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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场定期展出流动宣传栏，地铁
站广告栏滚动播放“保护军事设施，事
关国家安危，事关人民福祉”等各类标
语，市区主干道两侧电子屏不时播放
宣传片……这是山东省青岛市常态化
开展军事设施保护宣传教育活动的几
个缩影。

青岛是驻军大市，军事设施类别多、
基数大、分布广。在建设国际化大都市
的进程中，受经济利益驱使，部分单位和
人员保护军事设施意识日渐淡薄，与军
事设施“抢地盘”“占空间”问题时有发
生，影响了军事设施效能发挥，同时也造
成了安全保密隐患。

为加强军事设施保护力度，开展全
方位、宽领域、常态化的军事设施保护宣
传教育，近几年，青岛警备区积极探索走
开电视广播、报纸杂志、户外传媒、移动
终端和网络平台“五位一体”宣教模式，
较好地营造了全社会参与军事设施保护
的良好环境和氛围。
“做好军事设施保护工作，首要的

就是抓好法律法规的学习宣传贯彻，
唤醒民众头脑中的保护意识。”军事设
施保护会议上，青岛军地领导达成共
识。为此，该警备区以落实军地联席
会议、法制教育专题学习、常态宣传教
育三项制度为切入点，持续推进军事
设施保护宣传教育进机关、进学校、进
企业、进社区、进乡村，综合运用各级
各类媒体，大力宣传军事设施保护法
相关内容。

常态深入的宣传产生了良好的社会
效应。海军某基地周边有 2 幢在建楼
房，部队提出军事设施保护问题后，开发
商无偿拆除超高楼层；部队新划设了海
上训练区，训练区内养殖户主动配合，及
时拆除养殖渔排、渔网……随着学法、知
法、懂法、守法的意识不断提高，共筑国
防、共谋发展已成为该市上下的思想共
识和行为自觉。

山东省青岛市—

“五位一体”
开启常态宣教模式

■陈 涛

解决 40 多处军事设施遭破坏侵占
的遗留问题；投资 80 余万元对老北山
军事设施进行修缮改造，恢复其战备效
能……这是山东省蓬莱市近年来交出
的军事设施保护成绩单。

蓬莱地处黄渤海交界线，自古为海
防要塞，素有“京津门户、渤海咽喉”之
称，驻军单位多，军事设施星罗棋布，保
护工作繁重。蓬莱市人武部部长傅登
峰介绍，该市将军事设施保护纳入沿海
建设整体规划、纳入“一把手”考评范
围、纳入部队战斗力建设，通过“三个纳
入”不断建章立制，构建军地携手共管
格局。

2017年，蓬莱市规划某景区外围工
程项目后，向军事设施保护委员会征求
意见，附近驻军指出该项目可能会影响
到部队的通信后，该市相关部门立即调
整规划。最终，在保证部队通信的同时
实现了景观的呈现效果。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该市人武部
联合地方党委、政府把军事设施保护纳
入沿海建设整体规划，与城乡建设、环境
整治和林业、海域、旅游资源开发等重大
项目进行有机结合。他们还与公安、国
土资源、林业等多部门密切合作，建立联
动机制，依照军事设施保护法严厉打击
破坏和危害军事设施安全行为。

为保证相关措施有效落实，该市将
军事设施保护情况纳入各职能部门职责
和领导干部岗位考评范围。该市要求市
政府主要领导担任军事设施保护委员会
主任，增加各镇（街道）“一把手”为当地
军事设施保护“第一责任人”，并将各镇
（街道）武装部长纳入委员会。

军事设施是部队履行职能的重要依
托。蓬莱驻军某船运大队在一次演练
中，遇到渔船拥堵在军用航道上的情况，
驻军将情况通报给该市军事设施保护委
员会后，该市人武部立即联合海洋发展
和渔业局、海港边防派出所等部门，对军
港内游弋的渔船进行清理，对进入军事
禁区的养殖区彻底清除，共同打造海上
安全屏障。

该市人武部政委张鑫欣喜地告诉
记者，目前，该市所有军事设施均处于
良好状态，初步实现了“平时保护好，
关键时顶得住，作战时用得上”的预期
目标。

山东省蓬莱市—

“三个纳入”
构建军地共管机制
■王振宇 本报特约记者 贾玉省

国防广角

分布于全国各地的军事设施是国

防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战略能

力的重要支撑，是战时军队作战指挥的

重要平台，也是战斗力生成的重要载

体。军事设施得不到必要的保护，巩固

国防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国家生

存与发展也将失去基本保障。

近年来，中央和各地着力解决军事

设施保护中的重难点问题，相继出台多

部法律法规和措施办法，逐步形成从国

家大法到地方性法规、从部门指导文件

到具体措施办法相衔接配套的法律法

规体系，军地各级思想认识不断深化，

保护机制逐步健全，建管秩序更加规

范，军地协作日益密切，军事设施安全

环境得到明显改善。

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随着改革

开放持续深化，经济社会和国防现代

化建设快速发展，军事设施保护工作

也面临着新的形势和任务要求。一方

面，境外情报机构对我侦察窃密活动

加剧，现代侦察监视技术快速发展，军

事设施种类、数量也不断增加，军事设

施安全保密环境日趋复杂，保护要求

普遍提高，保护任务加重；另一方面，

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和城市化进程加

快，军事设施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在

地域、空域、海域、电磁频谱等方面的

矛盾日益突出，需要统筹协调的问题

增多、难度增大。

要解决这些军事设施保护工作中

出现的矛盾问题，需顺势而为、因时而

变，跟上时代步伐、强军节拍。

一是切实增强各级国防意识和大局

观念。当军事设施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

出现冲突矛盾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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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统筹协调

机制进一步细化，大局要求从国计民生考

虑就服从国计民生的需要，要求从国防建

设考虑就服从国防建设的需要。

二是不断完善细化军地职责。依

据军事设施保护相关法规，明确军事设

施保护需求由谁提、向谁提、谁来协调、

谁来落实等问题。厘清各级各部门职

责，设立专门管理机构，配以专职人员，

完善军事设施保护工作流程，建立信息

上报、处理、评估和奖惩机制，分类、分

级抓好军事设施保护工作。

三是持续加强技防措施建设。把

军事设施保护这件事情做好，除了需要

强有力的法律支撑外，还需要加强技术

保护力度，应改变单纯靠扩大保护区

域、限制地区开放和境外人员活动等传

统模式，广泛运用监控、屏蔽、伪装等技

术手段，落实军事设施保护围界等隔离

措施，切实增强军事设施自身防范和主

动保护能力，同时为当地扩大开放和经

济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军事设施保护需顺势而为
■孟凡清

落实，落细，落到位！
—山东军地加强军事设施保护的调查与思考

■张嘉雷 鲁秀亮 本报特约记者 熊永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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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社会快
速发展以及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不断
加快，军事设施与城市规划、经济建设
在地域、空域、海域利用等方面发生交
集的问题增多，给军事设施保护工作带
来许多新的挑战。

山东省是我国经济大省，战略位置
重要，辖区内军事设施多。面对军事设
施保护工作中不断出现的新情况，山东
军地以《军事设施保护法》为准则，联合
出台《山东省军事设施保护条例》，通过
健全组织机构、将保护落实情况纳入量
化考评、统筹协调国防与经济发展等措
施，探索破解工作中存在的矛盾难题，
将军事设施保护落实落细落到位，交出
了一份合格答卷。

细化职责，建立军地

协作共管机制

“这次共普查军事设施 200余处，地
方执法部门协助收回被侵占的国防工
程 8处，协助驻军重新划定军事禁区或
军事管理区 3处……”9月 10日下午，记
者来到山东省青岛市即墨区人武部采
访时，军事科科长林松刚正在录入军事
设施普查数据。

林松刚告诉记者，前几年推进军事设
施普查与保护工作时，一些人狭隘地把军
事设施当成是部队的事，导致军事设施保
护工作面临诸多隐患：在军用机场净空区
域内违规建设超高建筑，直接影响飞行安
全；雷达、技侦阵地附近建筑影响军用无
线电设备使用效能；在军用港口航道非法
进行水产养殖，影响舰船航行……

针对实际工作中发现的问题，近年
来，山东省军事设施保护委员会大力开
展机场净空、电磁环境专项治理，消除
风险隐患 80余处。同时，他们推进信息
化管控手段，重要军事设施安装集指挥
监控、装备管理和安全防范于一体的自
动化管理系统，部分军事禁区还安装高
压脉冲电网，有效保证军事设施安全。
“军事设施保护工作关联军地、涉

及面广，需要明确哪些是军事设施，由
谁负责、谁来干的问题，只有军地各部
门相互配合，工作开展才能不扯皮、不
推诿。”林松刚感慨道，此次大范围普查
工作能顺利完成，得益于较为完善的军
事设施保护制度机制。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国防和军队改
革期间，由于一些部队在撤并降改过程
中部分军事设施交接不及时，原始资料
不全、手续不清等原因，一些军事设施无
形中成了“黑户”，军地双方对军事设施
产权和界限存在争议，致使军事设施普
查和保护工作任务加重、难度变大。

1月 1日，《山东省军事设施保护条
例》（以下简称《条例》）正式施行，标志着

山东省在军事设施保护工作领域迈出新
步伐。该《条例》对军地协作共管机制进
行详细规范，明确了执法主体、责任情形
和措施，进一步深化了军事设施保护工
作法制化、规范化、常态化程度。

如今，山东省成立县级以上军事设
施保护委员会 158个，地市级以上专职
办公室 17个，成员涵盖驻军部队、武警
及公安、民政等职能部门，确保区（县）
以上有军事设施保护委员会，乡镇（街
道）有军事设施保护领导小组，行政村
有维护管理小组，建立健全上下衔接、
结构优化、职能明确的军事设施保护领
导管理体制。

量化考评，推动保护

措施落地见效

枣庄市台儿庄区人武部在一次辖
区国防工程巡查中发现，某公司在两处
作战坑道安全保护范围之内采矿。在向
该公司负责人讲清利害关系，并下达禁
止开采并恢复保护区的通知后，该公司
没有听从劝说，多次偷偷开采。

对此，有人建议依法将其开采设备
扣压；也有人认为，此事涉及军民关系，

私下协商解决即可，如果依法处置，可
能影响军地感情。
“后者的考虑也是近年来不少单位

在军事设施保护具体工作实施中会顾
忌的地方。”山东省军区一位领导告诉
记者，长期以来，军事设施管理单位在
面对军事设施保护中出现的矛盾问题
时，习惯于通过私下协商的方式来解
决，但大多容易打折扣，效果不尽人意，
也削弱了法律的权威性。

今年初，为确保军事设施保护措施
有效落地，山东省对军事设施保护落实
情况进行量化考评，纳入党管武装工作
考评办法。明确要求每年12月底前，对各
单位军事设施保护落实情况进行量化考
评打分，考评重点包括军事设施保护区
域核准和军事设施保护落实两项内容。

对军事设施保护实行考评和量化
评分办法出台后，枣庄市台儿庄区人武
部部长王雷向区委书记、军事设施保护
委员会主任及时汇报情况，并得到地方
政府的理解和支持，执法部门随后对该
公司进行严肃处理，勒令其对坑道保护
层进行回填，对保护范围进行绿植覆
盖，该区遇到的军事设施保护难题依法
依规得到解决。

据统计，近 3年来，山东省累计处理

军事设施保护相关各类违法案件行为
70 多处，处理处罚各类人员 100 多人，
避免经济损失2.8亿元。

共同发展，发挥军事

设施最大效益

“根据发展规划，我市计划在寒亭
区某村修建一座飞机场……”2015 年
初，山东省潍坊市交战办邀请驻军陆、
海、空和军分区同志召开座谈会，就机
场建设规划征求意见。
“机场规划位置离军事训练协作区

太近，飞行航道与炮弹弹道有交叉，既
存在安全风险，也影响训练质量，应考
虑其他地点。”空军参会人员的意见得
到与会同志认可。

时任潍坊市交战办主任的王振告诉
记者，如果从经济效益出发，在该村修建机
场比较理想。但考虑到军事安全，经过认真
讨论论证，地方政府还是决定重新选址。
“走军地共同发展的路子，是做好

军事设施保护工作的根本要求。”潍坊
市一名领导介绍，如若只顾经济发展不
顾军队建设与军事设施保护，平时会影
响部队正常战备训练执勤，战时会影响

武器装备效能发挥。
青岛是国家重要海洋进出口贸易城

市，拥有大型军舰停靠的天然港湾。自辽
宁舰入驻青岛某军港后，装备保障、人才
培养、社会化保障等配套设施建设迫在
眉睫。但由于军港所在地段寸土寸金，经
济开发前景好，考察论证时有人提出不
同意见。青岛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态度
明确，“甲午海战已过去百年，但耻辱决
不能忘记，在青岛把大型军港建设好，承
载着中国海军挺进深蓝的百年梦想，国
家安全利益面前，一切都要让路。”

对军地双方都有需求的设施，山东
驻军则本着共管双赢的思路，合理利用
军事设施资源，将国防工程维护管理和
开发利用有机结合，促进地方建设和经
济发展。为此，近年来，山东驻军主动开
放口岸 12处，迁建、报废多处军事设施，
推动部分军事设施实现军民共用共管。

下图①：青岛警备区在青岛市某商
业广场开展军事设施保护宣传。

陈江洪摄

下图②：济南军地联合检查组检查
人防工程管理情况。 熊永岭摄

下图③：淄博市党政机关干部参观
由废弃坑道改成的国防教育基地。

丁荣桢摄

驻烟台某部官兵检查维修战备坑道。 熊永岭摄

国防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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