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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廉颖婷

□ 本报通讯员 莫小亮 孙飞

　　4月23日，人民海军将迎来第73个生日。

　　山东舰舰岛，指挥巨舰航行的副舰长徐英在心中勾画

着歼—15舰载战斗机起飞航向，“真想上天斗一回合。”这

名海军首位舰载战斗机飞行员舰长向身旁的值更官聊起

飞行经历……10年前，他以普通歼击机飞行员身份加入海

军舰载航空兵部队。

　　南海海域，万吨级驱逐舰延安舰劈波斩浪，舰长李金

伟紧盯显示屏上战场态势，干脆利落下达口令……10年

前，他是广州舰副舰长，该舰还没有垂直发射系统。

　　两人拔节成长的10年，是海军加快推进转型建设、加

快提升作战能力的10年，也是人民军队改革重塑奋斗强军

的10年，更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

就、发生历史性变革的10年。这10年，人民海军紧紧围绕全面

建成世界一流海军的宏伟目标踔厉奋发、勇毅前行，无论是

思维理念，还是武器装备、训练模式都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今天的人民海军，正以前所未有的姿态，在新时代新

征程上书写着一个又一个新辉煌。

坚守逐梦海天的信仰

　　山东青岛海军博物馆，从麦贤得头部取出的一枚弹

片，静静躺在展柜里。海军博物馆按新要求开馆不久，前来

参观的麦贤得写下寄语：“要听党的话，保卫祖国，保卫江

山永不变！”这也是每名海军官兵心中坚守的信仰。

　　回望党领导下的人民海军走过的奋斗历程，无不印证

了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我们从

无到有、从弱到强，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根本法宝。

　　2014年，372潜艇执行战备远航任务时，遭遇“水下断

崖”重大险情，海上临时党委带领全艇官兵果断处置，圆满

完成任务，创造了世界潜艇史上的奇迹。中央军委授予该

艇“践行强军目标模范艇”荣誉称号。

　　2017年5月，按照中央军委统一部署，在辽宁大连某军

港驻扎10多年的洛阳舰，整建制移防海南三亚。官兵们没

有丝毫犹豫，打起背包就出发。

　　“逐梦海天的强军先锋”张超，为挽救战机不幸壮烈牺

牲。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仍念念不忘他热爱的舰载机事业。

　　党的十八大特别是十九大以来，海军党委始终坚持从

思想上政治上建强海军，全面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特别是

海军建设重要指示，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制定出台《关

于加强新时代海军政治工作的意见》，连续5年在团以上党

委机关深入开展“三讲三整顿”专题学习教育，深入推进全

面从严治党，确保部队高度集中统一和纯洁巩固。

　　海军党委专门作出决定，机关联合下发4个文件，对舰

艇政治主官指挥位置、单舰单艇执行任务不再另派指挥

员、舰艇（编队）临时党委设置等重要事项进行总结完善和

具体规范，进一步推动党指挥枪的政治设计和制度安排落

到末端。

转型实现跨越式发展

　　2018年4月，中央军委在南海海域组织规模宏大的海上

阅兵，习近平主席庄严发出“全面建成世界一流海军”的伟

大号召。海军把转型建设作为重中之重，将习近平主席的

战略擘画细化形成清晰具体的目标图、路线图。

　　某海域，辽宁舰甲板如往常一样繁忙，海军首批“生长

模式”培养的舰载机飞行员正进行航母资质认证。他们是

从高中招收的飞行学员中直接培养而来，平均年龄只有20

多岁。张宇亮第一个驾驶战机由远及近，尾钩牢牢挂住阻

拦索，顺利完成考核认证。这是张宇亮的高光时刻，更是海

军转型建设的历史性时刻，标志着中国海军舰载机飞行员

生长培养链路全面贯通。

　　2021年4月23日，海南三亚某军港，海军三型主战舰

艇——— 长征18号艇、大连舰、海南舰集中交接入列。3艘国之

重器同时交付，刷新了人民海军新舰入列的速度。

　　这些年，新型装备、尖端武器列装海军持续刷新纪录，

大国重器纷纷亮相，令人目不暇接。首艘国产航母山东舰、

新型战略核潜艇、万吨级驱逐舰、两栖攻击舰、综合补给舰

等密集入列，舰载战斗机批量交付，预警机、舰载直升机家

庭再添新成员，新型反潜巡逻机补齐了人民海军反潜作战

的短板……以第四代装备为引领、第三代装备为主体的现

代化人民海军正在形成。

　　曾驾机完成首次夜间着舰的徐英，如今已是山东舰副

舰长。从普通飞行员到舰载战斗机飞行员，再到指挥航母

闯大洋，徐英在变换跑道中实现了多次自我超越。

　　跨舰种交叉轮训、跨军兵种交流代职、跨专业换岗任

职，徐英的成功转型，正是海军加快转型建设、加速人才培

养的典型成果。

　　海军陆战队某旅轻型机步连，曾在战争年代历经300余

次战斗，涌现出52名一等功臣，被授予“青年先锋连”“梁山

战斗英雄连”荣誉称号。由陆向海，从摩步到两栖，编制、装

备、使命任务完全不同，全新领域让转隶后的老连队完成

“向新质的飞跃”。

　　从小艇到巨舰，从近岸到深蓝，从单兵到体系，随着航

空兵由岸基走向舰载、陆战队走向全域作战，海军转型在

不断裂变聚合中实现更多跨越发展。

海上实战能力全面提高

　　“××国军机，我是中国海军航空兵，你已靠近中国领

空，请立即离开！”南海海域上空，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

旅飞行员陈传彬驾驶战机，对外军战机进行外逼驱离。

　　这是前不久南海领空上出现的一次紧张对峙。对于海

军航空兵来说，这样的情景已成常态。

　　2001年4月1日，也是在一次对峙中，“海空卫士”王伟为

保卫祖国领空遭美机撞击，被迫跳伞坠海壮烈牺牲。21年

来，“81192，请返航”的深情呼喊持续在海天间回响。

　　如今，在南海、东海、台海，一艘艘军舰不舍昼夜巡航，

一架架战机来回不断巡逻，为的是守卫祖国海空安宁、万

家灯火团圆。

　　外国舰机经常挑衅，有时甚至开启火控雷达照射。主

权面前，海军官兵针锋相对，决不允许任何肆意妄为。

　　海军党委始终坚持把备战打仗作为第一要务，紧盯科

技之变、战争之变、对手之变，大力推进战训耦合、体系练

兵、科技练兵，加快推进军事训练转型升级，全面提高海上

威慑和实战能力。

　　走进海军机关指挥大厅，一幅幅作战态势图映入眼

帘，万里海疆练兵备战热潮一浪高过一浪。着眼信息化条

件下联合作战特点，高质量推进以航母编队、核潜艇、两栖

作战编队等新域新质力量为重点的海上力量体系建设，加

速远海远域、新型军事力量融入作战体系综合运用，努力

缩短战斗力生成周期。“基于能力的基础训练、基于任务的

实案训练”等一批战法训法在部队推广，一系列立足困难

复杂条件的演习演练相继展开。

　　如今，海军舰艇出岛链训练已成常态，航母编队体系化

训练持续推进，三大战区海军舰机定期砺兵大洋，创下参演

兵力最多、训练要素最齐全、攻防难度最大等多项纪录。

　　紧随实战化训练的浪潮，一支新型人才方阵踏浪而

来。舰载机飞行人才和航母指挥人才培养实案推进，空中

战勤、水下攻防、侦察预警等专业人才培养质效全面提高，

舰艇长等关键岗位人员培养模式不断优化。据统计，90%的

主战舰艇长、机长经历了重大任务历练。

　　作为舰船在海上赖以生存的生命线，海上补给也在实

战淬火中不断跑出加速度，让舰艇走得更远、更久。

　　海军持续推进重大战场设施配套建设，加强海上投

送、海上补给、海上医疗救护等保障力量建设，构建起岸

基、海上、岸海一体的综合保障链。

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

　　今年年初，一场火山爆发引发的环境灾害席卷南太平

洋岛国汤加，人民饱受灾害肆虐。除夕，应汤加王国请求，

海军五指山舰、查干湖舰组成编队，星夜兼程将1400余吨灾

区急需物资全部及时送达。

　　2019年4月23日，山东青岛港，庆祝人民海军成立70周

年海上阅兵活动隆重举行，俄罗斯、泰国、澳大利亚等13个

国家的18艘舰艇一同参加。次日，在多国海军活动高层研

讨会上，61个国家的海军代表团团长，围绕习近平主席提

出的“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倡议，共商海上安全大计、共

话海军合作友谊、共谋海洋和平良策。

　　2008年12月26日，由武汉舰、海口舰、微山湖舰组成的

海军首批护航编队，开启中国海军“护航时代”。13年来，人

民海军已派出40批120余艘次舰艇参加亚丁湾、索马里海域

护航，完成1480批7000余艘中外船舶护航任务，解救、接护

各类船舶近百艘，其中外国船舶占50%以上。

　　在浩瀚的大洋上，一批又一批护航编队，是中国洒向

世界的大爱与友谊，是向全人类敞开的和平之窗。

　　驻吉布提保障基地建成并投入使用，更是为海军护

航、维和、人道主义救援，以及维护国际战略通道安全提供

了有效保障。

　　2021年深秋，中俄两国海军组织“海上联合—2021”演

习和首次海上联合巡航，从彼得大帝湾到日本海，从西太

平洋再到东海，两国海军航行一路，协同演练一路。

　　自2012年以来，中俄已联合举行10次“海上联合”系列

演习，为保卫世界和平作出巨大贡献。

　　近年来，中巴、中泰、中伊俄、中俄南非、中国—东盟等

双边多边海上联演、国际军事比赛等机制性联演联训联赛

常态化举行，中国海军与各国海军合作持续深化，加强了

专业交流与友好互动，提高了应对多种安全威胁的能力。

　　2013年11月，超强台风“海燕”袭击菲律宾，中国海军

“和平方舟”号医院船紧急前往救助。

　　2021年4月，印尼海军“南伽拉”号潜艇失事，中国海军

派出舰船，赴相关海域协助印尼开展救援行动。

　　“和平方舟”号医院船先后9次走出国门，航行24万余海

里，服务43个国家和地区、23万余人次，大力弘扬“人道、博

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在世界版图上绘出心形航迹。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国海军也毫不退缩，派出多名

医生出国抗疫，积极提供国际人道主义服务。4月上旬，面

对被护船舶的感谢，正在执行第40批护航任务的呼和浩特

舰政治委员罗晓光感触万千：“中国海军始终致力于维护

世界和平和国际秩序。”

□ 本报记者  廉颖婷

□ 本报通讯员 成 帅 李想 刘海楠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主席出席

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解放军和武警部

队代表团全体会议时强调，要贯彻依法治

军战略，提高国防和军队建设法治化水平，

为推进强军事业提供坚强法治保障。

　　近年来，为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

法治思想，海军各级紧紧围绕保障练兵备

战、保证安全稳定、保护合法权益，推动法

治宣传教育和法律服务工作走深走实。如

组建海军普法讲师团，建立优质普法教案

库，院校专家深入基层宣讲授课，军队律师

集体攻坚涉法问题等。

精准普法释法

　　近日，一场特殊的辅导宣讲在海军航

空兵某旅“法治大讲堂”举办，多名法学家

围绕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理论渊源、精髓要

义和实践意义，为官兵深入解读，现场不时

响起阵阵掌声。

　　去年以来，海军部署开展“海疆普法

行”法治宣传教育和法律服务活动，定期邀

请中央政法委领导、院所专家教授为官兵

专题辅导。海军院校和训练机构及时充实

完善法治教材，把习近平法治思想列为学

员必读书目、必修课程。海军部队常态开展

“送法下基层”活动，组织普法讲师团、普法

小分队深入高山海岛、码头场站，为官兵解

疑释惑。

　　2021年1月1日民法典实施后，海军政

治工作部信访和法律服务室及时推出“典

亮航程·法治同行”系列普法文章，逐篇解

读重点法条，帮助官兵提高运用民法典依

法履职维权、防范风险纠纷的能力。

　　2021年8月1日，军人地位和权益保障

法实施后，海军立即组织部队律师围绕军

人礼遇仪式、工资待遇、户籍保留等热点问

题开展普法宣讲，解读政策红利。

　　去年“宪法宣传周”活动中，东部战区

海军某基地创新普法手段，开展宪法微讲

堂、普法微视频、法治微动漫等形式宣讲，

青年官兵参与热情高涨。海军勤务学院还

全面梳理装备物资采购、重大工程建设等

领域军事经济合同风险隐患，为规范军队

民事行为和军事经济活动提供法律支撑。

　　问卷调查显示，近两年，办事依法、遇

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法

治理念在海军官兵中日益强化。今年年初，

海军5个单位、4名个人被中央宣传部、司法

部、全国普法办表彰为2016—2020年全国普

法工作先进单位、先进个人。

强化法律保障

　　法律是国际舆论评判是非的重要标

准，对于处在国际视域中的海上军事行动

而言，兵进法随、依法用兵是基本要求。

　　近年来，海军各级着眼备战急需，深入

宣传国际法、海洋法、海战法等与海军备战

打仗紧密相关的法律法规，普及刑法关于

危害作战的相关条文，着力强化官兵依法

行动和军法从严意识。

　　2019年以来，海军依托大连舰艇学院

每年举办军队律师培训班，各战区海军分片

组织法律服务骨干集训，为部队培养了一批

懂法理、会实务的明白人。海军研究院、潜艇

学院等单位着眼海上安全和军事斗争形势

变化，每年组织专家围绕前沿法律问题深化

研究，形成一批实用管用的成果。

　　“我海上兵力一举一动代表着国家形

象，执行海外任务时更要严格依法行动。”

南部战区海军某驱逐舰支队紧贴常态执行

远海任务实际，定期开展国际法和武装冲

突法教育训练，帮助官兵熟悉掌握海外非

战争军事行动基本规则和法律原则。该支

队玉林舰在执行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护航

任务时，依法开展武力营救遭海盗劫持船

舶行动，成功救出19名船员，抓捕多名海盗

并移交相关国家。

　　“作为军队律师，海上兵力推进到哪

里，我们就要跟进到哪里。”毕业于清华大

学法学专业的海军律师秦宏昌，曾多次承

担海上军事行动伴随法律保障任务，为指

挥员提供法律咨询。

　　近几年，海军律师和法律服务骨干队

伍深度融入部队使命任务，积极参与军事

行动方案拟制、特情处置等工作，及时预判

法律风险、预设应对措施，为远洋护航、海

外撤侨、维权执法、训练演习等重大任务提

供了有力法律保障。

倾心维权解难

　　去年年底，海军某基地战士小李父亲

在老家被他人聚众打伤，小李得知后整日

郁郁寡欢。该基地领导得知后，立即安排律

师、法学博士陈利给小李提供法律援助。经

过多方协调，最终使犯罪嫌疑人受到法律

制裁。

　　前段时间，小李的父亲专门给部队发来

感谢信，小李也卸下心理包袱，干劲更足了。

　　“军人军属涉法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

就会分散官兵精力，影响练兵备战。”海军

政治工作部办公室领导说，2018年以来，着

眼解决长期困扰部队的案件纠纷，海军持

续开展“解决疑难涉法问题专项服务”，坚

持挂账建档、聚力攻关，集中化解200余件

“钉子案”“骨头案”。

　　2019年，某知名品牌经销商通过网站

售卖以海军某舰艇舰名命名的所谓“特供

品”，企图蹭热点、扩销量。获知相关情况

后，海军立即启动涉军维权工作机制，通过

法律渠道要求该厂商立即停止侵害海军舰

艇“名称权”“名誉权”违法行为。很快，该厂

商将“特供品”下架，并向海军公开道歉。

　　近年来，海军各级充分利用法律援助、

涉军维权、公益诉讼、跨区协作等机制，统

筹军地力量共同解决军人军属涉法问题。

　　海军政治工作部编印下发《涉军维权

实用指南》《新兵入营法律服务手册》等工

具书，定期公布海军军队律师工作地域和

联系方式，方便官兵获取服务、依法维权。

东部战区海军开通“蓝律所”法律服务微信

公众号，安排轮值律师为官兵提供“一对

一”法律服务，确保军人军属法律援助诉求

得到及时受理、高效解决。北部战区海军创

新服务手段，与青岛市司法局开展军地协

作，共建法律服务工作站，让官兵享受到地

方优质法律服务资源。

劈波斩浪起新航
记人民海军成立73周年

万里海疆法治先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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