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一种勇敢的颜色，是迷彩色。有一个光荣的名字，叫民兵。中国民兵，是一支特别能战斗的队伍，诞生于战火之中，冲锋在
危急时刻。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广大民兵火速集结，坚守街头巷尾，穿梭田间地头，筑起抗击疫情的“迷彩防线”。
2021年，河南多地遭遇极端强降雨，民兵队伍闻“汛”而动，奋战骤雨激流，托举生命之舟，筑起守护平安的“迷彩大堤”。
走进新时代，中国民兵“战斗队”的荣光越擦越亮。聚焦向战为战，民兵队伍对接军兵种部队作战需求编建，持续开展实战化

训练，加大联演联训力度，提升作战支援保障效率，不断淬炼过硬战斗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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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张城龙、刘慎报道：红柳

吐新芽，高原披绿衣。5 月 9 日，刚刚巡

逻回来的斯姆哈纳边防连上士黄河，指

着一株株发出嫩芽的红柳，满脸欢喜地

告诉笔者：“今年刚种下的千株红柳树

苗，有九成多冒出新芽，成功扛过大风和

洪水袭扰，可以在高原上扎根了。”

斯姆哈纳边防连驻守位于祖国最

西端的“西陲第一哨”，一代代官兵戈壁

取土、悬崖引水，克服海拔高、气温低、

霜期长、自然灾害频发等困难，先后在

营区周边种活了红柳、杨树、沙棘树等

6 万余棵树木。如今，这里吸引了越来

越多的鸟类栖息繁衍。

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位于新

疆南部，沙化土地面积较大、风沙危害

较为严重。多年来，戍边官兵积极参加

和支援驻地植树造林、禁牧还草等行

动，让一片片“荒土台”变身绿色屏障。

“抬头雪茫茫，低头土黄黄”，曾是

苏约克边防连营区面貌的真实写照。

这里海拔近 4000 米，红柳树种一株死

一株，但官兵没有放弃对绿色的渴望。

从第一任连长韩兴光发起种树活动开

始，一茬茬官兵总结出“羊粪护根、棉被

包杆、滴灌浇水”等经验，先后在高原冻

土上种活了 218 株红柳。

在荒原种树，不仅靠久久为功的坚

持，更要有先进的技术。北山坡曾是一

片荒原，风沙刮起来遮天蔽日。军分区

官兵与群众运用换土培育、滴灌等种植

技术，先后大面积种植红柳、胡杨、沙枣

等耐旱树种。经过多年努力，在北山上

“建”成了长达数十公里的“绿色长城”。

部队到哪里，绿化到哪里。在戈壁

深处的两个驻训地，近万株白杨树像哨

兵一样，整齐地矗立在营区周围。驻训

官兵把种树当作训练后的“乐事”，在戈

壁滩建起两个千亩防沙林。

近年来，克孜勒苏军分区官兵持续

参加“北山绿化”等生态工程建设，新建

和续建数十个“军民共建林”、防沙林、

生态草场。

新疆克孜勒苏军分区官兵助力驻地生态建设

高原荒滩披新绿

向战为战，淬炼过硬战斗队
—新时代民兵建设高质量发展新闻观察之一

■于 斌 本报记者 张 蕾 蔡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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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眼间，37 岁的徐明担任天津市

武清区汊沽港镇三街村党总支书记、

村委会主任已有 4 年多。

2018 年年初，三街村两委换届选

举，徐明高票当选。村民们都看好他：

当兵 10 年，入了党，2 次荣立三等功。

让他挑起这副担子，准行！

上任第一天，徐明就在办公室的

显眼位置挂起一条横幅——“做敢于

亮剑的共产党员”，“我理解的‘亮剑’，

就是凡事要有一股不服输的劲头。不

管是一个人还是一个村子，都要提着

一口气。”

三街村的村道多为土路，总计 5.6

公里的村道要全部硬化，需要一笔不

小的经费。那段时间，徐明四处奔走

筹措，工程得以顺利开工。为节省资

金，徐明把村里的能工巧匠都动员起

来。“只要真心实意办好事，群众心气

就齐，就跟着你干。”徐明说。

解决了“出行难”，徐明又把目光

投向村民们的另一个急难愁盼——用

水难。徐明盘算着为村里打一眼深水

井。这本是造福村民的好事，可选址

周边的村民担心打井对自家地基造成

影响，打起退堂鼓。

“只要科学规划、施工得当，安全

有保障。”几番测量后，徐明决定把井

建在自家屋后，“解决用水难题耽搁不

得，我来带这个头！”

几件实事办下来，徐明成了村民

的主心骨。在他的积极争取下，京津

冀一体化“汊沽港康养田园综合体”项

目落户三街村。这个项目规划了果树

采摘园、老年康养园和中药材种植园

等，能带来 500 多个就业岗位。

这些年，三街村每月都要开展一次

文明户、好家风评选，先后建起了党群

服务站、党团活动中心和退役军人服务

站，在解民情、集民意、聚民心的同时，

村里的大事小情都有了着落，村民的精

气神焕然一新，都觉得日子有奔头。

全村 980 户、4000 多名村民，67 户

五保户、低保户，他们的“日子”，都装

在 徐 明 心 里 。“ 乡 亲 们 让 我 挑 这 个 担

子，我不能掉链子。”在徐明眼里，三街

村就是他的新“战场”。履职 4 年来，他

对“兵支书”有了更多的理解：“‘兵支

书’就像部队里的班长，角色小、责任

大，没有点儿牺牲奉献精神是干不好

的。只要我当这个‘兵支书’，就会为

乡亲们的好日子全力以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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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组
增强战的意识

已入队 4 年的民兵冯立军，今年的

身份变了。

5 月中旬，各地民兵整组工作进入

尾声。作为山东省德州市某材料生产

企业的车间负责人，他的岗位从民兵

应急排排长调整为新材料支援保障排

排长。

“为适应对口支援保障需求，不少

‘ 老 民 兵 ’有 了 新 身 份 。 打 仗 需 要 什

么，部队需要什么，民兵能干什么，我

们就怎样编建。”德州军分区动员处参

谋盛存鑫介绍，该军分区调整民兵力

量结构，从应急、专业、特殊 3 类分队优

化为应急、支援两类，今年支援类分队

数量明显增加。

将专业和特殊分队调整为支援分

队 ，并 不 是 简 单 的 名 称 改 变 、人 员 合

并，而是组织架构的重塑和优化。在

该军分区民兵支援分队中，执行战场

勤务、通信保障等任务的分队占多数，

精减了一些地方无潜力、民兵乏能力、

服务跟不上的分队，新建分队占到近

三分之一。

兵力大小，不在数量，而在质量。

各地坚持向科学编组要战斗力，优化

民兵分队内部结构，让人员构成与编

组方式更加合理高效。

在河北省廊坊军分区，以专业技

术退役军人以及地方专家型人才、技

术性人员为主体，依托行业系统、优势

企业打造一体化专业保障队伍，成为

编组的新特点。他们探索以部队任务

需求为牵引的“1+N”编建模式，促进民

兵力量结构向新型保障力量转型，支

援保障对象覆盖多军兵种。

“调整的目的只有一个，满足任务

需求。一方面充分了解部队需求，及

时根据部队移防、装备更新等变化进

行动态调整；另一方面做好潜力调查，

建立潜力数据库，以确保快速响应。”

安徽省六安军分区动员处参谋张学颜

表示，整组中供需对接精准，才能提高

对战斗力的贡献率。

六安市一支民兵分队的成建制调

整 ，就 是 供 给 侧 与 需 求 侧 对 接 的 成

果。空军某雷达站装备机动能力需加

强，得知这一情况后，军分区赋予裕安

区一支民兵运输投送分队对口保障任

务，并根据任务需求进一步调整人员

编组和预征预储装备。

鼠 标 一 点 ，海 量 数 据 快 速 流 动 。

各地广泛运用智能化平台选兵编兵，

利用物联网、大数据等技术，实现潜力

高效采集、数据保鲜共享，一头连着地

方优质资源、一头连着部队作战需求，

实现科学精准编兵。

练兵
立起战的标准

一场即将到来的比武，掀起江淮

大地“武教头”的“论剑”热潮。

安徽省淮北军分区邀请“郭兴福

教学法”诞生部队——陆军某合成旅

官兵为民兵教练员授课，面对面讲解、

手把手指导，以选拔优秀代表参加安

徽省军区“四会”民兵教练员比武。

入选的教练员一点也不轻松。舒

城县民兵保交护路连骨干程增文，被

选为六安军分区参赛代表之一。他报

名的是“道路抢修抢建”课目教学，为

了提高抢修道路效率，他提前一个月

就前往某路桥公司进行学习。

“我们在筹划课目清单时，向应战

这一核心能力倾斜，紧贴战时所需，减

少通用专业，增加分队技术和战术、任

务行动训练课目，同时提高险难课目

分值，强化教练员队伍战斗队意识。”

安徽省军区战备建设处参谋梁涛告诉

记者。

比 武 场 之 变 ，折 射 出 战 场 之 变 、

使命之变。近年来，随着训练改革不

断 深 入 ，各 地 以 战 领 训 ，优 化 训 练 体

系 ，加 大 应 战 训 练 内 容 比 例 ，强 化 应

战训练考评牵引，树立备战打仗鲜明

导向。

练 兵 场 上 ，“ 硝 烟 味 ”越 来 越 浓 ，

“走步子、喊号子、舞棍子”等老几样逐

渐被交叉轮训、实装实演代替，民兵队

伍快速反应和遂行任务能力有了明显

提高。

在广西军区组织的一场群众性练

兵比武中，设置有轻武器射击、无人机

侦察、综合战伤救治、野战熟食制作等

10 余个课目，同时要求参赛民兵遇到

装备故障必须自行排除，遇到复杂天

气坚持按比武要求完成课目，不中途

暂停、不补时、不补考。

缩短训练场与战场的距离，让硝

烟看得见，让狼烟留在心中。

训 练 场 发 挥 着“ 战 场 磨 刀 石 ”作

用。各地按照任务特点，构设实战化

演训环境，构建省、市、县三级民兵训

练基地体系，加大预征预储装备常态

化跟训力度，开展基地化训练。

“ 要 训 实 训 严 ，民 兵 教 练 员 很 关

键 。 去 年 省 军 区 无 人 机 专 业 骨 干 集

训，聘请无人机企业专业技术人员协

助组训，效果很好。”江西省余干县人

武部部长周军介绍，各人武部积极采

取 请 进 来 、走 出 去 的 办 法 ，邀 请 现 役

部队教练员组训，有条件的还与驻地

军兵种部队建立联训机制，进行挂钩

训练。

事以实成而以虚败，训练场容不

下假把式。省军区系统还狠抓民兵训

练作风，出台文件对民兵参训率、达标

率和训练奖惩作出严格规定；设立训

练督导组，深入训练场，纠治“危不施

训、险不练兵”等现象。

当前，各地民兵训练正陆续展开，

广大民兵在训练中砥砺战斗意志、锤

炼实战技能。

联合
找准战的位置

“以前自己训练，与实际任务对接

少。第一次参加联合训练像跑龙套，

‘打酱油’。现在我们参与执行更多的

任务，责任感更强了。”湖南省靖州县

民兵装备维修连连长龙兴清，带领分

队多次参加怀化军分区联合军兵种部

队组织的实兵拉动演练，对前后的变

化深有感触。

参演民兵普遍感到，找到了在战

场上的战位，“兵”的意识更强了。

“经过近几年的联演联训，军兵种

部队对运用民兵保障力量的重视程度

有所提高。我们的新质力量能够提供

多元化支援，例如无人机分队，可以让

警戒范围更广、清晰度更高、动用人员

更少。”怀化军分区战备建设处参谋董

明告诉记者，民兵的作用越来越受到

部队认可。

更高的融合程度，带来更高的联

合 效 率 。 双 方 在 联 合 演 训 中 增 进 信

任 、强 化 融 合 ，共 同 细 化 演 训 方 案 预

案，提高作战支援保障效率。

近年来，怀化军分区组织师团两

级机关赴辖区重点支援保障区域进行

战场勘察，熟悉战场环境、了解目标特

征、测算保障需求，7 个方面 32 项有价

值的研究成果，进入方案预案，进入训

练演练。

进出道路有几条，桥梁有几座，哪

些会影响部队行动，大型装备怎么通

过？这些看似是小问题，在以分秒计

的战场上，却是大事。以往勘察的重

点以山川河流等为主，现在则是针对

性更强的精准保障、细节需求。

“随着国防和军队改革深入推进，

作战支援保障对象需求在不断变化。

因此，要健全完善沟通联络机制，同时

在联合演练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将

各项工作落实落细。”江西省鹰潭军分

区动员处处长晏小勇告诉记者，通过

伴随保障演练，他们总结出一条重要

的 经 验 ：减 少 指 挥 层 级 ，直 接 对 接 部

队，提升反应速度。

现场是最好的教学，实践是最好

的课堂。找到战位的民兵，不断进行

动态调整，锻造支援保障精兵。

“ 将 保 障 任 务 简 化 为‘ 菜 单 ’模

式。”内蒙古乌兰察布军分区在保障部

队过境的实践中，推行“看清单点菜”

模式，提高保障效率。在清单中点“停

靠”，即在高速服务区开辟军车专用停

靠区；在清单中点“就餐”，即在就餐点

设立热食保障区……

“分队中的空军退役军人比例需

要再提高。”在一场民兵伪装防护、工

程 抢 修 等 分 队 与 空 军 某 部 联 合 演 训

中，广东省汕头市龙湖区人武部发现，

有专业背景、基础能力强的民兵可迅

速通过补差训练提升战斗力。

攥指成拳，合力致远。民兵分队

正以踔厉奋发的姿态，携手军兵种部

队走向未来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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