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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交运输40年，天翻地覆慨而慷
■本报记者 赖瑜鸿 通讯员 陈立强 吴怀彬

40 年，在人类历史上是短暂的
一瞬，然而加上“改革开放”的前缀
时，展现给世人的是中国前所未有
的大变革大发展。

40年来，我国交通建设发展快
速，从绿皮车到高铁，铁路交通工具
升级换代，军事铁路运输也迎来了
“春天”——从基础保障设施完善到

军交信息化建设，从体制机制创新
到依法出行，我军运输投送能力发
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9月初，记者采访驻上海铁路局
军代处的4名军代表，从回顾历史与
对比现实中，感受改革开放 40年来
我军运输投送领域的建设发展成就。

——编 者

经过改革开放40年的建设和发

展，我国开始向交通强国迈进，国防交

通建设也水涨船高，逐步实现了从部

队建制保障向军地联合保障拓展，从

单一模式向铁路、公路、水路、航空综

合运用转变，从短距离机动向跨区跨

境远距离投送延伸。但与国外军事强

国先进的国防交通能力相比，我国国

防交通仍较为落后，距离实现党的十

九大报告中提出的“全域作战能力”仍

有不小差距。

未来诸军种联合作战的空间和范

围大大拓展，加上我国幅员辽阔，陆海

兼备，从南到北、从东到西的直线距离

均在5000公里以上，面临的威胁来自

多个方向。实现在国家最需要的地方

打仗、在国家的最远端打仗，迫切需要

打造能及时应急、战时应战的现代版

“钢铁运输线”。

深化军民融合打造新型“战略投

送快递”。国防交通是军民融合程度

最深的一个领域，再强大的军队，都难

以独自承担繁重艰巨的战略投送任

务。目前，美国加入民航后备队的航

空公司有30多家，拥有各型飞机近500

架，这些飞机可使美空军空中机动司

令部的空运能力增加一倍。而我国目

前已有1500多架客货运输机，民用航

空运输保障潜能很大。我军要充分利

用这一资源，推进运输投送在更高层

次、更宽领域、更深程度的融合，着力

打造新型的兵力物力战略投送快递。

用高新技术打造升级版“小推

车”。曾经，淮海战役动员人民群众推

着小推车踊跃支前，为保障部队胜利

作出重要贡献，但随着战争形态的演

变、作战样式的变化，传统“小推车”显

然无法适应战场，需要给运输投送装

上“智慧大脑”，加强对“小推车”的升

级改造。2017年，四川九寨沟发生地

震时，相关部门通过民用运力（货车）

动员潜力实时掌控与指挥调度平台，

在1个小时内实时调动位于九寨沟县

方圆200公里内的4706名司机，作为

救援行动的后备力量。

开展实战化训练打造现代版“钢

铁运输线”。毛主席曾说：“世界上的

事情总是那样，你准备不好，敌人就来

了；准备好了，敌人反而不来。”积极做

好战争准备，并非只是部队的事，军民

要合力打好“战争以外的战争”。要聚

力破解备战打仗存在的突出问题，对

和平积弊来一场大起底、大扫除，针对

投送弱项从难从严开展训练；要结合

遂行维权维稳、抢险救灾、国际维和、

海外护航等多样化军事任务和部队跨

区跨国演训、重要装备物资运输等实

践载体，探索推广运输保障、勤务训

练、能力评估为一体的组织模式，全面

提升运输投送练兵备战水平。

（作者系郑州联勤保障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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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枕木站台到智能装载
■讲述人：杭州军代处主任 薛宝权

我在军代处工作 24年，参与了军事运输动态监控
系统的研发、高铁整列跨区输送轻装部队、开展集装
箱整列军事运输等项目的研究，经历了军交运输正规
化建设、整体推进全面建设现代后勤试点和“打仗型”
军交建设等大项活动，见证了改革开放给军事交通运
输带来的巨大变化。

1995年我当军事运输调度员时，每次参加调度值
班，遇有军列卸载任务，首先关心的就是部队装备的
头向问题。只要发现装备头向与军用顶端站台头向
相反，就需要马上协调友邻军代处或铁路部门在大型
铁路枢纽内调整列车运行径路、修正装备头向，不仅
作业烦琐、浪费运力，还经常造成军列晚点。

如今，这样的事情再也不会发生了。经过新一轮
军运基础设施建设后，管内主要军运装卸站均已具备
双向装卸载能力，遇到装备头向不顺位时，调整卸载
股道就能保证装备顺向卸载。

军运装卸载作业的变化不只如此——
过去装备卸载需在线路区间搭设58根枕木站台或

是 S94轻型组合站台，这两种站台的搭设，至少需要 30
名官兵，且难度大，对场地的要求也高。现在利用野战
站台车搭设组合站台，只需要 2名操作人员，最快 6分
钟就可以完成站台架设，既方便快捷，又安全可靠；

过去装备加固捆绑大多使用铁丝，一个整列需 3
个多小时作业，战士们的手因长时间用力都撕裂了，
还经常因为捆得过紧或过松组织返工。到达卸载时，
铁丝就不再有利用价值，消耗量极大。现在使用链式
紧固器或钢丝绳进行捆绑，一个整列最多需要 1个小
时，方便快捷不伤手，还能重复使用，极大降低了铁路
军事运输的成本；

过去保障官兵饮食“围一圈、就地坐”“一口干粮
一口水”，如今军代处联合浙江省军供指导中心组建
军供保障分队，依托社会化保障路子，与社会大型快
餐企业合作，实现了科学制膳、营养配餐，伴随军供、
应急军供高效保障，条件好的军供站还实现了宾馆化
住宿、一站式服务。可以说，军供保障不再局限于传
统的车站、码头、机场，部队保障需求在哪里，军供保
障链就延伸到哪里。

从手工操作到人工智能
■讲述人：运输调度处参谋 胡建军

“一把尺子、两支笔，一张运行图、两个本”，这是
20世纪 80年代，军运调度指挥员的专用“家当”，当时
军运保障信息都是靠铁路调度台人工采集，指挥军运
现场只能靠一部电话沟通。

听当年从事军运调度的老军代表讲，由于无法实
时掌握军运现场和军列运行信息，调度指挥全靠定时
手工抄点、手工画图，军运任务量大时，往往一忙就是

一宿，有时连饭都顾不上吃。遇到紧急情况，掌握情
况不仅时间滞后，还往往出现偏差。

有一次，某地发生水灾导致线路中断，需要较长时
间恢复，军列只能待避停靠。为不耽误部队行动，10多
名军代表齐上阵，重新制定绕行径路、手工铺画运行图、
人工排定运行时刻，3个小时后才重新拟定军运计划。

如今遇到类似突发事件，半小时内就能解决。因
为从军委后勤保障部到战区、各军兵种以及驻交通沿
线军代处已经全部联通铁路军事运输综合信息专网，
实现了从“上至下、点到面”的军运信息互联互通。军
列运输方案现在全部依靠铁路军事运输动态监控系统
自动处理，真正实现从手工操作到人工智能的转变。

不仅如此，驻上海铁路局军代处还建成军运实时
调度指挥系统，可对管内车辆保有量、军运挂运方案、
军运实时位置状态、全集团公司军运任务概况等进行
全面掌握。有了这套系统，就如同有了军交运输的
“外脑”和“眼睛”，面对突发状况时能快速做出最优的
决策、最佳的方案。调度值班也实现无纸化办公，所
有操作都在触摸屏上进行，可以自动采集信息数据，
对铁路、水路、航空运输现场实现可视化指挥，工作效
率有了几何倍数的提高。

今年初，我们在处置空军某部运行军列突发危重
伤病员事件中，仅用 20分钟就确定军列临时停车方案
和伤病员救治事宜，调整安排后续客货列车运行时刻
和施工天窗。

从单纯协调到依法管理
■讲述人：运输调度处副处长 沈 岗

我 1997年来军代处工作，参与的第一项活动就是
协调某部的紧急运输保障任务。但是这项任务最后
并没有完成，反而造成较大的经济损失，对军事运输
组织带来了较坏的影响。

在总结教训时，我们发现问题的根源在于法规制
度不完善。这些年，我们吸取教训，对军运工作的全
过程进行了规范，严格审批程序，把运输组织工作上
升到法规政策层面。

我们与铁路部门建立领导干部双向兼职制度，就
是将党内和行政两条线同时纳入军交运输管理体系
中，不仅驻在单位领导兼任军代处领导职务，同时驻
站军代处领导也兼任驻在单位领导职务。这样一来，
军代表在驻在单位有职务、有责任、有权威，变“两线
协同”为“一线作战”，变单纯依靠为主动作为，加强了
领导，整合了力量，实现了共赢。

最近几年，军代处探索高铁运兵模式，但是高铁
指挥调度都是基于信息化网络，对军代表的信息化水
平要求很高。作为铁路线上的老兵，我第一次参观虹
桥站指挥控制室，看到一大片指挥控制按钮和上面密
密麻麻的字母标志，深深感到从未有过的本领恐慌。
但我们没有像以往那样，靠感情协调委托铁路部门培
训，而是联合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出台相关
规章制度，借助合肥市建设货运专业实训基地的契
机，同步嵌入铁路军事运输实战化训练功能。如今，

该铁路军事运输实训基地已为部队培训了 20余批军
交业务骨干。

2017年，我们联合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
召开“军运台账规范化管理暨军运工作座谈会”，从军
运台账这项基础性工作入手，对军运业务工作进行规
范，制作了铁路军事运输计划安排审批本，严格落实
三级审批。同时，通过较真碰硬的督导，对基层单位
进行拉网式检查，并建立军运单位诚信档案，对不依
法办事的部队，重点进行业务指导。

针对运输组织中发生的重大安全隐患，我们及时
召开由铁路、部队、军代处三方联合参加的安全分析
会，对运输环节存在的问题认真研究，立即制定整改
措施，并将有关情况及时通报部队上级。如今，军运
组织中的“不听招呼”“不守规矩”现象大幅减少，军运
规章贯彻执行力度不断增强。

从铁路输送到立体投送
■讲述人：虹桥站军代处主任 陈 凌

过去部队轻装可以乘坐“绿皮客车”，如果携带装
备，官兵就只能乘坐“闷罐车”了。冬天冷、夏天热，一
坐就是几天几夜。由于长途跋涉，车厢内空气极差，
连上厕所都无法解决，一下车就呕吐不止。如今，在
我们军代处管内，“闷罐车”已经成为历史。

从“闷罐”到绿皮，从普速列车到高速铁路，从地
面到空中……这绝不仅仅是速度上的改变，也不仅仅
是乘行方式的改变，它只是运输投送速度大大改善的
一个缩影。

实际上，我们从高铁建设之初，就提出军交配套
体系建设需求，并派出工程人员参与高铁建设方案设
计。从站台建设到指挥调度，30余类高铁配套设施实
现了军民通用。

我们还将铁路部门的高速铁路TMIS运输信息系
统引入军事运输调度指挥中心，并增设军运调度功
能，实现一网军民两用。军运调度员打开军运调度程
序，管区内高铁线上每列车的运行状态、空置线路和
可调拨车皮情况一目了然，只需输入命令就可自动生
成输送方案。

首次在客运专线开通军用货运列车，首次在客运
站组织军用物资“门对门”快件运输，首次临时加开高
铁专列组织人员整列运输……这都是我们有效挖掘
“钢铁运输线”的潜能，开辟军运新通途的积极探索。

除了铁路输送，我们的投送手段还有很多。杭州
湾跨海大桥建成通车，翔安海底隧道贯通，上海、宁
波、温州等城市陆续建成一批新码头，杭州萧山、上海
虹桥、温州永强等现代化机场，均与公路、铁路输送实
现了“无缝链接”……

随着一体化指挥平台的建立，联合投送渐成常
态，投送精度也越来越高，过去那种各军交部门在体
系内单打独斗的现象一去不复返了。去年，我们参与
诸军兵种联合作战演练，联合组织立体投送，投送精
度都在95%以上。

制图：张 锐

“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这是
上世纪 50年代，毛主席在《水调歌头·游
泳》这样称赞武汉长江大桥。如今，军地
联手架设的从武汉到拉萨的航班已经通
航。军委后勤保障部运输投送局负责人
介绍，这只是实现军地一体提升战略投
送能力跨越式发展的一个缩影。

从过去的肩扛、手抬、马驮到如今的
铁路、公路、水上、空中立体运输保障，从
“屯兵驻防”到“说走就走”，改革开放 40
年来，全军运输投送系统把握战略投送
军民融合的特点规律，抓住国家交通运
输加速发展的有利时机，军地合力提升
战略投送能力，全军战略投送军民融合
工作驶入快车道。

民用运载工具建造贯彻国防要求全
面落实，先后完成大中型民船、公路集装
箱运输车和大型平板拖车贯彻国防要
求。在铁路建设方面，拉萨至日喀则铁

路、喀什至和田铁路建成通车，实施青藏
铁路格尔木至拉萨段扩能改造，开通粤
海铁路轮渡平车运输业务，组织高铁运
送轻装部队试验，极大提高部队执行维
稳处突任务的快速投送能力；在公路建
设方面，新藏公路全线完成整治改建；在
航空建设方面，先后开通成都至阿里、日
喀则航线，重庆、昆明至拉萨航线，阿里
至乌鲁木齐、西安航线，海口至西沙等航
线，逐步构建覆盖藏疆、跨越大洋的航空
投送网络。在海运建设方面，开通沿海
港口至西南沙海上航线，组织驻岛屿部
队冷链运输补给，有效解决部队跨海运
输投送瓶颈问题。

依托军民融合战略，协力搭建军民
融合快速投送通道，投送力量不断发展
壮大。在“跨越-2009”演习中，部队除
乘坐空军运输机外，还运用民航客机和
货机，铁路人员运输全部使用客车，大
型武器装备使用平板车，包括使用动车
组输送轻装兵力。军委后勤保障部运
输投送局与中信海直公司和中航货运
公司签订军民合作协议，与大型物流企
业达成运力资源使用合作意向，积极会
同国家有关部门共同搞好快速投送通
道建设，在有关建设规划计划中重点安

排军事急需的铁路、水路、国边防公路
等建设项目，将具有重要国防意义的铁
路项目和公水路项目纳入国家综合交
通运输体系建设。

一体建设保障力量、一体运用投送
能力，先后出色地完成以青岛“上合组
织”峰会、厦门“金砖”峰会和杭州G20峰
会为重点的重大国事活动以及抢险救
灾、维稳处突运输投送，高标准完成以国
际维和、国际军事比赛、中外联演联训、
海外护航、军援军贸等为重点的涉外跨
国运输投送，高质量完成以系列高端精
密产品为重点的特种运输，以报废弹药、
军油军车、被装给养等为重点的大宗物
资运输，以及进藏运输、新老兵运输、驻
岛屿部队进出岛保障任务。结合重大运
输投送任务，坚持投送行动、投送训练、
能力评估一体组织，不仅锤炼了保障队
伍，而且创新了保障机制。

40 年来，一代代军地运输投送人，
坚决听从指挥，牢记使命任务，乐于无私
奉献，耕植祖国蓝天，跨越青藏高原，飞
跃昆仑山脉，直跨琼州海峡，远涉万里重
洋，经历了一次次艰苦奋斗的历史沧桑，
奏响了一曲曲运输投送的时代凯歌，书
写了一幅幅能力建设的壮丽诗篇。

全军战略投送军民融合驶入快车道
■本报记者 孙兴维 通讯员 陆 斌

9月5日，2000余名老兵在辽宁省丹东高铁站统一乘坐高铁，踏上返乡路程。从8月底开始，驻沈阳铁路局丹东军代

处与铁路部门协调配合、一体联动，制定高铁运输新老兵的工作计划。同时严格落实军人依法优先政策，让新老兵在出

行过程中体验到尊崇。

李 雷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