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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来，无锡联勤保障中心某团严密组织开展输油管线铺设及应急抢修

训练。图为应急抢修推送钢制管线演练。 张佳豪摄

国庆节前夕，江苏省南京市南京南

站前广场，人头攒动。在此即将登程的

某部 121 名新兵身着新式迷彩整齐列

队，胸前的大红花格外鲜艳。

队列里的巩学明异常欣喜，眼前的

一切对他来说，既亲切又新奇。与同批

入伍新兵不同，这是巩学明第二次入

伍。3 年前从部队退役后，他回到大学

继续深造。怀着越来越浓厚的军旅情

结，今年下半年，大学毕业的他再次报

名参军。

走“绿色通道”安检，在专门区域候

车……在军代表引导下，新兵们一路享

受优先优待，很快登上“复兴号”高铁，

敞亮的车厢、舒适的座椅让大家对从军

之旅充满期待。

“入营之路越来越好走。”巩学明告

诉记者，5 年前第一次入伍的时候，乘

车还没有这么便捷。当时，他晚上从老

家吉林省白山市乘车先到沈阳市，再中

转至辽宁省锦州市，直到第二天下午 4

点多才到达目的地。

从千里之外的江西省南昌市启程

的新兵刘占兴，与巩学明有着同样的感

受。9 月 19 日 6 时 50 分，一架载有数百

名新兵的民航客机，从南昌市昌北机场

飞往祖国的西北边疆。透过舷窗，刘占

兴从万米高空俯瞰祖国大地，高山、河

流、林地、荒漠、戈壁……一路风景令他

陶醉不已。

“以前经常听爷爷讲，他当年坐了

一天一夜的闷罐车，又转乘大卡车颠簸

半天，才抵达所在部队的。没想到，我

现在可以坐飞机去当兵。”刘占兴激动

地说。

国家交通运输事业飞速发展，让军

事运输投送能力水涨船高。记者了解

到，在东部战区某调度中心和交通运输

部门共同努力下，华东地区使用高铁、

动车等高等级列车，运送新兵比例达

90%以上，从家乡到军营朝发夕至、朝

发午至已成常态。

比如，在革命老区江西省赣州市，

随着去年底赣深高铁的开通，今年从赣

州市奔赴广东省广州市、深圳市的新

兵，乘车时间较以往缩短一半以上，只

需 6 至 7 个小时。

该调度中心还指导沿途军供站，全

程为新兵提供热食保障及防疫物资，确

保他们的入营之路走得顺畅舒心。

东部战区某调度中心精心保障新兵运输

入营之路顺畅舒心
■本报记者 赖瑜鸿 通讯员 周 鹏

“教育一个孩子，带动一个家庭。”

人防进校园，是普及人民防空知识、落

实全民国防教育的重要手段。当前，各

地人防进校园工作蓬勃开展，但普遍遇

到一个瓶颈问题，这就是人防教师总体

数量偏少、业务素养偏弱、来源渠道单

一，导致人防即便进了校园的门，也难

入学生的脑。教师是教育的源头活水，

有高水平的人防教师，才会有高质量的

人防教育。应着眼“数量充足、知识渊

博、素质优良”目标，努力建强人防教师

队伍，推动人防教育落细落实。

完善法规制度是基本前提。应依

据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加强

全民国防教育的一系列指示要求，加强

系统谋划和顶层设计，制定配套完善的

法规制度，明确大中小学校人防教师队

伍“谁来建、建什么、怎么建”，规范人防

教师聘用或任用的条件、标准、职责、管

理和激励保障措施，为建强人防教师队

伍提供基本依据。同时，结合大中小学

教学特点和地方辖区实情，分类细化规

定办法，制订贯彻落实措施，确保人防

教师队伍建设科学规范、紧贴实际、各

具特色。

优化队伍结构是重要基础。人民

防空教育涉及多个学科，且实践性操作

性较强，对人防教师有一定的要求。应

明确人防教师选拔任用标准，助推整支

队伍补短扶弱、做优建强。专业结构

上，充分吸纳历史、体育、卫生、国防教

育等专业人才，做到兼容并蓄；年龄结

构上，坚持老中青结合，以老带新，做到

梯次搭配；来源渠道上，采取兼职和聘

用为主、专职为辅的办法，吸引大批具

备专业知识的人才投身人防教育事业。

加强学习培训是关键环节。以完

善知识储备、强化能力素质为目标，综

合运用“订单式”培养、基地化轮训、比

武竞赛等方式，加强人防教师队伍学习

培训。“订单式”培养，即鼓励支持人防

学院或开设人防专业的军地院校，承担

人防教师培养任务；基地化轮训，即在

重点区域建设一批人防教育基地，推动

教师培训实现系统化、常态化和专业

化；比武竞赛，即广泛开展教案评比、授

课演讲比赛、技能展示竞赛、教学改革

课题研讨等活动，助推人防教学活动高

质量展开。

运用数字技术是必然要求。“拘旧

方不可疗新疾，居夏日不可御冬裘。”当

前，数字技术方兴未艾，对各类教育的

放大、叠加、倍增作用日益明显。应鼓

励人防教师主动应对新技术带来的挑

战，推进数字技术与教学活动深度融

合，实现由传统的“一块黑板、一支粉

笔”教学课堂，向依托“智慧教室”“数

字场馆”的人机交互教学平台转变，打

造“互联网+”“人工智能+”教学模式，

增强人防教学活动的趣味性和吸引力。

强化管理服务是根本动力。人防

教育在没有纳入应试范畴的情况下，更

应该规范各项管理保障制度，营造教师

安心从教的良好氛围。应建立考核评

价制度，通过授课抽查、课程评价等办

法，对人防教师全程考核，并对持证上

岗制度进行固化。健全待遇保障制度，

维护合法权益，确保人防教师薪资和社

会保险等方面与其他学科教师享受同

等待遇。抓好标杆引领，人防和教育部

门可定期评选一批优秀人防教师，通过

发挥典型示范作用，引导人防教师爱岗

敬业，推动人防进校园走深走实。

（作者单位：国防大学联合作战学

院国防动员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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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山西省人防系统 2022 年度准

军事化集训结束一段时间了，但参训人

员经常谈起集训的点点滴滴，并按照集

训中形成的共识修订下一步的训练演练

方案。“这次集训虽然只有 1 周时间，但

确实纠治了不少和平积弊，让训风演风

进一步严了起来。”山西省人防办指挥通

信处处长张永生介绍说。

这次集训纠治的第一个和平积弊

是“车辆行进依赖手机导航”。

队伍集结时，集训指导组发了预先

号令，少数单位仍没有按时赶到指定地

点。部分人员一味依赖手机导航，途中

遇到不良路况而影响机动速度。指导组

当即作出规定：今后集中训练、参加演

练，车辆行进不能依赖手机导航。

“这一规定，既避免信息泄露风险，

又督促大家平时注重熟悉辖区及周边道

路情况。”指导组成员、省人防综合保障

中心副主任栗继红认为，战时环境恶劣

复杂，一旦停电断网，电子产品就无法使

用，形势任务要求人防工作者要成为“活

地图”。讨论中，一些参演人员还认为，

这条规定同样适用于人防专业队伍，以

倒逼机关、基层队伍从难从严从实战出

发，提高快速机动能力。

这次集训纠治的第二个和平积弊

是“通信保障只练技术不练战术”。

通信保障是这次集训的重头戏。一

些单位的业务骨干本想借此机会，好好

展示一番娴熟的技术，没想到刚一上场，

便被判定不及格。

“现代战争进入‘秒杀时代’，发现即

摧毁，不考虑战场生存的分队，哪有取胜

的把握？”按照这一思路，指导组组织参

训人员开展伪装掩蔽、通信佯动、开设虚

假指挥所目标等课目训练，引导大家增

强敌情观念、防护意识，注重在战术背景

下练技术、长本领。

这次集训纠治的第三个和平积弊

是“想当然制订行动方案”。

“战前人口疏散，应该一步到位。”

“不，应该分期分批……”集训中，各单位

参训人员经常围绕一个问题各抒己见，

甚至争得面红耳赤。

“在推演中找答案，剔除‘想当然’的

不合理成分。”集训指导组采取一家演、大

家评的办法，让参训人员取他人之长、补

自家之短。

灯不拨不亮，理不辩不明。经过一番

番推演、一次次论证，大家对战时人民防

空行动的特点规律认识深了、把握准了，

为修订完善方案计划理清了思路。

“战时人民防空行动关系广大群众

安危，方案计划必须实而又实、细而又

细 。”山 西 省 人 防 办 相 关 领 导 介 绍 ，今

后，他们将继续运用群策群力、集思广

益的办法，让方案符合实际、计划贴近

实战。

山西省人防系统在2022年度准军事化集训中

从实从细纠治和平积弊
■本报特约通讯员 李 枫

动员之声动员之声

前不久，“鲁中支援-2022”国民经

济 动 员 保 障 演 练 在 山 东 省 淄 博 市 举

行。与以往演练不同，这次演练既有支

援前线的传统课目，又增设了防护后方

的新内容。

在山东省军地有关部门指导下，演

练中，淄博军分区会同该市国动委国民

经济动员、人民防空、交通战备办公室，

以及应急管理局等部门，动员 10多家企

事业单位、20支国防动员专业保障队伍

携带 150 余台（套）装备器材尽锐出战，

使当地国防动员潜力得以充分释放。

演练导调组从实战出发，设置复杂

情况：当过境部队提出急救药品需求

时，如果出现前方道路被毁的情况，怎

么办？

军地联合指挥部兵分两路解难题：

一方面，由交通战备办公室派出国防交

通专业保障队伍，运用新型速凝材料抢

修路面，抢修后路面可承载重型胶轮、履

带车辆通行。另一方面，由某高新技术

企业派出一批无人机，为过境部队送去

急救药品。

“无人机投送不受道路条件限制，

可充当紧急配送员的角色。”军分区保

障处处长闫辉介绍，执行任务的无人机

飞行半径达 10 公里，载重量 10 公斤，在

天气状况允许的情况下，可随时随地保

障过境部队。在考虑技术条件的同时，

他们还注重研究战术：尽可能让无人机

在低空飞行，以防止暴露目标。

“请提供 5000 人 7 日份副食品。”获

悉过境部队的这一需求，军分区动员处、

市国民经济动员办公室工作人员从国防

动员潜力数据库中查询相关企业。很

快，一家国家级国民经济动员中心进入

他们的视线。受领任务后，该中心迅速

启动预案，按照标准要求和时间节点，圆

满完成副食品筹措、检验、运输任务。

近年来，淄博市依托现代化大型企

业，建立多家国民经济动员中心，结合

国防动员潜力统计调查，搞清楚每家动

员中心的潜力是什么、有多少、怎么样、

找谁征、如何运等基本情况，为快速精

确动员打下坚实的基础。

经济动员有赖于经济目标单位的

正常运转。“现代战争前后方界限模糊，

地上目标容易遭受空袭，必须注重做好

防护救援工作。”军分区战备建设处处

长房施军介绍，按照这一思路，军地双

方将重要经济目标防护救援纳入经济

动员内容进行演练。

“空袭前”，演练目标伪装、重要设施

迁入地下空间等课目；“空袭时”，演练空

中设障、烟幕遮蔽等课目；“空袭后”，演

练消除空袭后果及次生灾害等课目。演

练场上，各支人防专业保障队伍披挂上

阵、各显其能，一番生龙活虎的景象。

千军万马看指挥。军地联合指挥

部依托人防指挥通信系统，开设前进指

挥所，统一指挥重要经济目标防护救援

行动，让各路人马拧成一股劲。

“这次演练，不仅探索了新形势下

经济动员的方法路子，而且摸清了全市

国防动员专业保障队伍的底数。”淄博

市国动委常务副主任、军分区司令员王

培泉介绍，下一步，他们将按照“专业的

事让专业的人来干”的思路，发动国防

动员专业保障队伍参与大项任务，做到

既能支援前线，又可防护后方。

既支援前线，又防护后方
—“鲁中支援-2022”国民经济动员保障演练剪影

■本报特约通讯员 王栋梁 陈毛欣

图①、图②：在“鲁中支援-

2022”国民经济动员保障演练中，

山东省淄博市军地联合指挥部派

出无人机，为过境部队投送急救

物资。

图③：该市人防专业队伍对

“遭受空袭”人员紧急施救。

图④：该市人防专业队伍运

用举高喷射消防设备和灭火机器

人，消除“空袭”次生灾害。

图⑤：该市军地联合指挥部

依托人防指挥通信系统，开设前

进指挥所。

陈毛欣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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