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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部队团以上领导干部参加地方培训的频次和数量，

加强人才交流，发挥人才在融合发展中的支撑和牵

引作用，满足军地建设发展中的各种人才需求。⑦优

化应急力量体系。着眼打造应急维稳拳头力量，进一

步理顺体制、建强队伍。在力量编组上，按照一专多

能、优势互补的要求，加强民兵预备役部队、现役部

队和国防动员专业力量的整合；在组织指挥上，实现

指挥机构、信息通联、指挥手段的有效衔接，确保统

一指挥、联合行动；在兵力运用上，坚持依法用兵、

科学用兵、按建制用兵，根据任务需要科学编组力

量，确保军地一体、协调一致遂行任务。

三是要以制度机制的健全完善加快融合。根据

《关于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融合发展的意见》，紧密

结合工作实践，研究制定符合实际、具体可行的制度

机制，进一步密切军地联系，确保军民深度融合发展

有力、有序、有效推进。要建立联席、联议、联评的

工作机制。按照政府主导、军地联合、相对独立的原

则，成立党政军主要领导和军地有关职能部门参加

的联席领导体制，落实定期召开联席会议、实施军

地合署办公等制度，形成军地共同领导和良性沟通

的渠道。建立工作协调机制，健全情况通报、方案对

接、协调会商等制度，平时定期联络、互通信息，急

时同步响应、联合应对。健全督导落实机制，制定绩

效评估体系，定期检查考核规划计划执行、重大项目

进展、综合效益发挥情况，考核结果与双拥模范城、

国防先锋等评选表彰挂钩。要健全联训、联演、联动

的行动机制。着眼有效履行森林灭火、抗洪抢险和

反恐维稳等任务，每年利用整组、训练演习等时机，

与公安、交通、人防、医疗等职能部门组织联合行动

研练，突出快速动员集结、联防联控、整体防护和综

合保障等课目，推动实战化训练末端落实。在举行重

大军事演习、处置突发公共危机、抗击自然灾害等行

动中，坚持军地联合行动、一体保障、共同应对，以

有效增强军地联合指挥和行动能力。要完善联情、

联保、联管的保障机制。加强军地情报信息的互联互

通，固化军地情报信息共享机制，及时全面掌握空情

社情灾情；逐步将部队应急专用和军民通用装备器材

纳入政府保障渠道，形成“专用装备预购、通用装备

预征、大型装备预储”的合力保障机制；探索建立地

方为主、军地共管的各类保障人员的动态管理机制，

确保应急应战能够拉得出、用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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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　讯

北 京 石景 山 区 与 驻 军 联 合 出台
推 进 军 民 深 度 融 合 发 展 实 施 意 见

日前，北京市石景山区委、区

政府与中部战区政治工作部、陆军

政治工作部、北京军区善后办政治

工作组联合出台《关于推进军民深

度融合发展的实施意见》。《实施

意见》积极适应“做得更好，创先

争优”、争创军民融合发展示范区

的目标要求，明确了统筹区域经济

建设和国防建设融合发展的指导

思想、工作原则、推进措施和组织

保障，规范细化了融合推进精神家

园建设、民生家园建设、基础设施

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产业发展建

设和人才队伍建设“六项融合”的

具体内容，健全完善了军人子女入

学、复转军人安置、随军家属就业

和军烈属抚恤“四项从优制度”，

配套建立健全军民融合领导机构、

军民融合法治保障体系、军地会商

工作机制、军地联席会议、区委常

委会和议军会、区长进军营现场办

公会等机制，并设立1亿元的军民

融合发展专项基金。目前，石景山

区军民深度融合发展正伴随着该

区创建全国双拥模范城“八连冠”

的步伐阔步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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