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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链接

一江山岛是辽阔东海之中一个面
积仅 1.24平方公里的小岛，半个多世纪
前发生的一江山岛战役，给这座小岛赋
予了别样的历史意义和军事价值。

1955年 1月，我军对据守在此的台
湾国民党军发起了进攻作战，这是我军
首次海陆空三军联合作战。硝烟散尽，
岛上留下了纵横坑道、密集碉堡。

时光荏苒，一个甲子的时光悄然而
逝。在小岛远离陆地、近年来无常住居
民的现实情况下，这个承载特殊意义的

岛上军事设施如何保护？记者踏上小
岛深入探访。

当记者赶到台州市椒江区一码头
时，与预想的荒凉景象不同，这里熙熙
攘攘好不热闹。2014年年初，面对岛上
的居民逐渐搬离、岛上的工事工程被野
生灌木杂草遮挡掩蔽的情况，军地联合
对一江山岛军事设施的修复工程按下
启动键。“不能让具有特殊意义的军事
设施闲置蒙尘，而应让更多的人走近它
了解它。”军地首次开会探讨研究定下

这样的主基调：既要恢复军事设施“容
颜”，发挥其服务作战的军事价值，又要
让其焕发“容光”，发挥国防教育的现实
课堂功能。

登上小岛，昂然屹立在广场上的
三棱纪念碑映入眼帘。环岛而行，只
见数公里长的战壕、近百个碉堡修复
如初。为了让远去的硝烟味唤醒今人
的嗅觉，让更多的人登上小岛走进那
段历史，增强居安思危意识，在保护修
复岛上军事设施的同时，他们向部队

申请到退役的飞机坦克等装备，并吸
引地方企业建成了由战役史料馆、影
视馆、战斗体验区等组成的游客接待
中心，游客既可以在这里了解历史，也
可以在旧战场以真人对抗方式体验联
合作战。

修复后的军事设施为国防教育释
能增效，不少党政机关、中小学校、企业
单位组织人员来到岛上，在纪念碑前重
温入党誓词，走到留有弹痕的碉堡前缅
怀英烈。市里还专门开通红色旅游专
线，每天上岛人数在 200人左右，有效拓
宽了国防教育的覆盖面。

近两年，浙江沿海多地借鉴一江山
岛军事设施保护的做法，将军事设施修
复、史料挖掘宣传等工作同步开展，在
军事设施保护中拓展国防教育课堂，并
将相关保护军事设施的资料史料呈现
在群众面前，唤醒大家保护军事设施意
识的同时也进行革命传统教育。

一江山岛旧战场焕发新容光——

修复军事设施拓展国防教育课堂

军事设施是国防建设的重要组

成部分，是军队履行使命的依托，是国

家战略能力的重要支撑。随着经济社

会的发展、武器装备的更替、战争模式

的演进，对军事设施的保护必须搭乘

时代的航船，跟上时代的步伐，才能有

效契合新时代强军实践的新要求。

军事设施保护是项船随水流的

动态工作。比如，上世纪八九十年代

对军事设施的危害主要表现为个人

开山取石、盗铜卖铁等直接破坏国防

工程的行为；当前经济高速腾飞发

展，城镇化规模不断扩大，城市发展

与军事设施在地域、水域、空域、电磁

频谱利用方面发生交集的问题增

多。由此可见，军事设施保护必须紧

紧锁定时代问题施策用力，方能最大

限度地发挥其服务战争的作用。

恩格斯曾指出：“许多力量融合

为一个总的力量，就造成一个新的力

量。”推进军事设施保护必须实现组

织力量从军队唱“独角戏”向军地联

手“一盘棋”的转变，要引导地方政府

和人民群众清醒地认识到军事设施

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组成部分，

是护佑中华儿女幸福生活的钢铁长

城，从而扭转军队单边推动的局面，

防止地方相关单位“讲起来很重要，

做起来很无力”的消极现象，确保军

地凝心聚力做好这项工作。

军事设施保护法中明确“国家

统筹兼顾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和军事

设施保护，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军事

设施保护相协调”，这就要求地方进

行经济建设时应考虑军事设施保护

的要求，确保军事设施安全和使用效

能，而军队在组织军事设施建设和保

护时，也应兼顾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

要。各级在处理两者交集问题时要

以“计利当计天下利”的宽广胸襟，正

确处理局部与全局、个体与整体、眼

前与长远的关系，走出为行业、部门、

单位利益思考的“小我基点”，自觉摒

弃“我的地盘我做主”的狭隘观念，把

思维起点抬升到国家发展和军队强

大的高度，寻找经济利益与国防利益

的最大公约数，确保双向获益。

从摩托化到信息化、从单一兵

种作战到诸军兵种立体联合作战，

从以壕沟碉堡作为掩藏保护，到以

侦察情报、导航定位、气象水文和通

信保障枢纽为支撑，随着国防现代

化建设和强军备战稳步推进，军事

设施种类数量在增加、科技含量在

提升，军事设施保护的重点也应由

过去防止人为破坏、对破损设施的

修复修补上，转向而今防止资源被

侵占、破解军地交集的矛盾问题上。

“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世而

制。”军事设施保护要跟上强军步伐，

必须随势而为、因时而变，切实抓住

新问题、适应新形势、拿出新举措，运

用大数据资源掌握实时情况，运用科

技手段加强风险防控，让军事设施成

为打赢现代战争的防护之盾。

让
军
事
设
施
保
护
跟
上
时
代
步
伐

■
哲
金
浦

巩

昊

3 月中旬以来，浙江省嘉兴市民
兵整组工作在各区县陆续展开。与以
往不同的是，他们在今年的整组中增
加了军事设施保护法辅导授课，还与
所有基干民兵签订了军警民联合保护
军事设施责任书。军分区领导告诉记
者，将民兵纳进军事设施保护队伍，是
军地联手编紧织密军事设施保护网的
有力举措。

嘉兴市军事设施既有沿海岸边的
各种碉堡，也有军用机场和军用无线
电设施。前些年，在城镇化建设、新
区开发过程中，也曾出现过军事设施
险遭破坏的问题。特别是近两年，利
用无人机摄影摄像成为一些年轻人的
新爱好，在军事管理区附近高空拍摄
的事情时有发生。

为了解决管理手臂不够长、前端
触角反应不够灵敏的问题，嘉兴市
依据军事设施保护法相关要求，探
索完善军事设施保护军民共管制
度，军地共同组织军事设施保护执
法检查。在镇（街道），他们成立由
基层武装部牵头的军民共管小组，
组建专武干部和民兵营（连）长为骨
干、基干民兵为主体的军事设施管
护队伍，并构建“党政军警民”五位
一体联合管护机制，形成地方党委
主导、军事机关主责、人民群众参与
的良好局面。

2016 年，某港区规划新增基建
项目，给军事设施和国防工程的安全
带来了隐患。军事设施保护委员会主
动与规划部门协商，在保持总体面积
不变的前提下，调整了规划，较好地避
开了军事设施。

军事设施保护工作实施初期，也
出现了效率低等问题。对此，他们
组织军事设施保护各成员单位实地
考察评估军事设施，及时发现存在
的问题，结合历史现状、地方发展需
要和军事设施保护要求，归类登记，
制定一物一案的保护需求和处理意
见，使军事设施保护工作逐步走上
了制度化、规范化的轨道。

军地携手联防，如同铁壁铜墙。
近两年，该市解决了多年遗留的 10多
处军事设施遭破坏侵占问题，还投入
资金对相关军事设施进行修缮、改造
并加以伪装保护。

健全完善军民共管制度
■时 庆 本报特约记者

罗正然

与街道社区协调选址，跑广告公
司设计制作，经过舟山市定海区人武
部干部职工的几天忙碌，3月中旬，军
事设施保护法宣传栏终于在该区文化
广场上立了起来。

定海区驻军单位多，军事设施点
多面广。近几年，随着经济建设步伐
加快，地方修路建桥等工程项目增多，
有的危及军事设施的安全，甚至有个
别单位和个人受经济利益驱使，未经
报批私自施工造成军事设施不同程度
受损。

2014年，定海区以新修订的军事
设施保护法颁布为契机，常态开展军
事设施保护全民普法宣传，通过不断
探索实践，形成了广播电视、报纸杂
志、户外传媒、手机短信和政府信息网
“五位一体”宣传模式。在城区主要街
道悬挂宣传横幅和宣传标语；在露天
广场、购物中心、公交站台、客运码头
等地点，通过公共电子屏滚动播放宣
传片；在电视报刊等媒体开设军事设
施保护专栏和板块；并采取短信群发
方式，向公众宣传军事设施保护法相
关内容，让群众在耳濡目染中增强保
护军事设施的自觉性。

据该区军事设施保护委员会统
计，近年来，军地已发放 7类 5000 余
本宣传手册、5种 6000 余份宣传物品
和 4万余条宣传短信，网络知识竞赛
参加人数达 4000多人次，城区 5条公
交线路、7 类 527 个营业网点、139 块
LED 宣传平台滚动播放宣传标语和
公益广告，营造出“人人关心国防建
设、人人维护军事设施”的浓厚氛围。

思想越深入，行动越自觉。经
过持续有力的宣传，驻地群众保护
军事设施的意识不断提高。开年至
今，就先后有 50 多名群众前来咨询
相关政策法规，有 13 处建筑设施调
整了基建方案，有效保护了军事设
施安全。

常态开展全民普法宣传
■汤格平 本报特约记者

罗正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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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子越好越要加强军事设施保护
■本报特约记者 罗正然 通讯员 李健南 汤格平

军事设施是国防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军队履行使命
的依托，是国家战略能力的重要支撑。保护军事设施，事关国
家安危，事关人民福祉。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建设的快速发展，以及军队信息化
建设和军事斗争准备的深入推进，军事设施保护工作面临
一些新情况、新问题：军事设施保护和经济社会建设的统筹

协调需要加强；军事设施保护区域的界定和标准，军事设施
保护范围等需进一步明确、规范；军事设施现有保护措施不
能适应新形势下的要求，需要从高新技术应用等方面加
强，等等。近年来，浙江省军区结合区域实际，不断更新思
维理念，推出创新举措办法，让军事设施保护成为社会各界
的自觉行动。

春节过后，舟山市多家媒体就来到
舟山警备区，与机关对接开展军事设施
保护宣传周相关事宜，分析研究具体工
作面临的矛盾问题。

舟山群岛地处长江入海咽喉，是我
国重要的海上堡垒和防护屏障。自军
事设施保护法颁布以来，舟山警备区已
经连续 3年牵头组织军事设施保护宣传
周活动。

然而，几年前可是另外一番景象。
虽然该市成立了由驻军部队、公安、国
土资源、交通运输、海洋渔业等 10家成
员单位组成的军事设施保护委员会，在
实际工作中却面临着人员难召集、任务
难分摊、职责难落实的问题。

该市领导坦言，过去由于有的成员
单位领导思想认识不到位，存在“国防
是国防，经济是经济”“军队是军队，地

方是地方”的思维定势，对该履行的分
内职责表态声音响亮，落实悄无声息，
致使军事设施保护陷入军方唱“独角
戏”的窘境。

为敦促军地攥指成拳凝成保护军
事设施的合力，警备区结合贯彻落实军
事设施保护法，协调地方政府出台文
件，明确将军事设施保护纳入地方各级
政府绩效考评。

不挑军事设施保护的担子，就得挨绩
效考评的板子，倒逼地方各级从被动应付
到主动投入。近3年来，舟山市军事设施
保护委员会先后10余次召开联席对接会
议，严格落实市每年、县每半年、乡镇每季
度普查军事设施的制度，连年开展军事设
施保护宣传周活动，普查军事设施，拍摄收
集各类信息69000余条。

这样的有力举措在舟山破土，旋即
在全省蔓延发芽。各军分区（警备区）
根据辖区实际，积极协调地方政府出台
相关法规，细化军事设施保护军地责
任，明确奖惩措施，有的把军事设施保
护作为党管武装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有的将其作为单位和个人工作绩效考
评硬杠杠，有的把其作为评选双拥模范
城（县）首条标准，让地方各级在军事设
施保护上没有松懈的余地。

舟山市多部门攥指成拳——

军事设施保护纳入政府绩效考评

“作战对手在变，作战样式在变，
如果只是保守僵化地守护着老旧的水
泥疙瘩，终究难为打赢现代战争提供
可靠的依托。”台州市军事设施保护委
员会领导与记者交谈时，言语间无不
透露出对做好军事设施保护工作的深
邃思考。

头门岛地处台州沿岸沿海的几何
中心，为所属椒江区出海的第一个岛
屿。为发展海洋经济，几年前，台州市
计划在头门岛建一个深水港口。军分
区审阅建设方案时却发现，规划涉及的

区域有军事设施。
一边是区域经济发展的紧迫需求，

一边是长满青苔老化斑驳的水泥工事，
该如何寻找最大公约数？军分区党委
几经研究决定，根据作战需求定存舍。

他们请来院校专家、驻军部队代
表和上级作战部门领导，共同研究老
旧军事设施的作战价值，大家一致认
为布设密集、构造简单、功能单一的
传统工事难以满足未来战争的防卫
作战需求。最后，他们决定以军事需
求为主、兼顾港口建设需要，报废一

批掩体碉堡，同时对岛上的坑道进行
扩建拓展。

近年来，随着一大批城市扩建、新
区规划等项目陆续上马开工，海防沿线
的土地被广泛开发利用，这让不少过去
偏居一隅的国防工程成为大众的近
邻。在区域经济建设与军事设施保护
交集出的矛盾越来越多的现实背景下，
如何找到两全齐美的解决之道，让两驾
马车并驾齐驱？这是摆在军地各级面
前的“时代问号”。

浙江沿海各军分区探索求解之道

时看到，海岛上的工程工事大多是根据
过去“枪对枪、炮对炮”作战模式修建
的，如果只是保守地守摊子，难以跟上
现代战争的需求。必须把眼光瞄准战
场前沿来保护军事设施，让军事设施功
能拓展与强军步伐同频共振。

为使老旧军事设施焕发全新生命
力，借地方经济开发的契机，沿海各军
分区对海防前线部分观察哨、碉堡作了
修缮完备，对坑道、涵洞等进行了升级
改造。

除此之外，他们还要求目前在建
和规划的跨海大桥、高铁工程、深水
海港等，均兼顾战时防空需求；市内
高速公路、山体隧道、港口码头等，均
考虑战时过境机动部队应急避险要
求；钢铁、信息、医疗器械等大中型企
业，均落实国防储备措施；城区重点
高层建筑、地下商贸城等，均预留军
事接口，兼顾军民两用，较好地满足
国防需求。

台州市强化国防工程改造——

紧跟备战需求扩能升级老旧设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