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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防论坛

从“断头路”到“铁水通”

“ 我 们 要 算 经 济
账，更要算国防账”

提起那条“断头路”，陆军某旅三级

军士长成守平仍记忆犹新。

“ 从 火 车 站 到 港 口 码 头 有 20 多 公

里，到了车站就得将装备物资从铁路平

车上卸下，再租用地方拖平车装载倒运

到港口码头，耗时 10 个小时以上。”成守

平回忆。

道路如同人体血脉网络，“断头路”

犹如血栓，堵塞道路，迟滞部队运输投送

行动。

然而，这次重走这条路，成守平发

现，军列直达港口，从火车站到港口用时

仅 20 多分钟。

“运输投送的痛点，就是我们工作的

重点。”北部战区某调度中心领导介绍，

中心成立后，他们与驻地交通运输部门

和企业组成联合工作组，深入部队调研，

了 解 运 输 投 送 矛 盾 问 题 ，梳 理 需 求 清

单。调研发现，部队反映的问题集中在

从火车站到港口码头的倒运环节，主要

表现在倒运效率低、中转有隐患、经费开

支大等。

为了解决“断头路”问题，该调度中

心牵头组织铁路、港口和航运企业及驻

地交通运输部门召开一场“诸葛亮会”，

军地代表积极建言献策。交通运输部门

代表提出规划调整的可能性，分享资源

整合思路，企业代表阐述技术难点，提出

解决方案。

“咱们不妨另辟蹊径，试试港航企业

的专用铁路线。”有人提议升级改造港口

和航运企业自有的专用进港铁路线。

“当前这条铁路的技术指标难以完

成军事运输投送任务，而且升级改造难

度较大。”企业运输专家表示，“如果增加

军事运输投送职能，势必影响企业经济

效益。”

“我们要算经济账，更要算国防账。

只要国防需要，我们全力支持！”港口和

航运企业负责人态度鲜明。最终，确定

升级改造港口和航运企业专用进港铁路

线的方案。

很快，改造工程紧锣密鼓实施。军

地专家组深入现场，对工程设计、建设

以 及 监 理 工 作 进 行 严 格 督 导 ，细 致 勘

察、审核并监督专用线改造工程的路基、

桥涵、轨道、站场、通信、电力、给排水等

情况……

一年后，“铁水联运路”正式开通，外

训部队装备“乘坐”铁路平车直抵船舱，

官兵通过“铁路+轮渡”的方式直达目的

地，运输投送效率大幅提升。

首战告捷，军地联合攻坚，集中火力

解决“断头路”，打通铁路与水路的连接，

畅通“微循环”。目前，若干条“断头路”

实现“铁水通”，有力保障了军事行动的

顺利高效开展。

从各自为战到并肩上阵

“有了‘互为平台’
训练机制，军地可做的
文章更多了”

凌晨，夜色如墨。

在某火车站应急军事运输投送装载

训练现场，铁路货运员陈建民一边警惕

留意周围动静，一边加固火车上的军用

装备物资。

核准捆绑加固方案、测量超限装备、

确定超限等级、安排装载车辆、检查车辆

状态、编组列车……陈建民与 20 多名调

度员、列车员、机车驾驶员、防护员、列检

员、调车员等铁路职工各司其职，与军代

表默契配合，现场有条不紊。

“组织商业运输时，以铁路运力条件

为主，什么时候有车，就什么时候发运。

组织应急军事运输投送，必须以军事任

务时限为先，部队什么时候有需要，车不

仅要按时到，更多时候还要提前到。”调

车员孙翔说。

“以前，我们不太了解军列的服务要

求和安全规范，执行任务时一度手忙脚

乱。现在经过训练，我们熟悉了相关要

求，比如车厢内设备布置、物资存放的特

殊规定等。”列车员王丽说。

“部队和地方运输的调度标准不太

一致，过去存在信息沟通不畅、协调难度

较大等问题。通过联合训练，我们了解

了部队的标准和需求，掌握了紧急情况

应对流程，调度起来更加顺畅高效。”调

度员刘帅说。

“军事运输投送，既要依托地方铁公

水空运载工具，也要依靠地方相关部门、

企业人员参与保障。”北部战区某调度中

心领导介绍，过去组织运输投送训练，基

层军代室和运输企业大多各自为战，地

方保障人员对实施应急军事运输投送任

务的时效性认识不充分，标准流程不熟

悉，装备特性不掌握，制约了保障效率的

提升。

为了强化军地协作，提升保障质效，

该调度中心联合地方相关机构和运输企

业建立“互为平台”训练机制。运输企业

以部队任务为平台，锻炼专业队伍保障

能力；调度中心以企业调度机构和职教

培训基地为平台，提高军代表专业基础

和组织协同能力。

今年初，该调度中心沈阳军代室一

名军代表参加了铁路企业组织的信息化

调度指挥培训，现已成为单位信息化调

度指挥的骨干力量。“参加企业的智能调

度、数据挖掘分析等专项培训，让我对运

输投送的信息化建设有了更深的理解，

对工作帮助很大。”这名军代表说。

“有了‘互为平台’训练机制，军地可

做的文章更多了。”一名运输企业领导介

绍。如今，军地定期集中各方力量捆在

一起练，绑在一起训，提高组织协同默契

度。新入职的军代表纳入企业运输业务

培训体系，缩短适应期，快速形成战斗

力。负责军事运输相关工作的地方干部

职工嵌入部队实战化运输投送任务，在

实践中熟悉掌握军事运输投送组织流

程。目前，已有一大批军地运输投送业

务骨干参加各类联合训练。

从跑腿协调到密切协同

“军运不是部队一
家的事，而是我们大家
的事”

一天夜晚，一道紧急命令下达青岛

军代室：“海军一支救援分队携带装备物

资，由青岛国际机场乘坐军机赴西北执

行救援任务，命令你们协同空军部队和

驻地民航管理部门实施应急投送保障。”

军代表迅速启动区域协调应急响应

机制，向民航管理部门下达精准保障计

划，依机型、投送任务与时限严密拟定运

输投送实施方案。

各方力量火速集结。整备停机位、

开辟绿色通道、军机准时进场。海军救

援车队抵达停机坪，军地各方紧密协同，

装备物资配载、加固、捆绑等作业一气呵

成，军机按计划起飞。军代室工作人员

统计，从军机降落到物资装载完毕，用时

25 分钟，从受领任务到完成保障，用时

约 2 个小时。

望着远去的军机，这名军代表感慨：

“以往协调民航监管、航空管理部门与机

场时，流程繁琐、耗时较长。现在有了军

地协同机制，跨地域多部门联合投送流

程得到简化，效率大幅提升。”

曾几何时，因为标准不统一、规范不

一致，跨区协调、军地协调让很多人挠

头。“现在部队跨区训练任务较多，但各

铁路局装载加固标准不统一，运输途中

跨铁路局时，需要重新提交装载方案，人

员装备在车站等待，费时又费力。”一名

部队官兵在一次军地军事运输投送工作

恳谈会上的发言，让北部战区某调度中

心领导印象深刻。

破解矛盾问题，提高军事运输投送

效率，时不我待。

该调度中心组织驻地铁路、民航、港

口和航运企业及交通运输部门，联合规范

军事运输投送工作，完善军地协同规范。

在规范框架下，推行“战区四省一区装载

加固标准一案通用”，解决跨局运输反复

提报装载方案的困扰；制定军列旅速新标

准，合理缩短铁路作业和站停时间，为军

事运输投送的高效组织奠定坚实基础。

“以前靠跑腿沟通协调，如今确立了

标 准 规 范 ，各 方 依 规 办 事 ，密 切 协 同 ，

保障质效大幅提高。”一位工作多年的军

代表对此感受很深。

从协调到协同，一字之差，带来的不

仅是组织流程的变化，还有“一盘棋”意

识的增强。

“军运不是部队一家的事，而是我们

大家的事。”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

司计划统计部副主任兰俊奇说，在军地协

同机制下，他们除了满足部队需求，完成

既定任务，还主动作为。在基础设施升级

改造上，企业采用新材料加固桥梁、拓宽

道路，提升承载能力，以适应重型军事装

备运输投送要求。同时，为了满足军事运

输投送信息化指挥调度需求，企业将智能

调度系统接入军事运输指挥调度体系，实

现运输过程可视化、调配资源精准化。

“现代战场瞬息万变，运输投送快一

秒，胜利把握就多一分。”该调度中心领

导表示，他们将围绕方案制定、运力调

配、调度指挥、现场组织等环节，进一步

细化完善军事运输投送军地协同机制，

不断提升运输投送保障质效，更好地服

务备战、保障打赢。

图①：“复兴号”动车组列车驶出隧

道。 新华社发

图②：装载现场，军代表向任务部队

梯队长介绍情况。 刘立唐摄

图③：军地召开联席会议，确定装载

方案。 杨 斌摄

图④：军列装载完毕后，任务部队、

军代表、铁路部门三方进行联合检查。

张 刚摄

图⑤：军列装载完毕准备发车。

薄承泽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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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是经济的脉络和文明的纽带交通是经济的脉络和文明的纽带。。目前目前，，全国公路总里全国公路总里
程程 543543..6868万公里万公里，，铁路营业总里程突破铁路营业总里程突破 1616万公里万公里，，城市轨道城市轨道
运营里程超过运营里程超过 11万公里万公里，，内河航道通航里程内河航道通航里程 1212..8282万公里万公里，，颁颁
证民用航空运输机场证民用航空运输机场 259259个个。。公路成网公路成网、、铁路密布铁路密布、、巨轮远巨轮远
航航、、飞机翱翔……飞机翱翔……““流动中国流动中国””奔腾向前奔腾向前。。

交通运输天然具有军地通用性交通运输天然具有军地通用性，，综合立体交通网加快建综合立体交通网加快建
设设，，军事运输投送能力水涨船高军事运输投送能力水涨船高。。近日近日，，中央军委后勤保障中央军委后勤保障
部与国铁集团联合印发新时代铁路军事运输投送军路协同部与国铁集团联合印发新时代铁路军事运输投送军路协同
工作意见工作意见。。意见的出台实施意见的出台实施，，开启新时代军路协同新篇章开启新时代军路协同新篇章。。

乘着交通强国建设东风乘着交通强国建设东风，，军地合力构建辐射铁公水空各军地合力构建辐射铁公水空各
行业行业、、贯通装运卸转各环节贯通装运卸转各环节、、联动战训建保各要素的协同新联动战训建保各要素的协同新
格局格局，，推动交通运输动员潜力转化为军事运输投送能力推动交通运输动员潜力转化为军事运输投送能力，，让让
新时代钢铁运输线提挡加速新时代钢铁运输线提挡加速。。

乘交通强国建设东风同步推进国防建设乘交通强国建设东风同步推进国防建设——

““流动中国流动中国””为为钢钢铁运输线提速铁运输线提速
■姜 凯 胡 兴

兵之情主速。快速、精准地投送

部队与装备物资，是支撑部队战斗力

的重要因素，也是现代军事战略布局

与国防力量建设的重要内容。

高效开展军事运输投送，通达的

交通网络是基础。无论是执行作战任

务，还是遂行抢险救灾、应急救援等非

战争军事行动，都离不开交通体系的

有力支撑。当前，我国建成了全球最

大的高速铁路网、高速公路网、邮政快

递网和世界级港口群，交通强国建设

加快推进，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

信息技术在交通运输领域广泛应用，

智能交通系统蓬勃发展，为军事运输

投送的快速发展和创新变革提供了良

好契机。

搭乘时代快车，共享发展红利，

军地应加强协同，推动形成战建备一

体推进、规划布局一体统筹、资源力

量一体运用、运行保障一体组织的良

好局面。

着眼顶层设计，强化战略规划引

领作用。规划是建设的龙头，在国家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规划中应贯彻国防

要求，将军事运输干道、战略投送枢纽

等纳入规划蓝图，实现同步规划、同步

施工、同步启用。例如，新建大型港

口、机场时，预留军事专用区域与设

施，确保战时能够迅速转换为军事用

途。同时，适时对交通建设规划予以

优化升级，让交通网络满足军事行动

需求。

推动技术融合，提升军地协同智

能化水平。积极探索大数据、人工智

能等新技术在军事运输投送中的应

用，构建智能化军事交通管理体系。

借助对交通流量、路况动态、军事运输

需求等数据的实时采集与深度分析，

实现运输资源的精准配置、运输路线

的智能规划，提高军事运输投送的效

率与安全性。例如，利用人工智能算

法优化军事运输投送调度方案，缩短

运输时长，削减成本。

完善协同机制，畅通军地沟通交

流渠道。搭建军地信息共享平台，破

除信息壁垒，实现军事运输投送需求、

交通资源信息、路况详情等实时共享

与双向交互。建立健全统一高效的指

挥调度机制，明晰军地双方在军事运

输投送中的职责分工，确保紧急状况

下迅速响应、协同联动。此外，积极开

展军地联合应急训练，检验并优化协

同机制，释放保障效能。

加快人才培养，深化军地人才联

合培育。部队可选派人员到地方交通

部门学习先进技术与管理经验，地方

选送代表到部队接受军事运输投送专

业知识培训，培育造就一批既懂军事

又懂交通运输的复合型人才。同时，

鼓励军地院校开展合作办学，开设关

联专业课程，为军事运输投送事业培

育储备力量。

军地齐心协力、同向发力，让军事

运输投送事业乘上时代东风，在强军

兴军征程上加速奔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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