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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斗精神是军队的精气神，是克

敌制胜的重要法宝。习主席对此高度

重视，反复强调“和平时期，决不能把

兵带娇气了，威武之师还得威武，军人

还得有血性”“无论什么时候，一不怕

苦、二不怕死的战斗精神千万不能丢”

“没有战斗精神，光有好的作战条件，

军队也是不能打胜仗的”。

民兵作为武装力量的重要组成部

分，担负着平时服务、急时应急、战时

应战的使命任务。当前，长期的和平

环境使部分民兵出现职能意识淡化、

尚武精神退化等问题，这无疑削弱了

民兵的战斗能力和战斗意志。战斗精

神是战斗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支撑

我们能打仗、打胜仗的内在动力。培

育和强化民兵的战斗精神，是提升民

兵战斗力的关键。

昂扬的战斗精神，源于“战争并不

遥远”的忧患意识，这要求民兵在理论

学 习 中 筑 牢 理 想 信 念 、强 化 职 责 使

命。采用加强理论学习、思想政治教

育、厚植红色基因等方式，强化民兵的

政治意识、大局观念和忧患意识；通过

开设国防教育大讲堂、组织文艺轻骑

兵进训练场等喜闻乐见、易于接受的

形式，强化民兵职能使命意识，激发备

战打仗热情。

培育和强化战斗精神，离不开实

战的磨砺。新时代民兵应积极参与各

类应急演练、实战化训练，通过遂行抢

险救灾、支援保障等任务，磨砺战斗意

志，锤炼战斗作风，增强战斗本领。战

场环境构建要紧贴实战，使参训民兵

闻到战场硝烟、强化战场体验，使每一

次训练、每一次任务都成为能力提升

的阶梯，这不仅能够磨砺民兵的应变

能力和战斗素养，更重要的是，能够在

实战中培养面对困难不退缩、面对敌

人不畏惧的血性胆气。

荣誉导向越鲜明，激励效应越凸

显。建立完善的荣誉体系，表彰在军事

训练和执行任务中表现突出的民兵，让

“有为者有位，吃苦者吃香”，可以有效

提升民兵队伍的积极性和凝聚力。同

时，注重挖掘并宣传民兵训练中的先进

事迹和个人典型，引导地方政府和社会

力量通过走访慰问、社会拥军、文化拥

军等方式支持鼓励民兵训练，既能增强

优秀民兵的社会影响力，也能激发广大

民兵的责任感、获得感。

“世界上只有两种力量——利剑

和精神，从长远说，精神总能征服利

剑。”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民兵

队伍应以更加坚定的信念、更加昂扬

的斗志，提振敢打必胜“精气神”，立起

新时代民兵好样子，努力锻造成为拉

得出、用得上、打得赢的拳头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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熔炉熔炉““再淬火再淬火”” 锤炼锤炼““精气神精气神””
——辽宁省军区通过实战化训练大力培育民兵战斗精神辽宁省军区通过实战化训练大力培育民兵战斗精神

■李 强 王 晓 本报记者 范奇飞

9月中旬，辽宁鞍山，一场新域新质民兵分队任务行动能力考核火热展开。
参加考核的民兵反应迅速、协同紧密，展现出良好的军事素质。民兵共同基础和专业训练课目考核成绩优良率，以及

分队成建制遂行任务能力较以往明显提升。“好成绩的取得，与此前省军区组织的实战化训练分不开。”检查组成员徐鸿涛
介绍说。

聚力建设打仗型国防动员，辽宁省军区组织10个地市民兵分队的4000余名民兵，轮番走进训练基地，经历高温、暴雨、冰
雹和大风等恶劣天气挑战，深入开展“动员精兵”群众性练兵活动。这是该省军区首次组织民兵分队嵌入实战场景、走进模拟战
场、检验实战能力。艰苦的驻训条件和逼真的实战环境，不仅助力民兵练就过硬打仗本领，更催生战斗精神，激发昂扬斗志。

“中午酷热如蒸笼，夜晚寒冷

似冰窖；晴天尘土飞扬，雨天泥泞

满身。”这是民兵参加此次集训的

真实体验。据统计，在长达 40 余天

的集训过程中，民兵先后经历 3 场

暴雨、4 场冰雹、7 次八级以上大风，

以及连续多天 37℃以上高温等恶

劣天气条件的考验。

训练环境是实战化训练的载

体和依托，是支撑训练展开、保障

训练运行、提高训练质量的重要条

件，发挥着“战场磨刀石”的作用。

该省军区组织民兵在接近战场的

环境中训练生活，旨在引导大家在

攻坚克难中砺胆魄、强本领。

十分钟前还是晴空万里，突然

狂 风 暴 雨 夹 带 着 冰 雹 不 期 而 至 。

突变的天气打了大家一个措手不

及。鞍山军分区民兵应急营迅速

派出小分队加固营区帐篷；党员突

击队冒着风雨，在泥泞的土地上抢

挖 排 水 沟 渠 。 汗 水 和 着 雨 水 、泥

水，很快把大家变成一个个泥人，

但没有一人选择退缩。

民兵参训热情高涨的原因何

在？

省军区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

集训从野外驻训到实兵演练，全程

依托在梯田荒地上建起的驻训村、

训练场进行，临战训练以任务行动

为重点，按实战化标准构设 12 个训

练区域，设置刺杀、防空、侦察等 14

个典型内容；实兵演习以要点要域

控守为课题，设置抗敌信火打击、

前沿冲击、立体攻击、连续突击 4 个

训练问题 13 项训练内容。此外，他

们还向驻军部队借用高炮瞄准镜、

车 载 雷 达 等 装 备 器 材 ，邀 请 来 自

军事院校、作战部队的 20 余名专家

教授、训练骨干现地指导，以确保

训练质效。

复杂的练兵环境、高强度的训

练内容、新式武器装备、专业教学团

队……大家普遍感到，这次集训“较

以往不一样”。通过训练，民兵身上

“骄娇”二气少了，胆气虎气多了。

战风斗雨不退缩，关键时刻显

担当。今年夏天，辽宁多地遭遇强

降雨。面对严峻的防汛形势，沈阳、

鞍山、丹东、锦州、铁岭、葫芦岛等地

民兵由训练转为实战，赶赴抗洪一

线。他们争分夺秒抢筑子堤、封堵

管涌、加固堤坝、转移安置受灾群

众、积极参与灾后重建，展现出不畏

艰难、不惧风雨的意志品质。

“一开始就安排我们备勤，我

们不同意，来就是支援抗洪的！”前

不久，东辽河洪峰过境，铁岭市昌

图县人武部集结 100 余名民兵，奔

赴辽河大堤，民兵应急排长许新斐

“自讨苦吃”，主动受领一线执勤任

务。当晚，民兵和任务官兵一起巡

堤查险、加固堤坝，直至第二天傍

晚警报解除，方才撤离。

构建真难严实的训练环境—

蓄足战胜挑战的底气

“ 杀 ！ 杀 ！ 杀 ！”刺 杀 训 练 场

上，240 名民兵集结，提枪、突刺、下

砸一气呵成，动作刚劲有力，杀声

震耳欲聋。

在我军历史上，刺杀曾扮演过

十分重要的角色。刺杀训练不仅可

以锤炼官兵实用的战斗技能，还可

以激发官兵的尚武精神，培养官兵

勇猛顽强、坚韧不拔的战斗作风和

敢打敢拼的英雄气概。然而，参训

民兵年龄跨度大、基础不一，完成好

刺杀训练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如

何在短时间内提升战斗技能、培养

战斗意识，是他们面临的主要挑战。

该省军区对此早有准备。为

确保各民兵分队能够高效完成训

练任务，他们依据前期探索形成的

“以退役军人基干民兵为主、专业

对口基干民兵为辅”编建模式，制

定一套系统化的培训策略。训练

伊始，他们率先组织民兵分队干部

骨干开展集训，围绕 10 个重点课目

进行训法教法研究，规范教学和组

训方法。随后，这些经过专业培训

的干部骨干，分头将所学知识和技

能 传 授 给 每 名 民 兵 ，确 保 学 有 榜

样、练有标准、训有质量。

受领刺杀组训任务的铁岭军

分区民兵教员赵铁如法炮制。训

练之初，赵铁首先挑选经验丰富的

退役士兵、民兵骨干进行加训，熟

练掌握动作要领和教学技巧。接

着，采用“以点带面”的策略，通过

老 兵 做 给 新 兵 看 、骨 干 带 着 小 组

练，确保民兵能够快速掌握刺杀技

能。然后，他又组织为期两天的个

性化指导和小比武，针对个人弱点

进行强化训练。仅用时一周，240

名民兵不仅掌握了刺杀技能，还展

现出高度的组织纪律性。

“ 骨 干 不 仅 以 能 力 素 质 作 示

范，还引领精神风貌。”省军区战备

建设局参谋刘一辰一语中的。

来自锦州市的民兵高培征在服

役期间曾参加过 20 多次部队演习，

荣立二等功 1 次、三等功 6 次，个人

能力突出。此次集训中，他倾囊相

授，帮助战友进行补弱训练。在一

次战术示范教学时，高培征意外发

生骨裂，被紧急送医。身体稍有好

转后，他主动申请返回训练场。高

培征的经历，让民兵队员深受鼓舞，

大家的训练热情愈发高涨。

为更好发挥典型激励作用，省

军区广泛开展轻武器实弹射击、手

榴弹投掷等群众性练兵比武活动，

共创破纪录 23 项；设立“龙虎榜”，

评选神枪手、专业技术能手及优秀

“四会”教练员共 79 人。

来自铁岭市的民兵肖卓涛荣

获“战法创新之星”第二名，由他负

责的“战场防护”组训课目，在省军

区示范课目评比中取得第一名的

好 成 绩 。 站 上 领 奖 台 ，他 分 享 经

验：“民兵也是兵，是兵就得准备打

仗。要想打得赢，不仅取决于这支

队伍的本领技能，也要看这支队伍

的战斗精神。”

发挥骨干典型示范激励作用—

涵养冲锋在前的胆气

有着 16 年军龄的民兵宋居安，

见过许多演训大场面。但当他来

到此次集训场地时，还是不由得一

惊——建在山坡上的宿营地、藏在

山坳里的训练场、各种新式武器装

备，让他梦回军营，并再次叩问自

己“我为什么去当兵”“我是否依然

保持着军人生来为战胜的干劲”。

很快，一场由省军区政治工作

局发起的“六比六看”活动，让宋居

安心中有了答案。比学习，看谁的

理论水平高；比训练，看谁的军事

技能精；比工作，看谁的实际贡献

大；比团结，看谁的协作精神好；比

安全，看谁的底线坚守牢；比创新，

看谁的工作点子多。在评比活动

持续激励下，民兵争当标兵的氛围

浓厚。“从新兵到老兵，大家你追我

赶 ，个 个 奋 勇 争 先 ，谁 也 不 甘 落

后。”宋居安感慨道。

训练场上，民兵纷纷亮出“十

八般武艺”。有的是新兴科技的弄

潮儿——无人机训练区，翻滚、急

转弯、定点悬停，飞手们比拼谁的

心态沉稳、谁的技能娴熟；有的是

专业能手——手榴弹投掷训练场

上，投掷成绩频频被刷新，排行榜

前几名竞争激烈。

不仅在训练场上，就连回营路

上的碎石陡坡“好汉坡”，都成为他

们 比 拼 山 地 越 野 跑 的“ 竞 技 场 ”。

此外，篮球、拔河等文体活动，民兵

参 与 热 情 高 涨 。 在“ 新 时 代 奋 斗

观”大讨论中，一名退役军人民兵

骨干道出大家的心声：“这次集训

让我们重回‘战位’一展所长，当过

兵的人身上那股子拼劲永远不能

丢。”

通过一场场大大小小的较量，

民兵重新定义着“比拼”的意义——

“狭路相逢勇者胜”，这次集训不仅

是本领的比拼，更是意志的较量。

“受命之日，则忘其家；临阵之

时 ，则 忘 其 亲 ；击 鼓 之 时 ，则 忘 其

身。”训练之余，宋居安写下这句话

激励自己。集训期间，他主动申请

轮换岗位，先后尝试导弹分队、高

炮分队、雷达分队等作战单元，掌

握了 10 余项专业技术。一次次淬

炼，一次次拔节，在火热的“战位”

上，宋居安正加速成长。

又逢周六的阵地文艺汇演，各

种节目轮番上演，精彩纷呈。汇演

最后，民兵敲响“三句半”的锣：“散

为民来聚是兵，千锤百炼谋打赢，

有人问咱行不行？必须行！”

开展“六比六看”系列活动—

砥砺勇争第一的锐气

““动员精兵动员精兵””群众性练兵活动集结点验现场群众性练兵活动集结点验现场。。 于于 洋洋摄摄

辽阳市民兵进行步枪射击练习。 黄 博摄

本溪市民兵进行捕俘训练。 高百东摄

国防教育专家为参训民兵授课。 刘银星摄

抚顺市民兵在驻训场搭设班用帐篷。 谷志永摄

““动员精兵动员精兵””群众性练兵活动集结点验现场群众性练兵活动集结点验现场。。 刘银星刘银星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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