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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治 进 行 时

武警天津总队机动支队特战大队严格按照新大纲要求，紧贴任务补短板，复杂环境练协同，提高特战队

员的应急处突能力。图为官兵在小队战术训练中交替掩护穿插前进。 刘春辉摄

审判大厅，一派庄严肃穆。
“现在开庭！”公诉人宣读完起诉

书，两名被告人低着头被带入法庭，
一场关于买卖出售增值税发票的审判
首次开庭。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
庭内，早已座无虚席，旁听人员是来
自空军部队各个战线的法律骨干。

阳春三月，古都西安，新体制下
空军首次法律服务工作研讨会暨法律
骨干集训，在空军工程大学举行。4天
时间里，既有会议发言交流、又有分
组讨论交锋，既有专题辅导授课、又
有校外现地观摩，学员们在理论与实
践、课堂与战场、军内与军外的联系
贯通中，接受了一次全面充电锻炼。
“分了 1000 多元，结果得判几年，

法纪观念淡薄造成千古恨”“身边官兵
如果有类似虚开发票的现象，作为部队
一线法律骨干，一定要及时监督提
醒”……观摩庭审返回途中，各战区空
军的法律骨干你一言我一语畅谈起
来。显然，这场唇枪舌剑的现身说法和
庭审教学，给大家带来不小震撼。
“新时代法律服务工作是什么”

“服务练兵备战做什么”“破解疑难涉
法问题怎么做”……学员们带着一个

个问号参训，集训内容让大家感到很
解渴。

透过集训活动的“小窗口”，学员
们看到了法律服务的“大舞台”。
“练兵备战越深入、法理斗争就越

紧迫，只有把法律服务做在前头、才
能攥紧战斗力的‘拳头’。”东部战区
空军某基地律师黄鹤宇感触颇深。

这些年，围绕远洋远海巡航法理斗
争问题，黄鹤宇作了大量调查研究，先
后搜集梳理了当前飞行员十分关注的
空域划设和管控、备降国境外机场、面
对敏感区域挑衅等 6类法理问题，在国
防大学军队司法工作系主任王海平关
于国际法问题辅导授课中，从胡世洪教
授对战争法的深入阐释中，他头脑中的
“问号”被一一拉直。

课前一夜，空军某试训基地保卫
干事高健还在恶补互联网法律知识，
网上赌博、网络借贷、网络诈骗等各
种问题案例，让刚刚从事法律工作的
他“头晕目眩”。在中国政法大学互联
网金融法律研究院院长李爱君教授的
授课中，从“虚拟货币”“公民信息”
到“网络安全”，高健深感“涉法问题
无处不在，当好部队法律服务一兵，

自己差距很大”。
“跨区协作好办事。”对集训安排

的《加强新时代空军法律服务工作措
施》征求意见，空降兵某部律师王涛
深有感触。近年来，该部演训任务日
益加重，有时因为训练影响地方群众
的利益，容易出现涉法纠纷。部队异
地驻训“人生地不熟”，王涛常常有苦
难言。《措施》明确依托战区空军建立
跨区涉法维权协作机制，明确维权协
作服务对象、责任分工、协调方式，
为他解了难。

利用集训契机，王涛与军队专业
院校、地方权威专家和机构“零距
离”接触，建立了沟通联系的“连心
桥”，扩大了法律服务的“朋友圈”，
感到收获颇丰。

集训中，强化法理斗争教育、健
全涉外军事任务法律保障机制、规范
购买社会法律服务办法等 60余条意见
建议被整理成册。带着沉甸甸的收
获，很多同志表示，过去认为法律服
务就是“办案子”，现在感到是个“大
摊子”、在部队建设中“有位子”，立
足岗位干事业的心气更足了、劲头更
大了。

当好部队法律服务一兵
——空军首次法律服务工作研讨集训侧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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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军区某团上等兵小李有段时间
心情郁闷，工作状态下滑。不久前的一天
午夜，正在哨位执勤的小李发现有干部前
来检查哨位，慌张之下把口令忘得一干二
净，面对查哨干部的问询只能认错。

很快，机关将问题通报到了连队。
小李为给连队荣誉抹了黑感到内疚，他
暗下决心：这样的问题以后再不能发生。

过了一段时间，又轮到小李执勤。
为了保险起见，他把口令用纸条写了下
来，夹在连队查哨登记本中。心想，即
使忘了也有补救措施。
“站住，口令！”晚间检查哨位的组

织股干事杨若鸿刚走进营区，小李就大
声询问口令。一番“对口令”后，杨若鸿
对小李的警觉意识提出表扬，当翻开登
记本准备签字时，杨干事却发现了那张
写有口令的字条。
“口令是机密文件，只能口口相

传，怎么能写在纸上？保密守则是怎
么学的？”杨若鸿的一番诘问，让小李
哑口无言。
“新《内务条令》第一百五十九条

规定，卫兵要熟记并正确使用口令。”
口令属于机密文件，小李因为违反保
密规定，被机关第二次通报。随后，

该团以小李的案例为切入点，对全团
安全保密工作进行清理清查，先后排
查出官兵使用对讲机谈论涉密事项、
连队保密资料不及时入柜上锁等失
泄密隐患。

连日来，该团制作下发“不经意间
的泄密”微视频，组织官兵学习《保密守
则》，开展安全保密专题教育，组织安全
保密形势分析，引导官兵从思想上绷紧
“保密弦”。小李在检查中深刻反思了
自己的错误，表示以后要增强保密意
识，干好工作的同时也要遵守纪律，不
能顾此失彼。

口令写在纸上不可取
■李一飞 庞双双

3月 13日上午，第 83集团军某教导
大队礼堂内庄严肃穆。驻地县人民法
院联合县检察院来到该大队，公开开庭
审理一起网络诈骗案件。大队官兵零
距离接触庭审现场，全程旁听案件审
理，感受法律的威严，学习防范电信诈
骗知识，增强自身法治素养。

庭审结束，大队政委甄忠信以“学
会防范手段，争做守法军人”为主题，就
军人如何增强学法、懂法、守法意识，为
官兵进行了简短的随机教育。

庭审现场开进军营，是该大队创
新法治教育形式的办法之一。近年

来，伴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使用，官兵
面临的网络诱惑和陷阱增多，提升官
兵网络防范能力、增强法律保护意识
势在必行。但随着文化素质和法治素
养的提高，一些官兵对以往常用的看
案件录像、读法律书籍、观看普法展板
等法治教育方法参加积极性不高，教
育效果也大打折扣。

该大队在调查掌握官兵法治教育
需求的基础上，主动创新法治教育内容
方式，积极与驻地县人民法院和检察院
协调，将公开审理的案件庭审现场搬到
军营，结合旁听庭审和案例剖析，让官

兵从庭审教育中强化法治意识，利用庭
审现场解疑答惑，开展随机性的法治教
育，提高法治教育实效性和针对性，结
合官兵面临较多的网络赌博诈骗等案
例，教育官兵提高防范能力，提高守法
意识。

如今，该大队与驻地法院、检察院
建立了良好的共建共育机制，已连续两
年在营区公开开庭审理犯罪案件。勤
务分队上士姜剑秋表示：“全程观看整
个审判过程，既直观地接受了法治教
育，又强化了防范诈骗的意识。这种教
育方式我们欢迎。”

第83集团军某教导大队创新开展法治教育

庭审进军营 现场受教育
■本报特约记者 康 克 通讯员 李 斌 张智超

随着军事科技不断发展进步，武器装备信

息化程度越来越高，各类用频设施设备数量急

剧增加。但是由于一些地方对用频设备管理不

规范、个别人员依法用频观念匮乏，导致“黑电

台”时常出现，严重影响到军事用频设备正常工

作。如何依法依规对电磁环境进行清理整治，

确保发挥军事用频设备效能最大值，已成为部

队各级面临的重要课题。第77集团军某旅加强

并规范用频设施设备管理，促进战斗力稳步提

升，做法值得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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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先华摄

2018年 7月的一个深夜，高原腹地，
一场战术综合演练在第 77集团军某旅外
训地悄然拉开战幕。

炮兵营指挥所里，由侦察分队提供
的一组组“蓝军”位置信息汇聚在显示
屏上，可让通信员孙远峰感到有些意外
的是，当指挥所电台处于几个特定的频
率波段时，电磁信号常会受到一些不明
干扰。及时更换通信方式手段后，问题
才得以解决。
“此次演练并未设置电子对抗环节，

为何会出现通信受扰？”硝烟散尽，随后
的复盘总结中，炮兵营教导员王文田将
情况及时上报到机关。

原来是“黑电台”惹的祸

接到情况报告，旅信息保障科科长
苏刚一开始认为，影响通信装备性能的
主要因素，是该旅驻地的自然环境——
这里地下矿产资源丰富，仪器显示当地
的地磁强度相较其它地方高出不少。

当真是电磁干扰影响了通信质量吗？
联想到此前也有通信分队在演训中碰到类
似问题，苏刚排除了这一可能：若真是如
此，那么首先受到干扰的应当是小功率通
信装备。可在实际使用中，装备受扰程度
却同其工作功率没有直接关系。

调查线索一时中断。
一次意外发现，让调查出现了转

机。一天，苏刚乘车外出，当他路过外
训地时，原本正常工作的车载收音机，
突然发出噪音，隐约间还能听到断续模
糊的交谈声。
“原因莫非是……”为了印证判断，

苏刚当即打开车载对讲机进行试验。当
他转动频率旋钮时，熟悉的一幕发生了
——当对讲机调至以前经常受扰的几个
频段时，其通信质量均受到不同程度影
响。“找到了！潜伏已久的对手找到
了！”苏刚激动不已。

原来，干扰通信装备的不明信号，
正是驻地周边个别群众搭设的“黑电
台”——由于该旅驻地位于偏远牧区，
地广人稀，为了便于放牧时即时沟通，
一些人就在车上架设起经过私自改装的
电台。

这种电台功率大、覆盖面广，且未
经过地方有关管理部门登记审批，能够
随意切换频率，会严重侵占电磁频谱资
源。“对于部队而言，依法依规整治‘黑
电台’显得尤为重要。”苏刚告诉记者，
一次，某部组织飞行训练，地面塔台在
引导战机着陆时，突遭“黑电台”干扰
相关频率，造成了很大隐患。

打响规范用频保卫战

“如果把无线电频率比作高速公路，
那么不同的波段就如同一条条车道。如
果某一条车道被非法占用了，那么原本
在道上正常行驶的车辆就无法顺利前
行。”随后的训练形势分析会上，旅参谋
长藤益权抛出这个话题，“无线电是军用
指挥通信主要方式之一，此外，导航、
雷达侦测等功能，也大多依靠电磁波为
介质实现。因此，打响规范用频这场保
卫战势在必行。”

为对营区周边电磁环境进行整治，
该旅主动联系驻地有关管理部门，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设施保护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等相关
法律规定，在上级业务主管部门指导
下，协同广播电台、电信公司等主要用
频单位签订《军地电磁频谱联合管控协
议》，将主要军用频段从地方公共频谱中
分离出来，并通过技术手段加以保护。

针对驻地周边经常出现的“黑电
台”，该旅采取宣传教育与军地联合执法
相结合的方式，一方面组织人员走进草
场牧区展开宣传，为群众解疑释惑，教
育引导他们依法合理使用无线电通信设
备，主动停用“黑电台”；另一方面，对
于拒不配合的人员和行为，他们联合驻
地公安、无线电管理等部门，以《中华
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 为依据，
对干扰军用无线电设施设备正常工作的
“黑电台”依法进行拆除。

一次军地联合整治行动中，一名群
众起初拒不配合，坚持认为电台是自己
的私有财产，其他人无权干涉处置。经
过苏刚耐心细致的说服教育，这名群众
最终了解到“黑电台”对军事通信造成
的危害，主动将电台拆除销毁。
“把道理讲通讲清了，群众才会真心

配合我们的工作。”苏刚介绍说，一年
来，他们累计赴牧区开展宣传 10 余次，
发放各类宣传手册上千本。截至去年
底，驻地和部队累计收到数十部群众主
动上缴的“黑电台”，规范用频保卫战取
得明显成效。

一场“遭遇仗”打出新理念

“由于‘黑电台’搭设成本低、经济
效益大，完全取缔难度较大。这也意味
着在这场保卫战中，联合地方开展监管
和军队主动反制这‘两只手’都过硬，
才能赢得最终的胜利。”该旅领导告诉记
者，针对驻地周边电磁环境比较复杂的
实际情况，他们依托信息保障队，组建
起战场电磁环境机动监测组，利用各类
无线电侦测和电子对抗设备，对电磁环
境进行动态检测，并及时有效处置。

一次指挥所演练，几台指挥通信设备
再次遭到“黑电台”干扰，电磁环境机动
监测组闻讯而动，利用电子对抗设备进行
高功率定向压制，很快排除了干扰。

一场“遭遇仗”，打出了新理念。如
今，规范用频的观念已经深入该旅基层
官兵心中。在战训实践中，有官兵反
映，随着新装备信息化程度越来越高，
用频装备数量激增，如果在演训中不按
程序操作装备、不注重装备间的用频协
同，一些装备也会发生自扰互扰，“就像
风筝线互相缠在一起，谁都高飞不了。”

在对武器装备用频情况进行普查
后，该旅论证形成《用频设备使用管理
暂行办法》，推开频谱使用报备审批制
度，明确电磁频谱协同原则，确保用频
装备统一编组、统一指挥、统一行动，
有效避免了自扰互扰等问题的发生。前
不久，高原某腹地再燃战火，电磁空间
风起云涌。面对数百件用频装备，信息
保障科参谋周延杰端坐中军帐，对用频
情况进行实时监控管理，及时下达频率
调整指示，实现了信息化装备动态互
通、战场指挥神经通畅无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