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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交通强国，是党的十九大提

出的宏伟目标。前不久发布的《中华

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

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

要》，绘就了未来一段时期交通建设的

“施工图”，吹响了加速推进交通强国

的冲锋号，为提升我军战略投送能力

提供了难得契机。

纵观古今中外，强国之强，无不

重视交通四方；强军之强，也必有赖于

交通之强。从世界历史进程看，任何

一个国家和军队的强盛，都离不开强

大交通的战略支撑。

毛泽东同志曾深刻指出，“军队无

非是要学会两个东西，一个是会打，一

个是会走”。我们党和军队历来重视国

防交通建设，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

历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规划计划，都重

点考虑国防交通建设，使我军战略投送

能力有了明显提升。但放眼世界，我们

与军事强国相比，仍有一定差距。

当前，我国交通运输事业取得长

足发展，铁路、公路、海运、航空运力居

世界前列，已成为名副其实的交通大

国，具备了建设交通强国的必要条件

和综合能力，再加上我国交通领域军

民两用工作基础较为扎实，加速发展

战略投送能力的历史性机遇摆在了我

们面前。军地各级应乘势而上，把国

防交通融入交通强国建设体系，形成

军地良性互动、一体建设的新局面。

地方各级党委、政府应站在国家战略

全局的高度，以强烈的责任担当投入

这项基础工程，切实算好3笔账。

算好经济账。交通建设是一项系

统工程，涉及面广、投入大，牵一发动

全身。初始建设中如果没有贯彻国防

需求，后期再进行追加和弥补，必然事

倍而功半，不仅增大经费开支，效果也

未必理想。切不可只顾眼前算小账、

坐失良机，而要放眼长远算大账，走好

建设交通强国的“第一公里”。

算好安全账。交通是发展现代经

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大动脉，也是维

护社会稳定、保障人民群众安居乐业

的生命线，其重要支撑作用不仅体现

在战时，也反映在平时。1987年的大

兴安岭扑火救灾，3.4万名部队官兵第

一时间奔赴灾区抢险，铁路运输功不

可没；2020年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期

间，人民军队第一时间从各个方向调

集医护人员奔赴武汉，靠的也是强大

的战略投送能力。我们要切实站在捍

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社会安

全稳定、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的高度上，把国防交通建设好。

算好责任账。交通具有国防和经

济双重功能属性，是承载安全和发展双

重使命的重要领域，必须从国家层面依

靠政策法规强力推动。2017年实施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交通法》，对地方

各级党委、政府在国防交通建设中的责

任和义务作了规定。地方党委、政府应

不断强化法治思维，实现国防交通建设

从靠政治觉悟和感情推动，向程序化、

法制化落实的根本转变。

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当

前，我国发展已站上新的历史起点，展

望“十四五”加快建设交通强国的新蓝

图，作为“九省通衢”和现代物流枢纽

的武汉肩负的责任重大、使命光荣，要

顺势而为、主动作为、敢做善为，为交

通强国战略提供武汉方案，为国防交

通建设贡献武汉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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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2月，国家交通运输部下发通
知，正式批准全国 34家单位开展交通
强国建设试点工作，湖北省武汉市成
为全国唯一获批的省会城市。这座英

雄之城在立志打造“交通强国建设示
范城市”的同时，迎来了国防交通建设
提档升级的历史机遇。

武汉是全国为数不多的集水、陆、
空、铁等多种交通方式于一体的综合
交通枢纽城市。近年来，武汉军地着
眼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协调、平衡、兼
容发展，积极促进交通战备接轨立体
交通网，不断探索国防交通建设与交
通强国建设同频共振的新路径。

同步规划——

贯彻军事需求从城

市规划“第一公里”开始

“构建武汉城市圈 1小时通勤、长
江中游城市群 2小时通达、全国主要城
市 3 小时覆盖的综合交通网……”日
前，一份《交通强国建设武汉市试点实
施方案（初稿）》甫一发布，便受到社会
各界广泛关注。

当武汉市民热议快速发展的便捷
交通时，如何让国防建设共享“交通红
利”，成为武汉军地领导思考的重要课
题之一。

近段时间，湖北省军区武汉警备
区政委李家华辗转多地开展调研，调
研的重点是城市规划中的国防交通建
设。在他看来，国防交通能否搭上地
方交通建设的快车，城市规划的“第一
公里”至关重要。

如何规划好“第一公里”？武汉
在此前建设新港过程中就进行了积
极探索。

武汉新港的最初定位是“亿吨大
港、千万标箱”。规划之初，据相关部
门核算，如果拓展新港的国防功能，需
追加数千万元的经费预算。讨论会
上，武汉军地领导意见高度一致：追加
预算会加大成本，但能助力部队战斗
力建设，值！

这一做法，成为武汉重大交通工
程建设的样板。为使城市交通充分发
挥国防功能，武汉军地联合出台《交通
建设项目贯彻军事需求审查制度》，要
求水、陆、空、铁交通项目建设，要预先
征集驻军部队意见并严格审查备案，
充分考量军事需求，否则一律不予立
项开工。

武汉市一位领导说：“从短期看，
城市交通建设贯彻军事需求意味着更
多的预算。但从长远看，这种前瞻式
规划，不仅节省了后期改扩建的开支，
而且一体化建设带来的国防效应更是
不可估量。”

在亚洲最大的铁路编组站——武

汉北站设计之初，武汉军地就规划建
设了军用站台、铺设了到发线，以满足
部队铁路输送需求。这一举措，使该
站兵力投送能力大幅跃升。

在我国 8 大区域性枢纽机场之
一——武汉天河机场扩建之初，军地
双方就反复沟通，最后确定提高跑道
建设标准。这种兼容式设计的重要
性，在去年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斗争
中体现得十分明显。

2020 年 1月 24 日，大年除夕。从
陆军、海军、空军军医大学抽组的 3支
医疗队 450 人携带医疗物资，分别从
重庆、上海、西安乘坐军用运输机出
发支援武汉。这是天河机场首次承
担大规模军事运输保障任务。回顾
这场规模空前的生命大救援，天河机
场一位负责人感慨地说：“抗击新冠
肺炎疫情期间，天河机场保障各类大
型军用运输机顺利起降，成为武汉重
要的‘空中生命线’，这种强大的军民
通用保障能力与当初的兼容式规划
设计密不可分。”

同步建设——

国防交通伴随城市

建设加速推进

“武汉，每天不一样！”这是武汉城
市形象口号。武汉的快速发展也给国
防交通带来新的考验。

过去，部队营区大多远离市区。
随着城市建设加速推进，昔日的郊区
乡野变身繁华闹市，这给部队机动带
来直接影响。为此，武汉交通战备办
公室主动协调军地双方，明确在武汉
城市建设中，将城市道路与国防交通
等基础设施建设一并纳入规划，同步
推进。

武汉市江夏区地处“武汉 1+8 城
市圈”南部枢纽，武广高铁、京广铁路、
107国道纵贯全境，京珠、泸蓉高速公
路在此交汇。大干线纵横交错，小支
线能否四通八达呢？

记者驱车前往江夏区时看到，多
个高速公路沿线的出口，既不临市区，
又不临集镇，是专门为沿线驻军部队
开设的快速机动通道。江夏区一位领
导说，站在经济效益角度看，多开一个
出口，要增加建设资金，但能让驻军部
队随时快速机动。城市基础建设要兼
顾军事需求，这是现代城市交通建设
的使命与责任，也是江夏区党委、政府
的共识。

近年来，江夏区先后按照国家等
级公路标准专门修建了 12 条国防道
路、5 条连接部队营区的快速通道。
截至目前，该区累计修建通车里程
4000 余公里，四通八达的交通，极大
地提升了驻军部队和过境部队的快速
机动能力。

在武汉，城市建设兼容军事需求，
驻军部队也大力支持当地经济建设。
武汉市二环线整体拓宽时，应地方政
府请求，驻军某部第一时间向上级请
示报告，在不影响战备训练的前提下，
主动将围墙后撤 3米；洪山区政府在
城市建设中提出置换某部生活区的 5
亩空地请求，虽然新置换的地方比较
偏远，但部队各级积极支持，不提任何
条件。
“在城市建设中，如果部队和地方

站在各自角度看问题，有时难免会存
在不同意见，但只要双方秉着‘国之大
者’去考虑，事情往往都能得到很好解
决。”谈及经验，武汉市交通管理局的
一位领导如是说。

同步保护——

寻求国防建设与经

济建设最大公约数

3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
保护法》正式施行。尽管这部法律没
有直接提及国防，但对于“因水而兴、
因岸而昌”的江城武汉而言，其背后的
诸多举措都与国防息息相关。
“在中国的交通网络中，大自然赐

予我们最长且横贯东西的交通线就是
长江。长江对国家安全有极为重要的

影响。”武汉市一位领导说，基于这一
思想共识，在长江实施大保护过程中，
武汉军地努力寻求国防建设与经济建
设最大公约数。

在长江某渡场，驻鄂某部一位干
部说，军用码头、渡场是战时物资过江
投送的重要平台，每年，部队都会到现
地驻训。前些年，少数不法分子趁驻
训的空档期，将军用码头改成采砂场，
非法占用甚至破坏的情况时有发生。
随着长江大保护力度加大，这些情况
得到很好纠治。

近年来，为落实“共抓大保护、不
搞大开发”要求，武汉市按照“三个一
批”（取缔一批、规范一批、提升一批）
的原则，对长江岸线港口码头进行优
化整合。武汉市政府相关部门联合交
通战备办公室共同参加非法码头整治
活动，并建立了联席会议、定期督查、
联合办公等制度。
“十三五”期间，武汉市围绕长江

大保护重拳频出，先后取缔非法码头
167 个、趸船 273 艘、沿江堆砂场 364
个。令人欣慰的是，武汉市内的战备
码头全部得以保留。

在武汉水运重要枢纽沌口滚装码
头，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武汉港口码
头经历多次调整，沌口滚装码头不仅
没有拆迁，而且国防功能得到进一步
加强，经济效益和国防效益实现同步
提升。

交通战备办公室一位工作人员
说：“地方政府在整治活动中通盘考
虑，保留全部战备码头，体现了高度自
觉的国防意识和大局意识。我们作为
国防动员单位，应主动对战备港口、码
头进行优化重组，为确保战时‘黄金水
道’通畅奠定坚实基础。”

同步配套——

现代物流让国防运

输更加快捷高效

翻开武汉地图，以武汉为圆心的
交通网辐射大半个中国。水、陆、
空、铁四位一体的立体交通格局，使
武汉具备了多式联运高效中转的潜
力，成为中国名副其实的“交通运输
大动脉”。

然而，问题也随之而来：机场在
黄陂、港口在新洲、高铁在青山、铁
路集装箱中心站又在东西湖。早些
年，这些运输节点之间并无高效的转
运方式，只能靠公路货运转驳。“如
果把物资投送比作血液循环，物资比
作氧气，负责运输的物流体系就好比
红细胞 。”湖北省军区一位领导告诉
记者，“没有配套的物流体系，就好
比氧气少了红细胞，‘大动脉’就难
以维系 。”

针对这一实际，早在多年前，武汉
就在物流配套上积极探索，成立了全
国首家商业企业物流应急保障动员中
心，素有“交通运输大动脉”之称的武
汉迎来应急投送和区位优势兼容发展
的春天。

这些年，武汉市不断发展探索社
会化联筹、联供、联储、联运、联修、联
训的保障机制，制定“物流总部+综合
物流园区+配送中心”的物流设施布局
方案，着力构建“一港六园八中心”的
物流体系，设立多领域军供保障平
台。针对区域内水路、公路、铁路、航
空、管道五大基础设施布局特点，武汉
市还建成了一批集物资转运、装备加
油、器材维修等于一体的军用保障物
流中心。
“随着现代物流引入军事运输，战

场物资输送更加快捷。”武汉市物流配
送应急保障动员中心负责人介绍，物
流中心相当于一个虚拟空港，实现了
与机场、港口、高铁站等运输结点的无
缝对接。

今年，武汉市提出加快打造“五
个中心”，其中之一就是物流中心。
武汉警备区司令员何松利信心满满：
“《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将
武汉定位为经济版图的‘钻石之心’，
如能通过打造物流中心把武汉交通
潜能释放出来，未来武汉必定能在国
家国防交通建设中发挥更为重要的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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犁 剑 和 鸣 固 长 城 ④

武汉新港集装箱

港区之一的阳逻港。

军队医护人员搭

乘高铁抵达武汉。

军队医护人员

搭乘军机抵达武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