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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实专武干部主体责任
■李京进 本报特约记者

熊永岭

1 月 10 日，是全国兵役登记第一
天。当天一大早，济南市历城职业中
专的杨浩然就在网上完成兵役登记
后，来到济南市天桥区人武部领取《应
征公民兵役登记证明》，成为该区
2018 年第一位参加兵役登记的男性
公民。

去年暑假，在看到征兵宣传公告
后，从小有军旅梦的杨浩然报了名，但
因年龄小没能成行。前几天，当看到
大街小巷里张贴的《兵役登记工作公
告》、社区里的横幅标语、电视里滚动
播出的兵役登记公告，以及微信群里
的兵役登记信息，他就坐不住了——
因为今年 5月就满 18岁，终于有机会
圆军旅梦了。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让杨浩然
早早了解到兵役登记信息的这些举
措，只是济南警备区抓好兵役登记工
作的一个缩影。去年，济南市基层专武
干部进行了较大调整，为基层武装部
增添新鲜血液的同时，也出现“新武
装”征兵政策不清、业务不熟等问题。

怎么办？济南警备区要求各县、
区人武部依据自身实际，开展业务培
训。长清区人武部针对基层武装部部
长 80%为新任职的实际，第一时间组
织兵役登记经验交流会，邀请经验丰
富的“老武装”结合工作实践讲解政
策传授经验，制定下发兵役登记工作
流程图，组织兵役登记网上操作授课
辅导，逐人考核过关，做到人人懂政
策、人人会讲解、人人能操作。
“新武装”进入情况快，兵役登记

工作自然好推进。天桥区人武部开设
流动兵役登记站，为不方便上网的适
龄青年提供现场登记报名和表格打印
等服务；长清区人武部联合公安、民
政、教育等部门部署兵役登记工作，并
协调在公安、教育、劳动部门开设了兵
役登记窗口；商河县人武部则为每个
乡镇聘请了 10名退伍士兵担任“兵役
登记宣传员”并颁发证书。

据悉，为了防止兵役登记流于形
式，该市还在街（镇）、村委会公布栏中
发布兵役通告，向适龄青年发放《兵役
登记通知书》，明确登记时间、地点、方
法和要求，及时公布兵役登记情况，发
挥社会监督作用。

线上线下联动立体宣教
■杨青江 本报特约记者

左庆莹

1月 13日是周末，但“山城军号”
微信公众号的工作人员谭倩却是忙
得不亦乐乎。这两天，该公众号推送
的兵役登记消息受到网友关注，到公
众号后台留言咨询相关政策的人数
更是在几小时内达到了两位数。谭
倩告诉记者，这些问题他们将第一时
间收集整理提供给重庆市征兵办，争
取尽快回复网友。

重庆市征兵办负责人介绍，微信
公众号是重庆市征兵办打造的线上
兵役登记宣传教育的新媒体窗口之
一。近年来，他们根据市里前些年适
龄青年对兵役登记认识不到位的实
际，构建了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线下
教育为一体的立体式宣传教育格局，
兵役登记率有较大幅度提高。

去年 6月，临近兵役登记截止日
期，重庆市仍有 5000余名适龄青年未
进行兵役登记。面对这种情况，该市
征兵办同地方政府对这些适龄青年
及家庭发放了限期整改补登通知，对
逾期未改的则下达《行政处罚决定
书》，由同级兵役机关联合地方相关
部门依法依规分项施行处罚。

线下进行兵役登记的同时，该市
在线上也铺开了宣教网络。该市构
建了以“山城军号”“重庆征兵”微博、
微信官方平台为龙头，覆盖市、区县、
镇街三级的征兵宣传新媒体矩阵。
去年，邀请流行音乐组合TFBOYS的
队长王俊凯录制的宣传视频在发布
之后的短短几天内，通过电话、公众
号进行相关咨询的人数较往日增加
了两倍。

据了解，今年重庆市征兵办紧前
筹划，通过建立应征大学生数据库、
预征对象通讯录，依托高校武装部建
立 QQ 群、微信群和贴吧、微博等信
息平台，努力构筑立体宣传格局。

下一步，他们还准备邀请驻渝部
队优秀官兵代表、大学生士兵成才典
型赴各高校进行宣讲，以“选择参军，
青春更精彩”为主题结合亲身经历分
享军营故事。重庆大学武装部军事
教研室主任赵林坦言：“以往开展兵
役登记、征兵宣传，我们都习惯组织
集中宣讲、摆摊设点。而现在借助网
络平台，一年四季都润物无声地开展
政策的传播、思想的引导，对青年的
引导效果更为显著。”

前不久，国防部征兵办公室下发

《关于做好2018年征兵准备工作的通

知》，安排部署新年度征兵准备工作，

此举标志着新年度依法兵役登记和应

征报名工作正式启动。

兵者，国之大事也。而兵役登记，

则是大事之中的基石。《征兵工作条例》

中把兵役登记作为首要环节，说明适龄

青年兵役登记在兵役工作中处于基础

地位，是确保征兵任务圆满完成的前提

条件。兵役登记，古已有之。战国七雄

之一秦国就规定：凡17岁的男子须向官

府登记，成为“傅”。傅籍后，从20岁起，

须服兵役两年。我国《兵役法》第十三

条规定，国家实行兵役登记制度。每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年满十八周岁的

男性公民，都应当在当年六月三十日以

前，按照县、自治县、市、市辖区的兵役

机关的安排，进行兵役登记。由此可

见，兵役登记于法有据，是不以个人意

志为转移的，既是一项法律义务，更是

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

人是未来信息化战争的核心，而

役龄人员则是武装力量人力资源的核

心。但是这些役龄人员如果不经过有

目的的储备和开发，难以形成强大的

战争保障力。兵役登记就是要对役龄

人口的数量、质量、分布等情况进行统

计调查，通过平时有序的管理，既为补

充军队员额提供优质兵员，也为加强

后备力量组织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

不忘乱。”兵役登记无疑是平时强化全

民族特别是适龄青年“居安思危、知危

图安”意识的一剂良方。我们享受了

多年的和平阳光，但同时滋生了危险

的和平积习。一些适龄青年国防意识

蒙尘淡化，不了解不愿意不会依法兵

役登记，甚至拒绝逃避兵役登记等现

象时有发生，这些显然有悖于强国梦

强军梦的要求。客观上，我国兵员基

数较大，不可能安排所有符合条件的

青年服现役。但是，并不能以此作为

不登记的理由，甚至以害怕后续应征

入伍为由拒绝登记。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全面依法治

国是国家治理的一场深刻革命，必须坚

持厉行法治，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

公正司法、全民守法。进入新时代，依

法兵役登记工作依然任重道远。必须

全面准确评估兵役登记工作面临的新

形势，继续深化宣传教育引导，推进兵

役登记教育的常态化。要像抓夏秋季

征兵工作一样抓兵役登记，切实形成军

事机关、公安、卫生、教育等职能部门的

合力。继续创新以网络为主要手段的

兵役登记模式，全面规范兵役证件运

用，尽快实现兵役登记与考学、求职、经

营、出国等利益挂起钩来，进一步增强

兵役登记的约束力。要根据新时代要

求完善兵役法规体系，细化落实规定，

理顺运行机制，为依法兵役登记提供坚

强的法规保障。

兵役登记关乎千家万户，是一项融

时代性、军事性和社会性于一体的国防

系统工程。去年9月份，习近平总书记

给南开大学8名新入伍大学生的回信，

称赞他们“响应祖国召唤参军入伍，把

爱国之心化为报国之行，为广大有志

青年树立了新的榜样”。热播电影《芳

华》有一句台词：青春的脚步如同时光

一去不返，敢不敢鼓起勇气，带上你的

梦想一起飞翔。一个人的青春一闪而

过，依法兵役登记，依法应征入伍就是

青春的闪亮注脚，必将在青春的选择

与较量中实现生命升华。

为新时代依法兵役登记“打CALL”
▇黄相亮 王世伟

新年伊始，第一批“00后”即将成年
的消息占据了许多人的微信朋友圈。
这轮刷屏分享着“00后”即将成人的
喜悦，也引出了一个与他们切身相关
的话题——兵役登记。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规
定，当年 12月 31日前年满 18岁的男性
公民，应当按照法律规定履行兵役登记
义务。也就是说，第一批“00后”在今年
1月 10 日至 6月 30 日之间的半年时间
内要依法完成兵役登记。眼下，新一年
的兵役登记工作已经展开，作为兵役登
记主体的适龄青年对兵役登记怎么
看？在各地出台了相关措施与规定之
后，兵役登记普及情况如何？记者就此
进行了调查。

建章立制，刚性

约束初现成效

1 月上旬，国防部征兵办公室下发
《关于做好 2018 年征兵准备工作的通
知》，要求全面启动网上兵役登记、应征
报名和政策咨询等各项工作。随着各
地紧锣密鼓开展兵役登记工作，适龄青
年对兵役登记的关注也同步升温。打
开百度搜索“兵役登记”，1月初的搜索
趋势同比增加72%。

红火的局面得益于各地兵役机关
付出的努力。近年来，广西、四川、天
津、重庆、山西、宁夏等地相继出台了兵
役登记相关制度，使兵役登记由软指标
变成硬杠杠。许多地区实行适龄公民
兵役登记情况查验制度，将兵役登记同
普通高等学校新生入学登记手续及在
校生学年学籍电子注册、高中阶段学生
领取毕业证、办理公民身份证、户口簿、
驾驶证、出国（境）等相关手续挂钩。记
者注意到，明确惩戒措施是各地制订出
台规定中的重要内容，从制度层面有效
破解前些年“兵役登记参与率”不高的
问题。

去年 9月，在广西某高校新生报到
处，一名新入学的男生急得满头大汗。
原来，该名学生在户籍地没有进行兵役
登记，按照广西军地 2016年联合下发的
《广西壮族自治区在校学生兵役登记暂
行实施办法》，他暂时不能办理高校入
学手续。经过征兵工作人员的帮助，这
名同学完成了兵役登记补登后，才顺利
入学。

广西军区动员局参谋汪志强告诉
记者，这只是近年来广西出台的一系列
兵役登记相关制度与措施实施的一个
缩影。2017年，光是一个广西某职业技
术学院的征兵工作站，就帮助 1400余名
入学前未进行兵役登记的新生完成了
兵役登记。

在这些硬杠杠约束下，全国各地兵
役登记取得了良好效果。2017年，陕西
等地的兵役登记基本达到全覆盖，重
庆、广西等以往的兵役登记率“落后”地
区兵役登记率也达到了98%以上。

不容忽视，向好

背后藏有隐忧

记者采访时发现，在兵役登记率一
片向好的同时，也存有隐忧：作为兵役
登记的主体，有相当一部分青年进行兵

役登记的意识不强，对兵役登记的程
序、步骤等不甚了解。

正在备战高考的某重点高中高三
学生魏铭皓是第一批“00后”，面对记者
“你知道你今年需要进行兵役登记吗”
的发问，显得有些茫然。据他讲，因为
正处在高考冲刺阶段，平时在学校主要
是复习备考，没听说过要进行兵役登
记，对兵役登记的了解也是源于几年前
的电视新闻里提到的几句。在回答记
者的问题时，他身边的同学也向记者抛
出了疑问：“是不是进行了兵役登记，就
要去当兵啊？”

同样对兵役登记不甚了解的还有
部分已经进行过兵役登记的青年。去
年刚在户籍所在地完成了兵役登记的
王建恩如今正在某高校就读。他告诉
记者，兵役登记是所在的高中统一布置
的，下达通知时并未进行相关的解释。
而当记者问起其对兵役登记的了解时，
他只知道兵役登记是一项适龄青年应
该履行的义务，这也是兵役登记时在全
国征兵网上看到的。

而这并不是孤例，在百度搜索与年
轻用户聚集的知乎问答社区输入“兵役
登记”几个字，“怎样看待全国强制性兵
役登记？”等对兵役登记存疑甚至存在
误区的问题屡见不鲜，问题下方的高票
回答有些甚至是对兵役登记相关情况
的误读。

去年 5月，广西征兵办对所在地 8
所高校 300 余名大学生进行调研时发
现，除了部分退伍大学生士兵以及有参
军意愿的学生比较了解兵役登记以及
后续的征兵工作，70%左右的大学生对
兵役登记存在疑惑。不少已经进行兵
役登记的大学生提出了“我兵役登记后
是不是要去当兵？”“广西颁布的兵役登
记强制措施规定是为什么？”等问题。
这让征兵办工作人员感到诧异的同时
也陷入了思考：“兵役登记是法律规定
的义务，这么多青年不了解说明我们对

兵役登记的宣教工作做得不到位。”
重庆警备区动员局参谋申浩言是

名“老征兵”，他在兵役登记及后续的征
兵工作中发现，如今大部分青年只是对
兵役登记有一个模糊的轮廓，但对其了
解并不深入、不全面，更不清楚相关的
惩戒措施。虽然近年来拒绝兵役登记
的现象越来越少见，但一些浅显或误读
的言论在互联网上的传播也给兵役登
记工作带来不少麻烦。

创新手段，法律

义务入脑入心

去年 5月，一则“王俊凯喊你兵役
登记”的视频一出刷爆互联网，引来大
量媒体与个人的转发评论。据介绍，这
是重庆警备区在重庆市人民政府征兵
办官方微信公众号上发布的宣传视
频。视频邀请了拥有千万微博“粉丝”
的新生代演员、重庆籍的王俊凯担任兵
役登记义务宣传员进行录制。

视频只有 31秒，却充分发挥了“新
媒体+明星效应”的优势，效果出人意料
地好：全国几十家媒体转载传播，微博
热搜榜也连续两天放在头条话题讨
论。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视频点击
播放已超过 2千万人次。有适龄青年
直言：“之前不了解兵役登记，看了学校
的宣传海报，又看了小凯的视频，才知
道这原来是法律规定的义务。”

在拥军氛围浓厚的广西，“红绿榜”
一度成为街头巷尾热议的话题。去年 5
月，广西在公共场合以“红榜”公布已完
成兵役登记的青年名单，“绿榜”提示未
进行兵役登记的青年名字，同时出台政
策明确规定：没有及时进行兵役登记的
适龄青年，不能参加公务员、事业单位
和国有企业等单位的招聘考试，不能办
理高校入学手续等，以另一种方式提醒
社会大众兵役登记是法律赋予适龄青

年的义务，让适龄青年和家长深受触
动。部分青年在看到张贴的“绿榜”上
有自己的名字后，马上到人武部咨询相
关规定并办理了兵役登记手续。
“《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第十三

条规定：国家实行兵役登记制度。每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年满十八周岁的
男性公民，都应当在当年六月三十日以
前，按照县、自治县、市、市辖区的兵役
机关的安排，进行兵役登记……”去年
兵役登记期间，关中平原的许多村落回
响着这样一则通知。原来，这是陕西省
征兵办工作人员根据一些山区和农村
通讯不便的实际，采用广播喇叭宣讲的
方式来进行定时定点兵役登记宣传教
育。同时，该地乡镇相关工作人员还采
用入村入户“一对一”的面对面宣讲等
方式，让适龄青年及其亲属了解兵役登
记的相关内容。据陕西省军区动员局
参谋苏振民介绍，他们去年设立了 7300
多个兵役登记点，并结合各地实际进行
兵役登记宣讲。针对新入学的大学生，
他们还要求高校寄发录取通知书时附
带相关征兵宣传资料，加深适龄青年对
兵役政策的了解。

兵役登记对兵役机关准确掌握适龄
公民数质量及分布情况，高标准完成兵
员征集任务具有重要意义。在征兵一线
工作多年的广西军区动员局参谋汪志强
认为，提高适龄青年的兵役登记义务意
识，让兵役登记真正“入脑入心”，需要立
足自身实际创新宣教方式。“下一步，我
们将考虑和第三方互联网公司合作，将
兵役登记相关内容按照大数据分析定点
投送至个人，让兵役登记义务意识从各
个方面渗透到群众生活中。”苏振民在谈
到今年正在开展的兵役登记工作时表
示。

上图:1月 17日，黑龙江省大兴安

岭加格达奇区两名适龄青年完成兵役

登记后，在人武部领取了兵役登记

证。 姚志刚摄

兵役登记：放飞梦想的成人礼
■中国国防报记者 潘 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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