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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主席指出，“不断推进军事训练实战

化有效落实，切实提高部队实战能力。”民兵

作为武装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军的

有力助手和未来作战的重要补充，已成为遂

行多样化军事任务的重要力量。坚决贯彻

习主席指示，必须接轨未来战场，深入推进

民兵实战化训练，着力提高有效遂行使命任

务能力。

近年来，随着训练改革不断深入，民兵

练兵场上的“硝烟味”越来越浓，民兵队伍快

速反应和遂行任务能力有了明显提高。但

不可否认，“练为看、练为考”的现象尚未完

全杜绝，训练场乃至考核场上还时不时会出

现花拳绣腿的影子。究其原因，是实战观念

不强。

加强实战化训练，应强化对实战化训练

重要性的深刻认知，认识到实战化训练是军

事训练的最高境界，牢固树立“打仗需要什么

就苦练什么、什么最管用就练什么”的思想，

以“守不忘战、将之任也”的担当切实将实战

化训练融入大脑思维。要针对民兵聚之为

兵、散之为民的特点，结合整组点验、民兵训

练、遂行任务等时机，深入开展根本职能、形

势任务教育和战斗精神培育，启发民兵源于

自觉、发自内心的备战热情，强化“战争就在

眼前、随时准备打仗”的忧患意识。

实战化训练不是简单的从难从严，要坚

持一切从实战出发。当前民兵训练难度更

高、要求更严，这种简单加大难度强度的做

法，可能会把实战化训练的劲儿用偏了。实

战化训练的过程是动态发展的，方法就不能

是一成不变的。组织实战化训练，应防止把

从难从严的标准简单套用成方法，要坚持实

事求是原则、从实战需要出发，遵循战斗力

生成规律，适应现代战争最新变化，务实地

创新训练的内容、标准和方法。

抓实战化训练，各级指挥员必须不断开

阔组训视野，不断提升组训能力。要始终按

照打赢目标设计实战化训练，从单兵训练到

战术训练，以实战化为导向，一招一招地研

究，一式一式地训练，积小成为大成，练就实

在管用的战斗技能。

仗怎么打，兵就怎么练。只有让训练无

限接近实战，让民兵在充满“硝烟味”的战场

中摔打磨砺，提高应对各种突发情况的快速

反应和处置能力，才能锻造一支能够“拉得

出、上得去、打得赢”的民兵队伍，更好履行

党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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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贵州省铜仁军分区组织民兵开展森林灭火训练。 严 鹏摄

图②：贵州省铜仁军分区组织民兵开展 3000米考核。 严 鹏摄

图③：贵州省铜仁军分区组织民兵开展水上救援演练。 严 鹏摄

图④：辽宁省葫芦岛市南票区人武部组织民兵进行战场救护演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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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⑤：贵州省铜仁军分区组织民兵开展驾驶冲锋舟训练。严 鹏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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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燃心中的点燃心中的““烽火狼烟烽火狼烟””
——部分基层单位破解民兵实战化训练难题的探索与实践部分基层单位破解民兵实战化训练难题的探索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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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实战化训练，是提升民兵军事素质、提高民兵战斗力的根本途径，是确保民兵随时能够
“拉得出、上得去、打得赢”，有效履行使命任务的重要保证。

面对持续兴起的民兵实战化训练热潮，7月下旬，笔者穿行多地，近距离调研当前一些单位在
开展实战化训练中遇到的新情况，多视角观察他们在破解实战化训练难题中的新举措。

这 是 令 人 尴 尬 的 一 幕 ：去 年 年 底 ，河 北 省

沧州市运河区人武部组织民兵应急分队考核，

他们随机抽点了 5 名民兵，逐个检查携行装具，

却发现没有一人合格。原来，抽点民兵的水壶

里都没有装水。

无独有偶。一次，该人武部组织民兵进行

20 公里战斗体能拉练，在通过“染毒”地段时，有

3 名民兵没有按规定穿戴防毒面具，被督导人员

当场叫停。

该人武部深入基层调查发现，此类弄虚作假

的现象并非个例：有的热衷于搞中看不中用的

“盆景儿”“花架子”，看似轰轰烈烈，却没有实际

内容；有的口号喊得震天响，但只是做做样子；有

的忽略练兵的灵活性，搞死板的“规定动作”，进

而导致出现“练为看、练为考”的现象。

“归根结底还是实战化只停留在口头上，没

有真正入脑入心。”该人武部部长张兴波说，开展

实战化训练，首要的是纠治不实训风，让民兵心

中多点“烽火狼烟”，切实强化战场意识。

为 此 ，该 人 武 部 大 力 加 强 使 命 任 务 教 育 、

历史警示教育和形势战备教育，引导民兵不断

增强打仗意识、战场意识，坚决防止和纠治“和

平病”。

在此基础上，该人武部还通过开设实战化意

识专题讲座、举办实战知识小比赛等方式，筑牢民

兵实战化训练的思维理念。

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使得民兵们的思想

观念得到明显改变，实战意识得到提升。前不

久，该人武部组织一场应急救援演练，导调员下

达情况通报后，维修、防化等 8 个新质民兵分队

迅速出动，占据有利地形……一时间，演练场上

马达轰鸣，“狼烟”四起。张兴波说：“自组织实装

演练后，战场氛围浓了，民兵动力足了，训练热情

也高了。”

治虚纠偏，强化实战化意识

去年，辽宁省调兵山市人武部编建了一支民

兵无人机分队，但由于缺乏专业教练员队伍，部

分课目没有训到位。一次演练，因无人机操作人

员缺乏敌情观念，又不懂战术原则要求，驾驶的

无人机刚一升空就成了“活靶子”。

“为啥有了战术背景就不会飞？”面对质疑，无

人机操作手也很无奈：平时主要进行基础飞行、航

空拍摄等民用课目训练，对于在战术背景下如何

躲避追踪、寻找目标，他们也是“一头雾水”。

“想实不敢实，想实不会实，根本原因是缺少

懂实战化训练、落实实战化训练的人才。”在该人

武部党委的建议下，一套人才培养方案出炉：由

人武部在各民兵分队筛选业务骨干，向上级推荐

深造；完善人才培养使用机制，明确训练骨干优

先提拔使用、优先入党；表彰先进向民兵训练尖

子倾斜。

“实战化人才，必须在实战化训练中加钢淬

火。”该人武部领导介绍，他们将 10 多支民兵分

队拉到陌生地域，磨砺摔打，倒逼民兵骨干在应

对危局困局中破茧成蝶。同时，他们还分批次组

织民兵骨干到作战部队跟训学习，探索了一条快

速提升民兵实战化技能的新途径。

通过走出去、请进来等多种方式，该人武部

培养了一批想实战化训练、懂实战化训练、会实

战化训练的人才。今年 6 月初，民兵齐洪英在一

次实装操控中，仅用 3 分钟就完成了抢修任务，

保障了演练的正常进行。

让民兵在实战中加钢淬火，激活实战化训

练一池春水。民兵训练骨干对照实战化标准训

练的意识更加强烈。近日，该人武部在开展战

场救护课目训练时，所有民兵分队全部在暗夜

情况下练侦察、练转移，夜战能力得到锤炼。据

统计，有 4 个课目训练成绩比往年同期提高 5 个

百分点。

加钢淬火，锻造实战化人才

7 月 14 日清晨，辽宁省葫芦岛市下起大雨。

“报告部长：民兵应急分队集结完毕，请指示！”

“展开演练！”随着该市南票区人武部部长刘

永强一声令下，民兵应急分队按照预案在倾盆大

雨中连续进行了 1 个多小时的演练。演练结束，

全身湿透的民兵张正军说：“这样的训练有‘兵’

味，过瘾！”

“实战化不是某一阶段的任务，更不是某一

个时期的任务，应贯穿于训练全程。”刘永强说，

军事训练是未来战争的预演，容不得半点虚假。

没有战场环境的砥砺，实战化训练就会成为花

架子、假把戏，能打仗、打胜仗也就成为空话。

想要练就过硬的打仗本领，就要按照打仗标准

来抓训练。

对于如何抓好实战化训练，贵州省铜仁军分

区司令员沈明军感同身受：“对表实战化训练要

求，营造实战化训练环境，才能更好地培养民兵

的战场意识。”

为此，该军分区一改过去程式化的组训方

法，突破实弹射击中的“理想距离”“理想位置”

“理想角度”，全程设置险情危局，锤炼极限状态

下的实战本领。

在实战演练前，他们结合武器装备的安全射

界和安全距离科学设置实战背景，不定脚本、不

设预案，临机指挥炮阵地射击，锤炼民兵应急分

队实战化条件下临机处置能力。同时，他们还采

取“定量评估与定性分析、分析评估与综合评定”

相结合的方法，全系统、全流程、全要素检验民兵

应急分队作战能力。

笔者在现场看到，快速动员命令下达后，民

兵应急分队迅速集结向预定地域开进。行进途

中，“敌机”侦察、通过“染毒”地带、遭遇桥梁被毁

等情况接踵而至，民兵从容应对，妥善处置，组织

抗击，圆满完成演练任务。

训练紧贴实战，效果大不相同。前不久，该

军分区组织民兵应急分队夜间实弹射击考核，优

秀率达到 70%，打破往年纪录。

真打实练，对接实战化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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