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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孙兴维、通讯
员杜曙光报道：近日，军委后勤
保障部会同国家发改委等 7部委
联合下发通知，明确在浙江省、福
建省漳州市、山东省青岛市、湖北
省、海南省、西藏自治区 6个地区
开展军队副食品区域集中筹措试
点。军委后勤保障部军需能源
局领导介绍，试点工作是推动部
队饮食保障向区域化保障、集约
化供应、融合式发展转型的重要
举措。

此次试点遵循“军为首要、
依靠政府、平战一体、市场运作”
原则，着力突破军队自成体系、
旅团各自筹措传统模式，创新构
建“部队提报需求、地方政府搭
台、优质企业保障”副食品保障
新模式，提高部队能打仗、打胜
仗能力。

军队副食品是战斗力的重要
物质支撑，通过副食品区域集中筹
措，把这项事关部队战斗力的长远
性、基础性工作，根植于国家经济
社会发展的土壤之中，最大限度挖
掘利用社会资源，将部队从繁杂的
保障事务中解放出来，更加聚焦备
战打仗。

试点突出备战打仗需要，部队
精准提报需求、主动接受保障、积
极参与管理，放手放权依靠政府，
凡地方能办的事都交给地方办，凡
政府能组织的都交由政府组织。
着力探索建在平时、用在战时、平
战适用的筹措供应模式，做到无缝
衔接、平战一体。坚持试点工作与
全面推开一体筹划，城区部队与小
远散单位通盘考虑，建设、管理、运
行和供应一体设计。

试点坚持战斗力标准，努力
探索与建设世界一流军队相适
应的副食品筹措供应新体系，创
新实践副食品区域集中筹措的
组织管理、运行机制、筹措平台、
质量和技术标准、定价规则、评
审专家及供应商遴选、战时保障
链路、食品安全和保密工作，以
及战时保障基地培育、地方区域
经济支撑体系建设等，形成一套
军队副食品区域集中筹措方案、
一套可推广可复制的经验做法、
一套科学实用的标准和管理办
法、一套完备的战时筹措保障方
案等系列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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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候玉峰、特约记者董澄报
道：“直属单位要实现业务统管、资源
统配、标准统建……”前不久，国防大
学政治学院召开直属单位管理运行调
研视频会议，该学院领导、机关处长和
直属单位负责人以新修订的《军队基
层建设纲要》为依据，对照分析学院直
属单位存在的矛盾问题，拉单挂账，推
动各项改进工作落实落细，进一步明
确异地办学模式下，学院直属单位管
理运行的标准要求和工作思路。

学院党委在调研中发现，虽然直属
单位已实现权责区分，但实际运行仍存

在职能交叉、多头指挥、定位模糊等问
题。对此，学院制订出台管理运行办法
等，明确“直属党委统一领导、机关对口
指导、教学区协调督导”抓建要求，形成
党委机关集中精力抓谋划、直属单位集
中资源抓落实的抓建格局。

调整改革后，学院所属单位分处多
地，为了推动管理运行“异地同步”，学
院党委根据直属单位任务实际制订人
员、物资、设备调配方案，并建立领导分
区驻点、人员跨区轮换、任务协同保障
等 3项机制，实现跨区联动常态长效。
在此基础上，他们先后 5次组织专项调

研，以问题牵引“倒查”直属单位制度机
制建设漏洞，完善 20余项业务规范，推
动管理运行迈入规范化制度化轨道。
“提升抓建质效，必须向内深挖潜

能，激发运行活力。”学院领导告诉记者，
他们积极落实新修订的《纲要》要求，着
力提升直属单位自建能力水平。他们从
抓党务、抓业务、抓队伍3方面入手，制订
出台直属单位自身建设系列方案，建立
挂钩帮建和双向联络员制度，出台中心
运行规定、劳务派遣人员管理办法，狠抓
纪律规矩和安全防范，着力实现“任务自
转、矛盾自解、工作自谋”目标要求。

国防大学政治学院按纲抓建破解异地办学管理运行难题

管理异地同步 常态跨区联动

本报讯 记者宋子洵、通讯员陈健报
道：4月下旬，记者在陆军某旅无人机连采访
时看到，连主官的案头，整齐张贴着组织建
设、战备训练、思想政治工作、日常管理 4张
经常性基础性工作清单。该连指导员周广

杰告诉记者：“这 4张清单，是我们抓建基层
的好帮手。”

该旅领导介绍，他们在年初调研时发
现，由于部分基层主官对抓建基层思路
方法不清，导致工作出现偏差漏项，常常

是这头“捡了芝麻”，那头“丢了西瓜”，导
致一些基层单位建设发展不均衡，存在
短板弱项。

为解决这一问题，该旅以学习新修订的
《军队基层建设纲要》为主题，组织基层主官

进行专题培训，并对照新修订的《纲要》制订
基层经常性基础性工作清单，将经常性基础
性工作按“月、周、天”进行细化，并梳理为组
织建设、战备训练、思想政治工作、日常管理4
个方面21类具体事项。

大事小事有主次，按纲抓建效率高。近
日，该旅机务连指导员赵宾履新。由于缺乏
基层工作经验，面对连队千头万绪的工作，赵
宾一度无所适从。自从4张基层经常性基础
性工作清单下发以来，赵宾的工作思路日益
清晰，连队建设抓得有声有色。在前不久的
基层建设情况季度测评中，机务连顺利摘掉
后进“帽子”。

陆军某旅将经常性基础性工作分解至“月、周、天”

4 张清单，助力主官抓建基层

本报讯 王浩明、特约通讯员徐喆报
道：4月下旬，海军某防空旅组织战备等级
转换演练。在演练现场，某防空营官兵对
照机关下发的《岗位职责手册》，各司其职、
密切配合，高标准完成既定任务。“随着岗

位职责进一步明确，新体制效能得到充分
发挥。”该营营长谭玉强告诉笔者。

该旅领导介绍，随着体制编制调整，许
多基层单位增设了参谋、工程师等岗位，但
不少官兵对于这些新增岗位的职责范围、

工作标准等不甚了解，难以胜任本职工
作。在去年组织的一次演练中，某营因几
名参谋之间权责不清，导致文电处理不够
及时，贻误了战机。

在认真学习新修订的《军队基层建设纲

要》后，该旅决定从加强在职岗位培训入手，
不断提升官兵履职专业化水平。他们对新
增设的 20多个专业岗位的职责定位、工作
流程进行梳理，形成《岗位职责手册》，将各
岗位权责细化到“单人、单车、单架”，为官兵
高效履职提供了标准化规范。“以营参谋岗
位为例，手册对每名参谋的分工进行了细
化，避免了推诿扯皮的现象。”某营教导员沈
惟杰介绍。
《岗位职责手册》有效提升了各项任务

完成的质效。近日，在该旅组织的一次发射
演练中，某分队精准协同，导弹吊装速度明
显提升。

海军某旅将各岗位权责细化到“单人、单车、单架”

1 本手册，助推官兵高效履职

坚持按纲抓建 锻造过硬基层

（上接第七版）

（六）继承编

继承制度是关于自然人死亡后财富
传承的基本制度。1985 年第六届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了继承
法。随着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不断提
高，个人和家庭拥有的财产日益增多，因
继承引发的纠纷也越来越多。根据我国
社会家庭结构、继承观念等方面的发展
变化，草案第六编“继承”在现行继承法
的基础上，修改完善了继承制度，以满足
人民群众处理遗产的现实需要。第六编
共4章、45条，主要内容有：

1.关于一般规定。第六编第一章规
定了继承制度的基本规则，重申了国家
保护自然人的继承权，规定了继承的基
本制度。并在现行继承法的基础上，作
了进一步完善：一是增加规定相互有继
承关系的数人在同一事件中死亡，且难
以确定死亡时间的继承规则（草案第一
千一百二十一条第二款）。二是增加规
定对继承人的宽恕制度，对继承权法定
丧失制度予以完善（草案第一千一百二
十五条第二款）。

2.关于法定继承。法定继承是在被
继承人没有对其遗产的处理立有遗嘱的
情况下，继承人的范围、继承顺序等均按
照法律规定确定的继承方式。第六编第
二章规定了法定继承制度，明确了继承
权男女平等原则，规定了法定继承人的

顺序和范围，以及遗产分配的基本制
度。同时，在现行继承法的基础上，完善
代位继承制度，增加规定被继承人的兄
弟姐妹先于被继承人死亡的，由被继承
人的兄弟姐妹的子女代位继承（草案第
一千一百二十八条第二款）。

3.关于遗嘱继承和遗赠。遗嘱继承
是根据被继承人生前所立遗嘱处理遗产
的继承方式。第六编第三章规定了遗嘱
继承和遗赠制度，并在现行继承法的基
础上，进一步修改完善了遗嘱继承制度：
一是增加了打印、录像等新的遗嘱形式
（草案第一千一百三十六条、第一千一百
三十七条）。二是修改了遗嘱效力规则，
删除了现行继承法关于公证遗嘱效力优
先的规定，切实尊重遗嘱人的真实意愿。

4.关于遗产的处理。第六编第四章
规定了遗产处理的程序和规则，并在现
行继承法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有关
遗产处理的制度：一是增加遗产管理人
制度。为确保遗产得到妥善管理、顺利
分割，更好地维护继承人、债权人利益，
草案增加规定了遗产管理人制度，明确
了遗产管理人的产生方式、职责和权利
等内容（草案第一千一百四十五条至第
一千一百四十九条）。二是完善遗赠扶
养协议制度，适当扩大扶养人的范围，明
确继承人以外的组织或者个人均可以成
为扶养人，以满足养老形式多样化需求
（草案第一千一百五十八条）。三是完善

无人继承遗产的归属制度，明确归国家
所有的无人继承遗产应当用于公益事业
（草案第一千一百六十条）。

（七）侵权责任编

侵权责任是民事主体侵害他人权益
应当承担的法律后果。2009 年第十一
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了
侵权责任法。侵权责任法实施以来，在
保护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预防和制裁
侵权行为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草案第
七编“侵权责任”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
上，针对侵权领域出现的新情况，吸收借
鉴司法解释的有关规定，对侵权责任制
度作了必要的补充和完善。第七编共
10章、95条，主要内容有：

1.关于一般规定。第七编第一章规
定了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多数人侵权
的责任承担、侵权责任的减轻或者免除
等一般规则。并在现行侵权责任法的基
础上作了进一步的完善：一是确立“自甘
风险”规则，规定自愿参加具有一定风险
的文体活动，因其他参加者的行为受到
损害的，受害人不得请求没有故意或者
重大过失的其他参加者承担侵权责任
（草案第一千一百七十六条第一款）。二
是规定“自助行为”制度，明确合法权益
受到侵害，情况紧迫且不能及时获得国
家机关保护，不立即采取措施将使其合
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受害人
可以在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必要范围内

采取扣留侵权人的财物等合理措施，但
是应当立即请求有关国家机关处理。受
害人采取的措施不当造成他人损害的，
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草案第一千一百七
十七条）。

2.关于损害赔偿。第七编第二章规
定了侵害人身权益和财产权益的赔偿规
则、精神损害赔偿规则等。同时，在现行
侵权责任法的基础上，对有关规定作了
进一步完善：一是完善精神损害赔偿制
度，规定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侵害自然
人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造成严重精神
损害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精神损害赔
偿（草案第一千一百八十三条第二款）。
二是为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提高侵
权违法成本，草案增加规定，故意侵害他
人知识产权，情节严重的，被侵权人有权
请求相应的惩罚性赔偿（草案第一千一
百八十五条）。

3.关于责任主体的特殊规定。第七
编第三章规定了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
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及其监护人的侵权责
任，用人单位的侵权责任，网络侵权责
任，以及公共场所的安全保障义务等。
同时，草案在现行侵权责任法的基础上
作了进一步完善：一是增加规定委托监
护的侵权责任（草案第一千一百八十九
条）。二是完善网络侵权责任制度。为
了更好地保护权利人的利益，平衡好网
络用户和网络服务提供者之间的利益，

草案细化了网络侵权责任的具体规定，
完善了权利人通知规则和网络服务提供
者的转通知规则（草案第一千一百九十
五条、第一千一百九十六条）。

4.关于各种具体侵权责任。第七编
的其他各章分别对产品生产销售、机动车
交通事故、医疗、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高
度危险、饲养动物、建筑物和物件等领域
的侵权责任规则作出了具体规定。并在
现行侵权责任法的基础上，对有关内容作
了进一步完善：一是完善生产者、销售者
召回缺陷产品的责任，增加规定，依照相
关规定采取召回措施的，生产者、销售者
应当负担被侵权人因此支出的必要费用
（草案第一千二百零六条第二款）。二是
明确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的顺序，即先由机
动车强制保险理赔，不足部分由机动车商
业保险理赔，仍不足的由侵权人赔偿（草
案第一千二百一十三条）。三是进一步保
障患者的知情同意权，明确医务人员的相
关说明义务，加强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
对患者隐私和个人信息的保护（草案第一
千二百一十九条、第一千二百二十六
条）。四是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
想，增加规定生态环境损害的惩罚性赔偿
制度，并明确规定了生态环境损害的修复
和赔偿规则（草案第一千二百三十二条、
第一千二百三十四条、第一千二百三十五
条）。五是加强生物安全管理，完善高度
危险责任，明确占有或者使用高致病性危

险物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草案第一千二百三十九条）。六是完善
高空抛物坠物治理规则。为保障好人民
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草案对高空抛物坠
物治理规则作了进一步的完善，规定禁止
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同时针对此类事件
处理的主要困难是行为人难以确定的问
题，强调有关机关应当依法及时调查，查
清责任人，并规定物业服务企业等建筑物
管理人应当采取必要的安全保障措施防
止此类行为的发生（草案第一千二百五十
四条）。
（八）附则

草案最后部分“附则”明确了民法典
与婚姻法、继承法、民法通则、收养法、担
保法、合同法、物权法、侵权责任法、民法
总则的关系。民法典施行后，上述民事
单行法律将被替代。因此，草案规定在
民法典施行之时，同步废止上述民事单
行法律（草案第一千二百六十条）。需要
说明的是，2014年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
委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的《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九条第一款、〈中华
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二十二条的解
释》，作为与民法通则、婚姻法相关的法
律解释，也同步废止。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草案）》和

以上说明，请审议。
（新华社北京5月22日电）

初夏，群山深处，火箭军某基地群众
性练兵比武活动拉开战幕。
“主干道东北方向约 50 米？”山路

旁，按图行进比武现场，所属某旅作训科
科长谢徐惠被泼了一盆冷水，第一个打
卡点竟然没找到！

看着一个个对手超过自己，冲向前方
密林深处，他急得涨红了脸。抹了一把额
头上的汗水，谢徐惠抽出指挥尺，将手中
的地图贴在树干上量了一下。
“跑过界了！”他一下子反应过来，赶

忙往回冲。“50 米……”在一个三岔路

口，他向着东北方向“步测距离”，终于在
一处隐蔽灌木丛中找到第一个点。

该基地领导介绍，此次群众性练兵
比武活动，200多名机关干部、营连主官
和信息保障专业骨干同台竞技、激烈比
拼，锤炼实战本领。

要进比武场，先拿入场券。山下一处
空地，官兵先要经历一场残酷“烧脑”战。

第一批次抵达赛场后，各旅团参谋
部参谋和营连军事主官被分为多组，进
行图上“打卡点”标定作业。地图上，山
脊间道路犬牙交错，选手要在短时间内
标出 7个平面直角坐标“必经点”、2个复
杂地理坐标“加分点”。

有着丰富比武经验的“东风第一旅”
发射一营营长徐明，在此次比武中也碰
到了诸多挑战。

精准操作联通千里之外，精细保障

决胜分毫之间。在通信与指控装备技术
保障比武现场，随着考官一声令下，5名
选手各显身手。

剥电缆、剪线头、点焊锡……所属
某旅中士乔博打开“插头”，密密麻麻的
焊点令人眼花缭乱。只见他屏住呼吸，
拿起电烙铁，瞄准位置，动作麻利地点
上焊锡。

一份军事地图上，所属某旅发射七
连连长宋高兴仔细标绘目标区域、行军
路线等情况。动作迅速有序、标图清晰
易读……宋高兴坦言：“一张地图就像一
个陌生战场，如何带领官兵冲锋，是指挥
员必须思考的问题。”

指挥帐篷里，键盘敲击声连连，文书
拟制和特情处置对抗进行得如火如荼。
面对突如其来的情况，所属某旅政治工作
部谢干事快速应对，锤炼军事技能。

深 山 密 林 练 兵 忙
—火箭军某基地群众性练兵比武活动见闻

■黄 洋 张新凯 本报特约记者 冯金源

5月中旬，东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团组织飞行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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