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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钢淬火加钢淬火，，锻造新时代民兵锻造新时代民兵
——多地推进民兵训练基地转型升多地推进民兵训练基地转型升级提升应战应急能力见闻级提升应战应急能力见闻

年终岁尾，各地民兵训
练基地迎来年终军事训练
考核高峰。

好钢是在烈火中炼出
来的，快刀是在石头上磨出
来的。依托训练基地进行
军事训练，是提升民兵应战
应急能力的重要途径。

近年来，各地各级聚焦
应战应急使命任务，推进民
兵训练基地转型升级，提高
专业化规范化水平、提升训
练科技含量、探索军地共建
共用，助力军事训练扎实高
效开展，进一步提高民兵支
援保障打赢能力。

④④
“石以砥焉，化钝为利。”基地化训

练是军队战斗力生成和提高的途径，

是连接训练场与战场的桥梁。一流的

训练，需要一流的基地。作为打赢能

力的“磨刀石”、组训骨干的“孵化器”，

民兵训练基地通过提供实战化的场地

环境、专业化的组训力量、信息化的保

障平台，有效检验评估训练质量，提高

民兵队伍应战应急能力。

“民兵也是兵，随时可出征；民兵

也是兵，一定打得赢。”诞生于血火里，

成长在风雨中，民兵的职能使命就是

援战保战。随着民兵力量由数量规模

型向质量效能型、人力密集型向科技

密集型、传统领域向新域新质领域转

变，一大批民兵专业分队进入后备力

量方阵，对训练场地、教练员配备、器

材装备等提出新的更高要求，民兵训

练基地转型升级势在必行。

仗怎么打，兵就怎么练，民兵训练

基地就要怎么建。加快民兵训练基地

转型升级，应针对施训功能不全、使用

效益不高、管理保障不强等问题，坚持

分类建设、科技赋能、共建共享，充实

组训力量，优化培训布局，定准承训职

能，真正做到条件上先进配套、能力上

完全胜任、基础上全面过硬。

“言武备者，练为最要。”打仗是硬

碰硬，训练需实打实。民兵训练基地

是训练场，也是“预战场”，还是民兵走

向战场的出发地。民兵训练质效上不

去，应战应急能力难突破，制约了后备

力量转型发展。民兵训练基地只有立

起专教、实训、严考导向，严格按纲施

训、从严治训，坚持真训实练、真打实

备，把训练环境设真，把训练课目训

实，才能训出兵的味道、兵的作风，确

保民兵队伍关键时刻能够拉得出来、

冲得上去、发挥作用。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也是核心战

斗力。民兵训练基地转型升级，离不

开科技赋能。应注重向科技要效益，

把基于网络信息体系的各类系统、数

据资源、先进手段统合起来，突出典型

作战场景、网络信息环境、智能导评手

段等方面建设，推广“科技+”“网络+”

等训练方法，提升民兵训练的科技含

量，建强民兵专业分队，提高打赢信息

化智能化战争的能力。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强军地

战略规划统筹、政策制度衔接、资源要

素共享。民兵训练基地军地通用性、

互补性强，合力共建、开放共用，可实

现优势互补、合作共赢。在建设上，要

科学布局、规模适度，既满足组训要

求，又避免资源浪费；在使用上，要军

事优先、开放共享，既平战兼顾，又多

方受益；在管理上，要军地共管、规范

运行，既严管严训，又集约高效。加强

科学统筹调控、挖掘功能潜力、创新管

理模式，必将充分释放民兵训练基地

“训练+”“教育+”等多重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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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练流程紧凑，各分队协同紧

密。今天是晴天，以后还要考虑风向、

风速、气温等因素对火情的影响。”河

北省承德市民兵训练基地信息化培训

中心，一场军地联合消防救援训练结

束后，训练基地负责人操作虚拟演练

系统进行复盘总结，提出改进方向。

这位负责人介绍，虚拟演练系统可以

反复推演发现训练中的问题，增强训

练效果。

配备专业化训练设备，是承德市

军地依托市民兵训练基地升级建设

省 级 森 林 扑 火 训 练 基 地 的 重 要 举

措。承德市是塞罕坝林场所在地，森

林覆盖率高，建设专业森林扑火训练

基地，练强应急队伍的需求迫切、任务

重要 。经过改造升级的基地设有技

能训练场、战术训练场、航空消防训练

场等 6 个专业化训练场地，信息化培

训和教育培训 2 个场馆。基地训练场

实现火焰大小可调、烟雾浓度可控，营

造逼真的火场环境，还引进灭火炮、高

压水枪等训练器材，可满足省、市、县

三级森林扑火应急力量成建制基地化

轮训需求。

刀靠磨、钢靠锻，真功硬功靠训

练。“去年，在山火扑救、抗洪抢险等任

务行动中，我们发现军地应急力量存

在资源整合不够、专业化程度不高等

问题。为了提升民兵队伍专业能力，

我们加大训练场地设施建设力度，支

撑专业训练高效开展。”河北省军区战

备建设局陆参谋介绍，军地统筹优质

资源，结合各地担负的主要任务，依托

石家庄、承德、唐山、衡水现有的市级

民兵训练基地，分别建成反恐维稳、森

林扑火、抗震救灾、抗洪抢险省级专业

化应急训练基地。

在唐山市，民兵训练基地改造前，

针对抗震救灾的训练设施较少，情景

构设较简单，专精程度不高。现在，唐

山市军地建成集震害防御、应急救援、

防震减灾科普于一体的训练基地，建

有层叠坍塌、山岳救助、倾斜坍塌等 8

套室外训练设施，可进行绳索攀爬、高

空速降、山岳地形救助等课目训练。

在衡水市，抗洪抢险训练基地投

入使用后，衡水军分区挂牌成立民兵

训练教研室，遴选专业教员，修订教案

集，规范训练课目及考核标准。

“现在有了专业场地，训练考核更

注重实操。比如筑堤抢险，基地设有

3 个 模 拟 大 坝 缺 口 ，可 用 橡 胶 坝 、沙

袋、止水板构筑堤坝，最后通过水流检

验效果。”衡水市民兵应急营连长宋飞

通过了所有课目考核，获得抗洪抢险

资格证书，他说，在实战化环境里针对

重难点问题专攻精练，有助于锤炼过

硬本领。

新基地建成后，河北省积极推开

军地应急力量滚动轮训，同时制定每

类应急力量省级资质标准，为通过认

证的人员颁发证书。今年，保定、邢

台、邯郸等市的一批民兵操舟手已完

成训练及资格认证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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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 12 月以来，湖南省长沙市民

兵训练基地格外繁忙，刚承办完市人防

专业队伍培训，又迎来全市新任职专武

干部培训和长沙警备区年终军事训练

考核。

笔者走进训练基地看到，人防训练

基地和民兵训练基地两块牌子挂在同

一栋大楼，各训练场和教学场所兼顾军

地多类型训练教学。长沙警备区战备

建设处吕参谋告诉笔者：“场地合建共

用，满足了双方的训练需求，避免了重

复建设，有效防止人力、物力、财力等资

源的浪费。”

一个场地，多家受益。近年来，湖

南省积极整合优化民兵训练基地功能，

探索以民兵训练为主、军地共建共享共

用新路径，打造集民兵训练、国防教育、

学生军训、人防训练、应急救援训练等

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训练基地体系。

民兵训练基地建设升级，带来训练

新景观。前不久，一场森林灭火训练在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民兵训练基地展

开，民兵森林灭火分队与森林消防队伍

密切配合，按照联合救援方案有序组织

扑救，灭火炮、隔离带开辟机器人等装

备轮番上阵，成功扑灭“山火”。

“训练资源的整合，不是简单的合

并同类项，军地定期开展联合演训，有

利于提升战斗力，产生 1+1>2 的效果。”

该省军区战备建设局一位领导参加了

今年华容县团洲垸洞庭湖一线决堤抢

险救灾，他认为军地加强联合训练十分

重要。军地共建共用训练基地为联合

施训创造了条件，军地共享经验、共研

战法，提升联合救援指挥和行动能力。

据了解，湖南省通过统筹军地训练

资源、城市建设发展规划，合理确定功

能、规模和点位，采用军地共建、区域合

建、功能套建等多种方式，兼顾民兵、国

防动员专业队伍、驻军部队、地方应急

力量等训练需求，建设以省级基地为骨

干、市级基地为主体、县级基地为补充

的民兵训练基地体系。

在环洞庭湖区域，岳阳市下辖 9 个

县（市、区），境内既有湖泊河流，又有丘

陵山地，自然灾害多发。“我们紧盯自然

灾害多发地域、人防重点区域、部队过

境重要地段等位置，就近建设训练基

地。”岳阳军分区战备建设处负责人介

绍，他们结合任务特点，聚焦水上救援、

森林灭火、对空防护、基础训练等专业，

实行军地联建共训。一个训练基地突

出一个重点构设专业训练环境，例如，

在抗洪抢险任务较重的岳阳县设置舟

桥专业训练场，在森林覆盖率较高的平

江县设置森林灭火训练场，整合优势力

量，节约社会资源，提升训练质效。

在岳阳县民兵训练基地，舟桥专业

训练场建在洞庭湖大堤附近，岳阳市军

地各类应急救援力量均可在此训练。

进入汛期，洞庭湖大堤一旦出现险情，

救援力量可直接从训练场转入救灾现

场，大幅提高险情处置效率。

湖南省探索民兵训练基地共建共享共用路子—

一个场地让多家受益
■陈 静 任 广

“当前为三级海况，船只摇晃加剧，

海上能见度较差，请注意观察。”近日，

在浙江省临海市民兵训练基地海上专

业模拟训练室，市民兵应急连排长徐家

昊指导民兵进行海上航渡抗眩晕训练，

不时提醒参训人员注意事项。

“依托实时感知系统，可以体验不

同海区、气候、海况条件下驾驶船舶的

真实感受，让参训人员接受海上复杂环

境的考验，掌握应对方法。”临海市人武

部领导介绍，科技赋能民兵训练，大幅

提高训练质效。

随着民兵编组向新兴领域拓展，对

民兵训练基地场地环境、器材装备等提

出新要求。通过科技手段辅助训练，满

足训练需求，提升保障水平，成为浙江

省军地的普遍做法。

“浙江省高新技术企业多，我们将

企业中有助于民兵训练的软硬件引入

训练基地，提高科技对民兵训练的贡献

率。”该省军区领导介绍，他们根据民兵

担负任务，采取“一基地一特色”的建设

模式，对训练基地部分设施进行迭代升

级，教学训练、行政管理、生活保障、装

备储存规范运行，基地化训练更加正规

有序。

建好是前提，用好是关键。如今，

模拟训练系统已成为教学好帮手。金

华市婺城区民兵训练基地建成室内模

拟射击场，民兵汪新晨体验后道出感

受：“轻武器激光模拟射击的瞄准、击发

等流程与实枪一样，根据电子屏幕上的

射击结果提示，可以及时调整射击姿势

和瞄准点位。”

使 用 科 技 化 、智 能 化 训 练 设 备 进

行训练，有利于民兵掌握基本技能，构

设虚实结合训练场景，让训练更加贴

近实战。

笔者走进平湖市民兵训练基地，只

见数名民兵手持摇杆、操作无人机进行

模拟协同配合及对抗训练。该训练基

地负责人陈亮德介绍，以往，新飞手在

进行无人机操作训练时容易“坠机”，维

修换新费用较高。引进无人机模拟训

练系统后，操作人员使用模拟设备，即

可进行不同难度的训练，不受场地、天

气等因素限制，反复练习起飞、降落等

操作，大幅增加训练时长，有效弥补传

统训练手段的不足。

“我 们 还 搭 建 街 巷 、楼 道 、工 厂 等

实景建筑，民兵操作无人机在真实环

境训练，可以检验模拟训练成效。”陈

亮德介绍，他们还联合地方技术人员，

在系统中增设复杂天气、竞技比赛、考

核测试等模块，进一步发挥训练设备

效能。

下一步，该省军区将继续挖掘地方

科技资源，在民兵训练基地推广虚拟网

络靶场、模拟特种车辆驾驶等训练系统

设备，不断打牢民兵专业基础。

浙江省利用高新技术提升民兵训练科技含量—

科技赋能强打赢本领
■童 玮 张沈欣

图①：浙江省海宁市民兵进行无人机模拟训练。 周燕飞摄

图②：河北省承德市民兵使用风力灭火机进行扑火训练。

孙宇童摄

图③：浙江省临海市民兵进行模拟海上航渡训练。

王亚妮摄

图④：湖南省新田县民兵与县消防救援大队、学校师生进行防

灾减灾训练。 徐 红摄

图⑤：河北省衡水市民兵分队在衡水湖畔的训练基地进行操舟

训练。 彭 祥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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