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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彭江报道：北京市首个大学生民兵
应急连近日在北京工商大学成立。

据介绍，这支大学生民兵队伍是今年 4 月由北京
市西城区武装部发起组建的，目前应急连里有 80 名男
队员和 25 名女队员，分别由 3 名学校老师担任连长、
指导员和副连长职务。应急连下设 3 个男生排和 1 个
女生排，班、排长全部由 16 名退伍老兵担任。目前，全
连民兵已完成政治教育、队列基础、实弹射击、内务整
理等内容的训练。据西城区武装部负责军事训练的神
洪伟参谋介绍，未来，应急连除了安排反恐、防汛抗洪、
森林救火等课目训练外，还将结合北京工商大学计算
机专业优势，组织安排电子对抗等高难度信息化课目
训练。通过训练，民兵应急连将在社会维稳、国防教
育、支援地方建设等方面发挥作用。

北京市西城区武装部长蔺伟表示，大学生民兵应
急连的成立，是西城区武装部和北京工商大学深入贯
彻习主席强军战略，积极开展国防后备力量建设,努力
探索高校国防教育改革创新发展路子的新举措。高校
是为国家培养高素质人才的重要基地，是知识和人才
聚集的场所，应当成为民兵队伍建设主阵地，在首都高
校加强和扩大民兵的编组和建设，对优化民兵的兵员
结构，提高民兵队伍的整体素质，提升首都民兵队伍的
战斗力，具有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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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姜天骄

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是关乎国家安全
和发展全局的国家战略。近年来，山西吕
梁始终贯彻党和国家的方针路线，以国防
科技工业为基点，通过“军民结合”“寓军
于民”的方式，进行军工经济与地方经济
统筹发展的探索和改革，走出一条促进经
济结构转型升级的军民融合发展之路，为
新的历史条件下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打下
了坚实基础。

老城市融入新理念

革命老区吕梁，是一座因资源而兴起
的城市，由于长期依赖资源优势，造成经
济结构单一，当资源由多变少甚至枯竭
时，危机也随之显现。

近年来，面对煤价下跌引发的经济剧
烈波动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任务，
吕梁迫切需要高新技术支撑，实现经济结
构转型。

“只有抓好顶层设计，借用外力，抢占
科技制高点才能让革命老区跟上时代发
展的脚步。”时任吕梁市委书记的高卫东
表示，吕梁市将目光投向军民融合产业，

“军转民项目科技含量高、蕴含巨大市场
潜力，是一块丰厚的宝藏”。

国防科技大学校长杨学军院士对革
命老区有着深厚情感。为带动老区创新发
展，杨学军多次率队到吕梁考察：“一边是
吕梁政府创新驱动、协同发展的战略高
度，一边是我们军民一家、致富老区的感
情深度，相信军民融合的发展蓝图一定能
在吕梁落地开花。”杨学军说。

2012 年 10 月，经吕梁军分区牵线，
国防科大与吕梁市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依
托吕梁民兵训练基地，成立了由吕梁市政
府设立、国防科技大学为主实施运行管理
的事业单位——国防科大吕梁军民融合
协同创新研究院。在技术研发、成果转化、
产业转型等方面开展深度合作，着眼吕梁
发展、山西全局，将国际前沿的无人直升
机、云计算、微纳卫星、能源互联网确定为
首批发展产业。

“云计算”如今已是吕梁的一张亮丽
名片。以“天河二号”为业务主机、具有每
秒 3660 万亿次计算能力的云计算中心建
成，开中西部地区先河。该中心已为全国
共 50 多家单位提供电子政务云服务；为
清华大学等 130 多家高校、科研院所提供
云计算服务，应用于大科学、大工程等领
域；助力吕梁电子商务、智能交通等智慧
城市领域发展。

去年 9 月，由吕梁市军民融合协同创
新研究院立项支持，我国首颗以地方城市

命名的微纳卫星“吕梁一号”，在太原卫星
发射中心搭载“长征六号”运载火箭发射
升空，奔向浩渺苍穹。

这是“吕梁号新型船舶自动识别信号
接收系统”中的首颗微纳卫星。能对全球
范围船舶，快速完成位置、航向、航速等信
息的接收；对全球范围航空目标，准实时
目标监控，测量空中流量⋯⋯这也是我国
首次开展此项卫星载荷在轨试验。

“高精尖技术带动吕梁经济结构转型
升级，让革命老区走出一条军民融合发展
的新路子。”高卫东说。

下一步，研究院还将研制发射多颗微
纳卫星，并实现多星组网，获取全球船舶动
态数据，建立全球船舶动态数据库，同时推
广微纳卫星的技术应用，带动相关产业的
发展。在今后的“天拓”系列微纳卫星中，还
将搭载以“吕梁”命名的 AIS 系统，在太空
组成一个 AIS 星座，将吕梁建成我国星载
AIS数据接收、全球船舶动态监视、AIS数
据服务中心及微纳卫星研发基地，推动军
民融合协同创新取得更多丰硕成果。

大项目带动大产业

在吕梁军民融合协同创新研究院的
带动下，吕梁的高新技术产业快速起步，
以无人机、毫米波勘探系统、天地一体宽
带卫星通信综合业务为代表的军民两用
技术，带来产业聚集效应，使区域产业总

量不断扩大。
以“无人机”项目为例，吕梁已经形成

从研制生产到应用服务的巨大产业链。侦
查式、农用式、自毁式⋯⋯在无人机展示
大厅内，功能不同形态各异的无人机令记
者目不暇接。据了解，无人机自主起降系
统在吕梁军民融合协同创新研究院取得
重大突破。该系统未来可为各类无人机在
航母、舰船上的起飞降落提供精确引导，
定型列装后逐步装备我军舰船。

这项技术落地后，也可延伸应用于大
地测量、气象观测、环境监测、资源勘探、
森林防火、人工降雨等民用方面，在军民
两方面彰显出巨大的经济效益。

在吕梁，无人机与农业结下不解之
缘。吕梁运用无人机植保作业推进农业机
械化进程，扩大先进技术在农业生产中的
应用，让无人机产业真正落地生根。

在核桃种植园区，记者看到一只“大
蜘蛛”正低空飞行，这种大载重农林植保
无人机与传统人工喷施相比，具有效率
高、节水节药、喷洒均匀、节省劳动力、避
免因长时间接触农药带来伤害等优点，对
经济林业产业发展机械推广具有十分重
要意义。

据了解，植保无人机具单次可携带农
药 10 公斤，喷施面积可达 15 至 20 亩，续
航时间长达 22 分钟，工作效率是人工的
百倍以上。一架植保无人机 1 分钟可喷洒
2 亩农田，采用这种方式进行作业，单位

农药、肥料的用量将减少 10%至 15%，而
农药、肥料的有效利用率提高到 90%，能
有效减少药物对作物和土地的不利影响。
在费用支出上，每亩仅有 5 元，同时也将
解放生产力。

“真正的军民融合就是要用产业促进
技术发展，反过来，再用高精尖的技术为
国防安全保驾护航。”高卫东说。

“一手抓经济，一手抓国防，我们军分
区把军民融合的基点聚焦到提高战斗力
上，让融合成果向使命任务聚集，向实战
应用转化。”吕梁军分区政委张选说。

初夏，离石区人武部接到救援命令，
某地发生山体崩塌，可能有群众被掩埋在
屋内。离石区人武部立即组织 120 名民
兵、2台应急指挥车、5辆挖掘机、3辆铲车
赶到现场。但由于现场山体几乎被削为断
崖，极有可能发生二次崩塌，人员无法靠
近救援。这时，只见无人机侦察分队的两
架无人机迅即升空，抵近观察，现场画面
实时出现在指挥车的屏幕上，经过探测分
析，应急分队很快制订了科学安全的救援
方案。受困群众成功获救，应急队员和装
备也安然无恙。

“这支编组在无人机产业园微风无人
机公司的民兵分队，已多次在城市反恐、
消防防火、抢险救灾等项目训练活动中大
显身手。”张选告诉记者，“随着吕梁市军
民融合继续深入，让民间高科技人才和装
备为国防服务，将成为我们新的课题。”

在青海、西藏、新疆等偏
远省份，尤其是高原、高寒地
区，先天性心脏病和包虫病
的发病率很高，导致一些家
庭因病致贫、因病返贫。

挽救一个患者，拯救一
个家庭，温暖一方百姓。为解
决偏远贫困地区先天性心脏
病儿童和包虫病患者家庭

“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武
警总医院党委决定利用自身
医疗资源优势，为贫困家庭
的患者提供免费医疗救助。

今年 2 月 1 日，院长郑
静晨带领 20 名专家组成的
医疗队，携带总价值约 496
万元的医疗器械和各种药
品、5000 本用藏汉两种语言
编写的包虫病防治宣传册以
及图文并茂的多媒体宣传教
育课件，赴海拔 4600米以上
的西藏萨嘎县对当地群众开
展包虫病防治宣传教育、筛
查、义诊和发放药品。

爬雪山，上高原，过戈
壁，入乡村。多年来，他们深
入高原的每个角落，精细筛
查义诊，累计行程达 50 多万
公里。

包虫病给西部农牧区人
民身体健康和生命带来严重
危害。这种病例手术难度大，
并发症多，治疗相当不易。普
通外科护士长宋慧娜介绍
说，为让每一名包虫病患者得到最好的治疗，医院为他
们开辟“绿色通道”，专门设置“爱心病房”，优先使用最
先进的仪器设备，为少数民族患者提供清真饮食。针对
每位患者的不同病情，该院组织联合会诊，反复研判病
情，量身定制个性化手术方案。

6 月 1 日，对于萨嘎县 12 岁男孩旦琼是个非常特
殊的日子。他在妈妈德吉陪伴下来到手术室。两年前，
他在地方医院查出患有包虫病，可家里没钱给他治病。

据普通外科主任贾元利介绍，旦琼的病情十分严
重，体内有三个包虫囊，如不及时手术治疗，以包虫每
年 4 厘米的生长速度，10 年内死亡率高达 95%。贾元
利带领医疗团队为旦琼进行了长达 4 小时的手术，最
终将三个包虫囊从体内彻底清除。

“关心边远地区各族群众健康是部队医院的神圣
使命。”武警总医院政委占有明说，“我们送出的不仅仅
是爱心，更是党的温暖。”在武警总医院，6000 多位先
心病和包虫病患者从这个温暖而有爱心的集体重获了
新生，300多名白内障患者重获光明。

多年来，武警总医院在完成服务保障官兵任务的
同时，贯彻落实“精准扶贫”重大战略思想，把救治偏远
贫困地区患者作为医院义不容辞的使命。他们先后派
出 30 多批次专家医疗队深入边疆贫困地区，筛查 6 万
多例先心病患儿，免费实施手术 6019 例，成功治疗数
百名包虫病、白内障患者，投入 5000 余万元定点帮扶
当地医院，助力边远地区群众脱贫脱困。

文/章士平 谢析搏

初夏时节，一场由东部战区陆军某防
化团和陆航联合组织的立体防化演练如
火如荼。

“侦察组立即搭乘直升机前出，洗消
组按 3 号预案向目标地域集结⋯⋯”担纲
联合指挥员的东部战区陆军某防化团政
委唐建，调度两个兵种、十余种陆空装备
如臂使指，战术行动一气呵成。

“跟我上战场，带你打胜仗。”唐建任
政委 5 年来，不改初衷，时刻喊响“看我
的”“跟我上”，无论是训练场，还是演兵
场，始终身先士卒、立身为旗，带出了一支
过硬的部队、一群打赢的兵。

“打仗本领不过硬，战场指挥没底气”

“ 打 仗 本 领 不 过 硬 ，战 场 指 挥 没 底
气。”这是唐建的口头禅，每次履行新职务
他都会归零起步，学练新专业、新装备，直
至成为专业大拿。

2011 年 6 月，刚提升为该团政委的唐
建，第二天就走进训练场，从专业理论到
实装操作、从指挥技能到战术运用，他“三
拜”训练骨干为师，2 个月就从“门外汉”变
为“专业通”。

有了“金刚钻”，敢揽“瓷器活”。唐建
上任不到半年，该团迎来全军防化兵建制
团排序考核。当天，考核组随机导调，唐
建代替团长处置五组情况，每组情况都处
理得很专业，赢得考核组专家的高度肯
定。最终，该团以全军最高分的绝对优势
被评为“军事训练一级团”。

那一年，唐建刚由坦克营教导员提升
为陆航场站政委，不到半年，他硬是把场
站所有保障专业学了一遍。但他并不满
足，还向飞行员学习直升机模拟器飞行，

技术甚至一度超越很多专业飞行员。
从战士成长起来的唐建常怀“本领

恐慌”，始终以奔跑者的姿态学习强能，
倒逼个人军事素质的不断跨越。《外军核
生化作战研究》《核生化防护训练研究》
等专业书籍摆满了他的办公室和宿舍的
书柜，书页里写满批注和摘抄。前不
久，唐建结合任务实践撰写的 《反空袭
作战战役军团重要目标烟幕保障研究》
荣获陆军建设发展研讨征文一等奖。

“政治干部战位在哪里，政治工
作威信就立在哪里”

上任后，唐建始终把靠前再靠前作为
无声的号令、作为最管用的政治工作，他
常讲：“政治干部战位在哪里，政治工作威
信就立在哪里。”

侦察、监测、封控⋯⋯去年 10 月，驻
地一化工厂发生爆炸，紧急驰援的唐建指
挥部队迅速展开作业，仅 5 分钟完成检
测，为联合救援行动提供了关键数据。

这一场胜仗源于平日精准的准备。
天津港爆炸事故当天，团作训股和宣传股
就接到唐建的命令：跟踪救援行动，收集
相关资料。“如果让我们执行这次救援任
务，能不能决战决胜？”唐建在党委议训会
上抛出议题。大家各抒己见，围绕团队高
效展开核化救援任务建言献策。

会议一结束，唐建就和党委班子成员
带队分头走访任务区内核电站和化工厂，
收集掌握防护救援情况和水文地质植被
信息；围绕救援目标任务，研究制定出 4
类 8种核生化应急救援行动规范。

翻看唐建 5 年的党委工作报告，始终
“战”字当头，大事小事条条围“战”。

有一年，某新型空中烟幕释放系统在
全军首次列装该团。接装当日，官兵喜忧
参半，喜的是装备信息化程度高、技术性
能好，忧的是训什么、怎么训、训到什么标
准。当时，恰逢团长在外学习，唐建主动
提出带队攻关。他急切地说：“战斗力建
设不能等，必须快马加鞭。”那段时间，他
对照说明书研究装备构造，按照操作规程
一招一式练，白天跟班跟训，晚上加班编
教材，很快带领攻关小组掌握了空烟系统
的性能和操作规程。

一个月后，随着连声炮响，一道道烟幕
升起，瞬间遮天蔽日，该型装备首次实弹射
击成功；3 个月后，唐建牵头编写的该型装
备操作教案，被列为全军教材；半年内完成
与发烟车多车组联动立体烟幕遮蔽效能实
验，并在实兵演习中成功接受检验。

这些年，唐建结合团队使命任务，牵
头创新的 3 种战法、5 个重难点攻关课题
和 10 余篇论文，被上级评为优秀成果；研
究制订的 12 类 28 种应急应战方案，成为
全军同专业部队的样板，强势推动团队军
事斗争准备提挡加速。

“聚焦打仗的政治工作最有威信”

“皖东多地同时受不明毒剂沾染！”敌
情就是命令。那次考核，唐建第一时间判
明情况，迅即调整作战方案，常委们兵分
多路，分工负责，所有装备全部出动，所有
岗位全员考核。

激战一昼夜，敌情处置精准高效，人员
装备完好无损，综合评判96.43分，位居全军
第一，当年底团队被评为“军事训练一级团”。

防化团是东部战区唯一核生化专业
部队，同时还担负着省级应急救援任务。

作为团党委书记，唐建平对政工干部讲得
最多的是：“聚焦打仗的政治工作最有威
信。”

这几年，团提拔使用近百名干部人人
军事过硬，80 多名训练标兵立功受奖，1
个单位和 4 名干部因抓准备不尽力而在
评功评奖和晋升问题上被“一票否决”。

实毒训练，这是团多年无人敢尝试的
“禁区”。唐建上任不久，决心要闯一闯。
作业帐篷内，毒雾来势汹汹，地表植被枯
萎死亡，几只蜜蜂飞得晃晃悠悠，稍一挥
手就直线坠地。虽然一些官兵因高度紧
张导致身体不适，但大家都说：这样的训
练带劲、管用。

唐建并没有至此止步，而是打出一套
“组合拳”，逼着部队把实战化训练的步子
迈得更大、更快、更实：侦察训练，他将训
练对象从石头、水源、树叶、土壤“老四样”
拓展到草木灰、动物尸体等战场新媒介，
将训练时间从 8 小时正课拓展到凌晨、傍
晚等核生化袭击多发时段；“两实”训练，
他力主全程穿戴防化服和防毒面具进行
轻武器射击、手榴弹投掷⋯⋯

在唐建的坚持下，夜间应用侦毒等
18 个险难课目成为必考内容。几个月
后，在集团军百名专业尖子比武考核中，
该团 23 名参考官兵将防化专业全部奖项
收入囊中。

2012 年初，唐建大胆创新训练监督
模式，聘请 16 名基层战士担任党风廉政
监督员，对训练考核、专业比武和干部晋
职考评等活动进行全程监督、全程拍摄，
存入团年度训练档案。

同年底，集团军组织师旅团首长机关
考核，临机抽考团保障处，在 2 天的考核
中，17 名参考人员在手枪射击、武装越野
等 10 多个军事课目考核中，成绩均在良
好以上，总评排名靠前。

从班长、排长到作训参谋，从指导员、
组织股长到教导员，唐建先后任职 4 级主
官、9 个基层岗位，所带 6 个单位全部获先
进。这些年，团年年被评为“全面建设先
进团”“军事训练一级单位”，荣立集体三
等功 2次。

军 地 统 筹 促 转 型
——山西吕梁大力发展军民融合纪实

图为“吕梁一

号”微纳卫星搭载

“长征六号”运载火

箭发射升空现场。

（资料图片）

为切实增进辖区群众对边防工作的了解，全方位

展示边防官兵的良好形象，近日，武警广东边防六支队

三中队联合深圳大学开展警营开放日活动，让学校师

生零距离体验警营生活。图为师生们正在参观内务建

设。 陆才兴摄

送医扶贫精准发力
—
—记武警总医院积极救治边远地区群众

北京首个大学生民兵应急连成立

时刻准备上战场打胜仗
——记东部战区陆军某防化团政委唐建

本报记者 姜天骄 通讯员 郑宗伟 王 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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