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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廉颖婷

□ 本报通讯员 熊  斌

　 自今年5月起，江苏省结合军地实际，部署开

展新一轮解决疑难涉法问题专项服务活动。通过

系统摸排，梳理出涉及妨碍军事行动、危害军事设

施、影响军事安全、侵犯军人军属权益四类十余件

疑难涉法问题，做到逐案拉单建账，明确责任到

人，落实“一案一策”。

  这是江苏省涉军维权工作的一个缩影。2018

年以来，江苏扎实开展涉军维权专项行动，共受理

涉军维权纠纷3800余件，提供法律咨询1万余次，

为部队和军人军属避免和挽回经济损失近8.7亿

元，较好地解决了部队和官兵急难愁盼问题。

新模式高效率

　　2021年2月19日，新浪微博网络大V“辣笔小

球”仇子明先后发布两条歪曲祁发宝、陈红军等5

名卫国戍边英雄事迹的言论，造成恶劣社会影响。

　　诋毁英雄不仅逾越道德底线，而且触犯法律

红线。南京军地政法机关立即启动涉军维权程序，

在其发布微博当晚即抓获犯罪嫌疑人，并关闭其

微博账号。3个月后，完成案件侦查、起诉和审理，

依法判处仇子明有期徒刑八个月。该案也是全国

以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定罪入刑第一案。

　　自2018年起，某部1650余亩军事训练场地被11

家地方企业和群众长期非法占用，当事人拒不腾

退，聚众缠访闹访，严重影响部队日常战备训练。

江苏军地法院专门开辟涉军案件“绿色通道”，多

次现场督办，集体研讨对策，共同推进案件快立、

快审、快执，不到3个月完成系列纠纷案件一审、二

审审理，全部支持部队诉讼请求。

　　为适应新形势、构建新格局，江苏省根据军地

体制改革新变化，联合6家军地法院建立“宁聚力”

区域法院协作共同体，军事检察机关创建“护国安

宁”协作平台，聚力打造服务全覆盖、保障零距离、

办事高效率的多元化涉军维权格局，实现情况通

报更快捷，职责任务更明确，指导查办更及时。

新政策暖兵心

　　2020年6月，新疆军区某边防部队战士的父亲

陈某在江苏省宜兴市遭遇车祸昏迷不醒，肇事者

和保险公司支付了21万元后便不再过问。面对高

昂医疗费，陈家人深感无助。无锡市滨湖区法律援

助中心得知后，按照军人军属法律援助规定，专门

指派资深律师协助追回医疗费，最终肇事者和保险公司又追加赔偿126万

元。该案入选2021年全国法律援助十大典型案例。

　　T细胞淋巴母细胞性淋巴瘤——— 一种少儿重大疾病，2022年4月，当南

京某部军官孙某得知自己6岁的儿子确诊该病的消息，感觉天都塌下来

了，但地方保险公司却以未如实告知为由，拒绝理赔并解除保险合同。江

苏军地法院获悉后，启动涉军维权程序，依法查明事实，促成双方达成调

解协议，保险公司一次性给付77万元保险赔偿金。“谢谢你们帮我要回了

孩子的救命钱。”孙某说。

　　瞄准部队亟需、官兵急盼，江苏省先后制定出台《关于新时代维护国防

利益和军人军属合法权益的实施意见》《江苏省军人军属法律援助工作实施

办法》等一系列军地协作政策文件，与驻苏军以上单位积极建立“服务主战、

法润兵心”法律服务保障协作机制，会同司法鉴定中心签订“为兵惠军八项

协议”，共同推动解决军人急难愁盼问题。

为军属排忧愁

　　“让军人军属不花钱、少跑路就打赢官司，江苏要走在前列。”江苏省法

律援助中心主任芦学林说。

　　“打官司要回来的钱可能还不够支付律师费，到底要不要走法律途径解

决劳动争议？”2022年8月，驻苏某部军官配偶杨某正在为劳动单位长期拖欠

工资的事发愁，得知江苏率先明确对军人军属申请法律援助免予经济状况

核查后，杨某来到江苏省军人军属法律援助工作站。工作站立即指派律师无

偿援助，最终双方达成调解协议，劳动单位一次性补偿4万元。

　　2022年1月，正在执行第41批亚丁湾护航任务的海军某部军官杨某，反

映其亲属与当地街道发生房屋拆迁补偿纠纷。接到跨区维权申请后，解放军

南京军事法院会同江苏省军区政治工作局指导南通市海门区人武部多方协

调，最终达成补偿协议，妥善解决矛盾纠纷。

　　“我们省、市、县三级涉军维权工作领导小组就是海外执行任务官兵的

娘家人，他们为国家海外利益保驾护航，我们为他们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

江苏省涉军维权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南京军事法院院长胡拥军说。

　　近年来，江苏省依托军事法院和三级国防动员部门，新建军人军属法律

援助工作站114个，遴选组建军人军属法律援助律师服务团14个、成员277人，

形成半小时“服务站点圈”，实现驻苏部队团以上单位法律服务全覆盖。

新时代涉军维权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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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廉颖婷 本报通讯员 刘娟 徐伟

　　“战士小伍下周要去医院复查、两名未通过上勤考核下队

新兵要关注思想动态并跟进帮带……”

  近日，在武警安徽总队合肥支队执勤四中队代职的支队财

务科助理员马艳艳，将一份涉及10多个待办事项的清单交给前

来接班的代职干部。

　　“之前也有机关干部下来代职，但像这种‘清单式’交接的还

是头一回。”该中队指导员吴楠说。

　　代职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如何把代职这项活动常态化开展

好，实现既锻炼机关干部又建强基层的“双丰收”，是武警合肥支

队党委“一班人”一直研究的课题。为此，他们统筹考量制定代职

方案，遴选基层急需的专业对口机关干部到基层代职，并根据基

层单位建设实际拟制“代职清单”，要求代职干部在代职期间完

成清单上的各项任务。

　　前段时间，武警合肥支队基层大队主官接连出现岗位空缺

的情况，支队党委“一班人”坚持“士兵第一，基层至上”的原则，

依据代职方案安排多名优秀机关干部下基层代职。

　　“既要给机关代言，更要为基层发声。”武警合肥支队军需营

房科科长李恩锋到基层代职当天，就立下军令状——— 基层的问

题不解决就不收兵。李恩锋对照“代职清单”，短短几个月时间，

其代职大队所属中队营房除漏、改善哨兵夜餐、协调优化执勤信

息化设施等20余件实事落地见效。

　　武警合肥支队宣传科科长尹金到执勤一大队代职做的第一件

事，就是抓教育。他结合该大队所属中队任务实际，组织开展教育

试讲活动，鼓励大队每名干部和理论骨干走上讲台，并让官兵现场

打分。这项举措不仅推动培养了一批优秀政治教员，而且提高了大

队整体教育质效。

　　安排缺乏基层工作经历的机关干部到基层代职，是武警合

肥支队的探索性尝试。从运行情况来看，反响较好。“两个月代

职，让我更加理解了基层工作的艰辛，同时我也得到了锻炼。回

到机关后，我要练强业务本领，强化奉献意识，更好服务基层官

兵。”马艳艳在代职报告中写到。

　　“代职的目的是让机关干部更多地了解基层，更好地服务基

层。”武警合肥支队政委张雁飞介绍，推行“清单式”代职，也是落

实大兴调研之风的一项具体举措，下一步，将优化代职模式，建

立代职回访制度，倾心倾力聚焦基层、帮带基层，全面提升基层

建设质效。

　　本报讯 记者廉颖婷 为保证海警机构依法履行刑事侦查权，规范办案程序、提

高办案效率，5月15日，中国海警局发布第1号令，公布《海警机构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

定》（以下简称《程序规定》）。这是中国海警局制定出台的首部关于海上维权执法工作

的规章，自6月15日起施行。

　　《程序规定》共12章345条，重点规定了海警机构办理刑事案件的主要任务和基本

原则、管辖分工、回避制度、证据规则、刑事强制措施适用、律师参与刑事诉讼、受案、

立案、撤案、刑事侦查手段使用、特别程序以及办案协作等内容，对规范海警机构刑事

执法行为、打击海上犯罪，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以及维护国家海洋

权益具有重要意义。

　　对于海上刑事案件管辖及管辖权冲突的协调解决；回避的适用条件、程序及救济

措施；海警机构保障辩护律师依法执业的原则和要求，规定辩护律师与犯罪嫌疑人会

见、通信的程序，维护辩护律师依法参与刑事诉讼相关合法权利；海警机构收集调取

证据的程序和要求，落实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等，《程序规定》均作出明确规定。

　　同时，《程序规定》还对海警机构采取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留、逮捕等刑

事强制措施的适用对象、条件及要求；受案、立案、撤案环节的审查、审批程序和要求

及救济渠道；海警机构侦查取证的工作原则、一般要求、救济渠道和监督；海警机构办

理四类特殊案件的程序要求，外国人犯罪案件的管辖、诉讼权利义务、报告和通报制

度以及刑事执法国际合作等予以明确。

中国海警局出台首部
海上维权执法工作规章武警合肥支队机关干部到基层“清单式”代职

  图为武警合肥支队政委张雁飞（左二）在基层一线

调研。 本报通讯员 徐伟 摄  

  图为西南方向地震灾害紧急救援队队员转运“受灾群众”。

本报通讯员 栾铖 摄  

　　图为军地直升机联合开展救援行动。 本报通讯员 栾铖 摄  

  图为军地联合抢运“伤员”。 本报通讯员 栾铖 摄  

废废墟墟上上的的生生命命守守护护
““应应急急使使命命··22002233””高高山山峡峡谷谷地地区区地地震震灾灾害害空空地地一一体体化化联联合合救救援援演演习习侧侧记记

□ 本报记者  廉颖婷

□ 本报通讯员 姜博西 吴珂

　　今天，一场模拟的7.6级地震突发于云南省丽江市，周边

地区不同程度“受灾”。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启动应急响

应，军委联指中心、南部战区联指中心依案迅速启动应急响

应，一场联合救援行动迅速展开。

　　军用直升机开辟空中“绿色通道”，人民子弟兵披荆斩棘

挺进“震中孤岛”，人民军医争分夺秒抢救“危重伤员”……解

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全力奋战在救灾一线。

　　这是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云南

省人民政府在丽江市等地联合举行的“应急使命·2023”高山

峡谷地区地震灾害空地一体化联合救援演习现场。南部战区

统一指挥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及民兵各类应急专业队伍900余

人，动用各型装备器材1600余件（套），参加空地应急投送、空

地联合搜救、次生灾害处置等8个环节20余个课目演练。

子弟兵驰援“震中孤岛”

　　云上古镇，演习模拟的“震中”。断水、断电、断网、断

路……宛如一座“孤岛”。数百名群众被困其中，焦急等待

救援。

　　“地震”发生后，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第一时间完成

集结，数十名官兵携带专业设备架设桥梁，抢通道路。

　　紧接着，西南方向地震灾害紧急救援队、武警云南总队

机动某支队等数百名官兵火速驰援，从“孤岛”两侧有序突

入，直挺“震中”。

　　搜救犬、蛇眼、雷达生命探测仪；哨声、犬吠声、敲击声、

机械轰鸣声……多路救援力量汇聚现场，全力展开搜救。

　　“报告，发现生命迹象！”西南方向地震灾害紧急救援队

搜救队员刘毅举起小红旗。作为一名有着17年搜救经验的老

兵，他曾参加汶川抗震救灾等多次抢险救灾行动，在重大任

务中积累了宝贵的救援经验。

　　废墟外围，一名中国国际救援队队员正背着一架便携式

激光扫描仪勘查现场。激光测距、位置确定、实时成像……三

五分钟，坍塌建筑的三维结构模型即生成。

　　“借助这些先进设备，我们可以快速展开废墟现场结构

评估，为指挥中心制定科学救援方案提供数据支撑。”中国国

际救援队副总队长刘伟说，他们携带了便携式激光扫描仪、

履带可变形急救机器人等一批新型设备，不仅提升了救援效

率，也为救援人员提供安全保障。

　　“汪、汪、汪……”一阵急促的犬吠声从“云上小学”废墟

旁传来。西南方向地震灾害紧急救援队搜救队员曹翔立刻通

知队友，确认预制板下是否有深层埋压人员。

　　“犬搜索有时比仪器搜索更精准。”曹翔说，训练有素的

搜救犬能在短时间内进行大面积搜索，并向救援人员精确示

意幸存者被埋地点。

　　“地震”之后，火灾、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不断。

　　这边，云南省军区丽江军分区、武警云南总队丽江支队

官兵与地方消防力量一道，空地协同，扑灭森林大火；那边，

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官兵正勘测水情、泄流开挖，紧张

有序处置堰塞湖险情。

　　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与地方救援力量紧密配合，在应

急救援实战实演中交流互鉴，积累经验、融合技术，不断锤炼

抗大震救大灾综合救援能力。

雪山之巅开辟“生命航道”

　　在海拔5596米的玉龙雪山脚下，传来震耳欲聋的呼啸

声，第75集团军某旅两架运输直升机穿云破雾突入“受灾”

区域。

　　“可以降落！”接到塔台指令后，机长何生金操纵直升机

超低空飞行，抵近预定空域后稳稳降落。

　　舱门打开，8名救援人员骑着山地摩托车鱼贯而出，在漫

天黄沙中驶向“震中”。

　　云上古镇地处峡谷，四周道路阻断、地形复杂，不仅地面

力量难以进入，空中救援也有极大风险。有着20多年飞行经

验的何生金深知，要实现精准安全降落并不容易。

　　“峡谷地区气流扰动、变幻频繁，地面风沙大能见度低，

飞行员需精准预判做足预案。”何生金说，演习前他和战友们

针对当地飞行条件预想特情、制定预案。

　　如何在机内装载固定摩托车也是个难题。由于直升机并

无摩托车固定装载模式，在演习前机组人员与地方救援力量

进行反复讨论、地面模拟、空中试飞，确保救援人员和装备安

全抵达。

　　对于交通中断的“灾区”而言，直升机不仅开辟了连接

“孤岛”与外界的空中生命通道，也为救援物资投送、伤员转

运救治等提供了保障。

  机长李明锋驾驶直升机直奔目标空域。对正、下滑、悬

停，经过一连串操控，20多包救援物资被精准投放至预定

地点。

　　“一名伤员情况危急，需紧急转送。”刚完成空中投送

的李明锋接到任务后，立刻飞往指定区域，准备转运“危重

伤员”。

　　机舱内，呼吸机、输液泵、供氧设备等医疗救护系统一应

俱全，救护人员对“重症伤员”进行送中监护和紧急救治。李

明锋绷紧神经，调整飞行高度，尽可能使机舱保持平稳。

　　“演习旨在锤炼空中救援能力，确保在关键时刻能够有

效开辟空中救援通道。”第75集团军某旅副旅长刘建奎说，飞

行员克服高山峡谷地区各种不利因素，建立起畅通的空中绿

色走廊，较好发挥了空地一体化联合救援优势。

空地一体奏响“生命之歌”

　　“云上小学”废墟前，一名“伤员”刚从坍塌建筑物中被救

出，左腿“血流不止”。

　　西南方向地震灾害紧急救援队医疗救

援人员于杰迅速打开随身携带的军医背

囊，取出旋压式止血带为其止血包扎。护送

“伤员”途中，于杰始终关注着担架上“伤

员”的病情，一路为他提供及时细致的

救助。

　　面对突如其来的“灾情”，人民军医凭

借熟练战救技能和先进救援设备，争分夺

秒抢救着一个个鲜活的生命。

　　血氧降低、心跳骤停，一名“幸存者”病

情出现反复。医疗队队员取出便携式心肺

复苏机对其进行心肺复苏，同时，将移动

DR设备放置“幸存者”胸部上方拍摄胸片。

解放军总医院第三医学中心医生张加廷看

过屏幕上实时呈现的X线片后，确认穿刺部

位靠近“幸存者”心脏，随即为其清创伤口，

为后续治疗争取时间。

　　“将高级生命支撑前移，能够为抢救幸

存者生命赢得更多宝贵时间。”张加廷介

绍，他们在地震救援演习现场设置紧急救

治站，并使用可视化微型超声一体机、废墟

旁手持式快速检测仪等新型设备，早期预

判挤压综合征，提升救援效率。

　　伴随着阵阵轰鸣，一架运输直升机稳

稳地降落在停机坪。打开舱门、搭载固

定……一名“危重伤员”被医护人员护送至

机舱。

　　针对“震后”交通中断、车辆通行受阻

等实际，第75集团军某旅奉命紧急开辟空

中“绿色通道”，多名“危重伤员”被顺利转

送至后方医院。该旅领导介绍，他们以演习

为牵引，探索完善空地一体化救援模式，有

效提升了快速机动救援能力。

党旗高扬“救灾一线”

　　“坚决服从命令、听从指挥，忠诚担责、忠实尽责……”演

习前夕，一场特殊的党日活动在玉龙雪山下举行。第75集团

军某旅全体参演官兵高举右拳，庄严宣读决心书。

　　该旅某营教导员秦庆玺说，任务期间，他们组织战斗动

员、主题演讲等活动，极大鼓舞了军心士气。

　　“地震”救援现场，风沙弥漫。预制板下，传来微弱的声

音：“我在这里，救救我……”该旅党员骨干、搜救队员邓小飞

决定立即进行破拆作业。

　　钻孔、仪器观察、确定破拆范围、切割作业……为了避免

对“伤员”造成二次伤害，邓小飞胆大心细，每一步都格外小

心。经过一番精准操作，他终于顺利破拆，成功救出“伤员”。

　　某信息通信团团长吕明海带领参演官兵机动1800余公

里来到“灾区”，来不及休整就投入到指挥所开设、通信保障

等任务中；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中士党员李攀乘坐冲锋

舟逆流而上，奋力救援“受灾群众”……党员干部在急难险重

任务中当先锋、作表率。

　　第75集团军某旅成立临时党委，党委书记张建民挂帅，

对“孤岛救援”中存在的棘手难题进行研究攻关；武警云南总

队机动某支队组建党员突击队，冲锋在抢险救灾最前线……

　　各野营驻训点，参演部队运用“红色书报袋”“战地广

播”等载体，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广泛开展“战位大谈心”

活动，及时纾解官兵心理压力；云南省双拥系统启动拥军

支前应急响应，协调地方党委政府一线走访慰问参演官

兵，帮助部队解决矛盾困难……“灵活多样的政治工作，为

官兵完成重大任务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第75集团军某旅

营长郑山富说。

本报丽江（云南）5月16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