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２０１８年３月２７日 星期二 法治军营 E-mail:jfjbfzjy@163.com 责任编辑/严珊

一线探访

嫩芽吐绿，万象更新。
“赋予射向精度不够、上装操作超

出时限，就连最拿手的炮长计算也错了
2道题。”不久前的一次考核后，看着惨
不忍睹的考核成绩，第 79集团军某旅战
士小于的脑袋不禁耷拉下来。
“白天练、晚上练，操作技巧、注意

事项，我都说了多少遍了，怎么还考成
这样，就算是根木头也该会了啊！”看着
小于的成绩单，班长满脸铁青地站在队
列前，一副恨铁不成钢的表情。

成绩张贴公布，自然几家欢喜几家
愁。对小于来说，考核已经结束，但一场
对于带兵人的“大考”，却刚刚拉开帷幕。

“冷嘲热讽，让我内心

很受伤”

晚点名，各专业组训骨干对考核情
况进行讲评。
“看看有人那个熊样，平常训练看

起来就不行”“这也没考好、那也没及
格，简直笨得出奇”……虽然没有点到
名字，但一番“讲评”下来，还是让小于
听得脸上发烫。
“多课目连贯考核的方式，自己还

是第一次参加，虽然差了点，但以后多
加练习应该能行吧。”虽然自己心里觉
得委屈，但想想班长垂头叹气的表情、
组训骨干的冷言冷语，小于还是恨不得
找个地缝钻进去。

小于蔫头耷脑的状态，引起了指导
员王海洋的注意。面对前来找自己谈
心的指导员，小于说出了自己的真实感
受：“对未来没有一点信心，站在大家面
前都感觉抬不起头来。”
“这样的‘讲评’不是严厉，而是‘语

言暴力’。”在鼓励和开导小于后，王海
洋召集连队骨干，推心置腹地说道，“这
样的冷嘲热讽就像‘低温烫伤’一样，看
起来只是批评过于严厉，实际上却伤害

了战士的人格尊严。”
连队党支部让组训骨干给小于道

歉，并帮助他重新制定了训练计划。找
回自尊的小于终于恢复了笑容，训练起
来也格外有劲。

“精神拳脚”，无形伤

害莫低估

“如今，依法治军、文明带兵的观念
虽已深入人心，但在管理工作中，尊重
官兵人格权的法律之弦却并没有绷得
很紧。”3月上旬，在旅里组织的“行法
治、抓从严”大讨论中，王海洋的发言引
起官兵共鸣。

一名战士原本是炮手专业，当他看
到计算兵操作仪器时手指翻飞、荧屏闪
动，便有意改学计算专业，可这想法刚
萌芽就被一句话掐灭了：“就你这智商
还想当计算兵？能练好炮闩分解结合

动作就不错啦！”
一名总机班女兵刚接触业务时，由

于不够熟练，接线中出现了些许停顿，
就被电话那头好一通埋怨。对方冰冷
的言辞语调，让她感到“很受伤”。
“《宪法》第38条中规定，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座谈会
上，大家形成共识，“冷嘲热讽、用语不
慎，对官兵人格尊严的伤害不可轻视。”

在带兵经验丰富的某连指导员王
之斌看来，“在实际工作中，保护人格尊
严在执行层面上还存在‘弹性’。一些
训练管理拖后腿、犯错不断成绩差的战
士，更容易受到‘软杀伤’。”

人格尊严，依法保护

促和谐

“要彻底杜绝侮辱战士人格的现
象，还是要把依法治军落到实处，让文

明带兵成为带兵人心底的基本准则。”
王之斌结合讨论活动组织官兵查找问
题隐患，“首当其冲的，就是要消除官兵
心中的隐性歧视。”
“一次，连队组织读报时，一名战士

把‘跌宕起伏’读成了‘跌岩起伏’，引来
班里几名大学生战友的冷嘲热讽。这
虽然并非什么大事，但隐患苗头还是需
要注意。”由这个事情入手，王之斌还发
现了一些其他隐性歧视现象：高学历的
瞧不起低学历的，体能好的看不惯文绉
绉的，对个体差异的偏见成为语言暴力
的诱因。

知为行之始，行为知之成。王之斌
提倡大家学会用“多棱镜”了解和认识
战友，用“放大镜”寻找战友的闪光点，
用“反光镜”审视自己的言行，不断驱散
内心“阴霾”。
“《内务条令》第 67条规定：‘尊重

士兵意见，维护士兵民主权利，不压
制民主，不打击报复。’严格要求不等
于言语粗暴，尊重战士人格尊严绝不
是‘软指标’。”该旅旅长王瑞金介绍
说，他们在梳理汇编相关法规政策和
典型现象的基础上，带领机关人员深
入基层，通过典型引路、当面帮教等
方法，提高带兵人的管理能力和法治
素养。

与此同时，他们还综合运用工作
讲评、民主测评、蹲连住班等时机，
对带兵人依法带兵、文明带兵情况进
行监督。旅里定期组织官兵谈心、调
研，一旦发现损害官兵人格权现象，
立即进行批评教育，并在周工作讲评
中进行通报。

为鼓舞军心、激励士气，他们大力
开展“董存瑞奖章”“精武标兵”评选，邀
请先进个人上台介绍经验等活动。如
今，该旅官兵关系和谐融洽，练兵热情
持续高涨。

上图：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增进

了感情，融洽了关系。 郭晓航摄

严防心灵深处的“低温烫伤”
——第79集团军某旅从点滴入手维护官兵人格尊严纪实

■郭晓航 杨心柳 本报特约记者 海 洋

初春时节，西部战区空军某旅训练
监察组到基层检查训练情况。监察组
成员观摩训练课目，官兵操作装备虎虎
生威、回答口令干脆有力，一套流程走
下来很顺畅。

谁知观摩刚结束，监察组便要求现
场随机点兵参加考核。结果不尽如人
意，“部分官兵口令不清晰、动作不利
索、原理不掌握。”
“训练监察不能被基层牵着走，突

击式、不确定性的检查才能掌握训练实
情。”监察组组长沈卫勇讲道。

为杜绝考核检查凑尖子迎考、驻训
演习搞景观等训风不实、考风不正、演
风不真等问题，该旅加大随机抽查力
度，下达考核通知不定考核时间、地点、
方法、内容与考官。坚持经常性检查与
专项检查、全面检查与重点抽查、本级
自查与上级检查相结合，努力实现执法
监察的经常化。在考核对象上，严下先
严上，先考机关干部，先考营连主官，从
根子上铲除考下不考上、考兵不考官、
考基层不考机关等现象。

这些针对性举措，多数发端于年初
的一次议训会。那次会上，四级军士长
李庭提出：“操课时间，教练员组训不正
规，官兵听讲不认真，偶有侃大山、看杂
书等现象。”一番话引起该旅党委的重
视。他们进行训练工作筹划时，专门将
类似问题摆了出来：训练场地分散，如
何有效监管训练？教练员照本宣科讲
要领，组训方法单一激不起官兵热情怎
么改善……

为此，他们成立营训练监察小组，
将教导员、指导员列为成员，加大日常
训练监察力度。以“四会”教练员评比
为抓手，考核合格者方可担任组训教练
员。操作训练，指导员在一旁手掐秒
表，精算每个环节时间，严把每个训练
标准。设立专门意见箱，开通举报电
话，畅通民主监督渠道，使广大官兵参
与到训练监察中来。

监察效果立竿见影。随后的一次
高原驻训中，他们紧急变更部署演练，
出现的问题被现场考核打分的训练监
察组记了近一页纸：机动转移大梯队行
军容易暴露目标，炊事阵地离兵器装备
过近，运输车与伪装网构建的假阵地费
时费力不易转移，等等。

训练监察的准心就是实战化。监
察组成员将问题报到旅里，很快一系列

严格按照新大纲组训施训的实招实策
出炉：针对野炊可能暴露阵地位置问
题，重新设定炊事班与阵地距离；请工
厂专家来部队研究设计虚假阵地，方便
隐真示假，随时可架设撤收……

训练监察不仅覆盖组训施训，训
练保障、兵员实力也是重要涉及领
域。笔者从该旅训练监察年度工作筹
划中看到，他们对战备工程和物资采
购招标程序是否严格正规、兵员实力
是否按岗编配等都做了明确要求，真
正让监督监察发挥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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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接双方同时扫一扫固定资产二维
码，后台自动形成交接清单，打印、核实、
签字，一气呵成……近日，新疆军区某团
固定资产交接的一幕，让笔者眼前一
亮。据团领导介绍，这是该团探索固定
资产科学化、智能化管理模式的结果。

该团人员、物资流动性大，不少
物资在反复交接中出现信息更新迟滞
等情况，使得固定资产清理清查工作
耗时费力。如何建立高效便捷的固定
资产管理模式？这一难题摆在了该团
领导面前。

为此，该团邀请地方技术人员和
院校专家成立联合攻关小组，深入基
层广泛调研，针对登统计程序繁琐等
官兵反映强烈的 4大类 23 项具体问题
进行反复论证、试点检验，最终建立起
基于二维码电子标签识别技术的智能
管理系统。

如今，该团大部分固定资产已经喷
上相应的二维码，只需使用智能移动终
端扫一扫，便能跳转到固定资产管理页
面，随时可查到配属单位、责任人、维
修记录等信息。如需交接，只要机关赋
予权限，双方便能通过扫码，在智能移
动终端完成责任人的更迭，后台自动生
成交接记录，从而避免官兵在机关、基
层两头来回“折腾”的现象，固定资产
清查交接效率大大提高。
“智能化带来的不仅是工作上的便

捷，更是一种监督。”坦克五连前任连
长陈泽年前不久发现，团里干部调整并
进行岗前固定资产清查时，虽然自己已
经调离，但团里管理系统中显示的连队
损坏及待修物资责任人仍是自己，心中
觉得别扭：“不能人走责任留！”陈泽年
遂将物资管理责任妥善移交，轻松走上
新岗位。

新疆军区某团完善资产管理模式

查询资产“扫一扫”
■禹佳君 张 谨

当前，军队改革稳步推进，新体制

带来新面貌，新形势带来新挑战。在一

个全新的状态下，靠什么引领思维理

念、冲破发展瓶颈、疏解矛盾淤积？前

不久，军委纪委、军委政法委联合印发

《关于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以严格

执纪执法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和依法治

军落实的通知》，为依法治军立起了新

标尺，标定了新方向。

古代兵法家尉缭子认为：“凡兵，制

必先定。制先定则士不乱，士不乱则刑

乃明。”强调法规制度是军纪严明的前

提条件。我党我军一贯重视法规制度

建设，从“党指挥枪”“支部建在连上”

等一整套建设原则和制度的确立，到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基本行为规范

的制定，使人民军队踏上了规范化、法

治化征途。几十年来，我军相继制定了

与时代发展相适应的军事法规，并适时

修订《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

《军队基层建设纲要》等法规制度，有力

推动了军队建设沿着法治化轨道健康

发展。

随着我军法治建设的不断深化，

各级组织的领导模式正从以“行政为

主”转向“法治”，“依法决策”“依法

履职”已成为领导干部的基本素养和

职业操守。但同时也应看到，仍有少

数人“以经验代法”，观念陈旧，思想

守成，凭老经验办事，靠拍脑袋决

策，严重损害了依法治军的严肃性和

权威性。

“小智者治事，大智者治人，睿智者

治法。”由此可见，“法治”是治军的最高

境界。因为法治里面有遵循，规定了什

么能做什么不能做；法治里面有尺度，明

确了什么是好什么是差；法治里面有办

法，告诉了我们怎么去思考怎么去落实。

“家有常业，虽饥不饿；国有常法，

虽危不亡。”特别是面对当前这种巨大

变革，靠“本本”去“按图索骥”不行，照

“黄历”去“生搬硬套”不行，凭“经验”去

“顺藤摸瓜”不行，依“想象”去“理所当

然”更不行。只有牢牢把依法治军刻在

脑海间，把依法改革融入观念中，把依

法履职扛在肩头上，才能真正形成有法

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法治氛围。

全面推进依法治军，领导干部是关

键。各级领导干部要自觉坚持思考问

题以法规制度为依据，谋划工作以法规

制度为准绳，部署工作以法规制度为遵

循，时时紧握法治这把“金钥匙”，不断

推进强军事业取得新成就。

制 先 定 则 士 不 乱
■武晓春 梁 宁

“官兵遇到涉法问题，最根本的是
尊法学法守法用法。”谈起 3月上旬发
生的一起涉军维权事件，沈阳联勤保
障中心某部政治工作处干事浦坚感受
颇深。

那天，浦坚和四级军士长、驾驶
员谢海涛带车外出执行保障任务，在
返回途中与一辆逆行的地方车辆发生
剐蹭，两辆车均遭到不同程度损坏。

依据交通法规，此次事故应由地
方车辆负全责，但该车司机郭某看到
对方是军车，就不断狡辩不愿赔偿。
反复劝说无果后，浦坚当即报警，并
及时将情况告知部队。交警勘查现场
后，认定军车不承担事故责任，要求
郭某依法负责维修部队车辆。

官兵在处置现场的自信无畏，来
自于该部持续开展的专题法治教育活
动。去年年初，该部领导到基层调
研，发现不少官兵在依法维权方面普
遍存在“忌惮畏惧”思想，有的过度
计较维权成本，遇到纠纷不愿“对簿

公堂”；有的认为打官司有损形象，
害怕让身边战友和单位对自己产生不
良看法、影响个人的成长进步和个人
生活。
“维护军人形象与依法维权并不是

对立关系，军人应该时时事事处处发
扬风格，但不能一遇到涉法问题就退
避三舍。”该旅领导介绍说，为此，他
们组织官兵系统学习《中华人民共和
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军事设施保护法》等法律条文，
开展专项法律宣讲 20余场次，引导官
兵熟悉维权组织的工作原则和办事程
序，积极提供法律咨询和援助，为军
属追讨医疗补助、伤残赔偿费等共计
20余万元。
“依法维权人人参与，齐抓共管个

个受益。只有大力开展法律法规学习
教育，才能引导官兵自觉自愿遵纪守
法、理直气壮依法维权。”该部政委纪春
鹏介绍说，如今，该旅官兵法律意识普
遍增强，依法维权理念深入人心。

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部引导官兵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理直气壮依法维权
■刘振宁 高汝超

3月 14日，

空降兵某旅“上

甘岭特功八连”

组织新兵进行

第 87代传人入

连仪式。该旅

不断健全完善

荣誉制度，积极

开展仪式教育，

激励新战士传

承红色基因、担

当强军重任。

陈立春摄

战舰劈波斩浪，舰炮怒射目标。3月上旬，北部战区海军某驱逐舰支队日

照舰严格按照新大纲要求，高标准完成多个训练课目，有效提升实战化训练

水平。 朱宇晗摄

医学上有种疾病叫做“低温烫伤”，是指皮肤

长时间接触高于体温的低热物体而造成的烫伤。

与之相似的是，在带兵过程中，也会出现一

些对官兵人格尊严的无心伤害、无意打击，就像

“低温烫伤”一般，虽不灼痛，却不经意间损害

了官兵的人格尊严，在官兵心灵深处留下了深深

伤痕。

习主席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保护人民人身

权、财产权、人格权。”我国自1986年颁布民法通

则以来，立法和司法实践也在持续强化对人格权

的保护。我国民法总则第五章在确认民事权利

时，将人身自由、人格尊严置于本章第一条，规定：

“自然人的人身自由、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

我党我军有一个好传统，就是同志之间都是

一种平等关系，职务有高低之分，但在人格尊严上

没有尊卑之别。以制度为保障，对每名官兵人格

尊严给予尊重和维护，才能消除那些不易发现的

“灼伤源”，让战斗集体更加纯洁巩固。

法治进行时

军营话“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