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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驻片法官和老兵调解员的帮

助，没想到问题这么顺利地解决。”近日，

陆军某部军官小陈手捧锦旗来到福建省

安溪县人民法院崇军拥军司法服务中

心，感谢该中心驻片法官和老兵调解员

帮其追回欠款。

两年前，小陈借款给同乡小卢。还

款期限到后，经多次催讨，对方一直不

还款，于是小陈向当地法院起诉。考虑

到小陈军人的身份，平时战备训练任务

重，安溪县人民法院崇军拥军司法服务

中心启动涉军案件绿色通道，老兵调解

员谢江河主动介入调解，双方最终达成

协议。

这是泉州市县（区）两级崇军拥军司

法服务中心成立以来处理涉军问题的一

个缩影。前期，为给驻军官兵和辖区退

役军人提供优质司法服务，泉州军分区

与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泉州市退役军

人事务局三方联手，签订双拥共建协议，

成 立 军 地 领 导 小 组 。 协 议 明 确 ，市 县

（区）两级人民法院及派出法庭设立崇军

拥军司法服务中心（站）、旅团级及以上

部队设立司法服务队、退役军人服务中

心设立办案点、退役军人服务站明确驻

片法官，打造市县镇村“四位一体”涉军

司法服务体系。

“遇到法律问题，在家门口就可以求

助驻片法官，化解矛盾纠纷，便捷又暖

心！”退役军人周进文说。

去年以来，泉州市两级人民法院在

成立崇军拥军服务中心的同时，还设立

老兵调解室，邀请符合条件、有拥军情怀

的老兵参与矛盾纠纷调解工作。此外，

他们还吸纳人民调解员、专家律师等力

量，不断扩大调解纠纷“朋友圈”，并将法

治宣传、公共法律服务、心理危机干预等

融入调解纠纷全过程。

“通过构建一个个小站点，撬动了为

军服务大格局。”福建省军区政治工作局

主任时尽岭说，下一步，他们将继续深入

推进涉军维权工作，特别是在交通工具

征用补偿、演练损失赔偿、军事设施保护

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为部队备战打仗

提供法律服务保障。

福建军地推进崇军拥军司法服务中心建设

小站点撬动服务大格局
■周晓松 本报特约记者 徐文涛

“推广云南‘军娃’司法保护经验，

让军人安心保家卫国。”今年全国两会

上，云南“军娃”司法保护经验被写入最

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新闻一经报

道，这一工作经验受到广泛关注。

“加强对‘军娃’的司法保护，不仅

是广大官兵的期待，更事关部队战斗力

建设。”昆明军事检察院副检察长阚世

恩介绍说，在推进军人家庭未成年子女

保护工作中，他们立足本职，整合军地

资源，坚持向部队通报工作进展和协作

机制建立情况，解读相关法律法规，收

集军人需求，双向互动，成效显著。

云南省驻军较多，解决好“军娃”在

监护、教养、保护等方面的问题，对维护

边疆稳定、稳定军人家庭有着重要作

用。2020 年 8 月 14 日，云南省人民检察

院与昆明军事检察院召开军人家庭未

成年子女司法保护工作座谈会。会后，

他们联合印发会议纪要，从组织领导、

工作机制建立、工作措施细化等方面，

明确了军地检察机关开展军人家庭未

成年子女保护工作的责任；在拓展线索

发现渠道、注重提供全面综合的司法保

护、加强情况报送工作等方面，达成一

致意见。

去年 6 月，《云南省军地检察机关

加强驻滇部队军人家庭未成年子女司

法保护工作指导意见》印发，拓展了军

人家庭未成年子女保护工作的深度和

广度，构筑起呵护“军娃”健康成长的

“防火墙”。随后，云南各州（市）检察机

关积极与驻军部队对接，全面动员、制

定方案，深入部队收集军人家庭未成年

子女保护需求，了解“军娃”教育现状，

探索“军娃”保护新路径。

“继续完善‘军娃’司法保护线索发

现、信息共享、协作配合机制，不断加强

与地方检察院、教育部门、学校等单位

的沟通，让军人后顾无忧。”前不久，驻

滇部队官兵代表、云南省三级检察机关

相关工作人员齐聚一堂，就推进军人家

庭未成年子女保护工作展开交流，军地

整合多方资源，探索开展更加全面、更

加有力的“军娃”司法保护。

云南军地探索军人家庭未成年子女司法保护新路径

特别的爱呵护“军娃”成长
■杨文杰 本报记者 柯 穴

保障权益 彰显荣誉

记者：过去 4 年，作为全国政协委

员，您连续围绕推动军人地位和权益保

障立法撰写提案、建言献策。今年，当

选新一届全国人大代表，您带来了哪些

相关建议？

郝万禄：多年来，我长期从事战略

管理与政策制度理论研究工作，从全国

政协委员到全国人大代表，我始终聚焦

军队人员待遇政策制度改革和军费管

理制度改革相关问题建言献策。维护

军人军属合法权益，让军人成为全社会

尊崇的职业，事关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

设，事关国家安全和发展大局。今年，

紧扣贯彻落实军人地位和权益保障法，

维护军人军属合法权益，我提出了加快

完善军队人员待遇保障体制机制的建

议。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加强军地战

略规划统筹、政策制度衔接、资源要素

共享。保障好军队人员待遇是全社会

的共同责任，全体公民都应依法维护军

人军属合法权益。我提出的建议旨在

通过进一步完善军队人员待遇保障体

制机制，加强维护军人军属合法权益工

作顶层设计，推动政策制度刚性落地、

工作运行衔接高效，聚焦备战打仗，回

应广大军人军属重大关切，激发军人使

命感荣誉感，进一步提高战斗力。

记者：今年全国两会上，“两高”工

作报告对过去 5 年维护军人军属、英烈

合法权益工作进行回顾。您如何看待

这 5 年取得的成绩？哪些方面您最关

注？

郝万禄：现场聆听“两高”工作报告，

我深切感受到，这 5 年党和国家始终高

度重视维护军人军属合法权益，不断优

化军人军属维权协调制度机制，推广涉

军维权创新模式，加大对侵犯军人军属

合法权益犯罪行为的惩治力度，加大司

法救助和公益诉讼力度，加大军人荣誉

名誉权益维护力度，推动修缮烈士纪念

设施等等，取得了显著成效，这些不仅是

对军人军属的真切关爱，也是对先辈英

烈的铭记告慰。成绩的取得，是习近平

强军思想科学指引的结果，是全面贯彻

习主席关于维护军人军属合法权益重

要指示精神的结果。这些成绩充分表

明，各级军地机关强化协作、依法履职，

扎 实 推 进 依 法 行 政 、坚 持 严 格 公 正 司

法，不断提升维权工作质效，让军人军

属切实感受到司法温暖，助力部队把全

部心思向备战聚焦、向打仗用劲。

在维护军人军属、英烈权益方面，

先后制定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法规，我最

关注的是这些法律法规如何持续落地

落实 ，真正做到维军权、解军难、稳军

心、护军威。比如，最高人民检察院协

同退役军人事务部开展专项监督，推动

修缮烈士纪念设施 2.3 万处，这是尊崇

英烈、铭记功勋的有力举措。修缮烈士

纪念设施、悼念缅怀英雄烈士、开展纪

念和教育活动等，有利于培塑和强化全

民国防意识，引领全社会形成崇尚英雄

模范、弘扬英雄精神的社会氛围。

记者：您刚刚提到了尊崇英烈，最

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中说，“对诋毁‘抗

美援朝冰雕连’、亵渎卫国戍边英雄的

犯罪分子依法严厉制裁……”这些内容

传递出怎样的导向？

郝万禄：我 认 为 这 传 递 出 3 个 导

向。一是彰显尊崇牺牲军人、褒扬英雄

烈士的国家意志。依法从严惩治侵害

英雄烈士合法权益犯罪行为，是对军人

荣誉的坚决捍卫和有力维护，彰显了新

时代党和国家对英烈荣誉地位的崇高

标定。二是立起以法治捍卫英烈荣光

的鲜明导向。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对

英烈保护的法治底线日渐清晰，崇尚捍

卫英烈的价值理念逐渐转化为具有刚

性约束力的法律制度，以法治思维法治

方式崇尚英烈，为维护英烈及其家属的

切身权益提供了坚实法律保障。三是

培育引领尊崇英烈的社会风尚。崇尚

英 雄 才 会 产 生 英 雄 ，争 做 英 雄 才 能 英

雄 辈 出 。 褒 扬 英 烈 奉 献 牺 牲 精 神 ，增

强 全 社 会 尊 崇 英 烈 、铭 记 英 烈 的 意 识

和 自 觉 ，有 利 于 促 进 革 命 传 统 和 红 色

基 因 赓 续 传 承 ，不 断 激 发 军 人 的 战 斗

精神和士气。

军民合力 共商共建

记者：做 好 军 人 军 属 法 律 援 助 工

作，对于完善法律援助制度，促进社会

公 平 正 义 ，实 现 党 在 新 时 代 的 强 军 目

标，具有重要意义。近日，司法部、中央

军委政法委员会联合印发新修订的《军

人军属法律援助工作实施办法》（以下

简称《办法》），自 3 月 1 日起施行。您如

何看待这部文件的出台？《办法》中有哪

些值得我们关注的亮点？

郝万禄：军人军属法律援助工作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援助事业的重

要组成部分，事关广大官兵切身利益，

事关国防和军队建设，事关社会和谐稳

定。我理解，此次修订出台的《办法》，

聚 焦 服 务 备 战 打 仗 、强 化 军 人 荣 誉 尊

崇，是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报告“加强

军人军属荣誉激励和权益保障”要求的

重要部署，有利于进一步规范军人军属

法律援助工作，依法维护军人军属合法

权益。

《办法》对军人军属法律援助工作

总体要求、运行机制、事项程序以及保

障监督等作出规范和完善。我认为主

要的亮点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扩大

军人军属法律援助事项范围。《办法》在

法律援助法的基础上，扩大军人军属法

律援助事项范围，军人军属就军人婚姻

家庭纠纷、房屋买卖纠纷、拆迁安置补

偿纠纷等事项，可以申请法律援助；执

行作战、重大非战争军事行动任务的军

人及其军属申请法律援助的，不受事项

范围限制。二是规范军人军属法律援

助工作站、联络点工作制度。《办法》明

确法律援助机构可以在军队相关单位

建立站（点），并增加军人军属法律援助

联络点人员及其相关职责的规定。设

立法律援助绿色通道，明确了军人军属

申请法律援助依法优先，优先受理、优

先审查、优先指派，符合条件的可以先

行提供法律援助。三是建立军人军属

法律援助人员库。《办法》明确要求法律

援助机构建立军人军属法律援助人员

库，综合政治素质、业务能力、执业年限

等，择优遴选具有律师资格或者法律职

业资格的人员参与军人军属法律援助

工作。四是明确军人军属法律援助保

障和监督职责。《办法》明确了军地各方

在提高法律援助质效方面的保障要求，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和军

队团级以上单位负责司法行政工作的

部门应当密切协作、相互配合，建立军

地法律援助衔接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共

同做好相关工作。

记者：军人军属法律援助工作涉及

军地多个部门，《办法》的施行有利于把

军地优势资源和意志力量凝聚起来，形

成 军 地 齐 心 协 力 、齐 抓 共 管 的 工 作 格

局。您如何看待建立完善新时代军人

军属法律援助工作军地协作机制？

郝万禄：军 人 军 属 法 律 援 助 工 作

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军地多个领域、

多个部门，政治性、政策性、综合性都很

强，需要凝聚军地力量合力推进。我理

解，《办法》的出台已经作出明确回应。

我们可以从 3 个层面来认识。一是建

立上下贯通、军地衔接的管理体制和责

任体系。《办法》明确，军人军属法律援

助工作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司法行政

部门和军队团级以上单位负责司法行

政工作的部门组织实施，为常态化推进

军人军属法律援助工作提供了组织保

证。二是构建提高法律援助质效工作

机制 。《办法》完善了军地联席会议制

度，开展军地业务研究、办案交流等活

动，建立报告工作、工作考评等制度，真

正将军民合力、共商共建落到实处。三

是强化军地资源整合和需求对接。《办

法》明确，通过整合军地律师资源，建立

军 人 军 属 法 律 援 助 人 员 库 ，明 确 有 条

件的法律援助机构可以指派军人军属

选 定 的 法 律 援 助 人 员 作 为 案 件 承 办

人，为部队官兵提供更加精准、更加专

业的法律援助服务。通过建立完善军

人 军 属 法 律 援 助 工 作 军 地 协 作 机 制 ，

形成全流程、多方位、互补式的发展格

局，让更多的军人军属受益受惠。

完善法规 健全机制

记者：除了刚出台的《办法》，我国

在维护军人军属权益方面做了不少工

作。请您帮我们总结一下党的十八大

以来我国在军人军属权益保障方面取

得的主要成绩。

郝万禄：党中央、习主席高度重视

维护国防利益和军人军属合法权益，作

出 一 系 列 重 要 决 策 部 署 ，取 得 显 著 成

效。一是出台一系列法律法规，为维护

军人军属权益提供了根本遵循。几年

来，军人地位和权益保障法、退役军人

保障法、《军队功勋荣誉表彰条例》等法

律法规的出台，为推动形成军人军属权

益维护“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

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法治环境提供

了坚实支撑。二是完善一系列制度机

制，立起了军人军属权益维护的政策制

度体系框架。我党我军历来重视保障

军人军属的地位和权益，早在 1931 年中

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就出台

了《中国工 农 红 军 优 待 条 例》，对 红 军

将士及其家属享受的各种优待作出明

确规定 ，包括土地分配、土地代耕、婚

姻保护等，极大调动了苏区人民参加红

军的热情。新中国成立后，作为军队现

代化正规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军官

薪金、休假、婚姻、家属随军、转业安置、

退休安置和士兵退役安置等制度逐步

建 立 ，相 关 工 作 机 构 和 机 制 也 逐 步 健

全。近年来，传承党关心关爱军人军属

的优良传统，总结党领导军人军属权益

维护的宝贵经验，将其固化为国家制度

规范，持续优化体制机制，不断完善政

策 制 度 体 系 ，我 国 军 人 军 属 权 益 维 护

呈现出顶层设计、全面重塑、体系推进

的良好局面。三是举办一系列表彰仪

式 ，彰 显 了 加 强 军 人 军 属 荣 誉 激 励 和

权 益 保 障 的 鲜 明 导 向 。 国 家 、军 队 及

地 方 各 级 积 极 举 办“ 最 美 新 时 代 革 命

军人”“最美退役军人”“最美军嫂”等评

选表彰，“光荣之家”入户挂牌，“依法

优 先 ”通 道 广 泛 开 启 …… 军 人 军 属 的

荣誉感、获得感、自豪感显著增强，全军

官兵备受鼓舞，进一步汇聚起强军兴军

的磅礴力量。

以法为盾守护钢铁长城
——访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国防大学联合勤务学院教授郝万禄

■本报记者 单慧粉

今年全国两会上，维护国防利益和军人军属合法权益，再次被写入最高人
民法院工作报告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此前不久，《军人军属法律援助
工作实施办法》正式施行。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报告“加强军人军属荣誉激励
和权益保障”要求，如何进一步维护军人军属合法权益？如何以法为盾维护英
烈权益？日前，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国防大学联合勤务学院教授郝万禄接受
本报记者专访，就相关内容进行解读。

图①：陕西省西安汽车站设置军人依法优先窗口，保障官兵出行。

王少伟摄

图②：河南省新县涉军维权一站式服务大厅。 柴代亮摄

图③：成都军事法院组成“巴蜀军营普法讲师团”，深入部队开展宪法

宣传。 余 飞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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