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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25 日，解放军总医院第七医
学中心全科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帮建
北京市首家军队基层全科军医实践基
地正式启动。来自中国医师协会和军
队基层干休所、门诊部、陆军某旅等单
位的领导、专家和基层军医，围绕基层
全科军医培养建言献策，从培训模式
等方面勾画基层全科军医实践基地建
设蓝图。
“培养更多的全科军医，是加强部

队卫勤建设、提高基层医疗保障能力的
重要之举。”解放军总医院第七医学中
心干部病房一科主任、全科医师规范化
培训基地主任冬兰认为，一线基层军医
需要在训练伤、战伤和常见病的救治上
打通学科壁垒，成为全科军医。

一次，某部一名军医赴国外观摩
一场卫勤保障演习。清创、心肺复苏、
应激疏导……协作中，该国卫勤人员
的救治理念和实战技能让这名军医深
受震撼。“基层军医掌握多学科救治技

能、士兵具备自救互救能力太重要
了。”这名军医在多次研讨交流中讲起
那次赴外见闻，引人深思。
“一些基层军医得不到系统的全

科医疗培训，是导致基层医疗水平参
差不齐的原因之一。”冬兰说，培训全
科军医对形成全科基础医疗在基层、
专科医疗在医院的分级诊疗格局，从
根本上强固基层卫勤保障能力至关重
要。

2017 年，解放军总医院第七医学
中心全科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顺利通
过北京市级全科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
评审，翌年升格为国家级基地。近年
来，在国家大力推进全科医师建设的
背景下，该基地的基层全科军医培养
机制逐步建立。

他们在培训实践过程中发现，部队
一线需要的全科军医，应当同时具备救
治训练伤、战创伤以及治疗常见病的能
力。目前，地方全科医生的培训方法并

不能满足培训需求，自主探索部队全科
军医培训模式成为新挑战。

基地创新培训思路，提出依托中
心全科临床基地的师资力量，先在本
级培训全科医生带教能力，随后在基
层卫生机构建立实践基地，帮带基层
军医向全科转型。

去年以来，该基地先后 3次开展以
全科医学为专题的学术讲座，参会对
象是干休所、门诊部的基层医生。中
心第一批报名参加全科医师转岗培训
的一位基层军医说，培训拓宽了临床
医生的全科思维，他在通过理论、技能
等考核后，即可取得“全科医师证书”，
为官兵服务心里更有底了。
“全科医生的转岗培训，就是要补齐

专科临床医生的专业短板。”冬兰说，培
训安排多学科医生分析讲解常见病治疗
手法，开展业务强项小课堂、规范技能训
练等活动，能进一步丰富基层军医科学
思维方式，提高综合救治能力。

“全科军医”离基层有多远
——解放军总医院第七医学中心培养基层医疗“多面手”纪事

■本报记者 郭 晨 通讯员 赵 倩

编者按：世界卫生组织指出，任何国家的医疗卫生系统，都应以接受过良好训练的全科
医生为基础。对军队而言，全科医疗更是保证部队战斗力的重要基石。

近年来，军队医院着眼为基层官兵提供务实高效医疗服务，以设立国家全科医师规范
化培训基地为契机，加强帮带基层军医队伍，探索实践全科军医规范化培训。请看本报记
者发自解放军总医院第七医学中心的报道。

盛夏，三亚某军港，战舰列阵，军旗
飘扬。

码头上，南部战区海军某护卫舰支
队官兵军容严整，整齐列队，向即将退役
的台州舰、金华舰和临汾舰等 3艘舰艇
告别。

上午 8时许，在雄壮的中国人民解放
军军歌声中，3艘舰艇依次艉靠码头。“降
军旗！”“敬礼！”……支队领导宣布退役
仪式开始，官兵向老“战友”敬军礼，现场
气氛庄严而肃穆。
“30 余年战风斗浪，30 余载风雨同

舟。”一级军士长单东茂动情地说，台州
舰、金华舰和临汾舰转战南北，在祖国万
里海疆屡立军功。

此刻，随着军旗缓缓降下，许多老
兵眼含热泪。台州舰三级军士长段景
忠说，入伍以来他跟随舰艇踏浪大洋，

多次执行重大任务，从普通战士成长为
技术过硬的军士长，舰艇见证了他的军
旅青春。

台州舰、金华舰和临汾舰是 20世纪
80年代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某型导弹护
卫舰，服役年限均超过 30年，总航程均超
过20万海里。

入列至今，3艘舰艇参加演习演训任
务数百次，多次执行战备值班、出国访问
等重大任务，累计 7次荣立集体三等功，
30余次被评为军事训练、全面建设和装
备管理先进单位、先进党支部等，为维护
祖国海洋权益和领土主权安全作出突出
贡献。

据悉，金华舰将移交浙江省金华市
政府，改建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上图：台州舰劈波斩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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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弘扬烈士精神，抚恤
优待烈士遗属，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公民在保卫祖国和社会
主义建设事业中牺牲被评定为烈士
的，依照本条例的规定予以褒扬。烈
士的遗属，依照本条例的规定享受抚
恤优待。

第三条 国家对烈士遗属给予的抚
恤优待应当随经济社会的发展逐步提
高，保障烈士遗属的生活不低于当地居
民的平均生活水平。

全社会应当支持烈士褒扬工作，优
待帮扶烈士遗属。

国家鼓励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为烈士褒扬和烈士遗属抚恤优待提供
捐助。

第四条 烈士褒扬和烈士遗属抚恤
优待经费列入财政预算。

烈士褒扬和烈士遗属抚恤优待经费
应当专款专用，接受财政部门、审计机关
的监督。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
强对烈士纪念设施的保护和管理，为纪
念烈士提供良好的场所。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把宣传烈士事迹
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
容，培养公民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精神
和社会主义道德风尚。机关、团体、企业
事业单位应当采取多种形式纪念烈士，
学习、宣传烈士事迹。

第六条 国务院退役军人事务部门
负责全国的烈士褒扬工作。县级以上地
方人民政府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负责本行
政区域的烈士褒扬工作。

第七条 对在烈士褒扬工作中做出
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按照国家有关
规定给予表彰、奖励。

第二章 烈士的评定

第八条 公民牺牲符合下列情形之
一的，评定为烈士：
（一）在依法查处违法犯罪行为、执

行国家安全工作任务、执行反恐怖任务
和处置突发事件中牺牲的；
（二）抢险救灾或者其他为了抢救、

保护国家财产、集体财产、公民生命财产
牺牲的；
（三）在执行外交任务或者国家派

遣的对外援助、维持国际和平任务中牺
牲的；
（四）在执行武器装备科研试验任务

中牺牲的；
（五）其他牺牲情节特别突出，堪为

楷模的。
现役军人牺牲，预备役人员、民兵、

民工以及其他人员因参战、参加军事演
习和军事训练、执行军事勤务牺牲应当
评定烈士的，依照《军人抚恤优待条例》
的有关规定评定。

第九条 申报烈士的，由死者生前
所在工作单位、死者遗属或者事件发生
地的组织、公民向死者生前工作单位所
在地、死者遗属户口所在地或者事件发
生地的县级人民政府退役军人事务部门
提供有关死者牺牲情节的材料，由收到
材料的县级人民政府退役军人事务部门
调查核实后提出评定烈士的报告，报本
级人民政府审核。

属于本条例第八条第一款第一
项、第二项规定情形的，由县级人民政
府提出评定烈士的报告并逐级上报至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审查评
定。评定为烈士的，由省、自治区、直

辖市人民政府送国务院退役军人事务
部门备案。

属于本条例第八条第一款第三项、
第四项规定情形的，由国务院有关部门
提出评定烈士的报告，送国务院退役军
人事务部门审查评定。

属于本条例第八条第一款第五项规
定情形的，由县级人民政府提出评定烈
士的报告并逐级上报至省、自治区、直辖
市人民政府，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
政府审查后送国务院退役军人事务部门
审查评定。

第十条 军队评定的烈士，由中央
军事委员会政治工作部送国务院退役军
人事务部门备案。

第十一条 按照本条例规定评定为
烈士的，由国务院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负
责将烈士名单呈报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
彰工作委员会。

第十二条 烈士证书以党和国家功
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名义制
发。

第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每年
在烈士纪念日举行颁授仪式，向烈士遗
属颁授烈士证书。

第三章 烈士褒扬金

和烈士遗属的抚恤优待

第十四条 国家建立烈士褒扬金制
度。烈士褒扬金标准为烈士牺牲时上一
年度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
30倍。战时，参战牺牲的烈士褒扬金标
准可以适当提高。

烈士褒扬金由领取烈士证书的烈士
遗属户口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退役军人
事务部门发给烈士的父母或者抚养人、
配偶、子女；没有父母或者抚养人、配偶、
子女的，发给烈士未满 18周岁的兄弟姐
妹和已满 18周岁但无生活来源且由烈
士生前供养的兄弟姐妹。

第十五条 烈士遗属除享受本条例
第十四条规定的烈士褒扬金外，属于《军
人抚恤优待条例》以及相关规定适用范
围的，还享受因公牺牲一次性抚恤金；属
于《工伤保险条例》以及相关规定适用范
围的，还享受一次性工亡补助金以及相
当于烈士本人 40个月工资的烈士遗属
特别补助金。

不属于前款规定范围的烈士遗属，
由县级人民政府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发给
一次性抚恤金，标准为烈士牺牲时上一
年度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
20倍加 40个月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排职
少尉军官工资。

第十六条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烈
士遗属，享受定期抚恤金：
（一）烈士的父母或者抚养人、配偶

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或者收入水平
低于当地居民的平均生活水平的；
（二）烈士的子女未满 18周岁，或者

已满 18周岁但因残疾或者正在上学而
无生活来源的；
（三）由烈士生前供养的兄弟姐妹未

满 18周岁，或者已满 18周岁但因正在上
学而无生活来源的。

符合前款规定条件享受定期抚恤
金的烈士遗属，由其户口所在地的县
级人民政府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发给
定期抚恤金领取证，凭证领取定期抚
恤金。

第十七条 烈士生前的配偶再婚后
继续赡养烈士父母，继续抚养烈士未满
18周岁或者已满 18周岁但无劳动能力、
无生活来源且由烈士生前供养的兄弟姐
妹的，由其户口所在地的县级人民政府
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参照烈士遗属定期抚
恤金的标准给予补助。

第十八条 定期抚恤金标准参照全
国城乡居民家庭人均收入水平确定。定
期抚恤金的标准及其调整办法，由国务
院退役军人事务部门会同国务院财政部
门规定。

烈士遗属享受定期抚恤金后仍达不
到当地居民的平均生活水平的，由县级
人民政府予以补助。

第十九条 享受定期抚恤金的烈
士遗属户口迁移的，应当同时办理定期
抚恤金转移手续。户口迁出地的县级
人民政府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发放当年
的定期抚恤金；户口迁入地的县级人民
政府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凭定期抚恤金
转移证明，从第二年 1月起发放定期抚
恤金。

第二十条 烈士遗属不再符合本条
例规定的享受定期抚恤金条件的，应当
注销其定期抚恤金领取证，停发定期抚
恤金。

享受定期抚恤金的烈士遗属死亡
的，增发 6个月其原享受的定期抚恤金
作为丧葬补助费，同时注销其定期抚恤
金领取证，停发定期抚恤金。

第二十一条 烈士遗属享受相应的
医疗优惠待遇，具体办法由省、自治区、
直辖市人民政府规定。

第二十二条 烈士的子女、兄弟姐
妹本人自愿，且符合征兵条件的，在同等
条件下优先批准其服现役。烈士的子女
符合公务员考录条件的，在同等条件下
优先录用为公务员。

烈士子女接受学前教育和义务教
育的，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予以优
待；在公办幼儿园接受学前教育的，免
交保教费。烈士子女报考普通高中、中
等职业学校、高等学校研究生的，在同
等条件下优先录取；报考高等学校本、

专科的，可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降低分
数要求投档；在公办学校就读的，免交
学费、杂费，并享受国家规定的各项助
学政策。

烈士遗属符合就业条件的，由当地
人民政府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优先提
供就业服务。烈士遗属已经就业，用人
单位经济性裁员时，应当优先留用。烈
士遗属从事个体经营的，市场监督管理、
税务等部门应当优先办理证照，烈士遗
属在经营期间享受国家和当地人民政府
规定的优惠政策。

第二十三条 符合住房保障条件的
烈士遗属承租廉租住房、购买经济适用
住房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有关部
门应当给予优先、优惠照顾。家住农村
的烈士遗属住房有困难的，由当地人民
政府帮助解决。

第二十四条 男年满 60周岁、女年
满 55周岁的孤老烈士遗属本人自愿的，
可以在光荣院、敬老院集中供养。

各类社会福利机构应当优先接收烈
士遗属。

第二十五条 烈士遗属因犯罪被判
处有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或者被司法
机关通缉期间，中止其享受的抚恤和优
待；被判处死刑、无期徒刑的，取消其烈
士遗属抚恤和优待资格。

第四章 烈士纪念设施

的保护和管理

第二十六条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修
建的烈士陵园、纪念堂馆、纪念碑亭、纪
念塔祠、纪念塑像、烈士骨灰堂、烈士墓
等烈士纪念设施，受法律保护。

第二十七条 国家对烈士纪念设施
实行分级保护。分级的具体标准由国务
院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规定。

国家级烈士纪念设施，由国务院退
役军人事务部门报国务院批准后公布。
地方各级烈士纪念设施，由县级以上地
方人民政府退役军人事务部门报本级人
民政府批准后公布，并报上一级人民政
府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备案。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确定烈士纪念设
施保护单位，并划定烈士纪念设施保护
范围。

第二十八条 烈士纪念设施应当免
费向社会开放。

烈士纪念设施保护单位应当健全管
理工作规范，维护纪念烈士活动的秩序，
提高管理和服务水平。

第二十九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
组织收集、整理烈士史料，编纂烈士英
名录。

烈士纪念设施保护单位应当搜集、
整理、保管、陈列烈士遗物和事迹史料。
属于文物的，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予以保护。

第三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
部门应当做好烈士纪念设施的保护和管
理工作。未经批准，不得新建、改建、扩
建或者迁移烈士纪念设施。

第三十一条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
得侵占烈士纪念设施保护范围内的土地
和设施。禁止在烈士纪念设施保护范围
内进行其他工程建设。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在烈士纪
念设施保护范围内为烈士以外的其他
人修建纪念设施或者安放骨灰、埋葬
遗体。

第三十二条 在烈士纪念设施保护
范围内不得从事与纪念烈士无关的活
动。禁止以任何方式破坏、污损烈士纪
念设施。

第三十三条 烈士在烈士陵园安
葬。未在烈士陵园安葬的，县级以上人
民政府征得烈士遗属同意，可以迁移到
烈士陵园安葬，或者予以集中安葬。

第三十四条 烈士陵园所在地人民
政府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对前来烈士陵园
祭扫的烈士遗属，应当做好接待服务工
作；对自行前来祭扫经济上确有困难的，

给予适当补助。
烈士遗属户口所在地人民政府退役

军人事务部门组织烈士遗属前往烈士陵
园祭扫的，应当妥善安排，确保安全。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五条 行政机关公务员在烈
士褒扬和抚恤优待工作中有下列情形之
一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
追究刑事责任：
（一）违反本条例规定评定烈士或者

审批抚恤优待的；
（二）未按照规定的标准、数额、对

象审批或者发放烈士褒扬金或者抚恤
金的；
（三）利用职务便利谋取私利的。
第三十六条 行政机关公务员、烈

士纪念设施保护单位工作人员贪污、挪
用烈士褒扬经费的，由上级人民政府退
役军人事务部门责令退回、追回，依法
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

第三十七条 未经批准迁移烈士
纪念设施，非法侵占烈士纪念设施保护
范围内的土地、设施，破坏、污损烈士纪
念设施，或者在烈士纪念设施保护范围
内为烈士以外的其他人修建纪念设施、
安放骨灰、埋葬遗体的，由烈士纪念设
施保护单位的上级主管部门责令改正，
恢复原状、原貌；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
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

第三十八条 负有烈士遗属优待义
务的单位不履行优待义务的，由县级人
民政府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责令限期改
正；逾期不改正的，处 2000元以上 1万元
以下的罚款；属于国有或者国有控股企
业、财政拨款的事业单位的，对直接负责
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
予处分。

第三十九条 冒领烈士褒扬金、抚
恤金，出具假证明或者伪造证件、印章骗
取烈士褒扬金或者抚恤金的，由退役军
人事务部门责令退回非法所得；构成犯
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四十条 本条例所称战时，是指
国家宣布进入战争状态、部队受领作战
任务或者遭敌突然袭击时。

第四十一条 烈士证书、烈士通知
书由国务院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印制。

第四十二条 位于境外的中国烈士
纪念设施的保护，由国务院退役军人事
务部门会同外交部等有关部门办理。

第四十三条 本条例自 2011年 8月
1日起施行。1980 年 6月 4日国务院发
布的《革命烈士褒扬条例》同时废止。

（新华社北京8月9日电）

烈 士 褒 扬 条 例
（2011年7月2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601号公布 根据2019年3月2日《国务院关

于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第一次修订 根据2019年8月1日《国务院关于修改〈烈士褒扬条

例〉的决定》第二次修订）

国务院决定对《烈士褒扬条例》作如
下修改：

一、将第三十八条改为第十条，修改
为：“军队评定的烈士，由中央军事委员
会政治工作部送国务院退役军人事务部
门备案。”

二、增加一条，作为第十一条：“按照
本条例规定评定为烈士的，由国务院退
役军人事务部门负责将烈士名单呈报党

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
三、增加一条，作为第十二条：“烈士

证书以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
会办公室名义制发。”

四、将第十条改为第十三条，修改
为：“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每年在烈士纪念
日举行颁授仪式，向烈士遗属颁授烈士
证书。”

五、将第十一条改为第十四条，并将

第二款中的“颁发烈士证书的县级人民
政府退役军人事务部门”修改为“领取烈
士证书的烈士遗属户口所在地县级人民
政府退役军人事务部门”。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烈士褒扬条例》根据本决定作相

应修改并对条文序号作相应调整，重新
公布。

（新华社北京8月9日电）

国务院关于修改《烈士褒扬条例》的决定

第718号
现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烈士褒扬条例〉的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总 理 李克强

2019年8月1日

（新华社北京8月9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