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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韩潇

　　“这里是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旧址，当地
群众亲切地称它为‘法院山’……”6月6日，
《法治日报》记者来到陕西省延安市宝塔山南
麓龙湾山，走进陕甘宁边区审判史陈列馆。
  拾级而上，山顶一座庄严肃穆的三孔石
拱门映入眼帘，“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旧址”
11个镏金大字在石拱门正中，两侧题写“峥嵘
岁月铸就共和国司法基础 辉煌历史孕育新
时代审判作风”。
  陈列馆讲解员钱文瑞告诉记者，这里是
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在1941年年底至1943年
1月的办公地点，现存窑洞66孔，当时的审讯、
审判与关押等工作都在此展开。

奠定新中国法治建设基石

  “旧址礼堂在2006年改建成陕甘宁边区
审判史陈列馆，馆藏法律文献非常丰富，达到
60余种1000多件。”钱文瑞介绍。
  陈列馆里，保存着毛泽东就黄克功案给
审判长雷经天的亲笔信、马锡五亲自审理的
案件等大量边区法院案卷，以及谢觉哉等历
任边区高等法院院长留下的大量文书和
遗物。
  “他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中央与军委不
得不根据他的罪恶行为，根据党与红军的纪
律，处他以极刑。”“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
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较一般平民
更加严格的纪律”“如为赦免，便无以教育党，
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者，并无以教育
做一个普通的人”……这是1937年黄克功案
公审前一日，毛泽东给雷经天的信中所写。
  黄克功案的审理在当时备受关注，民主
人士李公朴评价说：它为将来的新中国，建立
了一个好的法律榜样。
  “马锡五被边区人民亲切地称为‘马青
天’。1943年，他任边区高等法院陇东分庭庭
长，在华池县审理封捧儿与张柏儿婚姻案件
时，创造出一种群众路线的审判方式。”钱文
瑞指着一排案卷向记者介绍，“陕甘宁边区
高等法院在审判实践中，形成以马锡五审
判方式为代表的人民司法优良传统，审理
了数以万计的刑事、民事案件，创建了一套
全新的人民司法制度，奠定了新中国法治建
设的基石。”
  陈列馆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作为全国
法治宣传教育基地、全国法院革命传统教育
基地，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旧址吸引了众多
政法系统及各地院校人员前来参观见学。
  “看着这些文献史料，实地领悟陕甘宁边
区人民司法的优良传统和爱民为民的司法精
神，让我对民主和法治有了更深刻的理解，这
是一堂生动震撼的法治教育课。”延安大学政

法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刘向林说。

新时代依法治军精神底色

  “黄克功案的审理，充分体现了法律面前
人人平等的司法原则。”国防大学政治学院徐
斌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抗战时期的军事司
法机构既要保持人民军队本色，又要从形式
上符合国民革命政府的法律；既要继承红军
时期传统，又要适应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
抗战的需要。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设有军事法庭。这
一时期，人民军队对违反法律、侵害群众利益
的案件大都严厉处理，维护纪律和法律权威
是抗战时期军法工作的重要职能之一。1940
年之前，八路军后方留守处的军事审判机构
沿用红军时期军事裁判所，直接受陕甘宁边
区高等法院领导，处理一切军事案件。1940
年，军事裁判所改称军法处，归八路军后方留
守处政治部管理。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徐斌说，“80多
年前黄克功案件的审理，用历史实践证明依
法治军、从严治军这一我党建军治军基本方
略的重要性，为我军军事法治建设积累了宝
贵经验。至今都是全面从严治党、全面推进依
法治国的好教材，对官兵非常有警示和启迪
作用，意义深远。”
  徐斌告诉记者，我军在抗日战争时期的

军事司法制度与实践，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军事法治建设的早期探索，是在血与火的斗
争中孕育的法治智慧，穿越历史成为新时代
依法治军战略的逻辑起点和精神底色。时刻
警示着我们要按照法治要求转变治军方式，
不断强化全体官兵法治信仰和法治思维；要
在不断增强军事法规制度执行力的过程中，
把法的权威牢牢树立起来；要以史为鉴、继往
开来，从红色法治传统中汲取力量，推动军事
法治建设向更高水平发展。

司法战线上的革命先驱

  “马锡五审判方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司
法史上唯一用人名命名的审判方式。”中国法
学会法治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山东大学特聘
教授侯欣一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马锡五审
判方式的出现，是陕甘宁边区司法制度自身
的发展需要，它折中了中国传统司法、晚清以
降从西方移植而来的现代司法以及苏区时期
移植的苏联司法制度中的合理元素，为现代
司法制度与中国国情相结合提供了一种新的
可能性。
  侯欣一告诉记者，马锡五强调司法人员
要走出法庭，到发案现场调查研究、掌握真实
案情；尽量让民众参与审判，比如找当地了解
情况、德高望重的长者参与审判；在判决方面
尽量照顾、尊重群众态度，把民众意见和党的

政策法律有效结合，使判决得到民众拥护。
  “同严格按照程序坐堂办案的西方现
代司法制度相比，同注重法律阶级性的苏
区司法制度相比，这种灵活的审判方式强
调一切从民众利益出发，主张司法为民。”
侯欣一说。
  一本蓝色封皮的《马锡五审判方式》静静
陈列在玻璃展柜中，作者中国人民大学法学
院教授、著名法律史学者张希坡告诉记者，
“马锡五审判方式是自革命根据地开创以来，
司法战线上的革命先驱，在长期司法实践中
产生的群体经验的积累。”
  张希坡说，马锡五审判方式的出现，是边
区社会制度变化的必然要求，为抗日根据地
司法战线树立起一面旗帜。如今，在新时代国
家法律体系日益健全完备的当下，马锡五审
判方式“为民、利民、便民”的基本精神，依然
对广大政法干警具有积极引导作用。
  “人人学习马锡五，人人争当马锡五。”站
在陈列馆展厅马锡五像前，陕西省延安市中
级人民法院政治部副主任惠兴文对记者说，
“近年来，我们制定多元解纷‘十个少一点’工
作指引，逐步形成‘樊九平调解室’‘和事佬调
解室’等多元化解矛盾纠纷机制。研发推广
‘码上法庭App’，延安法院从等案上门转向
就地解纷，用最接地气最快捷的方式解决群
众急难愁盼问题，将马锡五审判方式精神内
核转化为司法实践的具体行动。”

铭记历史 缅怀先烈

抗日根据地司法审判溯源
探访陕甘宁边区审判史陈列馆

  图为延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机关党委组织党员到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旧址，开展“学习马锡五审判方式 传承人民司法优良传统”主题党
日活动。                                            本报通讯员 刘涵雨 摄

新共同条令系列谈之四

□ 李志东

  纪律是铁，纪律是钢。新修订的纪
律条令坚定立起向战为战鲜明导向，
注重把加强纪律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
点聚焦到能打仗打胜仗上来，用铁一
般的纪律，锻造铁一般的军队。
  铁纪首要的是服务战斗力。“加强
纪律性，革命无不胜”，这是毛主席在
解放战争后期提出的革命号令，成为
党在相当长时间内的行动方针。进入
新时代，我军不仅不能降低对纪律的
要求，而且要更加严格、更加严明。尤
其在当前我军聚力打好实现建军一百
年奋斗目标攻坚战的关键时期，纪律
建设必须突出指向战斗力、保障战斗
力、服务战斗力。新纪律条令在维持
“十大纪律”的基础上，突出备战打仗
主责主业，充实“作战纪律”，增加“坚
守战位，密切协同，积极维护战场秩
序，勇猛顽强，不怕流血牺牲”等内容。
同时，将“训练纪律”调整为“战备训练
纪律”，重点强调“常备不懈、实战实
训，强化战备观念，落实战备规定，正
规战备秩序，保持战备状态，依法治
训，按纲施训，坚持从实战需要出发从
难从严训练，纠治和平积弊”等内容，
有利于平时正规战备训练秩序，有利
于坚决完成战时各项任务，更好地体
现时代特点和军纪特色。
  奖要奖出荣誉感、英雄气。功勋荣
誉表彰，彰显的是军队至高荣誉、官兵
标杆楷模、个人功绩褒奖，体现我党我
军尊崇英雄、学习英雄、关爱英雄的传
统本色。新纪律条令坚持功勋荣誉表
彰的正确方向，聚焦备战打仗，加强体
系设计、强化激励效应，系统规范功勋
荣誉表彰项目设置、内容条件、审批权
限、组织实施、附加待遇。明确军队功
勋荣誉表彰为勋章、荣誉称号、奖励、表彰、纪念章5类项目，新
设“红旗勋章”和“红星勋章”，设立特级、一级、二级战时荣誉
称号和一、二、三、四等战功，设置战时纪念章；首次将功勋荣
誉表彰实施情形拓展为战时、平时和重大非战争军事行动三
种。在此基础上，鲜明立起为战、务战、励战导向，使军人荣誉
回归打仗本真。积极适应战时节奏，适当简化程序，突出快评
快奖，及时发挥功勋荣誉表彰对作战的激励作用，坚持高功重
奖、战功厚待，明确战时褒奖待遇高于平时褒奖待遇，加大对
指挥员褒奖力度，创新提名推荐的方式和程序，让更多备战有
为、打仗有功的指挥员走上领奖台。新纪律条令的施行，对于
激励全军官兵聚焦胜战、聚力强军，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
具有重要意义。
  惩要惩出敬畏感、震慑力。我军是一支以严著称的革命
军队，是唱着“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走向胜利的人民军队，
严字当头、一严到底、宽严相济，始终是我军治军带兵、保障
打赢的不二法则。处分制度的实施，既要维护奖惩合一的立
法体例，又要体现强制性与自觉性的统一，体现教管一致、
奖惩并举原则。新纪律条令着眼备战打仗，调整优化处分项
目，差异化规范处分权限，明确容错免责情形，构建轻重搭
配、衔接协调、以教为先、过罚相当的备战打仗处分制度体
系。明确战时处分条件，体现执行号令、领会号令坚决性和
准确性，对战时违纪军人，新增“不听指挥，违抗命令；脱离
战位，擅离职守；故意隐瞒、谎报军情或者拒传、假传军令；
执行命令不坚决”等条款；完善战备训练处分条件，杜绝以
不战的心态对待战备、以不战的行为对待打仗，对战备训练
活动中的违纪军人，新增“备战打仗摆位不正、偏离中心，谋
战不深、备战不实、务战不力；训练与实战要求脱节，以牺牲
战斗力为代价消极保安全”等内容；本着实事求是、慎重恰
当、适应战时的原则，将战时副师级、正师级、军级、副战区
级单位战时处分权限适当下放，强调本级不能审批与本单
位主官同军衔等级的军官处分事项，赋予一线指挥员更大
的临机处置权，准确便捷地坚决处、快速处，更好适应战场
实际和需要，提高作战行动效果。
  律令如山，执法如山。全军部队要进一步强化纪律意识和
纪律观念，有令必行、有禁必止，聚焦向战“靶心”、坚固纪律
“盾牌”，确保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一切行动听指挥、步调
一致向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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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 记者廉颖婷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命令，
发布《军事科研奖励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自7月1日起施行。6
月9日下午，国防部新闻局副局长、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校在
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条例》是我军首部全军性科研奖励法规，
其发布施行将有效激发军事科研创新活力，加快军事理论和国防
科技创新，以高质量科技供给助推新时代强军事业发展。
　　蒋斌表示，《条例》有三个特点：将战斗力标准贯穿到奖励全链
路各环节，把促进战斗力生成提升的贡献度作为衡量成果的首要
指标、赋予最大权重；
　　针对理论研究、科技进步、技术发明等不同领域分设奖种，设
立特等、一等、二等、三等不同奖励等级，构建结构层级合理、军事
特色鲜明、分类科学评价的军事科研奖励体系；
　　调整奖励评授周期，实施奖励数量总体控制，强化奖励作风纪
律制度建设，发挥奖励风气引领科研风气的导向作用，引导科研人
员潜心研究、实干创新。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

《军事科研奖励条例》
将有效激发创新活力

□ 本报记者  廉颖婷
□ 本报通讯员 张 友 徐伟

　　“眼前这把锈迹斑驳的军号，诉说着历尽
烽烟的历史。它是官兵冲锋陷阵的领跑者，亦
是中队日新月异的见证者……”盛夏时节，武
警安徽总队合肥支队执勤一大队执勤一中队
政治指导员潘翔，以“晒晒中队传家宝”为引，
为全队官兵上了一堂生动的教育课。

　　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军号是克敌制胜的
武器。“上刺刀，冲啊！”那“嘀嘀嗒嘀嗒”的冲锋
号角一旦响起，足以令敌闻风丧胆，激励战士
们赴汤蹈火，奋勇向前。历史上，以军号传递命
令、鼓舞士气，或以多处发号迷惑敌人，从而创
造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奇迹的战例不胜枚举。
　　1985年，随着军队精简整编，司号兵编制被
取消。“当时，我用红绸布将军号仔细包裹，珍
存在中队……”时任中队长刘炳义回忆道。今

年5月，刘炳义回到中队，在荣誉室的老军号展
柜前久久驻足。凝视着这个保存完好的“老伙
计”，当年与战友们并肩冲锋的画面仿佛就在
眼前，让刘炳义感慨万千。
　　“老队长，军号虽已封存，但它‘不畏艰险、
勇往直前’的精神始终激励着我们。”现任中队
长骆凡对刘炳义说。
　　2020年夏天，中队执行一项重要执勤任务。
当晚雷电交加、暴雨如注，恶劣天气丝毫未能
动摇执勤官兵的意志。他们严守纪律，寸步不
离阵地，个个目光如炬，死死盯守任务区域，直
至次日清晨任务结束。返回途中，疲惫的官兵
们在车厢里酣然入睡。“军令如山的号令意识、
执纪如铁的战斗作风，点赞！”一名参与任务的
公安民警由衷地竖起大拇指。
　　军号，是催人奋进的战鼓。那年深秋，大队
组织5公里武装越野比赛。比赛前夜，指导员带领
大家走进荣誉室，重温老军号精神。
  “预备，跑！”号令一出，官兵如离弦之箭。赛
程过半，不少战士气喘吁吁，脚步沉重。然而，那
冲锋的旋律仿佛刻在骨子里，注入无穷动力，激
励着每个人咬牙坚持。战士张梓骏不慎摔倒，他
强忍伤痛爬起来，向队旗方向奋力追赶。排长汪
洋、班长李傲见状，合力架起他的胳膊，一路加
油鼓劲。最终，全队一起冲过终点，勇夺团体
第一。
　　“中队就是温暖的家，一家人、一条心、一
股劲。冲过终点那一刻，我感动得流泪了。”张
梓骏动情地说。
　　列兵李泽航在新兵连时因投弹留下的心
病一直困扰着他。每当想放弃时，潘翔在课堂

上的话语便在耳边回响：“战场上冲锋号一响，
枪林弹雨、炮火轰鸣，战士们可曾退缩？他们怕
死吗？”这发人深省的叩问，让李泽航暗下决心
要搬走心中那座大山。他主动找到班长林发
睿，量身定制强训套餐。每当疲惫或动摇时，革
命前辈冲锋的画面、指导员的话语便成为他克
服恐惧的力量源泉。心理障碍逐渐消散，模拟
成绩日益提升。实弹考核那天，李泽航一声响
亮的“到！”后，结痂的虎口紧握熟悉的弹体，蹬
地、转体、送臂——— 手榴弹精准落入靶心。“班
长，我做到了！”他激动地说。
　　“嘟……嘟……嘟，开饭！”时隔30余年，军
营里重新响起嘹亮的军号声。看着年轻的司号
员李勇吹得如此起劲，颇有当年司号员的风
采，一旁的刘炳义眼角湿润了。
　　能得到老队长的认可，李勇开心不已。2021
年，热爱音乐的李勇被中队推荐参加支队司号
员集训。起初他颇有畏难情绪，直到深入了解
老军号的故事，才如同打了强心针。“别人练一
遍，我就练十遍。”为固定嘴型，他将小纸片置
于唇间锻炼唇肌控制力，集训结束时嘴唇已磨
起数个水泡。凭着这股钻研和苦练的劲头，他
从后进变先进，成为战友们学习的榜样。
  “虽未经历战火，但每当号声响起，胸中便
涌起挺身而出、冲锋向前的胆气。”战友们的肯
定让李勇干劲更足，他日常精心擦拭军号，清
清嗓子，用心吹奏每一段旋律。
　　50载光阴飞逝，一茬茬官兵赓续着老军号
的精神血脉。中队建设硕果累累，连续31年被评
为“先进中队”，多次荣立集体三等功，被盛誉为
“江淮第一哨”。

传承老军号的精神血脉

  图为武警合肥支队执勤一大队执勤一中队中队长骆凡（左四）向战友分享老军号的战斗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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