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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燃烧半个多月的美国“坎普”
山火终于在降雨的帮助下被扑灭。若
没有这场及时雨，加州消防部门预计，
山火将烧至明年年初。这场来势汹汹
的山火导致近 90人殒命、200多人失
踪、摧毁近1.4万栋房屋。

很多人不相信，经济和科技如此发
达的美国，为何对一场山火徒叹奈何？

答案可以总结为四个字：姗姗来
迟。姗姗来迟的官员、姗姗来迟的救援
令和姗姗来迟的救援力量。

首先被诟病的就是美国引以为傲
的“契约式”社会模式。在这种模式的
指导下，政府官员面对灾情没有绝对的
救援义务，所以就出现了官员各自出逃
保命的一幕。其次，美国政府低下的办
事效率则是这场山火的“帮凶”。救灾，
尤其是火灾，就是一场同时间赛跑的营
救。由于各部门间的利益斗争，美国政
府想要办成一件事往往要耗时数月。
实际上，“坎普”山火初期火势并不大，
相关部门却因陷入事故责任谁负责、救
援资金谁来出等琐碎问题中，导致错失

了最佳救援时间。另外，西方极力推崇
的个人主义导致民众内部缺少团结。
当灾难来临，民众往往是能跑则跑，让
原本就不给力的政府救灾动员行动雪
上加霜。

灾难是一次考验也是一次检验。
检验什么？检验一个国家应对灾难的
能力，检验部队的战斗力，检验领导干
部的责任心，更检验民族的凝聚力。与
美国截然不同的是，当灾难来临，我国

“军民团结一心，有灾难大家一起上”的
担当精神让我国的应急救援制度优势
得到了充分发挥。从“非典”到“汶川”，
从“九寨沟”到“莫兰蒂”，每一次灾难面
前，中国军民都能迅速汇聚起磅礴的中

国力量。
众志成城的背后，是因为我们党代

表的是人民的利益，一切工作以最广大
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我国的政
府是人民的政府，各级建立救灾机制，
责任具体到人；我们的军队是人民的军
队，始终冲锋在灾害第一线。一旦灾难
来临，我国政府立即启动救灾机制展开
救援；解放军和民兵预备役部队冲锋在
前，不怕牺牲；各级领导干部各司其职，
坚守救灾一线。

自然灾害与人类历史并存，正如疾
病与生命并存一样，不能避免。但只要
全国上下同舟共济、军民齐心协力，任
何困难都能被战胜。

美国“坎普”山火检验出了什么
■石纯民

11月下旬，连续多日的小雨后，
杭州南部山区天气放晴。在这片被群
山环抱的盆地里，矗立着数十根高低
错落的天线杆，这里就是浙江省军区
的无线电通信天线场。

为保证每架天线都能顺畅工作，
某无线电分队三级军士长吕应科十几
年如一日行走在这条长 13公里的巡
检路上，爬线杆钻窨井，战严寒斗酷
暑，不觉苦不叫累。

当尖兵
今年 3月，浙江省军区为新晋选

高级士官的吕应科举行军衔晋升仪
式。那几天，吕应科特别开心，不时照
照镜子看着自己的新军衔，露出两排
雪白的牙齿。每当这时，总有人打趣
道：“队长，你是不是在山里呆傻了，还
嫌苦日子没过够啊？”吕应科笑答：“没
过够，我的脚已经和这片土地粘在一
起了。”

2001年 12月，吕应科参军入伍，
拥有了自己的第一身军装。接到入伍
通知书的那天，得知自己将在风景如
画的杭州当兵时，吕应科内心十分喜
悦。哪知，营区却在一处山沟沟里，数
道逶迤的山丘成了繁华与寂寞的分水
岭，这让他有些沮丧。

然而，当兵的男子汉总有一股不
服输的劲儿，吕应科认定，“即便是蹲
守在山沟里，也要做出一番成绩。山
沟沟里也有大舞台。”使命一旦扎根心
中，便会迸发出无穷力量。吕应科天
没亮就起床背电码，熄灯后打着手电
继续背，不到 6个月就把上万条电码
背得烂熟。结果，比别人晚起步一年
的他，以全优成绩结业，并被报训队评
为“优秀学员”。

2006年，发信台天线升级换代，
连队让吕应科担任分队长。重新架设
的天线杆每段重 200多斤，要靠人工
一根根地搬运安装。而天线杆基座选
址有的在田间、有的在荒地、有的在山
顶，难度可想而知。当时连里新兵多，
作为分队长的吕应科叫上一名老兵，
两人二话不说抬起一根天线杆就往山
顶走。直到洗澡时才有人发现，吕应
科的肩膀磨破了好几块皮，血肉模
糊。有分队长作表率，大家伙的干劲
被激发出来了，从 6人抬一根，到 4人
抬一根，到最后两人抬一根，仅用 20
天，就把天线架了起来。

成专家
吕应科和战友们的日常，就是反

复攀爬20米高的天线杆，查看天线有
没有锈蚀，接头连接是否牢固，然后再
掀开天线杆底座下的窨井盖，钻下去
查看电缆头有没有进水，线路是否存
在异常。战士们有时自嘲：“我们仰望
的高度就是这20米。”但吕应科认为，
能把这20米高的天线杆维护好，就是
一个士兵的神圣使命。

从军17年来，每次有急难险重任
务，吕应科总是挑大梁。2012年，吕
应科所在分队参加全军组网演练时突
遇电台车计算机终端故障，战友们急
出一身汗。紧急关头，吕应科站了出
来，操起起子、钳子、烙铁，对机箱一番
拆解、焊接、调试，顺利连通设备，分队
获得省军区第二名的好成绩。

天天爬天线杆，他是怎么练出这
一身好本领的？

吕应科和战友天天走在巡检路
上，拿出绣花的功夫对待每一个细节，
可即便如此，仍会碰上电波发不出、收
不到的情况。吕应科知道，问题不在
天线上，而在收发信机上。每当这时，
他们都无能为力，只能协调厂家增
援。“要知道，从这山沟里发射出去的
每串电波、每份电报，都是有关调兵遣
将的大事。”吕应科决定对整个无线电
发信系统来一次由表皮到心脏的深度
了解。

机房内，密密麻麻的按钮、纵横
交错的线路、荧光闪烁的指示灯，一
件一物，对他来说都是一道难以跨越
的沟壑。他从自学《电路基础》等专
业书籍起步，宅在机房里，把每一条
线路走向绘成草图；那些淘汰的旧机
器，成为他找出故障原因的试验品，
只见他拆了装、装了拆，对每个板块
进行反复测试，所记录的故障表现、
排除方法成了他应对各种突发故障
的独门宝典。

几年下来，吕应科成了名副其实
的无线电专家。在近些年组织的各类
无线电通信演练保障中，他先后10多
次排除紧急故障。

育新人
爬上场站附近最高的山岭远眺，

各型天线映入眼帘，其中最吸引眼球
的，当数营区后的那架酷似手机信号
塔的天线：它体积最大、功率最强、所
处地势最高、支撑天线塔座最高、巡检
技术难度最大。战士们给了它一个荣
誉称号：“一号天线”。一直以来，这架
天线都由吕应科巡检，只因巡检难度
最大、安全风险最高。

然而，就在 11月初，吕应科突然
宣布：由分队战士轮流担负“一号天
线”巡检任务。作出这个决定的原因，
吕应科没说，但战士们都懂。

前些年，吕应科所在连队有40多
名官兵，去年编制体制调整后，只留下
了吕应科带领的7人分队继续值守机
房和天线场。分队人员减少了，但承担
的作战保障任务并没有减轻。铁打的
营盘，流水的兵。带新人、为部队培养
技术人才，成为吕应科最看重的事情。

为壮大队伍技术实力，吕应科一
个人扛起了电源、发信、线路等几个
专业的教学任务，带领战友钻窨井，
摸清从发信机房到天线场几百条线
路的走向，细致梳理出电源短路、发
信中断、线路故障等20多种常见问题
及排除方法，群策群力攻克技术难
题。仅用一年时间，吕应科就带出了
3名“技术通”。

服役17年，吕应科荣立两次二等
功、两次三等功，获得“全军通信与指
控系统综合组网演练先进个人”“全军
优秀士官人才一等奖”等多项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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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 6月 2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
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颁布新修
订的《军事设施保护法》，并于当年8月1
日起施行。

党的十八大后，国防和军队建设以全
新姿态高歌猛进，多部国防法规亟须制定
和修改，而新修订的《军事设施保护法》成
为习主席签署颁布的第一部国防法规，可
见军事设施保护工作之重要和迫切。

“能打仗、打胜仗”，军事设施保护
要跟上。目前，全国各级都建立了军事
设施保护委员会，军地各有关部门齐抓
共管、密切协作，推进军事设施保护由
靠行政手段向依法维护转变，由传统陆
域向海域、空域、电磁领域拓展，呈现多
维立体新态势。

划出红线

如果说，长城，是中国古代的国防
工程，那么今天，在神州大地上星罗棋
布的军事设施，无论是军用海港、机场，
还是每根细长的国防光缆，都是不得损
坏和侵占的新“长城”。

改革开放后，各类经济快速发展，
在创造大量社会财富的同时也出现了

“抢地盘”“占空间”等影响军事设施安
全和效能的事件。

——某旅游公司在军事基地安全控
制范围内违规建设高层涉外酒店，严重威
胁基地保密安全，国家被迫耗资回购拆除。

——某地战备阵地的地下坑道和
指挥所，被当地村民当作牛棚羊圈使
用，坑道设施被损坏。

——某部组织作战演练时，一家建
筑公司因抢工期不慎挖断军用光缆，造
成指挥通信中断数小时。

“必须以法律为笔，给军事设施划
出一道不可逾越的红线！”1980年，数位
全国人大代表提出立法保护军事设施
的议案。此后，每年全国人大会议都有
代表呼吁制定军事设施保护法，提交议
案的代表先后有98位。

1982年 2月，军事设施保护法开始
起草，历经 8年，易稿 23次，终于在 1990
年颁布施行。这部法律对“军事禁区、
军事管理区，军事禁区外围安全控制范
围、作战工程保护范围”进行了界定。
随后，国家有关部门依法指导各地政府
和驻军部队开展“两区两范围”的划定
工作，正式以法律的名义护我“长城”。

拓展领域

法律需要与时代同行。以前，我国
的军事设施保护重点在陆域；改革开放

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日新月异，海域、
空域、电磁领域军事设施受到侵占问题
日益凸显。

在海军某军港，当地渔民在军舰出
港航道上违规布设海上养殖网箱；在空
军某机场，一边是战斗机在进行紧张训
练，另一边有人在放飞小型民用无人
机，严重威胁战斗机的飞行安全；在某
军种部队，驻地推销商品的“黑广播”串
频道干扰部队战备值班电台，严重影响
战备值班秩序……

针对新出现的一系列实际问题，
2001年，国家颁布《军事设施保护法实
施办法》，有关部门和各地结合实际，制
定行业性、地方性配套法规；2009年，国
务院、中央军委下发《关于加强军事设
施保护工作的意见》，各地又制定相应
的措施办法，进一步加强新形势下军事
设施保护工作。

2014年8月，国家颁布新修订的《军
事设施保护法》，着眼新形势下出现的重
要军事设施安全保密环境、军用机场净空
环境、军用无线电台电磁环境等方面的突
出问题，充实保护内容、明确保护规定。
各地结合实际修订配套法规，形成了从国
家法律到地方性法规、从部门指导文件到
具体措施办法衔接配套的法规体系。

依据新法规，各地各部门严厉打击违
反《军事设施保护法》的犯罪行为，司法部门
审理了数十起案件，有力遏制了不法行为。

依法前置

新修订的《军事设施保护法》明确规
定，地方政府编制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乡规划和海
洋功能区规划，安排可能影响军事设施
保护的建设项目，应当兼顾军事设施保
护需要，并征求有关军事机关意见。

此举，将军事设施保护摆上前置位
置。近年来，北京市在建设通州城市副
中心、首都新机场、京张高铁等重大项
目时，都及时征求军事机关意见，且为
避让军事设施调整10余个具体项目。

像北京一样，各地纷纷通过“依法
前置”加大军事设施保护力度。山西省
建立公路、输电线路等大项工程建设事
前报告制度，督促国土、住建、测绘、交
通等部门及时向军事机关征求意见，并
实行军事机关“一票否决”制度。

山东省蓬莱市在旅游和运输繁忙
的航线上划出专门航道，保障军用舰船
航行安全；在蓬莱至栖霞高速公路项目
建设中，事先邀请蓬莱市人武部进行现
地勘察，使整个项目完全避开军事设施
和国防工程。

内蒙古赤峰市根据军事设施保护
任务较重的实际，在各乡镇建立军事设
施管护队伍，定期进行巡查，前移保护
关口；建立损坏国防工事和军事设施

“黑名单”制度，加大处置和惩戒力度。
新时代，我国经济社会以更快更大

的步伐前行。2017年，国家推出军营开
放的举措。一年来，已有 600多座军营
举办“军营开放日”活动，数百万群众步
入军营参观学习。此举是加强全民国
防教育的必然选择，同时也对军事设施
保护工作提出新挑战。如何处理好这
一矛盾，军地有关部门又踏上了探索的
新征程。

改革开放 40年，军事设施保护工作走过了“凭觉悟靠感情”、
借助行政手段、依法维护3个阶段—

以法律的名义护我“长城”
■本报记者 贾 勇 特约记者 胡志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