兰州铁路局集团公司
一样，成都铁路局集团公司也同步提高
了军列运行等级。

“军列提升运行等级看似寻常，在
改革前却很难做到。”该调度中心政委
单世刚说，过去，军代表分驻交通运输
企业，其职能就像铁路警察一样，只能

各管一段；现在，战区运输投送机构覆
盖多家铁路局，协调力度加大，对接关
系顺畅，铁路部门落实军运优先工作的
积极性得到进一步调动。

检查间隔拉大1倍——
提高装载水平
减少停车次数

该调度中心组织的这次铁路运输
投送，还实现一个突破：在保障正常行
军的前提下，途中综合检查和物资补给
的次数减少一半，每次检查和补给的时
间也由过去的60多分钟压缩至30分钟
以内。

实现这一突破，既要靠经验积累，
又需要大胆探索。按照以往惯例，军列
每运行500公里，就得停车接受综合检
查和物资补给，往往耗费一两个小时。
根据长期的观察和数据分析，该调度中
心工程师崔照庆发现，随着西部地区铁
路运行水平的整体提高，军列进行综合
检查和物资补给的间隔可以拉大，从而
进一步提高速度。当然，做到这一点需
要一个前提：必须确保军列在运行过程
中装备物资稳固，一旦发生松动后果不
堪设想。

为此，起运前，该调度中心指导任
务部队按照最严格的标准，对装备物资
进行捆绑加固，并反复检查；运输途中，
组织专人对物资实时盯控。“我们通过
这次演练发现，每间隔 1000公里进行
一次综合检查和物资补给，仍然能够保
证军列安全、满足物资需求。”崔照庆告
诉记者，由于做了充分的准备，尽管长
途跋涉，军列始终正常运行。

以往，铁路部门按照保障普通列车
的程序，对军列进行检查和补给。这次，
该调度中心与铁路部门商定，加快工作
节奏，将各工种作业时间尽可能地缩短。

记者在四川省广元火车站看到，某
次军列刚一停稳，检车员便双人双侧快
速检查，机车换挂一步到位，数根水管
同时上水，各项工作同步开展、无缝衔
接。22分钟后，综合检查和物资补给
宣告结束，军列重新出发。

运装无需固定站台——
依托铁路员工
完成紧急装卸

“成渝线白市驿站站台被炸毁，命
你部迅速处置。”演练中，该调度中心
向重庆军代室下达指令。该军代室运
用野战站台车搭设临时站台，10分钟
后，该旅便依托临时站台装载重型装
备。不料，又有新的指令下达：“务必在
1.5个小时内发车！”对此，该旅官兵犯
了难：重型装备捆绑加固复杂，乘坐本
列的机械分队人员又少，完成任务十
分困难。

此时，重庆军代室拉出一队“救
兵”——一支由铁路军运员组成的装卸
队依令出动，快速而专业地对部队装备
进行捆绑加固。50分钟后，所有装备
加固完毕，部队、铁路、军代表三方联检
一次通过，军列按时出发。

“战时固定站台易遭破坏，依托临
时站台装卸物资，成为运输投送部门努
力实现的一个目标。”该调度中心主任
杨玉哲介绍，在野战设施配备到位后，
打造一支召之即来的装卸队伍成为能
否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

近年来，该调度中心联合铁路部
门，下大力加强军运员队伍建设。他们
认真把关，将那些热爱国防事业、业务
素质过硬的铁路职工吸收到军运员队
伍，畅通进出渠道，保持队伍活力；定期
组织任务部队、军代表、军运员“三位一
体”联训，促进军运员队伍整体素质不

断提高；对在疫情防控等重大任务中表
现突出的军运员，给予必要的表彰奖
励，激励他们发挥更大作用。

军用饮食科学调配——
无需下车就餐
热食送上军列

“今天的午饭由军供站提供。”听到
这个消息，一些老兵凭借经验判断，到
站后大家会下车进站就餐，这样一来至
少花费1个多小时。没想到，军列一进
站，大家便看到身着白色厨衣的军供站
人员推着餐车等候在站台上。

送餐的是重庆市军供站工作人
员。早上8时30分受领任务后，该站启
动保障预案：配餐组依托自动化软件制
订菜谱、估算餐料需求；采购组根据库
存情况，联系定点单位采购餐料；制作
组依据军列到达时间、送餐距离确定制
膳时间与烹调顺序……2.5小时后制餐
完毕，装盒、装车、出发，11时 50分，热
气腾腾的四菜一汤准时运抵36公里以
外的车站站台。

近年来，该调度中心以军供站转隶
退役军人事务厅（局）为契机，会同有关
部门充实军供队伍，加强技能培训，购
置新型设备，使辖区军供站的保障能力
进一步提升。目前，辖区军供站普遍具
备受令6小时内完成区域保障，以及每
天3至4次的持续供应能力。这次演练
中，重庆、兰州、广元3个军供站保障数
十列军列，单站单日连续供应 5批次，
应急供应能力得到全面检验。

“军供站是地方政府支援过往部队
的组织机构。”重庆军供站站长钟伟介
绍，下一步，他们将在保证菜品质量、坚
持热食前送的基础上，探索伴随保障、
代购物资等新模式，确保随时能够拉得
出、保得好。

如何让军列跑出新速度？
—西部战区某调度中心提高投送能力的一段探索

■王 铮 本报记者 孙兴维

设置于山间小路旁的人防宣传橱
窗，与周边景色融为一体；图文并茂的防
空防灾手册，与景区简介一同发放……6
月以来，前来河南省云梦山观光的游客
在流连于雄山秀水间的同时，还了解到
一些防空防灾常识。原来，该省鹤壁市
人防宣传教育基地就建在云梦山景区。

人民防空是全民性防护工作，持续
开展人防宣传教育是人防部门的重要
职责。建设一座宣传教育基地，无疑是
一个好办法。然而，基地建设投入大、

周期长，往往心动者多、行动者少。位
于淇县的云梦山风景区是国家 4A级旅
游景区，一年四季游人如织。“何不发挥
热门景区的辐射带动作用，同步开展人
防宣传教育？”在筹划 2020年度工作
时，该市人防办党组一班人研究决定：
依托云梦山风景区，建设鹤壁市人防宣
教基地。

经与景区管理部门沟通协调，该市
人防宣教基地的建设思路逐渐清晰：在
互动体验中安排自救互救技能培训，以

此为契机在导游词中加入防空防灾知识
介绍；结合对游客进行安全提示，在景区
电子屏幕上滚动播出人防宣教片……

“在景区建设宣教基地，关键是要把
人防知识巧妙融入各个景点。”鹤壁市人
防办主任张涛举例说，他们在人防宣传
橱窗的尺寸、色调、材质、位置的设计上
费了很大心思，最终使 4大类 11个橱窗
巧妙融入景区，游客在观光过程中会不
由自主地驻足观看。云梦山本身具有
厚重的国防教育资源，孙膑、庞涓等历

史名人曾在这里学习兵法。现在嵌入
人民防空知识，使这里的国防元素更加
丰富多彩。

自今年 6月挂牌以来，鹤壁市人防
宣教基地先后迎来 20余批次前来研学
的中小学生，以及 10多支人防专业队
伍。加之平时的游客，该市人防教育覆
盖面较往年大幅增加。

“将人防元素嵌入景区基础设施，既
可拓展景区功能，又能节省建设经费，是
一举两得的好事。”淇县文旅局局长邢培
生说，下一步，他们将与鹤壁市人防办继
续合作，将景区中的鬼谷洞、孙膑洞等
10多处天然洞穴，改造成集人员疏散隐
蔽与宣传教育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体验
中心，让“人防+旅游”模式成为云梦山
的一块特色品牌。

不拘泥于固定的室内场馆，河南省鹤壁市——

人防宣教基地建在4A级景区
■本报特约通讯员 林晓冰 关志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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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下旬以来，湖南省邵东县人防办指导辖区学校结合军训，开展防空防
灾技能培训。图为28日该市第三中学组织新生参加防空袭演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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