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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赢之举双赢之举

动员之声动员之声

筑牢基石筑牢基石

截至 2019年 11月底，由交通运输
部、省级人民政府和武警部队联合举办
的年度全国公路交通军地联合应急演
练已举办 9届。9年来，演练内容、方式
发生了什么变化？演练各方形成了什
么样的联动机制、取得怎样的效果？日
前，记者就这些问题专访了牵头开展演
练的交通运输部公路局业务部门相关
负责人。

演练是锤炼队伍
的磨刀石

问：今年的演练以“公路交通综合
应急能力比武”为主题，请问比武竞技
的效果如何？

答：比武竞技形成了与最强者比
拼、与最快者赛跑的浓厚氛围。比如，
在做好前期准备情况下，装配式钢桥架
设速度往往需要60分钟左右，这次比武
我们设定时限为 45分钟，经过强化训
练，速度最慢的队伍也只用了 34分钟。
竞技中，参赛队伍运用了移动应急指挥

平台、隧道综合管控信息集成、5GVR
现场图传等多种技术和传输手段，大大
提高了救援抢险效率，展示了我国公路
交通应急能力建设最新成果。经过激
烈角逐，武警某部代表队荣获团体一等
奖，河南、湖北代表队荣获团体二等奖，
陕西、河北、安徽代表队荣获团体三等
奖，达到了互相切磋、共同提高的目的。

问：为什么这次演练以比武竞技的
形式举行？

答：以往演练每次都围绕某一类型
灾害展开，基本覆盖了影响公路交通的
所有自然灾害、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
经过研究，今年我们决定以比武竞技的
形式组织，旨在练就公路应急力量的过
硬本领，培养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

问：近年来，军地联合应急的实战
效果如何？

答：2018年 11月 14日，国道 318线
金沙江竹巴笼大桥被堰塞湖洪峰冲毁，
以往，像这种大桥重建至少需要 6个月
乃至更长时间。因为当地建材、物资都
不能满足筑桥要求，许多材料都需要从
成都购买、加工后，再花费2至3天运输
过来，而且金沙江地处高原，高原反应、
低温以及现场复杂条件给重建工作带
来很大困难。然而，武警某部和四川公
路交通部门合作架设的战备钢桥仅用
40天时间便具备通车能力。这中间离

不开多年来联合应急演练形成的军地
协调配合意识、吃苦耐劳精神以及资源
共享机制。

演练是磨合机制
的重要平台

问：每年演练都是由交通运输部、
省级人民政府、武警部队联合开展，为
什么采用了这种组织模式？

答：交通运输部门是公路应急管理
的行业主管部门。武警部队是公路交
通应急的主力军和国家队，负责主要方
向、主攻任务。省级公路交通应急专业
队伍是骨干力量，担负辖区内的应急抢
险救援主体责任。我国灾害发生地域
广、频次高，有的造成的损失还比较重，
需要各类应急力量携手上阵、互相配
合，并依据专业优势进行科学分工，形
成整体合力。因此，交通运输部与各省
级人民政府、武警部队开展演练是磨合
联动机制的重要平台，对于建立军地联
合处置的长效机制具有重要作用。

问：目前，交通运输部与武警部队
形成了怎样的联动机制？

答：2018年以前，交通运输部主要
领导兼任武警交通部队第一政委，公
路交通部门与武警交通部队的联动机

制较为成熟。去年武警部队领导指挥
体制调整，我们需要按照新体制与武
警部队进行沟通联络、协调联动，在这
方面，演练起到了很好的探索、磨合作
用。随着演练的深入开展，今后的协
调效率一定会越来越高，联动速度也
会越来越快。

问：在人们印象中，应急管理由应
急管理部牵头，为什么在 2018年初应
急管理部挂牌成立后，我们的演练仍在
持续？

答：在我国应急管理体系中，应急
管理部门属于综合协调部门，发挥综合
牵头作用，包括交通运输部门在内的诸
多部门属于行业力量，具有专业优势，
只有将二者的责任链条、力量链条进行
无缝对接，才能形成应急管理、抢险救
援的强大合力。

演练立足平时应
急战时应战

问：公路交通具有平时为民、战时
为军的特点，如果真到了战时，平时应
急演练的课目会不会用得上？

答：这些年，我们设置的演练背景
都是发生了公路交通最常见，对正常通
行影响较大的自然灾害、突发事件，从

造成的破坏程度来看，战争与这些自然
灾害、突发事件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因
此，平时的这些演练也为战时抢险救援
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居安需要思危，有备方能无患。我
们通过军地联合应急演练，不仅优化了
力量体系，完善了处置预案，而且在全
国范围内布设了“13+4”国家区域性公
路交通应急装备物资储备中心，储备较
难征用的大型、多功能专业设备，为公
路交通重大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以及
战时实施公路交通保障提供功能齐全、
性能先进的装备和物资，实现一种投
入、多种效益。

问：如果将来发生战事，参加战时
公路交通抢险救援的人员会不会就是
参加应急演练的队伍？

答：可以说既是，又不是。参演队
伍作风和技术都很过硬，装备也比较先
进，遇有急难险重任务，一定会担负逢
山开路、遇水架桥的光荣使命。然而，
负责全国480多万公里公路运行维护任
务的，是一支数量庞大的养护队伍，以
及从事公路养护工作的社会力量，仅靠
有限的参演队伍还远远不够。但我们
相信，随着军地联合演练的持续开展，
特别是全民国防教育的深入推进，会有
越来越多的队伍担负起关键时刻抢险
保通的社会责任和国防责任。

凝聚公路交通应急强大合力
—就军地联合演练情况专访交通运输部业务部门相关负责人

■周可夫 本报记者 贾 勇

11月 21日，2019年度全国
公路交通军地联合应急演练在河
南省巩义市举行。

演练首次采用比武竞技的形
式，6支队伍围绕灾情侦察、隧道
内火灾事故处置、塌方体清理、圆
管涵铺设、装配式钢桥架设 5个
课目同步开展模拟抢险。图①为
武警某部代表队预演钢桥架设；
图②为代表队官兵在比武竞技；
图③为河南省代表队队员在模拟
抢险。

图片来源：武警某部、人民日
报、新华网，拍摄者分别为：毕从
涛、王颖宇、郝 源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交通运输基
础设施建设成就显著，新时代的中华大
地上公路成网，铁路密布，高铁飞驰，巨
轮远航，飞机翱翔，天堑变通途，奏响了
由交通大国向交通强国昂扬迈进的华彩
乐章。这也为我国交通运输动员提供了
强有力的支撑。

经过多年努力，我国交通运输动员
走出了一条平战结合、统筹兼顾、依法
规范的康庄大道，在服务国防建设、保障
部队演训以及抢险救灾中发挥了重要作
用。同时，也应清醒地看到，在保障人民
军队全域机动、快速机动、立体机动方
面，交通运输动员建设仍有不少工作要
做，特别是在统筹市场与战场建设中，
还存在一些两难问题：假如过多考虑市
场需求，必然会影响应战能力提升；假
如向战场建设倾斜过多，则可能造成一
些资源闲置。

党的十九大提出“完善国防动员体

系”要求。根据国防动员法的相关规定，
国防动员体系既需要与国防安全需要相
适应，又需要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与
突发事件应急机制相衔接。也就是说，
国防动员建设不是孤立存在的，它必然
扎根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沃土，在战
时主要表现为应战能力，在平时则主要
表现为应急能力。从这个角度来看，由
交通运输部牵头开展的全国公路交通军
地联合应急演练活动，蹚出了平时国防

动员准备的一条新路子：既逐步提高了
公路交通应急救援能力，又从思想上、力
量上、物资上为行业系统国防动员积蓄
了底气，值得各行各业参考借鉴。

在应急演练中树牢动员保障意识。
英阿马岛之战中，英军之所以在作战准
备中占得先机，主要得益于军方与英国
政府、社会力量在思想和行动上的高度
统一，显然这种高度统一离不开完善的
动员体制以及实战化演练。无论是应战

动员，还是应急动员，都是一项复杂的系
统工程、社会工程，关联军地双方，涉及
各行各业。只有通过常态化、制度化的
应急演练，才能让参演各方牢固树立“有
事就要快速出动、事前应该充分准备、事
中必须密切协同”的思想意识，并使之成
为一种惯性思维、自觉行动，打牢关键时
刻闻令而动、令出则行的思想基础。

在应急演练中建强动员保障队伍。
“刃不素持，必致血指；舟不素操，必致倾

覆。”实践证明，只有通过带有战术背景
的演练活动，才能让动员保障队伍加钢
淬火、摔打磨炼，从而有效应对危急时刻
的严峻考验。全国公路交通军地联合应
急演练已涉及全国9个省（区、市），演练
包括堰塞湖排险、滑坡体抢通以及台风、
泥石流、强降雪灾害救援等应急抢险各
项内容，对于参演人员技战术水平的提
升、战斗作风的培育意义深远。各个行
业部门均应按照党中央关于积极推进我

国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重大工
作部署，开展常态化应急演练，让专业队
伍动起来、比起来、强起来。

在应急演练中检验动员保障预案。
手中有预案，遇事不慌张。详实而完备
的预案不是在办公室里编写出来的，而
是在一次次演练中不断修订完善的。由
于战争与自然灾害、突发事件对道路交
通乃至经济社会造成的损失具有相似
性，因而应急预案也可以成为应战预案
的蓝本，行业部门应当把组织演练的过
程作为修订完善预案的过程，确保遇有
情况能够依案而行、快速处置。

（作者单位：国防大学联合作战学院
国防动员系）

以应急演练夯实动员基础
■袁宗仪

虽然 2019年全国公路交通军地联
合应急演练已经结束10多天，但参赛的
武警某部交通第二支队官兵仍把演练
中的点点滴滴作为热门话题。其中，钢
桥架设夺冠一事让大家津津乐道。

赛前强化训练中，横梁架设组组长
朱统兵发现一个奇怪现象：同样是钢
桥，其他参赛队6人就可以抬动横梁，而
部队8名官兵抬得却很费劲。

原来，本次比武所用装备由参赛队
自行保障，比赛规定的装配式钢桥为
321型，而武警某部列装的是 321加强
型，配件钢材均进行了加厚，仅单根横
梁就比其他队伍的重出 100多公斤，钢
桥整体约比其他参赛队的重四分之
一。这让参赛官兵最擅长的钢桥架设
课目优势全无。

为体现公平竞赛原则，裁判组建议
参赛官兵使用机械辅助架桥。“不使用
机械辅助，必然影响成绩，而使用机械
又会胜之不武。”参赛中队指导员李维

回顾此事时说，对这个问题大家也曾
纠结过，但很快就形成了一致意见：尽
管不在一条起跑线上，仍然采用肩扛
手抬的办法架设钢桥！因为需要部队
完成的都是急难险重任务，谁能保证
遂行每一次任务时都具备机械辅助的
条件？最终，40名参赛队员靠实力获
得了该课目比赛冠军，赢得竞争对手
钦佩的目光。

另一件让参赛官兵引以为豪的事，

就是整个预演和比武阶段都没有让地
方提供食宿保障，参赛官兵完全靠野战
化保障完成了演练任务，并且获得团体
一等奖的好成绩。用联演食宿保障负
责人、巩义市政府副市长杜鹏懿的话说
就是：武警部队代表队是唯一驻扎在演
练现场、而且不需要提供保障的队伍。

不需要地方保障，并不意味着不与
地方参赛队交流。恰恰相反，技术室主
任王素光、作训参谋李坤伦等都从各省

代表队那里学到一些高招：预演期间，
他们就向训练骨干介绍刚刚学到手的
新技术；比武结束后，他们建议将这次
比武课目部分内容纳入支队明年的专
业技能比武之中。

对侦察参谋崔连波来说，这次比武
的收获更大。由于部队任务区涉及多
个省市，信息来源少一直是让他挠头的
事。在与其他参赛队接触中，他了解到
任务区各省市均设有路网运行监控中

心，于是他趁热打铁，在比武场上搭建
起一个信息共享平台，大大拓宽了灾情
信息来源渠道。

在支队长许亚东看来，官兵之所以
获得团体一等奖的优异成绩，除了参赛
官兵有着丰富的救援经验，以及精益求
精的赛前训练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
就是部队调整改革使基层官兵焕发了
生机活力。

“旅营连编制体制下的实战化训
练，使分队战斗力、自我保障能力和单
兵技能都有了大幅度的提高。”支队载
重拖车驾驶员上士谢东庆介绍说，参赛
过程中，60名官兵既是战斗队员又是保
障人员，每人都能承担 2个以上岗位的
工作，具备了较强的攻坚和突击能力。

当好交通应急军队代表队
——武警某部交通第二支队参加全国公路交通军地联演侧记

■本报特约通讯员 魏向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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