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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廉颖婷

□ 本报通讯员 张力勇 齐越

  7月12日，2021年中国军事法学论

坛在国防大学政治学院西安校区举

办，论坛围绕“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

想，构建新时代军事行动法治体系”主

题开展研讨交流。

  与会代表就提高新时代部队依法

治军水平和依法行动能力，聚焦军事

行动法治保障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

围绕构建完善军事行动法治体系，特

别是作战行动法治保障、非战争军事

行动法治保障、外军军事行动法治保

障以及涉外军事法治人才培养等问题

进行了深入探讨。

强化作战行动法治保障

  与会专家认为，推动国防和军队

法治建设，应注重把握五个方面：一是

要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把

正依法治军从严治军的正确政治方

向；二是要坚持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

本标准，确保军事法治建设始终向打

仗聚焦；三是要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

军事法治体系，加快实现治军方式根

本性转变；四是要深入开展法治教育

训练，强化广大官兵法治信仰和法治

思维；五是要形成严密的权力运行制

约和监督体系，着力增强军事法规制

度执行力。

  为提高法律对推动部队实现胜战

目标的贡献率，与会专家指出，要准确

把握联合作战条件下部队军事行动法

治保障的特点规律，创新作战行动法

治保障的理念和方法，推进作战准备

与法治建设一体进行，实现作战行动

与法治保障精准对接。

  战时司法工作是运用法律武器确

保作战胜利的关键环节，是维护军中

正义的最后防线，也是提振军心士气

的重要保障。与会专家表示，开展战时

司法工作应坚持“三个统一”，即坚持

党对战时军事司法工作的领导与军事

司法机关战时依法独立行使职权的统

一、坚持军事面向与法治面向的统一、

坚持诉讼效率和程序公正的统一。应

尽快完善军事司法工作组织体制，优

化战时军事司法职权配置，健全战时

军事司法管辖制度，规范战时军事司

法工作程序。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和军事

应用，智能武器在战争中的广泛使用

存在“突破区分原则和比例原则”“挑

战现有交战规则”，甚至“践踏机器伦

理”等潜在法律风险，对传统战争法提

出巨大挑战。为加强智能武器的法律

规制，专家们认为，一方面要推动在联

合国框架下制定规制智能武器研发、

部署、使用的公约条约，建立智能武器

的法律审查标准、审查依据及审查机

制；另一方面，要尽快建立我国人工智

能法律法规、伦理规范和政策体系，形

成人工智能安全评估和管控能力。

  此外，与会专家以几场典型局部

战争为例，全面分析了外军作战行动

中军事法律顾问的力量编配、职能定

位、法治保障以及工作特点，系统总结

了外军军事法律顾问工作的经验教训和相关启示，

从明确军事法律顾问职责任务、调整军事法律顾问

体制编制、组建专业军事政法院校、拓宽专业人才选

拔途径等方面，提出构建中国特色军事法律顾问制

度的建议。

突出非战争军事行动法治保障

  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和国家利益的不

断拓展，我军遂行非战争军事行动任务日益增多，迫

切需要提高军队非战争军事行动法治保障水平，为

维护我国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树立我军文明

之师、法治军队良好形象奠定法治基础。

  着眼我军参加国际人道救援、国际维和等涉外

非战争军事行动，与会专家认为，需推动完善国际国

内层面立法准备，保障我军行动师出有名；综合运用

法律、外交等多种手段，解决人员出入境管理、税收

豁免、损害赔偿、刑事管辖等现实问题，消除法律障

碍；立足维护国家主权和部队官兵合

法权益，尽可能降低我军参加国际人

道救援行动的法律风险。

  对于如何加强我军海外撤侨行动

的法治保障，与会专家学者提出三点

建议：一是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统

一，创新运用国家主权理论、人权保护

理论、属人管辖原则、保护管辖原则、

国民保护原则、领事保护责任等国际

法基本原则，以及《世界人权宣言》《联

合国宪章》《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维

也纳领事关系公约》等相关国际法规

则；二是及时完善海外撤侨行动国内

立法，细化明确基本条件、使命任务、

批准权限以及军事人员的法律地位和

过境方式等事项；三是加快推进国际

军事交流与合作，积极与其他国家签

署双（多）边条约，协商订立部队地位

协定。

  涉外军事刑事诉讼制度是军事司

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确保涉外

军事行动规范、合法的前提和基础。与

会专家分析了当前涉外军事刑事诉讼

制度的主要特征和存在问题，提出完

善涉外军事刑事诉讼制度，保障我国

涉外军事行动顺利开展的思路对策。

同时，建议改进涉外刑事诉讼立法形

式，明确军队司法部门涉外案件管辖

范围，增设涉外军事刑事诉讼特殊规

定，如适当延长诉讼时限以及增加驱

逐出境、协商移交等刑罚制度。

  为更好地推动新颁布的海警法贯

彻实施，专家们认为，应加强海上执法

行动配套法律法规建设，健全完善以

宪法、国防法、人民武装警察法、海警

法等为核心的维权执法骨干法律体

系，制定出台海警部队维权执法行动

实施细则，确保海警部队遂行任务程

序法定、内容规范；细化规定海警使用

武器警械的范围、程度和时机，为海警

运用强制手段依法履职提供规范化指

引；加强与周边邻国的协商合作，共同

研究制定海上突发情况应急处置规则

和海空相遇处置规则；健全海上执法

权力监督机制，综合运用纪检、监察、

巡视、司法等多种监督方式，形成严密

有效的海上执法监督体系。

加强涉外军事法治人才培养

  加强涉外军事法治人才培养，是

建设世界一流军队的迫切需要，是新

时代深入推进依法治军的内在要求，

是高效遂行多样化涉外军事行动任务

的重要举措。

  加强涉外军事法治人才培养，必

须围绕提高涉外军事法治人才的综合

能力，重点培养涉外军事法治人才坚

定的政治素养、过硬的专业素质、广阔

的国际视野、深厚的人文底蕴和良好

的外语能力。尽快补齐涉外军事法治

人才严重短缺和实战能力不足的短

板，持续推动涉外军事法治人才实战

实训，为加快涉外军事法治工作战略

布局提供人才支撑和力量保证。

  目前，我国涉外军事法治人才培

养还存在院校较少、师资不足，课程体

系设计与任职岗位需求衔接不紧，课

程设置实践性、操作性、针对性不强等

问题，现有军事人员中精通军事、法律、外语的涉外

军事法治人才极为匮乏。

  专家们认为，应当以军官职业化制度改革为契

机，建立涉外军事法治人才长效常态培训机制；以

军事任务需求为牵引，创新涉外军事法治人才实战

实训靶向教学模式；以训练环境仿真为手段，打造

涉外军事法治人才实战实训教学条件；以军法高端

智库为目标，培育涉外军事法治人才实战实训研究

成果。

  此外，应以法规制度建设为抓手，不断健全完善

涉外军事法治人才选拔、培养、使用和保留的系列制

度机制。力求通过深入持续、系统连贯的教育培训，

将涉外军事法治人才培养为参与推动全球安全治理

体系变革的军法智库，开展国际军事合作交流法律

支持的参谋助手，遂行海外军事行动法律伴随保障

的致胜奇兵，引领新型领域军事运用法律实践的专

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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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廉颖婷

□ 本报通讯员 徐  伟 梁敏响

  7月8日一场暴雨过后，庐州大地碧空如洗。

  清晨，“七一勋章”获得者马毛姐像往常一样，

坐在轮椅上跟着收音机里的音乐，哼唱着熟悉的

旋律。

  前来看望马毛姐的武警安徽总队合肥支队党

员官兵代表见状，悄悄停下脚步。直到整首曲子结

束，官兵们才拨开门帘跟马奶奶打招呼。

  看到身着帅气军装的武警官兵，马毛姐紧紧

握住战士们的手，吩咐女儿刘光林给大家倒茶。

  86岁的马毛姐对以前的很多记忆都模糊了，

唯独对渡江战役的战斗经历却记忆犹新。讲起那

场激烈的战斗时，她依然慷慨激昂。

  “马奶奶，当时您只有14岁，面对猛烈的炮火

您不怕吗？”对列兵党员杜文兵好奇的提问，马毛

姐的回答斩钉截铁：“不怕，怕我就不去了！”

  “是的，最初解放军因马毛姐年龄太小又是女

孩子，不同意她登船。可谁也拗不过她那股倔劲，

趁人不注意她偷偷上了船。当解放军在船舱里发

现她时，船已经驶离江岸。由于马毛姐撑船技术

好，便负责掌舵撑杆，哥哥马圣宏扯帆划桨。渡江

战役纪念馆里的雕像，就是最好的见证。”武警合

肥支队执勤十八中队党支部书记赵及接过话茬，

给官兵讲起马毛姐的英雄事迹。

  马毛姐拿出十多张翻拍的老照片，给官兵讲述

照片背后的故事。照片里有运送解放军过江的惊险

画面，还有解放后参加技能比赛时的精彩瞬间。

  “母亲一生献给党，当时能捐的老物件全都捐

给了安徽博物院，这些老照片还是我后来翻拍留

下的。”刘光林说。 

  在马毛姐的入党申请书上，记录着她的入党

初心：“我永远跟着共产党走，我的一生献给党与

人民。”

  1953年，刚满18岁的马毛姐向党组织递交了

入党申请书。1954年6月，她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

党员。

  “淮海战役的胜利是靠老百姓用小车推出来

的，渡江战役的胜利是靠老百姓用小船划出来的。

马毛姐就是千千万万支前群众中的一员。”渡江战

役纪念馆馆长程红说，渡江战役中，每一名解放军

战士的身后，至少站着10名支前群众。

  马毛姐右小臂上有个凹陷的伤疤，引起了官

兵们的注意。问及原由，她娓娓道来。

  1949年4月20日夜，百万雄师在千里江线上分

三路强渡长江。茫茫江面上，硝烟弥漫、炮火连天，

炮弹落在江中爆炸掀起层层巨浪。与马毛姐同行

的四艘渡江突击船有两艘被炮弹炸毁，马毛姐的

右小臂被子弹打穿。她强忍疼痛，撑船穿过枪林弹

雨，第一个冲上长江南岸，被誉为“渡江第一船”，

荣获一等渡江功臣、支前模范。

  听了渡江英雄马毛姐的事迹后，官兵们纷纷

给马奶奶竖起大拇指。中士党员王远征说：“学习

马毛姐就是学习她不怕牺牲的战斗精神，我们青

年一代要时刻牢记初心使命，继承发扬渡江精神，

苦练杀敌本领，立足岗位建功立业。”

  离休后，马毛姐坐在轮椅上仍坚持为党工作。

她经常到部队、学校、工厂等地作报告，义务开展

革命传统教育300多场次。

  交流中，马毛姐反复叮嘱青年官兵，要扛起这

一代人的责任，好好学习、练强本领，守好革命先

辈打下来的江山，更好地为党和人民服务。

  武警合肥支队执勤五大队大队长陈浩说：“我

们要学习老一辈共产党人的高尚品格，积极投身

强军兴军伟大事业。”

  “对党忠诚，积极工作，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临别时，马毛姐和官兵们郑重举起右拳，面向

鲜红的党旗庄严宣誓。

听渡江英雄马毛姐讲支前故事

□ 本报记者  廉颖婷

□ 本报通讯员 陈 琛

 

  5月17日，济南军事法院历时两个月拍摄的法

治微电影《擎护》在中国法院网络电视台上映，并

同步在北部战区陆军、海军、空军等多家网站和公

众号发布。

  济南军事法院在实践中发现，遇到纠纷时，有

的官兵不懂程序，不知道诉讼中该说些做些什么；

有的消极应对，不知如何运用法律捍卫合法权益。

  “让军人得到全社会的尊敬，依法维护好军人

合法权益是其中重要一环，保护好军人婚姻、让军

人安心服役也是应有之义。”济南军事法院院长王

海军说。

  军人权益的维护需要国家和社会多方努力，

更需要官兵知法懂法。微电影中，济南军事法院充

分展示了起诉立案、电话沟通、走访调查、开庭审

理、合议宣判等诉讼环节，让官兵能够进一步了解

军事法院和军事审判。

  拍摄前，如何把电影拍出质量、拍出味道，成

为大家重点讨论的问题。

  “拍摄这部微电影，我们既当参与者又当观影

者。感人心者莫先乎情，把真情实感拍出来，能够

感动我们自己，相信其他人看了也会有所触动。”

济南军事法院审判员蒋瑾如是说，拍摄一部电影

就是讲述一个故事，要把故事讲好就要在每个细

节上做功课。

  济南军事法院坚持剧本原创，对真实审判维

权案例进行改编，对每句对白、每个动作、每个道

具都严格审核把关，努力做到符合军法工作实际

和司法实践。坚持全员参与，根据拍摄需要每个人

分别负责编剧、场务、后期制作等任务，剧中法官

全部由本院同志担当出演，以真情实感演绎法治

故事，尽量把军事法官真实一面展现出来。坚持实

地拍摄，辗转办公区、审判法庭、部队营区、地方小

区等多地实景摄制，以多个视角叙述故事情节，使

微电影更加生动丰满。

  有时，为了一个表情、一个语气要拍摄半天时

间。在拍摄一场孩子因父母离婚离家出走，办案法

官得知后去寻找的戏时，参演法官整个下午都身

着制服和皮鞋在商场、街道、公园中来回奔跑穿

梭。一场戏下来，汗水浸透了厚厚的冬装，脚底磨

出血泡。

  “拍摄电影时，这些穿军装的法官叔叔阿姨一

丝不苟，这种做事情认真的态度非常值得我学习，

我要努力成为和他们一样的人。”参演的一年级学

生陈芮宁说。

  济南军事法院每年都会结合新兵入营、老兵

复退、八一建军节等时间节点，开展送法服务活

动。组织一堂法治宣讲、赠送一套法治书籍、开展

一次法律咨询、解决一批涉法问题，成为每次活

动的“四件套”，对推动部队法治军营建设发挥了

积极作用。但是，官兵对这种一成不变的形式逐

渐出现审美疲劳。

  5月，济南军事法院再次来到第80集团军某部

开展新兵送法服务活动，与以往不同的是，济南军

事法院将播放《擎护》作为“开场白”。这种别开生

面的方式迅速抓住官兵眼球，大家安静地观看、认

真地欣赏，当微电影演到法庭宣判第三者破坏军

婚罪名成立时，全场爆发出热烈掌声。随后，军事

法官结合电影中提到的“破坏军婚”“涉军维权”等

司法专业术语进行深入讲解。

  “这是我们第一次以观看微电影的方式接受

法治教育，官兵通过这种形式对法治、审判、维权

有了更深刻理解，对这种全新形式大呼过瘾，甚至

有些意犹未尽。”第80集团军保卫处副处长孟

强说。

  如今，90后、00后已成为官兵主力军，法治教

育也要把握时代脉搏，不断推陈出新、守正创新。

济南军事法院拍摄播放微电影是一次有益实践，

对增强官兵法治意识、推动部队法治建设具有积

极作用和意义。

济南军事法院摄制法治微电影《擎护》

用心用情讲好军事法治故事

  本报讯 通讯员刘广峰 杨再新 屈直 7月9日，

第78集团军联合黑龙江省司法厅、吉林省司法厅、

哈尔滨军事法院举行军人军属法律援助工作战略

协作启动仪式。

  据第78集团军领导介绍，军地两级建立法律

援助工作机构，对构建法治军营、提高依法行政能

力、增强凝聚力战斗力具有重要意义。

  启动仪式现场，该集团军政治工作部主任裴

晓昌与两省司法机关、哈尔滨军事法院领导共同

签署了《军人军属法律援助工作战略协作协议》，

该集团军各部队代表分别与驻地地级市司法机关

代表签署协作协议。

  某合成旅政治工作部主任张振表示，通过军

地合作搭建法律援助平台，可以让官兵得到全方

位、一站式法律援助。

  “与部队签署法律援助工作战略协议，是我们

面向部队、面向基层做好普法工作的有效途径，可

以更好地与部队协同推进，解决官兵涉法问题。”

黑龙江省司法厅副厅长刘勇说。

  据了解，下一步，该集团军及所属部队将设立

十余个法律援助工作机构，建立律师值班、衔接办

理、备案登记、培养代训、宣传教育、协作会商六项

制度；主要承接军人军属法律援助申请，开展军人

军属法治宣传教育，解答法律咨询、代写法律文书

等相关法律服务；妥善处理军人军属涉法问题，依

法维护军人军属合法权益；全面搭建军人军属申

请法律援助的绿色通道和服务平台，基本实现集

团军部队法律援助工作全时覆盖、全员覆盖。

  自今年年初以来，该集团军着眼推进法治军

营建设，结合党史学习教育，陆续开展数十场法律

宣讲服务。同时，他们还注重加强人才队伍建设，

不断拓宽送学渠道，目前已有40余人通过司法

考试。

第78集团军与黑、吉两省司法机关启动战略协作

加强军人军属法律援助工作

  图为论坛现场。                               陈博伦 摄

  图为马毛姐为武警合肥支队党员代表讲述支前故事。             朱立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