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民兵训练实施方案(汇总5篇)
无论是在个人生活中还是在组织管理中，方案都是一种重要
的工具和方法，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应对各种挑战和问题，
实现个人和组织的发展目标。我们应该重视方案的制定和执
行，不断提升方案制定的能力和水平，以更好地应对未来的
挑战和机遇。以下是我给大家收集整理的方案策划范文，供
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民兵训练实施方案篇一

根据县人武部《20**年度民兵军事训练意见》的要求，结合
我镇民兵军事训练工作实际，现将20**年度民兵军事训练工
作计划安排如下：

20**年度民兵军事训练，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为指导，以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为统揽，以军事斗
争准备为牵引，以战斗力为标准，按照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
建和谐社会的要求，紧紧围绕民兵担负的使命任务，牢固树
立真打实备思想，紧贴任务需求，立足现有条件，不断推进
民兵军事训练。

（一）训练对象：全镇各村所属民兵

（二）训练时间和方法：

1、训练时间：民兵军事训练从5月10日至5月22日结束。

2、训练方法：全镇民兵由镇武装部统一集中训练，并邀请县
人武部派专人进行专业训练指导。

所有民兵主要完成：共同训练、分业训练，其中共同训练5天，
主要内容为政策法规常识、战备常识、队列队形操练；分业
训练6天，主要内容为军体拳，警棍、盾牌使用，处置突发事



件演练，抢险救灾演练。

（一）要突出重点、严格施训、提高训练质量镇人武部把各
村军事训练情况列入各村年终武装工作评比内容之一。

（二）立足现有条件，搞好训练保障

镇人武部将在县人武部和镇党委、政府的领导支持下，积极
筹措训练器材，力所能极地对各民兵分队实施训练保障，同
时加大对各村民兵训练的指导和支持力度，使全镇民兵训练
工作顺利进行。

民兵军事训练大纲

第一条为了规范民兵军事训练内容、时间、要求，统一训练
考核标准，依据国家和军队有关法律、法规，制定本大纲。

第二条本大纲适用于专职人民武装干部、基干民兵连排长和
基干民兵中的各类分队。

第三条军事训练的指导原则

（一）训用一致。紧密民兵担负的任务，以军事斗争准备为
牵引，着眼平时能应急、战时能应战，加强针对性训练，不
断提高各类军事对象的军事素质和遂行任务的能力。

（二）突出重点。根据上级要求，结合本地实际，突出重点
对象、重点内容，在组织指导、训练保障方面给予重点倾斜，
带动整体训练质量的提高。

（三）分类指导。根据不同地区、不同任务、不同对象，结
合民兵编组和武器装备情况，区分层次，分类施训，增强训
练的有效性。

（四）科技兴训。适应军事变革新要求，充分利用军地科技



和信息资源，改进训练方法手段，逐步实现基地化、网络化、
模拟化训练，提高训练效益。

（五）勤俭练兵。管好用好训练经费、物资和器材，加强民
兵训练基地建设和管理，整合资源，厉行节约，群策群力，
提高效益，确保训练需要。

（六）依法治训。依据民兵工作法律、法规，坚持按纲施训，
严格要求，严格训练，确保训练人员、时间、内容和质量的
落实。

第四条军事训练目的与要求

学习基本军事理论、军事技术知识，特别是信息化知识和电
磁基础知识，掌握基本军事技能，培养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
提高快速动员和遂行任务的能力。

（一）专职人民武装干部和基层基干民兵连排长，能熟练掌
握军事技能和业务知识，具备信息化条件特别是复杂电磁环
境条件下的组织指挥能力。

（二）基干民兵，能熟练掌握本专业武器、装备，具备基本
的军事知识和技能。

（三）民兵分队，能快速动员集结，协调一致行动，具备遂
行作战和勤务保障任务的能力。其中，民兵重点应急分队、
专业技术分队、军兵种分队，具备成建制遂行任务能力。

第五条军事训练任务与时间

（一）民兵重点应急分队、防空分队、军兵种分队，每年安
排1／3的建制分队训练；地炮分队、通信分队、工兵分队、
防化分队、侦查分队，每年安排1/4人员训练；其他分队主要
安排系入队人员训练。



（二）专职人民武装干部和基干民兵连排长，在新任职的两
年内一次完成25天（含政治教育2天）训练。复训人员的训练
时间，由省军区（卫戍区、警备区）根据实际需要安排。

（三）民兵应急分队，重点营、连，年度训练时间不少于10天
（含政治教育一天）；其他营、连和独立排主要训练新入队
人员，年度训练时间为10天（含政治教育一天）。

（四）民兵防空分队、通信分队，年度训练时间为25天（含
政治教育2天），其他民兵专业技术分队，年度训练时间不少
于15天（含政治教育一天），难度较大的专业可适当增加训
练时间，如增加训练时间后难以完成大纲所设内容，训练组
织者可根据分队实际，对训练内容作适当取舍。

（五）民兵对口专业分队，年度训练时间为7-10天（含政治
教育一天）。

（六）民兵步兵分队主要训练新入队人员，年度训练时间
为10天（含政治教育1天）；担负哨所执勤和重要目标守护任
务的民兵分队，年度训练时间不少于25天（含政治教育2天）。

（七）海军、空军、二炮民兵分队，年度训练时间为15天
（含政治教育1天）。每天训练为8小时。

第六条军事训练方法

民兵军事训练应遵循训练规律，结合实际，严密组织，科学
安排，确保质量。

（一）把握重点，精讲多练。根据实战需要，抓住训练中的
重点、难点内容，讲练结合，以练为主。

（二）循序渐进，逐步提高。训练应由浅入深，从简到繁，
按照先理论后操作。先分练后合练，先技术后战术的步骤实



施。

（三）形象教学，启发诱导。充分运用现有武器装备、器材
和多媒体等科技手段，实施形象直观教学，增强训练效果。

（四）科学编组，因人施训。针对不同对象，采取不同方法，
区分层次，合理施训。

（五）挂钩训练，联训联演。积极协调驻军部队和军队院校
帮训带训，实施对口挂钩训练，并组织民兵分队参加现役部
队的演习和演练活动，提高训练层次。

第七条军事训练组织领导

民兵军事训练实行统一领导，分级负责。各级要把民兵军事
训练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和指导。各级训
练部门，应周密制定训练计划，合理安排训练任务，严密组
织训练实施，加强检查指导，及时纠正训练中出现的问题；
重视抓好训练保障，确保训练装备、器材。经费物资落实到
位；严格组织训练考核，准确进行登记统计，认真搞好训练
总结，及时上报训练情况。

（一）军区、军兵种，主要负责民兵军事训练的组织计划、
检查指导，组织现役部队与民兵开展挂钩带训和联训联演，
协调省军区系统与军兵种部队共同搞好军兵种民兵训练。

（二）省军区（卫戍区、警备区），主要负责地对空导弹分
队。新任职的基层武装部部长。部队协调难度大的民兵教练
员和专业技术骨干的训练，并负责海军、空军、二炮民兵分
队训练的计划协调。

（三）军分区（警备区），主要负责专职人民武装干部和民
兵高炮（机）分队、通信分队、工兵分队、防化分队、信息
战分队的训练，并负责海军、空军、二炮民兵分队训练的检



查指导。

（四）县（市、区）人武部，主要负责肌酐民兵连排长和民
兵步兵分队、侦查分队、地炮分队、应急分队、对口专业分
队的训练。边海防地区和具备训练条件的基层人武部，可负
责组织部分民兵应急分队和步兵分队的训练。

（五）海军、空军、二炮分队，入队和通用专业训练由人武
部门组织实施，军兵种部队配合；其他专业训练由军兵种部
队组织实施，人武部门配合；战术合练及联训联演，由人武
部门和军兵种部队共同组织实施考核，一军兵种部队为主。

第八条军事训练考核

民兵军事训练考核分为普考和抽考。

普考在课目训练结束时或结合最后一个训练步骤进行，按组
织领导训练的职责分工实施考核。单个人员训练课目普考成
绩不合格的，由普考单位或上级组织1次补考，七成绩为最终
成绩。抽考由上级领导机关组织实施，一般应结合下级组织
的普考进行。抽考成绩只作为抽考组织者讲评的依据，不改
变普考成绩。

第九条军事训练成绩评定

民兵军事训练成绩评定采用合格、不合格两级制。

（一）个人成绩评定，分为个人单课目成绩评定和个人综合
成绩评定。

个人单课目成绩评定，达到标准为合格，否则不合格。个人
综合成绩评定，单课目成绩合格达到70%以上为合格，否则不
合格。



（二）单位成绩评定，分为单位单项成绩评定和单位综合成
绩评定。

单位单项成绩评定，由单位所有人员该项成绩综合，合格率
达到70%以上为合格，否则不合格。

单位综合成绩评定，由单位各单项成绩，本级战术训练成绩
综合评定。单位各单项成绩合格率达到70%以上，本级战术训
练成绩合格为总评合格，否则为不合格。

第十条边（海）防民兵分队参照步兵分队和民兵应急分队军
事训练大纲的有关规定制定颁发。其他尚未明确的具体问题，
由军区、军兵种做出相应规定。

第十一条本大纲字2007年5月22日起实行。

民兵训练实施方案篇二

根据县人武部《20xx年度民兵军事训练意见》的要求，结合我
镇民兵军事训练工作实际，现将20xx年度民兵军事训练工作
计划安排如下：

20xx年度民兵军事训练，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为指导，以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为统揽，以军事斗
争准备为牵引，以战斗力为标准，按照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
建和谐社会的要求，紧紧围绕民兵担负的使命任务，牢固树
立真打实备思想，紧贴任务需求，立足现有条件，不断推进
民兵军事训练。

（一）训练对象：全镇各村所属民兵

（二）训练时间和方法：

1、训练时间：民兵军事训练从5月10日至5月22日结束。



2、训练方法：全镇民兵由镇武装部统一集中训练，并邀请县
人武部派专人进行专业训练指导。

所有民兵主要完成：共同训练、分业训练，其中共同训练5天，
主要内容为政策法规常识、战备常识、队列队形操练；分业
训练6天，主要内容为军体拳，警棍、盾牌使用，处置突发事
件演练，抢险救灾演练。

（一）要突出重点、严格施训、提高训练质量镇人武部把各
村军事训练情况列入各村年终武装工作评比内容之一。

（二）立足现有条件，搞好训练保障

镇人武部将在县人武部和镇党委、政府的领导支持下，积极
筹措训练器材，力所能极地对各民兵分队实施训练保障，同
时加大对各村民兵训练的指导和支持力度，使全镇民兵训练
工作顺利进行。

民兵军事训练大纲

第一条为了规范民兵军事训练内容、时间、要求，统一训练
考核标准，依据国家和军队有关法律、法规，制定本大纲。

第二条本大纲适用于专职人民武装干部、基干民兵连排长和
基干民兵中的各类分队。

第三条军事训练的指导原则

（一）训用一致。紧密民兵担负的任务，以军事斗争准备为
牵引，着眼平时能应急、战时能应战，加强针对性训练，不
断提高各类军事对象的军事素质和遂行任务的能力。

（二）突出重点。根据上级要求，结合本地实际，突出重点
对象、重点内容，在组织指导、训练保障方面给予重点倾斜，



带动整体训练质量的提高。

（三）分类指导。根据不同地区、不同任务、不同对象，结
合民兵编组和武器装备情况，区分层次，分类施训，增强训
练的有效性。

（四）科技兴训。适应军事变革新要求，充分利用军地科技
和信息资源，改进训练方法手段，逐步实现基地化、网络化、
模拟化训练，提高训练效益。

（五）勤俭练兵。管好用好训练经费、物资和器材，加强民
兵训练基地建设和管理，整合资源，厉行节约，群策群力，
提高效益，确保训练需要。

（六）依法治训。依据民兵工作法律、法规，坚持按纲施训，
严格要求，严格训练，确保训练人员、时间、内容和质量的
落实。

第四条军事训练目的与要求

学习基本军事理论、军事技术知识，特别是信息化知识和电
磁基础知识，掌握基本军事技能，培养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
提高快速动员和遂行任务的能力。

（一）专职人民武装干部和基层基干民兵连排长，能熟练掌
握军事技能和业务知识，具备信息化条件特别是复杂电磁环
境条件下的组织指挥能力。

（二）基干民兵，能熟练掌握本专业武器、装备，具备基本
的军事知识和技能。

（三）民兵分队，能快速动员集结，协调一致行动，具备遂
行作战和勤务保障任务的能力。其中，民兵重点应急分队、
专业技术分队、军兵种分队，具备成建制遂行任务能力。



第五条军事训练任务与时间

（一）民兵重点应急分队、防空分队、军兵种分队，每年安
排1／3的建制分队训练；地炮分队、通信分队、工兵分队、
防化分队、侦查分队，每年安排1/4人员训练；其他分队主要
安排系入队人员训练。

（二）专职人民武装干部和基干民兵连排长，在新任职的两
年内一次完成25天（含政治教育2天）训练。复训人员的训练
时间，由省军区（卫戍区、警备区）根据实际需要安排。

（三）民兵应急分队，重点营、连，年度训练时间不少于10天
（含政治教育一天）；其他营、连和独立排主要训练新入队
人员，年度训练时间为10天（含政治教育一天）。

（四）民兵防空分队、通信分队，年度训练时间为25天（含
政治教育2天），其他民兵专业技术分队，年度训练时间不少
于15天（含政治教育一天），难度较大的专业可适当增加训
练时间，如增加训练时间后难以完成大纲所设内容，训练组
织者可根据分队实际，对训练内容作适当取舍。

（五）民兵对口专业分队，年度训练时间为7-10天（含政治
教育一天）。

（六）民兵步兵分队主要训练新入队人员，年度训练时间
为10天（含政治教育1天）；担负哨所执勤和重要目标守护任
务的民兵分队，年度训练时间不少于25天（含政治教育2天）。

（七）海军、空军、二炮民兵分队，年度训练时间为15天
（含政治教育1天）。每天训练为8小时。

第六条军事训练方法

民兵军事训练应遵循训练规律，结合实际，严密组织，科学



安排，确保质量。

（一）把握重点，精讲多练。根据实战需要，抓住训练中的
重点、难点内容，讲练结合，以练为主。

（二）循序渐进，逐步提高。训练应由浅入深，从简到繁，
按照先理论后操作。先分练后合练，先技术后战术的步骤实
施。

（三）形象教学，启发诱导。充分运用现有武器装备、器材
和多媒体等科技手段，实施形象直观教学，增强训练效果。

（四）科学编组，因人施训。针对不同对象，采取不同方法，
区分层次，合理施训。

（五）挂钩训练，联训联演。积极协调驻军部队和军队院校
帮训带训，实施对口挂钩训练，并组织民兵分队参加现役部
队的演习和演练活动，提高训练层次。

第七条军事训练组织领导

民兵军事训练实行统一领导，分级负责。各级要把民兵军事
训练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和指导。各级训
练部门，应周密制定训练计划，合理安排训练任务，严密组
织训练实施，加强检查指导，及时纠正训练中出现的问题；
重视抓好训练保障，确保训练装备、器材。经费物资落实到
位；严格组织训练考核，准确进行登记统计，认真搞好训练
总结，及时上报训练情况。

（一）军区、军兵种，主要负责民兵军事训练的组织计划、
检查指导，组织现役部队与民兵开展挂钩带训和联训联演，
协调省军区系统与军兵种部队共同搞好军兵种民兵训练。

（二）省军区（卫戍区、警备区），主要负责地对空导弹分



队。新任职的基层武装部部长。部队协调难度大的民兵教练
员和专业技术骨干的训练，并负责海军、空军、二炮民兵分
队训练的计划协调。

（三）军分区（警备区），主要负责专职人民武装干部和民
兵高炮（机）分队、通信分队、工兵分队、防化分队、信息
战分队的训练，并负责海军、空军、二炮民兵分队训练的检
查指导。

（四）县（市、区）人武部，主要负责肌酐民兵连排长和民
兵步兵分队、侦查分队、地炮分队、应急分队、对口专业分
队的训练。边海防地区和具备训练条件的基层人武部，可负
责组织部分民兵应急分队和步兵分队的训练。

（五）海军、空军、二炮分队，入队和通用专业训练由人武
部门组织实施，军兵种部队配合；其他专业训练由军兵种部
队组织实施，人武部门配合；战术合练及联训联演，由人武
部门和军兵种部队共同组织实施考核，一军兵种部队为主。

第八条军事训练考核

民兵军事训练考核分为普考和抽考。

普考在课目训练结束时或结合最后一个训练步骤进行，按组
织领导训练的职责分工实施考核。单个人员训练课目普考成
绩不合格的，由普考单位或上级组织1次补考，七成绩为最终
成绩。抽考由上级领导机关组织实施，一般应结合下级组织
的普考进行。抽考成绩只作为抽考组织者讲评的依据，不改
变普考成绩。

第九条军事训练成绩评定

民兵军事训练成绩评定采用合格、不合格两级制。



（一）个人成绩评定，分为个人单课目成绩评定和个人综合
成绩评定。

个人单课目成绩评定，达到标准为合格，否则不合格。个人
综合成绩评定，单课目成绩合格达到70%以上为合格，否则不
合格。

（二）单位成绩评定，分为单位单项成绩评定和单位综合成
绩评定。

单位单项成绩评定，由单位所有人员该项成绩综合，合格率
达到70%以上为合格，否则不合格。

单位综合成绩评定，由单位各单项成绩，本级战术训练成绩
综合评定。单位各单项成绩合格率达到70%以上，本级战术训
练成绩合格为总评合格，否则为不合格。

第十条边（海）防民兵分队参照步兵分队和民兵应急分队军
事训练大纲的有关规定制定颁发。其他尚未明确的具体问题，
由军区、军兵种做出相应规定。

第十一条本大纲字2007年5月22日起实行。

民兵训练实施方案篇三

为了全面提高我镇民兵预备役的战斗力，适应全面小康社会
和国防建设的双重需要，根据区委、区政府及区人武部1号文
件精神，结合我镇实际，现就全镇20**年民兵整组工作，制
定如下实施方案。

20**年全镇民兵整组工作的指导思想是：坚持以党的十八大
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加强国防后备力建设
的一系列重要指示为指导，深入贯彻省、市、区民兵工作会
议精神，着眼新时期军事变革大局，继续推进和深化民兵调



整改革，加强民兵组织建设和军事训练，促进经济效益，军
事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协调发展，全面提高我镇国防建设水平。

1、协调基层单位、部门和企业加强对民兵整组工作的组织与
领导，加大党管武装工作力度，帮助基层解决民兵整组工作
中遇到的实际困难和问题，确保基层民兵工作的顺利开展和
落实。

2、加强对民兵整组和民兵基层建设的指导，强化责任，严格
标准，加大督促检查力度。

3、制定民兵基层建设实施方案和计划，确保民兵整组各项任
务的圆满完成。

4、协调解决民兵整组工作中遇到的其他具体问题。

（一）调整的内容和范围

根据区人武部的`要求，针对我镇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实事
求是，我们对部分村（社区）和企业的任务和分队设置进行
了适当调整，配备业务强、意识强、责任心重的民兵加入到
民兵队伍中来，优化民兵队伍结构，提高民兵综合能力和素
质，从而适应新时期民兵队伍的要求。

（二）民兵应急分队建设

民兵应急分队是民兵工作的重点，是维护社会稳定的拳头力
量。根据区人武部的规定及要求，结合我镇民兵的现实状况，
从全镇民兵队伍中挑选出30名业务过硬、责任心强、素质高
的民兵成立了程桥镇民兵应急分队。同时加强民兵应急分队，
专业技术分队和对口专业分队的军事训练，不断提高民兵应
急分队的作用。

（三）编组方法



按照突出重点，保障急需的原则，在今年的民兵预备役部队
整组工作中，优先落实应对重大“台*”事变军事行动和反“台
*”事变军事行动和反“台*”应急作战国防动员任务。本着
有利于组织领导，有利于提高质量，有利于执行任务的原则，
结合农村和企业多有制结构多元化和兵源分布多样化的特点，
采取多种形式灵活编组。

（四）阶段划分及完成时限

第一阶段，计划准备阶段。主要工作：一是制定工作计划，
成立组织整顿工作班子，明确职责分工；二是搞好调查摸底，
优化编组方案；三是召开整组工作会议，下发整组文件，部
署工作任务。完成时限：1月15日至2月25日。

第二阶段，组织实施阶段。主要工作：一是搞好宣传发动工
作；二是搞好出入转队工作；三是做好干部调配工作；四是
健全各项制度，整理材料。完成时限：2月25日至3月10日。

第三阶段，检查验收阶段。主要工作：一是各单位组织自查；
二是上报整组工作情况资料；三是迎接上级的检查验收；四
是总结经验。

（一）提高认识，加强领导。民兵组织建设是民兵建设的基
础，要克服整组工作年年搞、老一套的思想，充分认识民兵
组织整顿工作是后备力量建设的一个重要环节，是贯彻落实
全国城市民兵工作会议精神，深化城市民兵工作改革的重要
内容。村（居）党支部、各企事业单位要充分认识这次整组
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作为党管武装的的一件大事来抓，列入
重要议事日程。积极支持民兵整组工作，帮助解决整组中遇
到的矛盾和困难。各村、社区、各企事业单位要积极主动解
决整组中遇到的矛盾和困难。各村、社区、各企事业单位要
积极主动地与镇人武部、镇党委、政府协调，形成工作合力，
通力合作，密切配合，共同抓好各项工作的落实。



（二）调查研究，周密计划。这次民兵整组工作时间紧、任
务重、要求高，各单位要认真搞好调查研究，切实摸清所在
区域内经济和民兵工作现状，积极探索新形势下民兵工作的
特点和规律，拿出对策，制定切实可行的整组方案。

（三）搞好宣传教育，增强全民国防观念。要加大整组工作
的宣传教育力度，利用会议、广播等多种形式，对广大干部
群众进行国防教育，特别是要抓好现有民兵工作法律法规的
学习和宣传，增强依法办事的意识。

（四）改进作风，狠抓落实。民兵整组工作涉及面广，政策
性强，工作难度大。要进一步端正工作指导思想，发扬脚踏
实地、埋头苦干的作风，真抓实干、务求实效。各单位领导
及有关部门要积极配合工作，真正做到军地结合、上下结合、
点面结合，高标准、高质量地完成整组任务。

民兵训练实施方案篇四

为有力保证事情或工作开展的水平质量，往往需要预先进行
方案制定工作，方案一般包括指导思想、主要目标、工作重
点、实施步骤、政策措施、具体要求等项目。那么优秀的方
案是什么样的呢？下面是小编收集整理的.民兵、应急分队抗
洪抢险行动方案，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xx市内或镇辖区内受台风、洪水袭击时，xx市内某一地域或xx
水地段及xx湖联围可能塌方、漫顶或缺口。

以最快的速度集结收拢全镇民兵、应急分队按时到达各险情
地段（点），抢修堤岸加固加高堤围，堵住缺口，确保大堤
安全，坚决完成抢险突击任务。

镇抢险救灾领导小组迅速在镇武装部开设并展开工作，负责
抢险救灾行动的组织与指挥。



（一）xx社区、xx村委、xx村委等单位民兵负责xx水道附近堤围
的抗洪抢险任务，确保堤围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的安全。

（二）xx村委、xx村委、xx村委、xx村委、xx村委等单位民兵负
责xx湖联围附近堤围的抗洪抢险任务，确保堤围附近人民群
众生命财产的安全。

（三）应急分队独立排、xx村委、xx村委、xx村委、xx村委、xx村
委、xx村委等7个单位的民兵为镇抗洪抢险预备力量，按时在
镇政府大院内球场集中待命，随时执行机动抢险任务。

（一）车辆保障由镇“三防”指挥部统一调遣派出；

（二）各单位要自行携带铁锹、铁镐、麻袋、纤维袋等救灾
工具、器材；

（四）各单位自备部分手电筒、照明应急灯；

（六）由政府办公室安排有关人员组成后勤保障组，以干粮
人均标准半斤的总量按3天计划为宜，另各单位出发时，自
备1天的干粮。

（七）信（记）号规定按下发表执行。

民兵训练实施方案篇五

乡民兵军事训练实施方案，根据县人武部《2018年度民兵军
事训练意见》的要求，结合我乡民兵军事训练工作实际，现
将2018年度民兵军事训练工作实施方案安排如下：

乡党委书记施业忠任组长，乡长木基什布任副组长，专武部
长袁志全任副组长兼办公室主任（负责日常的材料整理和收
集工作），骆骅驰及阿木尔堵负责日常民兵训练。



黑马乡政府集中训练于6月4日下午15时在乡政府报到，6月15
日下午组织返回，共计12天。

应急力量主要完成共同基础、警棍盾牌术、防暴队型、救灾
器材操作使用等课目训练和政治教育（具体内容见训练实施
方案表）。专业力量完成共同基础、专业训练和政治教育。

所有课目训练完成毕按训练大纲组织考核验收。

训练期间伙食由县人武部按照每人每天30元统一保障，民兵
误工补贴按照每人每天73元汇入民兵个人银行账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