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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一般机关单位不同，
国防动员委员会专业办公
室分设于军地相关部门，
在筹划和推动工作过程
中，容易出现“只见树木不
见森林”“铁路警察各管一
段”现象。不谋全局者，不
足谋一域。只有对国防动
员大厦的“四梁八柱”有一
个全面的认识，从总体上
加强各动员领域间的配合
协调，才能更好地设计和
落实专项领域动员工作，
为聚合新时代人民战争伟
力奠定坚实的基础。

根据国防法、兵役法、
国防动员法、人民防空法、
国防交通法等相关法规，
新时代国防动员准备工作
至少包含以下七项内容。

政治动员为首。战争
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
在于民众之中。而要把蕴
藏在民众之中的战争伟力
充分凝聚起来，必须首先
进行政治动员，也就是把
战争的目的告诉军队和人
民，使“每个士兵每个人民
都明白为什么要打仗，打

仗和他们有什么关系”。
毛泽东同志指出：“这是一
件绝大的事，战争首先要
靠它取得胜利”。

当今时代，战争的混合
性、超限性特征日益明
显。前方与后方的界限越
模糊，越需要全民动员、全
民参战。应常态化开展全
民国防教育，使广大群众
居安思危、提高警惕，确保
一旦有事，能够把国家的
方方面面、上上下下、各行
各业紧密团结起来、迅速
发动起来，在同仇敌忾、众
志成城中夺取胜利。

武装力量动员为要。
尽管战争形态发生深刻变
化，但运用武装力量始终
是进行战争的主要手段。
快速高效的武装力量动
员，是夺取战争初期战略
主动权和控制战局、争取
最后胜利最有力的保证。
兵贵神速，在战争进入发
现即摧毁的“秒杀”时代，
武装力量动员的战略价值
在时间维度上更加凸显。

一方面，现役力量要尽

可能缩短平战转换时间，
确保该出手时就出手；另
一方面，国防后备力量必
须随时处于可动员状态，
做到召之即来、来之能战、
战之必胜。为此，应建立
现役与预备役一体化动员
制度和机制，在装备配发、
训练演练和力量布局等关
键环节实现统筹规划、同
步推进、协调联动，形成源
源不断、坚强可靠的战争
有生力量。

国民经济动员为基。
马克思指出：“刺刀尖碰上
了尖锐的经济问题，会变
得像软绵绵的灯芯一样。”
经济力量是战争赖以进行
的物质基础，决定了国民
经济动员在国防动员中的
基础地位。随着战争形
态、作战方式信息化智能
化程度日益提高，平时积
蓄的战争能量往往在战时
瞬间释放，不仅使战争对
经济的依赖性越来越大，
而且对经济支撑力的时效
性要求越来越高。

从政治经济学层面看，
国民经济动员是国家围绕
战争的经济需求，对国家资
源的再分配。在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充分发展、社会利

益主体多层多元时代条件
下，国民经济动员更加强调
综合运用行政、法律、政策、
教育、科技等手段，对战时
社会经济进行强有力的管
理和调节，处理好军需与民
用、前方与后方、当前与长
远之间的关系，确保经济活
动能够迅速、持续、高效地
适应战争要求。

交通运输动员为衢。
陈毅元帅曾说，淮海战役
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
推车推出来的。这句话生
动地体现了交通运输动员
对战争胜利的重要意义。
时至今日，交通运输动员
已覆盖铁路、公路、水路、
航空、管道、邮政等各个领
域。应着眼现代战争在多
维立体空间突然发生、快
速发展的特点，未雨绸缪
做好交通运输动员准备。
比如，应在交通基础设施
建设、运输设备设计中同
步贯彻国防要求，实现一
份投入、双重效益；建立平
战结合的交通运输管理机
制，将战略投送、战场运输

保障充分融入平时交通运
输管理，为战时迅速实现
平战转化、提高动员效率
创造良好条件。

科技装备动员为骨。
如果说政治动员是让人凝
神聚气，那么科技装备动员
就是让人的骨骼更硬更
强。信息化战争中，体系对
抗成为基本形态。因此，必
须重视科技装备动员的广
泛性、复合性、联动性，加强
对陆、海、空、天、电、网络等
各领域机构、人员、设备、物
资、成果、信息等要素的统
合管理和统筹使用，确保战
时形成合力，为战场提供强
有力的科技支撑。

网络信息动员为脉。
现代战争从指挥到行动、
从平台到单兵，各类作战
要素只有基于网络信息体
系，才能有效发挥作用。
网络信息动员的目的，就
是保障作战神经中枢和战
场神经脉络稳定、高效运
转，避免出现作战指挥“脑
死亡”和作战行动“麻痹
症”。平时应扎实做好网

络信息动员潜力统计调
查，摸清相关行业人员、设
备和生产能力底数，建立
完善符合实战要求的动员
预案，适时组织与军事需
求相衔接的实战化演练，
重点检验专业力量支前能
力、通信网络服务战场能
力和组织通信防卫、抢修
抢建通信设施能力，确保
战场网络信息体系安全、
稳定、畅通。

人民防空动员为盾。
人民防空动员的目的，是通
过启用人防工程等防护设
施，对城市和重要经济目标
实行必要的防空管制，组织
指挥人民群众进行疏散、隐
蔽和及时消除空袭后果，以
保存战争潜力。从近年来
世界范围内几场局部战争
看，交战双方围绕重要经济
目标和城市民生设施的空
袭与反空袭斗争空前激
烈。一个国家、一座城市，
只有寓防于建，才能越建越
强，如果只建不防，往往空
忙一场。因此，在现代城市
发展进程中同步筑牢“地下
长城”、铸就坚不可摧的护
民之盾，既是紧迫课题，又
是长期任务。

转自《中国国防报》

浅谈国防动员的“四梁八柱”
四、国防论坛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
要加强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
建设，推进现代边海空防建
设。今年是国防体制改革落
地见效之年，也是深化人防
管理体制改革之年。在新的
国防动员体制下加快推进人
防管理体制改革，既是做好
人防军事斗争准备的必然要
求，也是促进新时代人防建
设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之举。

人防管理体制改革是一
项长期的复杂的系统工程。
深化人防管理体制改革要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认真分析
新时代人防面临的形势任
务，锚定长远目标，聚力核心
职能，健全管理体制，完善政
策法规，加快转型升级，推动
人防高质量发展。

深化人防管理体制改革
要坚持人民防空为人民。人
民防空的宗旨是保护人民群
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深化人
防管理体制改革必须坚持人
民防空为人民，把战时管用、
平时能用、急时好用作为检
验改革的标准，不断优化人
防管理体制，着力解决人防
建设发展与人民群众的防护
需求不适应的矛盾，让人民
群众收获更多的安全感、获
得感、幸福感。

深化人防管理体制改革

要适应新的国防动员体制。
新的国防动员体制是打仗型
国防动员，其组织领导、指挥
协调、建设运用都发生了深
刻变化。适应新的国防动员
体制深化人防管理体制改
革，就是要聚焦人防军事斗
争准备，推动人防建设由宽
泛分散向聚焦重点转变、由
数量规模向质量效能转变。

深化人防管理体制改革
要聚焦建立强大巩固的人民
防空体系。建设强大巩固的
现代人民防空体系是人防建
设的长远目标。深化人防管
理体制改革要围绕这个长远
目标建队伍、调结构、转方
式，加速推进组织指挥体系、
人员防护体系、目标防护体
系、专业力量体系和支撑保
障体系建设，为赢得未来防
空袭斗争胜利奠定基础。

深化人防管理体制改革
要着眼提升防空袭能力。
战时防空是人防的核心职
能。深化人防管理体制改
革要紧紧围绕提高防空袭
能力，坚持资源向提高防空
袭能力倾斜、人才向提高防
空袭能力聚集，建好人防队
伍，完善方案预案，强化实
战化训练，确保召之即来、
来之能战、战之必胜。

转自《中国人民防空》

深化管理体制改革
推进人防高质量发展

一一、、国防准备国防准备

习近平总书记在接见第
七次全国人民防空会议代表
时强调，要有效履行战时防
空、平时服务、应急支援职能
使命。深化人防管理体制改
革要准确把握战时防空、平时
服务、应急支援的丰富内涵和
实践要求，科学设置机构、优
化职能配置、完善体制机制，
进一步提升履行使命任务能
力。

准确把握使命任务的核
心要义。人防因战而生，随战
争准备而发展，其核心使命是
做好防空袭准备，应对空袭灾
害。深化人防管理体制改革
要适应新的国防动员体制，聚
焦备战打仗，建好防护体系，
完善专业力量，强化宣传教
育，搞好训练演练，为经济社
会发展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提供有力保障。

准确把握使命任务的内
在要求。人防是全民性公益
事业，服务社会是应有之义，
人防建设要统筹发展与安全，
坚持平战结合。深化人防管
理体制改革要贯彻巩固提高
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
的要求，坚持与经济建设协调
发展、与城市建设相结合，聚
力推进人防工程建设、地下空
间开发兼顾人防要求、重要经
济目标防护，在确保战备效益
的前提下，兼顾社会效益、经
济效益，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
和能力贡献人防力量。

准确把握使命任务的能
力需求。使命任务决定能力
需求，能力需求牵引建设准
备，人防要不断加强能力建
设，确保有效完成使命任务。
深化人防管理体制改革要着
眼履行使命任务能力需求，不
断提升组织指挥能力、疏散掩
蔽能力、目标防护能力、宣传
动员能力、抢险救援能力，为
有效应对空袭做好充分准备，
给经济社会发展贡献力量，在
应对突发事件中发挥应有作
用。

战时防空、平时服务、应
急支援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
体，三者相互联系、相互作用。
要适应新的打仗型国防动员
体制，坚持以战领建，加快推进
人防军事斗争准备，融入经济
社会发展，积极参与应急救援，
实现人防战备效益、社会效益
和经济效益最大化。

踏上新征程，人防面临的
形势更加严峻、责任更加重
大、需求更加多样。我们要紧
紧围绕新时代人防使命任务
深化改革，在新的国防动员体
制下建队伍、转方式、提能力、
促发展，不断提升正规化、专
业化，不辱使命、不负重托，坚
决完成好党和人民赋予的新
时代使命任务。

转自《中国人民防空》

深化人防管理体制改革要准备把握
新时代人防使命任务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
军蓄意制造了“九一八事变”，开
始了全面侵华战争。这次事变
经历了 5个多小时的战斗，日军
占领了沈阳城。随后的短短4个
多月内，相当于日本国土 3.5倍
的中国东北全部沦陷，3000多万

东北同胞成了亡国奴，并利用投
靠日本的前清废帝溥仪在东北
建立了伪满洲国傀儡政权，实行
了14年之久的殖民统治，使东北
同胞饱受亡国奴的痛苦煎熬。
因此，“九一八”被中国民众视为
国耻日。

二二、、历史简介历史简介

1.什么是国防？
答：国防是国家为防备和

抵抗侵略，制止武装颠覆，保卫
国家的主权统一、领土完整和
安全所进行的军事活动，以及
与军事有关的政治、经济、外
交、科技、教育等方面的活动。

2.我国国防的职能有哪
些？

答：保卫国家主权和领土
完整，维护国家的独立和尊严；
保卫人民的和平劳动和幸福生
活，促进国家经济建设的顺利
进行；巩固国家地位，维护世界
和平，为人类发展进步做出贡
献；通过国防工业、国防技术.
新技术、新产品的开发使用，促
进国民经济的发展。

3.什么是领土？
答：领土，泛指一国主权支

配下的地球表面特定部分，包
括陆地、河流、湖泊、内海、领海
以及它们的底土和上空。我国
领土陆地总面积约 960 万平方
公里，陆地边界长达 21900 公
里。

4.什么是领海？
答：领海，是指沿海国主权

管辖下的与其海岸或内水相邻
接的一定范围的海域。从海基
线量起 12 海里的水域是我国
的领海，它和陆地领土一样都
是我国的领土。从海基线量起
24海里邻接邻海的区域为毗连
区，在毗连区内，我国可对违反
中国法律的行为实施管理。从
领海基线量起，向外 200 海里
邻接领海的区域是专属经济
区，沿海。

国对这一区域有管辖权。
大陆架是领海以外，依其陆地
领土的全部自然延伸，直到大
陆边外缘，最多不超过 350 海
里。沿海国对大陆架的自然资
源享有主权权利。我国对专属
经济区和大陆架已行使主权权
利。属于我国主权和管辖的海
域有 300 多万平方公里，这就
是祖国的海洋国土。

5.什么是领空？
答：领空，是指一国的陆

地、河流、湖泊、内海、领海等的
上空，为领土的组成部分，受该
国的主权管辖，它国不得侵犯。

6.什么是国防政策？
答：我国国防政策的基本

思路是什么？国防政策，是根
据国家的政治体制、经济基础、
地理环境、国防关系等情况，对
国家武装力量的建设和使用以
及与国防有关的其他方面活动
制定的准则。我国的国防政策
服从和服务于国家的总政策，
其基本思想是：国家独立自主.
自力更生地建设和巩固国防，
实行积极的防御战略，坚持全
民自卫原则；国家在集中力量
进行经济建设的同时，加强国
防建设，促进国防建设与经济
建设协调发展。

7.我国国防后备力量建设
的指导思想和指导原则是什
么？

答：第一.坚持在国家经济
建设的大局下行动。第二.坚
持精干的常备军和强大的国防
后备力量相结合。第三.坚持

“控制数量.提高质量.抓好重
点.打好基础”的方针。

8.什么是国防教育？
答：是指通过对全体公民

进行一定的战争观、国家安全
观、利益观以及国防知识的宣
传教育，使公民增强国防观念，
掌握基本的国防知识，学习必
要的军事技能，激发爱国热情，
自觉履行国防义务。

9.国防教育包括哪些主要
内容？

答：包括：国防理论.国防
历史和地理、爱国主义思想、革
命英雄主义精神、国防法制、国
防常识、国防科技知识、国防体
育等等。

10.国防教育的目的和实
质是什么？

答：通过开展国防教育，使
公民增强国防观念，掌握基本
的国防知识，学习必要的军事
技能，激发爱国热情，自觉履行
国防义务。

11.在当前改革开放形势
下，为什么要加强全民国防教
育？

答：（1）可以提高全民国防
观念，激励人们爱国之心和报

国 之 志 ，把
国家和民族
的利益放在
首 位 ，自 觉
地关心和支
持 国 防 建
设。（2）可以
振奋民族精
神 ，有 效 地

防止和抵制各种腐朽思想的侵
蚀，反对国际敌对势力的侵略、
颠覆和渗透以及“和平演变”的
阴谋，坚定建设有中国特色的
社会主义信念。（3）可以加深军
政.军民之间的感情，更加广泛
深入地开展拥军优属、拥政爱
民和军民共建社会主义精神文
明的活动，进一步加强军政.军
民的团结。（4）可以加强国防法
制观念，自觉地依法履行兵役
义务，保护军事设施。（5）普及
国防知识和军事技能，提高保
卫祖国的本领。

12.什么是国防观念？
答：国防观念是人们对保

障国家安全和发展所采取防务
措施的思想观点的统称，是维
护国家安危和民族兴衰的重要
精神因素。

13.为什么要提高全民的
国防观念？

答：牢固的国防观念是一
个国家现代文明的标志之一，
也是全国人民必备的素质。它
不仅是保卫国家利益的思想基
础，而且是增强中华民族向心
力、凝聚力的强大精神力量，在
军事上能转化为战斗力，在经
济上能转化为生产力，在总体
上有利于增强综合国力和国防
潜力，捍卫和发展国家、民族的
利益。因此，增强国防观念是
加强国防建设的重要措施。

14.我们党和国家正确处
理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关系坚
持的方针是什么？

答：坚持国防建设与经济
建设协调发展的方针。

15.实施科技强军战略，其
核心内容是什么？

答：核心内容是把依靠科
技进步提高战斗力摆在国防和
军队建设的战略位置。

16.我国《国防法》规定，中
华人民共和国武装力量是由哪
几部分组成的？

答：是由中国人民解放军
现役部队和预备役部队、中国
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民兵组成。

17.《国防教育法》规定我
国国防教育的方针是什么？

答：全民参与，长期坚持，
讲求实效。

18.我国法定的全民国防
教育日是什么时间？

答：每年 9 月的第三个星
期六。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
法》规定，我国武装力量的任务
是什么？

答：是巩固国防，抵抗侵
略，保卫祖国，保卫人民的和平
劳动，参加国家建设事业，全心

全意为人民服务。
20.《国防教育法》规定国

防教育的地位和作用是什么？
答：是建设和巩固国防的

基础，是增强民族凝聚力，提高
全民素质的重要途径。

21.《国防教育法》规定国
防教育的原则是什么？

答：国防教育实行经常教
育与集中教育相结合，普及教
育与重点教育相结合，理论教
育与行为教育相结合的原则。

22.《国防教育法》规定中
国公民的权利和义务是什么？
社会的责任是什么？

答：公民都有接受国防教
育的权利和义务；普及和加强
国防教育是全社会的共同责
任。

23.学校的国防教育是什
么教育的基础和实施什么教育
的重要内容？

答：是全民国防教育的基
础；是实施素质教育的重要内
容。

24.《国防动员法》何时颁
发施行？

答：2010 年 7 月 1 日由全国
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
通过。

25.《国防教育法》是何时
颁布的？

答：2001年4月28日。
26.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兵役法》何时颁发施行？
答：2011年12月1日。
27.《国防教育法》根据什

么制定的？
答：根据《国防法》和《教育

法》。
28.《国防教育法》规定各

地的国防教育由谁领导？
答：地方各级人民政府领

导本行政区域内的国防教育工
作，驻地军事机关协助和支持。

29.当前我国国防政策优
先关注的重点是什么？

答：维护祖国统一。
30.“国防教育”一词，在我

国最早是谁提出，在他的哪一
篇著作中提出的？

答：孙中山；《建国方略》。
31.国防教育对在全社会

国防教育中的作用提出什么要
求？

答：普及和加强国防教育
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32.军事系统在全民国防
教育中起什么作用？

答：中央军事委员会协同
国务院开展全民国防教育。驻
地军事机关协助地方人民政府
开展国防教育。

33.在国防教育中社会团
体的任务是什么？

答：工会、青年团、妇女联
合会以及其他社会团体协助人
民政府开展国防教育。

三三、、国防知识国防知识

①市国动办组织开展
年度训练。

②市国动办开展走访
包保户活动。

③市国动办参加“铸
盾 2022”城市人民防空联
合演练。

本版稿件、图片由 市
国动办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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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7日，辽源市国防动员办公室正式揭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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