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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不起，我不能加入你的红包群，请
见谅。”7月5日，第76集团军某旅坦克二连
上士敬盼盼拒绝朋友的群聊邀请后，向记
者展示了他清清爽爽的微信聊天界面，各
种“红包群”“秒杀群”等均已被清理一空。

该集团军保卫处负责人介绍说，这
是他们依法严查实纠、科学管控，清理
清查违规微信群，净化官兵网络社交环
境带来的新变化。

聊天群组泛滥 垃圾信息不断

网络社交缘何不堪其扰

“您的好友‘大漠孤烟’正在抢购免
费电动牙刷，就差您这一刀了，快来帮
他砍价吧！”不久前，手机中频繁弹出的
群聊信息让敬盼盼头疼不已，“不是网
购砍价，就是微商推销，但是碍于情面，
又不好直接退出。”每次打开微信菜单，
他总能看见十余个不同名目的聊天群
组占据了整个屏幕。
“又是拉票链接、集赞活动！”收到老

战友在“砍价专属群”里发布的拉票邀请
后，上等兵唐卫无奈地关掉了手机。

过去，每逢周末休息，唐卫和许多
战友都会兴冲冲地取出保密柜中的手
机，联系亲友、观看视频、浏览新闻，享
受难得的“掌上冲浪”时刻。

然而，一位老战友不久前将他拉进
一个新建群聊，并发来链接：“各位战
友，请帮忙给我的侄子投上宝贵一票，
感谢！”碍于战友情面，唐卫虽然照办，
心里却不是滋味，“朋友圈是私人空间，
咋能变成集赞赢奖、砍价拉票的平台？”

排长罗岭最近也因微信群聊中频繁
出现的“毒鸡汤”而颇感闹心。那天，他
发现战友群聊中出现了一篇讲述潜规
则、厚黑学的推文，而发帖人正是一名退

伍老兵。罗岭当即提醒大家不要再讨论
负面话题，并果断将发帖人移出群聊。
“微信群聊各类信息过多过滥，不

少年轻战士在言辞蛊惑中难辨真伪。”
调查显示，参与 10个以上微信群聊的官
兵占到八成以上，其中不少微信群信息
发布无人监管。

清除网上谣言 设置安全防线

微信群聊不能什么都聊

针对微信群聊“乱象”，该集团军及
时对官兵开展教育引导，清理了红包
群、部队番号群等10余类违规微信群。

清理清查过程中他们发现，不少群
聊的敏感信息穿上了“隐身衣”。“独家
爆料‘张公子’最新消息，大家快来看
呀。”前不久，某旅下士小贺关于“涨工
资”的消息一推出，战友们就纷纷向他
询问详情，群主、指导员马振平则拿起

手机给小贺发去私聊。
“如果是官方发布的消息，可以分

享转发；如果是小道消息，绝对不能随
意扩散。”马指导员询问后得知，这条消
息并非权威媒体发布，便立刻在群里辟
谣，并对小贺提出批评。

无独有偶。某旅火力连为方便在
外人员管理，组建了在外人员联系
群。时间一长，个别官兵便放松了警
惕。一次，文书小杨接到一条上级通
知，需要传达给所有在外人员。为图
方便，小杨便在联系群中发布了语音
消息。在外学习的连长发现这则语音
消息后，立即制止并让其撤回。

部分官兵把微信群当成了工作传
达群、内部信息讨论群，存在严重的失
泄密隐患。针对微信群使用不当问
题，该集团军充分利用网络舆情监测
平台，对单位名称、部队番号等敏感词
进行实时监控，发现问题立即查实纠
改，并建立健全群主管理责任制，群里
有违法违规信息，谁建群谁负责。

正面教育引导 强化安全监督

科学治理营造网络净土

“请勿在群聊中讨论敏感内容，相
关工作可使用军线拨打连队值班电
话。”6月初，在外学习的某旅坦克连下
士小孙在连队微信群内询问野外驻训
情况时，网络安全监督员袁涛涛立即
进行提醒。该连指导员余镭说：“在上
级教育引导和检查督促下，官兵们主
动退出各类违规群聊。此外，营连还
成立了安全督导小组，时刻预防‘指
尖’泄密。”

与此同时，为避免因各类“求点赞”
链接造成个人信息泄露，该集团军通过
开展专题讲座、群众讨论等方式，引导
官兵相互监督提醒，净化战友“群聊
圈”，纯洁部队内部关系，促进单位安全
稳定。

休闲娱乐舒心，练兵热情高涨。前
不久，在集团军组织的共同课目比武
中，参赛官兵奋勇争先。一举夺得步枪
分解结合课目冠军的某旅下士付威威
说：“参加比武前，我曾一度心理压力
大，是战友们在连队群聊里给我出谋划
策，帮助我调整心态、轻松应战，这块金
牌也有他们的功劳。”
“经常性思想工作开展得游刃有余，

单位开设的这些微信群功不可没！”某合
成营教导员许耕源介绍说，各营连建立
的微信群不仅方便了 8小时以外的人员
联系，还明显增进了官兵之间的交流交
心。一些以主题教育、纪律规定、人文科
学等为主题的精彩推文在群聊中广泛传
播，使官兵在提升思维认知的同时，更坚
定了扎根军营、矢志强军的信念。

上图：方 汉绘

微信群聊设立“指尖禁区”
—第76集团军净化官兵网络社交环境侧记

■本报特约记者 杨 磊 通讯员 张石水 段 青

老子《道德经》言：“知止不

殆，可以长久。”意思是说，知止

就不会欲壑难填、落入危险，能

够获得长久的安乐。通俗地讲，

“知止”就是能知晓人生中不可逾

越的界限，懂得某些东西不可触

碰，懂得适可而止。

“知止”，反映了一个人的精神

境界，是智慧，更是修养。《大

学》中更讲“知止而后有定，定而

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

虑，虑而后能得。”现实生活中，

一些人淡化精神追求、放松品德修

养，私欲膨胀、追逐名利，贪图享

乐、逾越界限，最终走向蜕化变

质、腐化堕落，甚至是违法犯罪的

道路，导致身败名裂，教训十分深

刻。作为党员领导干部，懂得“知

止”很有必要。

“知止”，“知”是前提，“止”是目

的。要讲党性，知敬畏。“越规者，规

必惩之；逾矩者，矩必匡之。”党员干

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手中多少都有一

定的权力，面临的诱惑和考验很多，

在廉政问题上，更需始终保持如履

薄冰、如临深渊的清醒头脑。要始

终把党性原则放在首位，常怀敬畏

之心，视党纪国法为不可触碰、不可

逾越的红线，把为官清廉作为修身

之本、为政之道、成事之要，真正做

到远红线、守底线、筑防线。要通过

加强理论武装，补足精神之“钙”，筑

牢信仰之基，真正做到对党忠诚，坚

决听招呼、守规矩，练就“金刚不坏

之身”。

“不虑于微，始成大患；不防于

小，终亏大德。”要拘小节，防微

腐。为什么个别腐败分子贪腐几

乎到了疯狂的程度，总是不“知

止”，最终走向犯罪的道路？很大

程度上是因为他们在小事小节上

放纵自己，没有及时控制贪欲。有

的总认为在社会交往中，拿一条

烟、喝两瓶酒、吃几顿饭，接的是

“小礼”、收的是“小钱”，不会出什

么大事。即使偶尔有了收手的想

法，面对诱惑却怎么也“止”不住

了。殊不知，不守“小节”即生“小

恶”，“小恶”不断，必生后患，最终

成了法纪教育的“活教材”。这些

案例警示我们，在廉洁从政上，切

不可有侥幸心理，要做到不因“微

腐败”而逾矩，不因“小问题”而宽

己，不因“小意思”而麻木，在“止”

初、“止”微上下功夫，使“知止”成

为一种行为习惯、内在品质。

“自古清白无遗祸，从来贪争

有后殃。”要重修养，保初心。鱼

因馋而上钩，权因欲而失守。在

金钱、名利、地位等诱惑面前，

能否保持初心，抵住诱惑，坚持

原则，战胜自己，要靠个人修

为，更要重视品德修养。俗话

说，纵有粮食万担，不过日食三

餐；纵有广厦三千，不过夜寐一

床。只有“知止”，才能胸怀豁

达，以平静之心对己，以平稳之

心处事，以平常之心对待得失，

耐得住清贫，稳得住心神，管得

住手脚。同时，还要常学警示案

例，自鸣警钟，规范行为，守住

道德底线，不碰法纪红线。这样

才能把握好人生的方向，使自己

始终知敬畏、懂取舍、走正道，

担当强军重任，实现人生梦想。

（作者单位：陆军勤务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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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28 日,新疆军区某步兵团步一
连指导员马岩龙正在组织官兵开展政治
教育，值勤哨兵前来报告：上级工作组马
上到连队检查安全工作。“继续开展教
育！”马岩龙的淡定从容，得益于该团对
表新条令清理“土规定”的扎实举措。
“以往只要迎接上级检查，战士们心

里就紧张。不是因为工作没干好，而是
害怕各级层层检查，随意拔高标准。”连
队文书小李回忆道。一次，接到上级即
将进行安全大检查的消息后，连队迅速
成立检查组反复自查，接着营里又组织
统一检查。随后，机关干部还提前进行
了抽查讲评。在此过程中，安全标准被

不断拔高，连队反复进行整改，占用了大
量训练时间。

按条令规定抓落实，为什么还要反
复检查？对此，营连干部深感无奈。
“这种反复检查、随意拔高标准的做

法，折腾的是基层官兵，损害的是部队战
斗力。”团领导的讲话一针见血，层层检
查，随意拔高标准，看似严格管理，实则
与新条令不符，违背了依法治军、从严治
军的初衷。

部队还存在哪些“土规定”？该团进
一步调查了解到，机关组织理论考核方法
死板，有的连队就要求战士死记硬背；卫生
标准不高等一些本该现场提醒的小问题，

个别机关督导人员当面不说，回去就下通
报批评；公用物资摆放、内务柜摆放物品的
长度、高度、宽度规定了统一尺寸标准，很
少顾及战士们的实际情况，带来诸多不便。

为清理“土规定”，该团领导给官
兵授课解读新条令，对官兵存在疑问
的 11 个问题及时解疑释惑，组织机关
干部和基层骨干进行条令法规知识集
中培训，增强官兵法治观念。他们还
通过问卷调查、网上信箱、营连意见箱
等形式，征求基层对机关指导的意见，
对不符合新条令的“土规定”一项项列
出清单挂账销号，进一步增强官兵按
章办事的自觉性。

新疆军区某步兵团对表新条令清理“土规定”——

检查标准，不必加码又加码
■汪保飞 杨清悦

6月 21日，政治教育时间，随着几声
哨音响起，武警某部机动五支队三个大队
在不到5分钟的时间里列队完毕，准时进
入礼堂会场。九中队战士何文河告诉笔
者，如今中队集合不再要求超标准的提前
量，受到基层官兵一致好评。

过去，类似操课、集会打提前量的事，
大家都习以为常。一天清晨，一声清脆的
哨响惊醒了还在睡梦中的四中队值班排
长张元震，让他哭笑不得的是，这声来自
邻近中队的哨响，竟比起床时间提前了15
分钟。还有一次，该支队集中上大课，机
关明确通知 14时 40分正式开始，可在一

个分会场，官兵们在 14时就入场练起了
坐姿。

针对官兵的反映，支队领导请来基
层官兵代表召开“诸葛亮会”。会上，
下士刘航凯打开了话匣子：“每次参加
上级集会，就算按照通知要求准点入
场，有时也会因为其他单位提前入场
而变成了‘迟到’单位。为了避免‘迟
到’，大家‘争先恐后’。”分析原因，既
有基层认识上的偏差，也有机关指导
上的不足。
“在部队正规化管理问题上，不考虑

官兵承受能力，脱离战斗力标准，搞假把

式、搭花架子，不仅锻炼不了官兵作风，
还影响了部队战斗力建设。”部队建设形
势分析会上，支队领导达成共识：依靠法
治思维抓建部队，既要坚持高标准，也要
防止层层加码、随意拔高标准。

支队机关以新条令为依据，结合机
关下连蹲点和综合检查等时机，进一
步规范部队秩序，纠治层层拔高标准
造成部队忙乱的现象；拓宽网络媒体
渠道，开设网上论坛、“金点子”微信
群，发动官兵为部队管理工作提意见
建议，通过群策群力，形成了群管群控
的良好局面。

武警某部机动五支队按照新条令正规部队秩序——

参加集会，何须提前再提前
■刘建辉 王 伟

“在外学习的常委，也应提交经济
责任审计述职报告。”前不久，军委审
计署某直属审计中心对火箭军某部党委
班子成员进行经济责任审计，依照“应
审必审、凡审必严、严肃问责”的规定
要求，依法严查每一笔账务往来，询问
每一名经济责任人。
“要全方位、多形式对单位领导贯

彻执行财经政策和决策部署、遵守法
律法规和财经纪律、落实经济管理规
定和事业建设计划等情况进行审计。”
审计过程中，审计组对该单位党委常
委、部门负责人先后展开个别谈话，
通过公示举报方式、设置举报箱、组
织民主评议等渠道，打通基层官兵反

馈意见通道，听兵声纳兵言。
审计组紧紧围绕该部维修任务，严

格审查物资、器材采购合同，深入维修
工区一线逐个逐件核查物资、器材清
单，对品牌、核数量、对型号、查来
源、追去向，确保维修器材真正使用在
武器装备上；紧贴实际客观分析经费需
求，提出调整预算安排的意见建议；逐
项逐条查原始凭证，严查不合规开支，
让每一分钱花出效益，审计组工作作风
和审计绩效赢得官兵点赞。

审计组始终坚持以问题为导向，
查究问题刨根问底。在合同审计中，
为核实一份绿化工程合同，他们实地
清点核实合同里约定的白皮松和黄杨

数量；为核查一份营区道路施工合同
工程质量，他们用水钻现场打了一个
50厘米深的样孔，查看沥青混凝土路
面面层和基层厚度是否符合设计要
求，对查找出来的问题第一时间提出
整改意见。

针对审计中发现的问题，该部及
时召开专题会议，研究制定整改措
施，有条件立即整改的当场改正，其
他问题拉单列表明确责任人和完成时
限。他们还完善财经管理制度规定，
有效加强了预算编制、合同签订、过
程控制和结算审核等环节的控制，确
保花出去的每一分钱都合法依规、用
出成效。

军委审计署某直属审计中心审计监督“严”字当头

突出战斗力提升 强化全覆盖监督
■赵祥延 邹小雨

进入“大数据时代”，随着智能手机在军营的普及，微

信日益融入官兵生活中，各类微信群也成为大家获取信

息、沟通交流的重要渠道。

网络就像一把双刃剑，一些微信群在给官兵带来便利

的同时，也增添了诸多烦恼与泄密隐患：一些群聊疏于管

理，聊天信息五花八门，庸俗内容时常有之；有的官兵保密

意识淡薄，在群聊中转发涉军信息、谈论敏感话题；更有甚

者，将微信群当作商圈，频繁发布微商广告、讨价还价……

6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落地施行，这

是我国网络安全领域的基础性法律。《军队人员使用微信

“十不准”》对相关事项也有明确规定。网络安全不容小

觑，微信群聊应当纯净。针对诸多微信群聊“乱象”，第76

集团军引导官兵提高防范意识，净化网络社交环境，筑起

网络安全防线，他们的做法值得借鉴。

军营说法

6月25日，某陆航旅严格按照新大纲要求开展险难课目训练，锤炼陆空协同

作战能力。图为该旅与某特战旅联合进行快速机降训练。 吴 震摄

法治进行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