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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大漠雄风在，转型重塑兴武
装。近日，记者行走在内蒙古广袤的大
地上，近距离感受军地合力推动民兵建
设转型升级带来的新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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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兵备战意识

8月下旬，赤峰军分区组织的基干
民兵大比武活动在草原深处拉开帷
幕。随着指挥员一声令下，只见一组民
兵迅速进入指定区域，铺设通信缆线、
架设野战天线、实施构工伪装……不一
会儿，一个隐蔽的野战指挥所搭建完
成。记者注意到，参加比武的民兵，个
个动作娴熟、身手不凡。

赤峰军分区领导介绍，军分区连续
3年开展民兵军事技能比武，有效检验
和提升了民兵遂行应急应战任务的能
力素质。

安不忘危，治不忘战。仗可十年不
打，兵不可一日不练。民兵队伍能力建
设怎么抓？内蒙古军区的抓建思路明
确：坚持以战领建、以战领训、训战一
致、编训一致的原则，主动与战区、军
种、地方应急部门搞好对接，走开集约
高效的组训路子。

草原戈壁涌动练兵潮。2019年 7
月 30日 10时，随着 3发红色信号弹升
空，内蒙古军区第一届群众性大比武活
动拉开帷幕。15个专业 26个课目，现
役官兵、文职人员、民兵干部和基干民
兵共349人同台竞技，立起了抓备战、谋
打赢的鲜明导向。

“此次比武竞赛是近年来内蒙古军
区组织的人员类型最多、专业跨度最大
的一次比武，参赛的民兵个个技能精
湛、战斗作风过硬。”内蒙古军区战备建
设局局长剑啸感慨地说，此次比武不仅
比出了士气，更重要的是强化了民兵的
战斗精神和练兵备战的意识。

内蒙古地处华北，拱卫京畿，战略位
置重要。为更好遂行支援保障作战任
务，内蒙古军区组织全区12个盟市、100
多个人武部的基干民兵扎实开展群众性
练兵比武竞赛活动。一时间，从东部茫
茫林海到西部大漠戈壁，从边境地区到
黄河岸边，掀起了火热的练兵大潮。

百里长川硝烟起。“5、4、3、2、1，起
爆！”随着一声巨响，巨石碎裂、硝烟弥
漫。5月上旬，鄂尔多斯市民兵爆破分
队业务骨干集训在准格尔旗民兵训练

基地如火如荼地进行，现场弥漫着浓浓
的硝烟味。记者了解到，此次集训共消
耗TNT炸药12.6公斤、导爆索50米、电
雷管80枚……

危中施训、险中练兵，助推民兵遂
行多样化军事任务能力提升。今年，赤
峰市红山区人武部大胆组织夜间训练，
一时间，兄弟单位纷纷学习借鉴其经验
开展夜训。“我们在搞好民兵共同与基
础课目、单兵与分队训练等常规训练的
基础上，突出抓夜间训练。”该区人武部
部长王国锋说，“从夜间的紧急拉动到
实弹射击，从徒步行军到指挥所搭建，
全方位检验了民兵应急分队遂行任务
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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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援效益提升

前不久，一场救援演练在鄂尔多斯
市展开。

“三台基水库发生险情，有人员被
困，请求支援。”接到求援电话后，该市
东胜区人武部一边向上级报告，一边通
过智能指挥系统下达民兵集结命令。
与以往不同的是，该区应急分队民兵接
到命令后，并没有到人武部集结、领取
装备器材，而是从不同方向、不同点位
乘坐交通工具直接赶赴事发地域。

同一时间，人武部开启应急器材
库，两辆车载满应急救援器材后快速驶
向事发地域。人员装备几乎同时到达，
民兵队员迅速打开箱组化器材，穿戴救
生衣、操作冲锋舟，快速实施救援。

“时间就是生命。遂行应急任务，
必须做到行动迅速、高效快捷。”东胜区
人武部政委徐海东告诉记者，人武部大
力推进军地应急救援一体化建设，积极
探索应急救援新模式，促进了应急救援
能力水平的提高。“如果辖区及周边发
生自然灾害，人员、物资能够在 45分钟
内到达辖区内各救助点，4小时内跨区
运送至鄂尔多斯市各旗区救助地。”

器材装备保障模式的优化，带来的
是应急救援效益的大幅跃升。东胜区
针对应对处置自然灾害、维护地区安全
稳定压力不断增加的实际，在原有1000
余平方米民兵应急器材库的基础上，又
投资 500余万元，在区人武部营院新建
占地 400平方米的应急救灾物资储备
库，集中存储救灾物品共 23类 5000余
件，并协调鄂尔多斯市公安局警务航空

支队在人武部营院内设置直升机起降
区域，确保一有情况，人员与装备同时
开拔、救援与救灾一体保障。

变化，不仅仅在东胜区。记者在赤
峰市松山区人武部看到，新建的民兵应
急器材库布局合理，防暴、防汛、防火、
防疫、抗震等应急救援器材齐全，且分
类存放，方便携带、利于出动。

创新保障模式，更要优化指挥体
系。为便于军地一体化指挥，松山区人
武部将作战指挥系统与地方矿难救援、
防洪防汛、公安消防等指挥网络系统进
行对接，构建起军地一体、横向联通的
指挥体系，合力建成重要目标监测系统
和军地信息系统，组建了工程抢修、保
交护路、医疗救护等民兵专业队伍和新
质力量，使应急情报信息报知顺畅、处
理及时，进一步提高了指挥、协同、保障
和处置突发事件的能力。

“人武部突出野战指挥手段建设，
按照‘一网、两系统’模式，建成野战指
挥系统，实现野战指挥全时通、全域通、
动中通。”松山区人武部政委孙英介绍，
为推进综合保障建设，人武部按照“依
车建库”思路，分别建有集成式物资车
和给养车，确保遂行任务民兵所需的给
养物资常态备勤、快捷出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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遂行任务能力

2019年 4月 2日上午，鄂尔多斯市
东胜区铜川镇铜川村万亩山地段发生
火情。接到指令后，东胜区人武部采取
就近用兵、专业用兵原则，迅速把正在
附近的防火机动分队调派到事发地域，
立即展开扑救。防火分队集中兵力阻
击火头、火线，采取一线推进、梯次推进
等方法，有效压缩火场范围，仅用 40分
钟就扑灭明火。

关键时刻能拉得出、上得去、起作
用，是衡量和检验民兵建设成效的根
本标准。基于此，内蒙古军区着眼担
负的使命，组织民兵在遂行任务中砥
砺淬火，打造急时应急、战时应战的拳
头力量。

2018年3月12日，黄河干流鄂尔多
斯市达拉特旗大树湾河段王大汉浮桥
附近发现大量堆冰，阻塞黄河河道，严
重影响行凌，如不及时排除，极有可能
发生险情。达拉特旗民兵防凌爆破分
队采用气垫船投送炸药和无线爆破的

方法，实施爆破作业，及时疏通河道，成
功排除险情，展示了民兵分队良好的专
业素质。

时隔两日，3月 14日晚，土默特左
旗境内多地发生火情。土默特左旗人
武部立即启动应急预案，组织 6个乡镇
民兵应急分队 140余人迅速赶往火场，
配合消防部门展开灭火行动，两个小时
处置火情18处，再一次展示了民兵的过
硬作风。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大堤上，民
兵抢险分队迅速在溃口处搭建好钢木
土石组合坝，湍急的水流被制服；水面
上，民兵操作气垫船、冲锋舟等快速前
进，妥善转移受困群众；在空中，执行
空中侦察任务的两架小型四旋翼无人
机，将航拍到的图像实时回传到指挥
部……今年进入雨季后，内蒙古沿黄
河的军分区、人武部组织堵口、搜救、
侦察等 10多个民兵应急专业分队备战
黄河汛期，圆满完成防汛任务。

只有建在身边、练在平时，才能用
在关键。今年 4月，四子王旗草原出现
鼠疫疫情，形势严峻。接到灭鼠任务
后，该人武部立即动员组织 180名民兵
挺进一线，顶烈日、冒酷暑，连续奋战 7
天 6夜，共投放灭鼠烟炮及药品 6.7吨，
高标准完成疫源核心区周围8平方公里
鼠疫病毒消杀任务，受到军地领导和人
民群众的高度赞誉。

记者了解到，近年来，该军区着眼
应急应战任务，构建起“沿边强边固防、
震区抗震救灾、临水防凌防汛、森林草
原防火”的新型草原民兵力量体系。新
组建的 7支边防民兵骑兵连，就是加强
支边控边力量建设的有益探索。

今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锡林郭
勒盟西乌旗白马骑兵连全体民兵自发
组成防控志愿队，始终奋战在疫情防控
第一线，先后出动人员 1500余人次，积
极参与卡点执勤、入户摸排、卫生消杀
等任务，以实战的姿态检验了战斗力。

内蒙古军区战备建设局参谋魏雪
峰告诉记者，草原民兵在遂行重大任务
中敢于担当、勇挑重担，尤其是新冠肺
炎疫情发生后，全区动用民兵40余万人
次积极参加社区防控、物资运送、宣传
引导等任务，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作
出了积极贡献。

在抗雪救灾的现场，有紧急驰援的
绿色方阵；在震后救援的紧要关头，有
手抬肩扛的迷彩身影；在脱贫攻坚一
线，有打不赢攻坚战就绝不撤退的责任
担当。如今，草原民兵已经成为一支建
在身边、用在关键的拳头力量。

民兵作为我国武装力量“三结合”
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解放军的助手和
后备力量，是人民战争思想的具体体
现。习主席深刻指出，“我们有完备的
国防动员体系，有人民战争这个重要
法宝，可以迅速动员起来。”这是对“兵
民是胜利之本”在新时代的精确解读
和深刻阐述。

民兵建设重点在“编”、关键在
“训”、核心在“用”。只有坚持战斗力
这个唯一的根本的标准，军地合力抓
建，才能打造出战时急需、平时管用的
民兵队伍。

随着国防和军队改革的不断深
化，关于民兵建设政策制度体系进一
步完善，各级抓建民兵的重视程度和
工作力度空前。通过党管武装深化落
实，军地合力明显增强，以往“写在纸
上、贴在墙上、放进抽屉”的整组顽疾
得到根治。取而代之的是扎实开展
潜力调查、科学优化结构布局、逐项核
对人员信息、普遍组织人装点验、配
套完善保障体系，民兵编组越来越
实，作用发挥越来越好，“存在感”越
来越强。

近年来，通过军地各级共同努力，
合建共用民兵队伍成效明显。在全国
基干民兵中，党员、退役军人比例均达
到30%以上，新质力量占比逐年增加，
民兵共同基础、专业和任务行动内容
训练普遍落实，民兵应急装备器材纳
入地方应急保障体系一并筹划，在支
援保障演训、应急抢险救援、巩固基层
政权、参与经济建设、促进军政军民团
结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民兵队伍应急
应战能力得到有效提升，“建在身边、
抓在手中、用在关键”的拳头力量逐步
形成。特别是今年，全国各地动用民
兵 1000余万人次参加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50余万人次参加了防汛救灾，
得到军地各级领导和广大人民群众的
一致好评。

事实证明，民兵建设需要军地合
力抓建走深走实，才能产生良好效益，
才能实现高质量发展。比如打通指挥
链路，建立高效运行的军地应急响应
和协调对接机制，定期组织形势分析

研判和会商，安排精干力量进行备勤
轮换；建立完善民兵荣誉体系，制定民
兵权益保障和优待措施，增强民兵履
行义务的荣誉感、获得感；开放共享军
地训练条件，统筹各类训练资源，提高
民兵训练质量效益和遂行任务能力，
从而最大限度发挥“平时服务、急时应
急、战时应战”作用，推动民兵队伍建
设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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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版图上，内蒙古形同奔腾的骏马，镶嵌在祖国的正北方，东西绵延八千里，内连八省、外接俄蒙，是
首都北部的安全屏障和生态屏障。

扼锁三北咽喉，拱卫京畿要地。从参战支前到剿匪除恶，从维护社会治安、边境秩序到参加经济建设、抢险救援，草原
民兵积极适应形势任务发展变化，按照平时服务、急时应急、战时应战的要求，圆满完成了上级赋予的多样化军事任务，用
青春和热血谱写了一曲曲壮丽诗篇。

抚今追昔，从马背上舞刀弄枪建功立业到信息化条件下操作无人机抢险救灾，从硝烟弥漫战场上的自发参战支前到和
平时期全面加强练兵备战，内蒙古军区把一支横刀立马、驰骋草原的民兵打造成攥指成拳的后备劲旅。

打造攥指成打造攥指成拳的草原民兵拳的草原民兵
—内蒙古军地合力推动新时代民兵建设转型升级的新闻调查

■张小飞 本报记者 司李龙 贺志国

有感而发有感而发

制图：张 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