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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局大了，平台才会广阔；高度有

了，空间才会拓展。

战略投送能力是国家战略能力的

重要内容，世界各军事强国普遍认为，

国家利益拓展到哪里，战略投送的臂膀

就要延伸到哪里。近年来，美军对战略

投送力量进行信息化改造，使其战略机

动性和远程投送能力显著增强，实现了

“投送即控制”的战略目标。俄罗斯把

加大战略投送力量建设作为重振大国

地位的重要举措，在其新版《军事学说》

中，把战略投送力量建设摆在了更加突

出的位置。经验表明，战略视野是国家

经济和科技实力转化为战略投送能力

的必要前提。否则即使再有实力，也难

以发展战略投送力量。

我国涉及领土领海争端的地域，都

是远离国家纵深的边疆区域，自然环境

复杂，物质保障条件差。要捍卫国家主

权领土完整，保障国家的正当利益不受

侵犯，有效应对多种安全威胁，必须具

备战略视野，构建在陆地、海疆、空域等

远程战略投送能力。

建设和保持一支强大的战略投送力

量，需要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的军队能够独自承

担，将军事功能寓于平时建设之中，是世

界各国的必然选择。让军事交通融入国

家交通的“大脉管”，让“经济流”和“战斗

力”协调发展，必须胸怀全局，走好军民

融合之路。在我军编制内的战略投送力

量比较薄弱的情况下，应对突发事件，应

通过对国家和社会既有战略运输力量进

行紧急动员，形成“骨干在部队、主体在

民间”的保障模式，使高新装备能够尽快

转化为服务于战略投送的重要力量。

事发突然、投送准备仓促，是遂行

应战应急任务的显著特征。近年来，四

川汶川和青海玉树地震、甘肃舟曲泥石

流等重大自然灾害，往往是在人们毫无

准备和几乎没有任何预兆的情况下发

生的，需要国家快速动员、军队迅速反

应。由于存在动员征用时效性难把握、

大型特种装备装运器材难匹配等困难，

一方面，军队必须加强远程投送能力建

设，形成陆、海、空联合立体的投送网

络，做到“兵马未动，军交运输先行”。

另一方面，战略投送力量是形成战略投

送能力的主体，民用运输力量又是战略

投送力量的主要依托，新形势下的运输

投送工作要学会运用民用运输力量、善

于借力，唯有如此，才能担负起先遣队、

突击队、攻坚队的重任。

目前，我军远程投送力量比较薄

弱，特别是海空运输力量相对较弱，军

队要走出去、走得快、走得远，就应以海

空投送为重点，以陆上投送为基础，建

设一支平时应急、战时应战的战略投送

力量，为我军履行新使命提供强大的战

略投送支撑。

运输投送应有战略视野
■刘向东

盛夏时节，一场战区部队远程机动
军交运输保障行动在桂林联勤保障中
心管辖区域内展开。从 6月 1日至 6月
12日，桂林联勤保障中心运输投送处
指挥某汽车营，安全、高效地完成了空
军某部第一阶段的油料运输任务。

该中心运输投送处处长王文生告
诉笔者，第一阶段，汽车营共往返 17
趟，均安全无事故，这都得益于军地联
合一体的运输投送保障机制。

4月，该中心接到了南部战区空军
某部的油料运输保障任务后，马上与部
队召开油料运输协调会，对接保障需
求，研究方法措施。在对任务量、运输
力量等进行调研后，该中心决定借助地
方力量完成任务。
“油料运输专业性强，难度大，对运

油装备要求高。此前，我们已经把军队
油料保障力量建设融入地方经济社会
发展的总体规划，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完
善油料投送机制，先后与中国石油、中
国航空油料等公司签订地面油料、航空
油料及消防安全等联合保障协议，借助
国有企业服务网点覆盖面广等优势，促
进部队保障力的提升。”王文生说：“在
完成此次运输投送任务中，军地联合油
料投送机制发挥了较强的作用，不仅如
此，我们还积极协调云南省交通战备办

公室，在高速公路收费站开辟了油料运
输专道；与沿途地级城市的医院建立了
应急联动机制，确保一旦出现紧急情况
能够及时救治。”

笔者在运输保障方案中看到，运输
车队分为车辆技术保障组、警戒勤务
组、安全监管组等 5个组。结合油料运
输任务属危险品运输的实际，中心运输
投送处按照军用危险品及重大任务军
事运输安全管理要求，依托地方专业维
修机构，对执勤车辆进行维护保养，逐
台车辆建立技术档案，并为每台车配备
了对讲机、三角木和交通警示牌。中心
运输投送处还与某重汽修理厂签订协
议，由该公司派出 1台保障车和 1名修
理工，全程实施伴随保障。

针对沿途路窄、弯多、坡长、车流大
的情况，运输投送处对沿途路况进行深
入分析，对安全风险进行科学评估。此
外，他们严密组织驾驶员复训和油料运
输上岗资格考核认证，确保每名执勤驾
驶员经验丰富、技术过硬。

运输途中，他们还联合云南省交通
战备办公室在复杂路段安排人员进行交
通调整，协调沿途高速路服务区开辟单
独的休息间，并在驾驶员休息调整期间，
讲评运行情况，强调注意事项，组织技术
检查，确保时时、处处、人人讲安全。

油料运输有了“绿色通道”
■本报特约通讯员 黄 翊

新造民船贯彻国防要求后，军代
处该如何做好“民参军”的下篇文章？
近日，无锡联勤保障中心某航务军代
处主动与船运公司对接，在新下潜船
上组建国防专业保障队伍，拟订直升
机中继保障等训练课目，编写国防功
能使用指南。

在该中心运输投送处，记者了解
到，这艘 5万吨级的钢质三岛式半潜运
输船在今年 4月下水，是承担海上钻井
平台、起重机械、预制桥梁等超大型设
备运输的特种海运船。该船总长 200
多米，载货面积足有 2个足球场大小，
可运输万吨轮船，而且能和潜艇一样下
沉上浮，适航性能好，可在远海航区航
行。贯彻国防要求后，利用半潜船的自
航性、载重量和装载面积，军队可实现
战损舰船海上应急抢修和后送、万吨级
舰船靠泊中转倒运、直升机海上中继保
障等多种功能，标志着战损舰船有了专
属的海上应急抢修平台。

“半潜船功能多，堪称海上战略投
送的‘利器’。”该中心航务军代处技术
动员处副处长黄浩告诉记者，民用半潜
船曾多次参加后勤支援保障演练，实施
海上机动战略支援保障。如今，半潜船
贯彻国防要求后，可与登陆艇、民用运
输船一起构建海上过驳卸载平台，保障
民船载运重装备海上无码头过驳卸
载。此外，还可配置构建海上机动港口
所需的机动卸载平台、拼装式码头、栈
桥单元、登陆艇、气垫船、机械化站台车
等要素，构建海岸机动综合卸载系统，
有效解决海上机动港装备设施跨海、卸
载作业线构成等难题。

据悉，为进一步挖掘半潜船的国防
动员潜力，该航务军代处将结合半潜船
的大小吨位、营运区域、性能等特点进
行任务区分，制订动员预案，将半潜船
列入战略投送支援船队，按实案组织训
练，确保随时拉得出、上得去、保得好，
全面提升海上支援保障实力。

战损舰船有了海上抢修平台
■本报记者 赖瑜鸿

6月 13日，陆军某部在甘肃

省新华庄车站组织装载，驻兰州

铁路局军代处的军代表与铁路

员工一起检查装备捆绑加固情

况，确保安全。

新华庄车站是四等中间站，原

本不办理客、货运业务。2016

年，驻兰州铁路局军代处协调铁

路局在该站建成了军事专用货

场，部队物资铁路运输、装卸实现

“门到门”。

苏振军摄

6月上旬，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航
务军代处与中远海运客运有限公司共
同制定的《水路军事运输管理规定（试
行）》（以下简称《规定》）正式下发实施。

这份管理《规定》对军地共同执行
水路军事运输任务时的流程进行了系
统梳理，对各项职责责任进行了明确，
对时间、标准、人员、装备等提出了具体
要求，让军地联合运输能够按章办事、
有据可依。

据了解，这个航务军代处与中远
海运公司已经合作了 20余年，多次共

同保障完成大型水路军事运输投送任
务。随着单位转隶联勤保障部队，原
有的运输任务和合作制度有些不太适
应新形势新任务，为此，该军代处以
《国防交通法》为依据，结合长久以来
的合作保障经验，与企业共同制定了
《规定》。

该军代处领导介绍，依照《规定》实
施保障，将会更加优质高效，最主要的
是解决了超宽超限装备的海上运输投
送能力，为遂行跨区海上运输投送保障
任务提供了依据。

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航务军代处

与企业共同制定军运细则
■潘 诚 王正旭

“军港的夜啊静悄悄，海浪把战舰
轻轻地摇……”
《军港之夜》描绘的是战舰靠泊军

港的画面，军民深度融合让《军港之夜》
有了新篇，一个“万吨巨轮入列，军民融
合靠泊”的新联勤故事已经展开。

前不久，海军一艘万吨级某大型舰
船入列，战区内暂无专用军用码头满足
靠泊保障需求。怎么办？
“军地联合组织勘察，用民用码头

保障新舰船靠泊装卸载！”无锡联勤保
障中心某航务军代处的建议，得到了海
军认可。

该军代处迅速开启军民融合保障
“雷达”，一路勘察海岸线的港点泊位
和码头，逐个进行现场筛选、测算研
究……最终拍板：利用某民用码头保
障该舰船靠泊装卸载。
“民用码头关键时刻能用上，是因

为预先贯彻了国防要求，配备了与大型
舰船对接的趸船，并事先预留了接口，
加上军地协同一体，反应快、动员快、对
接快，为新型舰船实靠实装演练铺平了

道路。”无锡联勤保障中心某航务军代
处主任杨茂铎告诉记者：“这么短时间
内实现民用转军用，体现了军民融合联
勤保障的‘加速度’，更凸显了军地一体
的‘融合度’。”

我国民用船舶数量庞大、种类齐
全，将民船运输力量转化为战备资源，
将大大提高我军海上战略投送能力。
《国防交通法》明确规定，国家依托大中
型运输企业组建战略投送支援力量。
早在《国防交通法》颁布之前，无锡联勤
保障中心某航务军代处就与福建省港
航局联合组建了全军首支航道专业技
术保障大队，配备多波速扫测系统、图
像声呐系统等专业设备，可对海洋航道
勘察维护、水下障碍物探测，也可用于
搜寻遇险船舶与人员。
“他们平时负责全省港航各项技术

勘测工作，战时则迅速转化为一支集操
船、引航、水下探测等多专业于一体的
战略投送航海保障队伍。”作为这支队
伍的指挥长，福建省港航局局长张子闽
介绍说：“按照人装配备、整组点验、动
员预案、检验演练的模式，我们还建立
了实时勘察专业队伍和海洋水文资料
数据中心，大队所属船舶，在航速、海上
油料补给、预留军事通信接口等各项战
技术指标上均达到军事要求，初步具备
海上投送支援保障能力。”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但是新时期

的‘先行官’还要当好‘融合官’。”无锡

联勤保障中心领导告诉记者：“一方面，
联勤保障体制改革，军交运输部门更名
为运输投送部门，最大的变化在‘投’：
过去侧重于人员物资运输和车船勤务
保障，重在‘运’，保障日常运输味道较
浓；如今，投送成为核心任务，更侧重兵
力远程机动，这些都需要强有力的运输
投送保障作支撑。另一方面，地方交通
运输事业飞速发展，科技实力日渐雄
厚，联勤指挥员必须要学会借力、善于
借力，这也是衡量他们军民融合能力的
重要指标之一。”

正因如此，该航务军代处注重在
推进深度融合上下功夫，让运输投送
接轨地方大交通体制，依托“大交通”
铸就“大军交”。

建立军地融合运行机制。依托港
口、海事、航运等有关保障单位，他们构
建了一体化保障机制，运输投送组织指
挥更加顺畅。该军代处分驻华东港航、
交通、民航系统。近年来，他们根据华
东地区基础工程建设与信息化建设迅
猛发展的实际，从建立平战转换机制抓
起，建立“骨干在军、主体在民、无缝衔
接、制度保障”的军地一体化融合运行
机制。借助制度优势，该航务军代处吸
纳50多位地方政府及企业领导兼职，所
属各军代处在政府交通、大型港航企业
等部门挂牌，实行合署办公、一体联动，
将航务军交建设纳入交通建设体系
中。他们依托军地力量组建起十几个

应急保障单元，定期与港航、民航系统
组织对接演练，检验运输投送各节点运
行程序，确保一有任务能迅即反应，高
效保障。

基础设施建设同步发展。他们抓
住地方交通设施建设发展契机，建立军
代处列席重大工程论证会制度，在重点
码头、进出港口道路、机场跑道等建设
中，就贯彻军事需求提出意见建议。在
优化港口规划布局论证会上，他们根据
部队快速装载需求，新建了一批吊滚装
一体化的多用途码头；针对平战时航空
应急投送需求，将军事要求贯彻到机场
改扩建项目之中，基本满足了我军各类
机型全重起降的要求。

军地联手攻关保障难题。基于部
队装备发展快的实际，该军代处充分运
用地方人才科研资源，军地联手展开军
交保障重难点问题攻关，先后取得一批
研究成果。《新造民船贯彻国防要求技
术标准》6个分册被批准为国家军用标
准，填补了相关领域的空白，成为我国
战略运输投送能力新的增长点。研发
的“海上输送过驳系统”“集装箱船
改装及标准化设计”等 10余项成果获
国家和军队科技进步奖，为构建战略投
送立体通道提供了科技支撑。

前不久，他们接到海军某部远程投
运计划后，运用军地联合研制的网兜
式吊具，对相关装备实施快递“打包”
装载，保证了任务的圆满完成。

某航务军代处借助地方交通资源优势提升运输投送保障能力

唱一曲新版“军港之夜”
■李 宏 严佳议 本报记者 孙兴维

近日，郑州联勤保障中心某汽车团重装备运输营利用复杂天候组织装

备快速装载、远程机动投送等实战化课目训练，提高部队远程机动能力。

冯 佳摄

烈日下，

重装备快速装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