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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调查

工作千头万绪，为啥还要管这样
“鸡毛蒜皮”的小事？

前不久，北部战区军事法院审判员
逄竹林受领给某部提供法律援助的任
务。当时，他颇有些不理解：大项任务
这么多，大家都忙得脚打后脑勺，这时
候院长却交给他们一件“琐事”——帮
助某基层部队协调出行难题。

某特战旅门前的战备路上新修建了
一个涵洞。原本大家没在意，可没承
想，涵洞修完架起了限高杆。

这一限高，让该旅官兵犯了难。该
旅特种车辆的高度，仅仅比限高就高出
那么一点。战备拉动时，该旅官兵只能
给轮胎放气，过了涵洞再给轮胎充满
气。这么一来，不仅折腾还浪费时间。

后来，官兵干脆选择绕道而行。
平时绕道、放气通过可以，可如果

一旦有紧急任务该咋办？面对这种进出
不便的情况，该旅领导心中着急：不解
决这个问题，影响部队战备训练；可要
解决这样的问题，该找哪个部门？依据
什么来协调？

一根限高杆，撞出一个“空白点”。两

难之际，该旅领导抱着试一试的态度，找
到北部战区军事法院。当时，不少人担
心：军事法院主要受理涉军维权的大案
件，咱们这样一根限高杆的“小事”，有人
会管吗？

没想到，北部战区军事法院接下了
这个“案子”。对此，法院领导有自己的看
法：关乎部队战斗力建设的事，再小也是

大事！战区军事法院是为战斗力服务的，
只要跟战斗力有关的法律纠纷都该管！

该旅官兵并不知道，接到部队的求
助电话后，北部战区军事法院内部也有过
争论。有人认为：军事法院任务本来就
重，这样的军地纠纷不好界定，要管得耗
费大量精力，还容易出力不讨好。

对此，法院领导态度鲜明：军地接

触的过程中难免有磕磕碰碰，保障军事
行动的法律支撑和法律援助必不可少。
部队遇到这样的纠纷越多，说明战斗力
建设越需要。新时期军事法院不能沿用
老思维，必须站在服务主战的高度，主
动拓展法律服务范围。

让军事法院工作人员没想到的是，
当地方法院得知部队遇到的这一情况

后，马上跟他们一起寻找文件依据。获
悉涵洞管理归属当地水务部门，军地法
院第一时间起草维权函，依据《国防
法》《军事设施保护法》《国防交通条
例》等法律规定，军地双方和军地法院
共同召开联席会。

听到权威解读后，地方水务部门当
即表态：部队战备训练关系国家安全，
我们决不能“拖后腿”！随即，当地水
务部门将限高高度抬高至保证部队通
行，这样既不违反地方限高规定，又不
影响部队正常出行。
“战斗力建设亟需的，就是我们该

干的！”北部战区军事法院领导告诉记
者，他们还协调地方法院搭建起协调机
制，在部队驻地集中的县市设立“涉军
法律服务中心”，对遇到问题如何处
理、矛盾纠纷谁来受理、军地关系怎样
维护等进行了规范，有效避免了类似问
题再次发生。

一根限高杆，撞出一个“空白点”
■本报记者 刘建伟 通讯员 刘 磊

啃“硬骨头”，解决了

一桩10多年悬而未决的

棘手案件

成立伊始，北部战区军事法院不仅
化解了“涵洞限高”的纠纷，更啃下了一
块“硬骨头”——解决了一桩 10多年悬
而未决的棘手案件，不仅收回了部队训
练场，还让驻地群众有了新家。

原来，某训练基地周围有群众长年
占用军用土地种植农作物，致使大量训
练场地被蚕食。随着军事训练任务不断
增加，训练场地捉襟见肘的问题日益突
出。部队多次协商都没有结果，打官司
驻地群众败诉后也拒不执行。慢慢地，
这事变成了历史遗留问题。

北部战区军事法院领导告诉记者，
战区成立伊始，各项工作千头万绪，之所
以要啃这块最难啃的“硬骨头”，是因为
这桩案件多年来牵扯了部队大量精力，
部队战斗力提升容不得半刻停歇，必须
马不停蹄解决。
“军事法院不仅是行使军事审判权

的司法机关，更是服务打仗的保障单
位，必须努力提高对部队战斗力建设的
贡献率。”他们立即联合地方法院开启
协调机制，运用法律手段收回了部队训
练用地。与此同时，他们还协调地方政
府为群众解决了一块土地安家，既避免
了军用土地流失，又保障了群众的正常
生活。

首战告捷，大家兴奋之余，更多的是
深思：从军区军事法院到战区军事法院，
虽然只有一字之差，却有着大不同。保
障打赢是战区军事法院唯一的责任！带
着这样的认识去衡量使命，他们在工作
中很快有了新标准。

战区成立不久，他们就接到地方法
院发来的协助执行 100余件涉军积案的
文件。对此，很多官兵不理解，觉得军事
法院是咱自己人，胳膊肘为啥要往外拐，
帮着外人从部队“兜里”掏钱？
“解决涉军积案看似是部队利益受

损，可从长远看，是为部队心无旁骛练
兵备战卸包袱！”北部战区军事法院态
度鲜明，他们不仅积极协调，还派出精
锐力量，使 105起积案得到圆满解决，为
部队减少大量经济损失，既节省了部队

的赔偿成本，更让部队腾出更多精力专
心训练。

用保障打赢这个唯一责任来考量，
什么工作该干就一目了然了。去年，友
邻某战区一次转来 12起正在北部战区
参演的官兵家庭涉法案件。虽然不是
“自己家”的事，可他们感到，保证官兵安
心演习，是部队共同的责任。他们立即
联系地方法院开启重大军事行动应急保
障机制，第一时间为官兵解决涉法问题。

家门连着营门，军属

牵动军心

“都说法律是准绳、组织是靠山，可
女婿千里移防，我找谁做依靠……”

看着女婿从白山黑水千里移防到齐
鲁大地，自己又官司缠身无法解决，某合
成旅干部小王的岳父躺在病床上，含泪
向北部战区军事法院所属哈尔滨军事法
院网上平台发送了这样一则求助消息。

原来，小王岳父在哈尔滨承包办公
楼建设工程，施工结束后被拖欠工程
款。由于资金周转不开，工人经常到家
里要债。就在这时，女婿小王接到移防
通知。更糟心的是，小王岳父又被告知
建设用地存在权属问题，楼房将被拆除，
于是急火攻心住进了医院。

家门连着营门，军属牵动军心。北
部战区军事法院对多个移防部队调查发
现：不少移防官兵家庭存在涉法维权问
题，官兵难免为此分心走神。
“前方将士全力支持改革强军，我们

有责任为他们解决‘后院’问题，这既是
为改革减负，更是为打赢助力！”北部战
区军事法院达成共识：不仅要保障好刚
转隶走官兵的遗留问题，更要对新转隶
来官兵的涉法问题进行对接登记，确保
每名移防官兵心里的石头都能落地。

翻阅《哈尔滨军事法院维护军人军
属维权实施细则》，一条暖心政策引起了
记者注意：跟转隶部队对接畅通“需求渠
道”，跟地方法院对接开通“绿色通道”，
与 176 个基层法院签订《军地法院涉军
维权工作协议书》……

有了这些暖心政策，小王岳父的求
助信息发出后不久，军地法院就开启“两
对接、一协作”模式，哈尔滨军事法院直
接与涉案的地方法院进行沟通，从立案
管辖、纠纷调处、判决执行等方面进行全
方位协作，很快就将困扰小王一家的问
题顺利解决了。

得知岳父拿到工程尾款，远在千里
之外的小王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专门
给军地法院打电话道谢：“岳父的事解决
了，我也不再想转业的事，可以把全部心
思扑在工作上了！”

北部战区军事法院院长王成刚长
期从事军队法律工作，他对此感触很
深：随着改革深入推进，军事法院与基
层部队从上下级关系变为无直接隶属
关系，从行政管辖变为司法管辖，从管
理职能转向服务职能。如何既让涉军
维权程序大幅简化，又使军人军属合法
权益得到有效保护，这既关系到改革能
否顺利进行，也决定部队战斗力能否有
效提升。

经过深入探索，北部战区军事法院
与五省（区）高院联合出台《加强涉军维

权协作、服务国防和军队改革的意见》，
通过整合军地司法资源，全力维护军
人合法权益，使涉军维权走上了快车
道。

军人遇到涉法问题，

往往“想说解决不容易”

“王院长，这桩军人军属涉法案件给
官兵带来很大伤害，请您给予特别关注，
望按照‘四个优先’原则协调处理……”

驻地某法院王院长收到文件快速浏
览后，立即在文件上批注：按照“快速优
先办理”原则处理。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记者无法想象
一桩军人军属涉法案件，军地法院不到
半天就将工作协调完毕，快捷高效的工
作方式令人印象深刻。
“官兵后方的家务事，连着前方训练

场。”北部战区军事法院领导告诉记者，
军人特定的工作属性，决定了他们没有

大块的时间和精力，遇到涉法问题往往
是“想说解决不容易”，我们不能让他们
流血流汗又为家里的事流泪。

在军地法院的共同帮助下，因家属
在地方医疗单位就医产生纠纷的某部
士官小张来到地方法院“涉军维权案件
窗口”。他发现，从申请立案到法律咨
询均由专人优先办理。更让他没想到
的是，各个审判环节均填写专门的“涉
军案件审判流程管理表”，在卷宗封面
加盖“涉军案件专用章”。看到自己的
案件这么受重视，小张感慨不已：“地方
法院服务部队这么周到具体，我们再苦
再累也值得！”

在北部战区军事法院看来，要想
真正做到涉军维权为兵、涉军维权便
兵，就必须跟上时代发展步伐，使涉军
维权工作嵌入地方法院的“大数据”平
台。

参与“大数据”平台开发的工作人
员指着电脑屏幕向记者介绍，从审判流
程系统标注“涉军”字样到重大涉军案
件预警，再到案件办理进度查询追踪等
方面信息一目了然，还包含涉军案件主
体、军队单位、军人类别等 5大项链接内
容，为涉军维权工作提供了信息支撑和
数据辅助。

服务官兵步入快车道，更要拓展服
务对象。北部战区军事法院统计发现，
近年来，他们收到为军人旁系亲属解决
涉法问题的请求成倍增加。以前，涉军
维权服务对象仅限于军人的父母、配偶
和子女等直系亲属，但在维权实际工作
中他们发现，旁系亲属的维权案件同样
会让官兵分心。

将士奋战在前方，牵挂多半在家
乡。军地法院经过 60余次实地调研，最
终出台《北部战区五省（区）军地法院协
作处理涉军案件、维护国防利益和军人
军属合法权益工作细则》，将法律援助对
象范围进一步拓展，从过去“军人的配
偶、子女、父母及与军人有法定抚养关系
的亲属”，扩大到“军人的岳父母、公婆、
兄弟姐妹”。

据北部战区军事法院不完全统计，
这样一来，涉军维权服务对象一下增加
了好几倍。面对骤增的工作量，他们说：
“为了不让官兵为亲属的麻烦事分心，加
再多的班也心甘情愿。”

服务官兵是永恒的课题。这样一组
数字，让北部战区军人家庭感到格外温
暖：北部战区军事法院成立两年来，累计
受理涉军案件 576 件次，提供咨询服务
1000多人次，为军人军属挽回经济损失
4650余万元，受到了部队军人军属和社
会各界广泛赞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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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军维权：“法律援助”在行动
—对北部战区军事法院助力练兵备战探索法律服务新模式的调查与思考

■本报记者 刘建伟 通讯员 刘 磊

这是一个并不深奥的道理：强军必

先安军！军队要强，首先军心先要安，

不能让官兵有后顾之忧，不能让部队有

分心之处。军人为祖国的国防事业贡

献了自己的青春和力量，最让他们牵挂

的就是自己和家人的合法权益是否能

够得到保障。如果说，打赢信息化战争

是我军建设的一个历史性课题，那么，

法律集组织管理、激励保护、规范约束、

威慑处罚等功能于一体，就是提高打赢

能力的另一种重要武器。

纵观历史，我军军事法院伴随着中

国工农红军的诞生而产生，有着悠久的

历史和光荣的传统。无论是在硝烟弥

漫的战争年代，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的

和平时期，军事法院充分发挥职能作

用，为巩固、提高部队战斗力作出了重

要贡献。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把

依法治军上升为党的意志，纳入法治中

国建设总体布局，从此，人民军队法治

建设按下“快进键”，进入“快车道”。

在国防和军队改革中，政治建军、

改革强军、科技兴军、依法治军深入推

进，对军法工作提出新的更高要求，战

区等各级军事法院应运而生。新形势

下，战区主战新使命对维权服务提出更

高要求，部队编制体制调整新变化使原

有涉军维权机制需随势而变……在工

作千头万绪、任务更加繁重的情况下，

各级军事法院如何围绕中心、服务大局

开展工作？

剖析北部战区军事法院涉军维权

新模式可以发现，无论是解决历史遗留

难题，卸下制约战斗力提升的包袱；还

是军地法院联手解决移防官兵涉法难

题，为改革助力减负；或是开通军人军

属涉法维权绿色通道，解除前方战士后

顾之忧……工作虽然繁多，但一条主线

始终清晰贯穿其中，那就是——聚焦战

斗力、服务打胜仗，为官兵心无旁骛练

兵备战创造有利环境。

“不怕流血流汗，就怕权益受侵犯；

不怕从军思双亲，就怕家人遇纠纷。”涉

军维权工作，牵涉到军地两边，关系到

军心军力。军人生活在集体当中，处理

好一件涉法涉诉案件，可以让他们既感

觉到组织的关怀，又能够增加他们身为

军人的荣誉感和使命感，从而更好地为

国防和军队建设作贡献。可以说，“解

决一件事，就能安稳一群人。”

因此，站在新时代的潮头，每一名

军事法院人都应该告诉自己：服务大局

方能有所作为。军事法院作为打赢链

条上的一颗“螺丝钉”，为提升军事行动

能力、保障军事斗争准备、增强练兵备

战实效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要把

做好涉军维权工作，作为保障军队能打

仗、打胜仗的重大政治任务来对待；要

把依法维护好国防利益和军人军属合

法权益，作为给“最可爱的人”排忧解难

的光荣事业来做好。

只有真正以战斗力标准和官兵需

求来引领，军事法院工作才能真正聚焦

中心、干到点儿上。因为，在迈向世界

一流军队的征程上，军队的每一个职能

部门都是一个关键节点，只有每一颗

“螺丝钉”都各显其能，把一切工作向打

赢聚焦，才能确保环环相扣的打赢链条

关键时刻不“掉链子”。

官兵后方家务事，连着前方训练场
■刘建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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