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锐视点

新闻调查

多数战友都有这种经历：第一次

回家探亲，总会悄悄地把军装塞进行

囊，迫不及待地想让父母、亲人看看自

己身穿军装的模样；家人更想让乡邻

们知道，这身军装是他们作为军属的

“荣耀”。

军人着军装天经地义。但出于多

种原因，2002年我军修订的《内务条令》

规定：“军人非因公外出应当着便服”。

从此，除执行公务外，街头巷尾很难再

看到身着军装的现役军人。

虽然穿不穿军装外出，本质上不影

响我军的战斗力，也不妨碍军人在关键

时刻挺身而出，但久而久之，军装在大

家心目中的分量变轻了，军人在国民意

识中的形象模糊了。

时隔 16年，重新修订的《内务条

令》规定：“军人非因公外出可以着军

服，也可以着便服”。新规一出，引起军

内外广泛关注。

新政策出台，既需要官兵去适应，也

需要社会去认可。武警黑龙江总队就此

开展的专项调查，收集到不少情况反馈，

对于如何学好用好新条令具有借鉴意义。

不可否认，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军

人不像过去那么受关注、受尊崇了。特

别是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恶意蛊惑和诋

毁、抹黑军人，辱没英烈，丑化军队，造

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这种影响表面

看涉及的是军队，实质上祸害的是国家

和社会，用意阴险，后患无穷。曾有专

家警世：“不懂得崇尚军人，对于一个民

族而言，往往是灾难的开始。”毛泽东早

就告诫我们：“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

没有人民的一切。”习主席在党的十九

大报告中明确指出，让军人成为全社会

尊崇的职业。

军人有地位，国家有力量。尊崇军

人，就是尊崇军人赢得和正在保卫着的

国家领土安全、主权安全、人民安宁，与

一个国家的方方面面息息相关，与一个

国家的每一个公民息息相关，这是世界

通行的法则。

军人的生命不属于自己，军人的时

间不属于自己，军人的自由不属于自

己……军人的一切都交给了党和国家，

还有什么比不惜生命更珍贵！还有什

么比舍弃小家更纯粹！郁达夫说：“一

个没有英雄的民族是不幸的，一个有英

雄却不知道尊重和爱惜的民族是不可

救药的。”

风尘三尺剑，社稷一戎衣。

军装所标示的，不只是身份，更是

责任；军装所体现的，不只是威仪，更是

精神。

新条令的颁发，不只是几句话的改

动，而是有深刻的内涵。亲爱的战友，

不用迟疑、不用顾虑，重塑形象我们再

出发。你不努力，没人替我们树立形

象；你不奋斗，没人替我们实现梦想。

昨天的优秀代表不了今天的辉煌，让我

们迎着新时代的朝阳，挺直腰板，阔步

入场，续写新时代的篇章。

时隔16年，军人外出可以穿军装了

军装不是“养眼”的物件，而是向人民宣示的责任
■王金亮 本报记者 胡春华

爸爸是一名有着二十几年兵龄的
老兵，一直是我的偶像，小时候我经常
偷偷地穿起他的军装，戴上他的军帽，
在镜子面前左瞧瞧右看看，别提有多神
气了。可是出了军营大门，我就没有见
过爸爸穿军装。

来到新的学校，同学们都问我，你
爸爸是干什么的呀？每次我都自豪地
告诉他们，我爸爸是军官。同学们总是
羡慕地问我，下次开家长会你爸爸能穿

军装来吗？我拍着胸脯告诉他们，当然
能，我爸爸穿军装可帅了。

可是开家长会的时候，爸爸却穿了
一身便装。他在讲台上领取奖状的时
候脸上洋溢着自豪的笑容，座位上的我
心里却不是滋味。家长会开完后，同学
们都围过来和我说，你爸爸真精神，不
穿军装也知道是军人！可是我却嘀咕
着：“你们哪知道我爸爸穿军装的时候
才最帅。”

回到家，我一遍又一遍地翻看着影
集里爸爸的军装照，里面记载着爸爸从
军以来的点点滴滴，眼前英姿飒爽的“橄
榄绿”让我心潮澎湃，又让我觉得委屈。
“爸爸，你知道吗，你穿军装可帅

了！我的同学都想看看穿军装的那个
爸爸！”

前不久的一次运动会，学校要求家
长参加。那天，爸爸真的穿着军装来了！
笔挺的军服、庄严的警徽，深深吸引了同
学们的目光，不少同学围着爸爸问这问
那，我在一边呵呵地傻笑。在“两人三足”
项目比赛中，我和爸爸配合默契，夺得了
第一名。在颁奖台上，爸爸向台下敬了一
个标准的军礼，赢得了热烈的掌声，那一
面金灿灿的奖状，仿佛就是颁发给像爸
爸一样的军人的。爸爸的到来影响了全
班人，不少同学说长大了也要参军。

孩子眼中的军装
■武警齐齐哈尔支队政委马景东之子 马晨熙

上个周末，我给老公做了一桌菜，
原因很简单：他穿着军装去单位接我
了。

这是老公第二次着军装出现在我
的朋友面前。上一次是在婚礼上，他一
身礼服，给我们双方父母敬了一个标准
的军礼，台下，我的亲朋好友啧啧称
赞。尤其是几个闺蜜用地道的东北嗑
夸赞：“你瞅瞅，秋宇的老公多帅气，贼
带劲！”

这一次，老公穿的是作训服。不同

于婚礼上的形象，眼前的他多了几分英
武之气：头上的作训帽下沿隐约可见一
圈白色的汗渍，脚上的作战靴明显带着
尘土，而露在这一身橄榄绿之外的脸、
胳膊，更是比以前黑了很多。老公说，
虽然今天串休，但因为急着去支队机
关办些事情，所以没换便装就直接来
接你了。

虽说不是特意穿着军装来接我的，
但我心里还是美滋滋的。尤其是当我
的学生们因为看到这个帅气的军人，竟

然被他们的老师挎着胳膊“带走”而睁
圆了眼睛的时候,婚礼上那种看似虚荣
但实质却是无比自豪的感觉，再次萦绕
在我的心窝。

说实话，高一我们当同学那会儿，
我怎么也想不到他以后会成为一名军
人，而且打从他入伍，我也没少因为他
不顾家而埋怨他，所以，那身军装在我
心里总是若即若离，因为我知道，当那
身军装穿在他身上的时候，他就不再只
属于我自己了。但是，当新规定允许他
在任何时候穿着军装出现在我面前的
时候，我一下子感觉我和这身军装的距
离近了，因为我意识到，原来这身军装
不仅可以陪他出现在演兵场上，也可以
陪他一起出现在大街小巷，出现在我的
身边。

军装是千万军人身份的象征，更是
万千军嫂内心的一份荣耀。

妻子眼中的军装
■武警大庆支队某中队指导员刘成明的妻子 朱秋宇

作为一名老兵，对于军装的眷恋，
只有当过兵的人才刻骨铭心。

2007 年，儿子利元也光荣入伍。
两年后利元第一次休假回家，我看他没
穿军装，顿时火冒三丈：“当兵的不穿
军装，像什么样子！”因为这个，俺爷
俩别扭了一个假期，没说上几句话。

身边的朋友经常问我：“老穆，
你儿子现在干嘛呢？”“在黑龙江当兵
呢。”“当兵呀，那回来怎么不见他穿

军装呀？”每次被问到这个问题，我
都很尴尬，不知道如何解释。后来，
在电话里，儿子告诉我，部队有规
定，非因公外出不允许穿军装。一开
始我还不信，问了好几个战友才知
道，部队确实有这条规定。

前段时间我从媒体上看到，部队新
颁布的《内务条令》，明确了“军人非
因公外出可以着军服，也可以着便
服”，从今年 5月开始施行。还没等我

嘱咐，儿子的微信就过来了：“爸，你
放心吧，过几天我休假一定穿着军装回
去！”

没过几天，儿子果然穿着军装回来
了。行李刚一放下，我就拽着儿子往外
走：“陪老爸出去溜达溜达！”

那天，俺爷俩在县城里足足逛了大
半天，儿子给我讲起了这十年他在部队
经历的点点滴滴，感觉孩子长大了、成
熟了。作为当过兵的人，我知道这身军装
的分量，它不是供人“养眼”的物件，
而是军人向人民宣示的责任和坚守。

曾经作为军人我自豪，现在作为军
人的亲属更自豪。闲下来，我把当年的
军装照和孩子的军装照，认认真真整理
了一遍挂在客厅。来人一看，呵，老穆
是军人世家啊！我该有多风光！

（李昊阳整理）

父亲眼中的军装
■武警绥化支队上士穆利元的父亲 穆广润

1.穿军装外出，一定要符合着装

要求，时刻保持军容严整，特别注意

不能春夏装、军便装混穿；

2.外出时要维护军人的良好形

象，自觉遵守社会公德；

3.注意军人的言谈举止，尊重当

地的风俗习惯；

4.时刻牢记我是一个兵，坚守军

人的礼节礼仪，当群众遇到困难时，

及时排忧解难，始终牢记全心全意为

人民服务的宗旨；

5.切勿进出不健康场所和参与非

法集会活动；

6.保持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担当

精神，发扬优良传统，敢于见义勇为；

7.时刻保持高度警惕，防止被别

有用心的人利用；

8.如遇到被街拍进行恶意炒作，

要及时反馈实情，寻求相关部门妥善

解决。

（李昊阳整理）

给着军装外出的战友提个醒

被“街拍”、求合影是

种啥感觉

游人如织的哈尔滨中央大街上，武
警黑龙江总队战士刘忠伦和几名身着
军装的战友，引得路人纷纷侧目，有的
拿出手机拍照，还有的直接上前“求合
影”。说起穿军装外出的感受，战士们
兴奋不已：
“当兵这么多年第一次穿军装上

街，真爽。”
“回头率超级高！”

“ 总 是 隐 约 听 见 有 人 说 我
‘帅’……”

调查中，市民刘先生对笔者说：“其
实每天都有武警战士在附近巡逻，但现
在街上穿军装的人明显多起来了，老百
姓更有安全感。”

有个刚刚求合影成功的军迷妹子，
边走边翻看手机相册，面对笔者的采
访，她毫不掩饰：“武警小哥哥太帅了，
以后我就嫁军人！”

在防洪纪念塔站的公交站台，两个
小朋友模仿着站台上一队战士的模样，
站得笔直，安静地等车。小朋友的妈妈
感慨说：“孩子从小就把军人当榜样，长
大了差不了。”

总队爱国主义教育“辅导员”、95岁
高龄的东北抗联战士李敏，这个周末来
到执勤支队某中队，看着战士们穿着军
装进进出出，这位老军人感叹：“早就该
这样了……”

去年底刚刚退伍的老兵唐锐，一个
劲儿地感慨“我没赶上好时候”。

官兵们爆棚的荣誉感，正随着笔挺
的军装一同亮相：
“有个出租车司机，说啥都不要钱，

在我的坚持下只收了起步价，虽然几块
钱不多，但让我觉得特别受尊重！”
“吃饭时候老板赠了我们每人一瓶

饮料，他说看见军人特亲切！”
“这次休假穿着军装回老家，街坊

邻居的眼神儿都直放光，别提我爸妈多
自豪了！”

笔者采访时了解到，该总队 85%的
中队已经有官兵在非因公外出时着军
装，55%的官兵表示有意愿周末外出时
着军装，93%的官兵计划探亲休假着军
装返乡。

穿不穿军装，纠结之

中有隐忧

又是一个周末，炊事班长张立明在
军容镜前犹豫了半天，最后还是换上便
装出门了。

笔者发现，像张立明一样在一番纠
结之后选择穿便装外出的官兵为数不
少。

上等兵邰俊嘉直言不讳：“外出就是
为了从紧张的执勤训练中放松一下，可
身着军装就松不下来，更要注意形象。”

新兵刘浩楠的想法可能代表了更
多人的心声：“特别害怕遇到突发情
况！要是处置不好，有损军人形象，还
可能危及自身安全。”

还有另一项调查结果令笔者惊讶：
在随机采访的中队中，干部直接或间接
表示不鼓励战士着军装外出的，竟接近
50%。原来，除了上述那些原因外，更
令官兵顾虑的，是“社会因素”。
“上次穿军装坐公交车，有座不敢

坐啊！”下士杨阿辉向笔者诉苦，“想起
前几天网上有段视频很火，一名战友没
给男青年让座，被骂军人没素质，吓得
我硬生生站了一路。”
“对呗！随便谁把你拍下来再断章

取义传上网，你就等着当网红吧！”新兵
左忠浩说，“上周本来几个战友想去吃自
助餐，还想去网咖‘吃鸡’，但怕被人说
‘不简朴’，最后点个家常菜，去了趟超市
就回来了。”

这边聊得正酣，上士沈佳富却一脸
忧郁。原来，“五一”小长假女友来队，
他穿军装陪女友来到太阳岛景区，发现
买票的人特别多。看到“军人优先”四
个大字，沈佳富犹豫着走向售票口，结
果，“当兵的，干啥呢？都已经半价票了
还插队？”“花着我们纳税人的钱，还插
队？”沈佳富红着脸赶紧退回到队尾。

排了半小时队，两人手拉手进了景
区，却有几名路人拿出手机对着他们拍
照：“部队管理这么松吗？不好好训练
还有空谈情说爱……”吓得他全程和女
友保持一米以上的距离。

归队前，他们在一个小摊买了些水
果，可大妈的要价让他再度无奈：“你们军
人还讲价呀？你们工资那么高，别跟大妈
计较了！”沈佳富默默付了钱，没敢言语。

战友们在着军装外出时遇到的情
况五花八门，就像一位班长调侃时说
的：“社会套路深，出门要当心，军装太
扎眼，劝你别犯险！”

调查问卷显示，亲身经历过着军装
外出“被道德绑架”或听说过类似事件
的官兵占 68%。在不愿着军装外出的
原因中，勾选“社会关注度高，易衍生负
面舆情”的高达100%。

自信，激发军人的职

业荣誉感

“小时候看见邻居小虎他爸穿着军
装带他出去玩，我特别羡慕！”上士张顺
说，“现在我也能穿军装上街了，可为啥
这么纠结呢？”

军人是值得社会尊崇的职业，不该
如此纠结。新条令明确“军人非因公外
出可以着军服，也可以着便服”，就是因
为着军装外出能更好地展示军人形象，
激发军人的职业荣誉感。

为学好用好新条令，这个总队收集
不少鲜活案例充实到专项教育活动中，
强化官兵对军人身份的归属感和认同
感。各支队开展了“我为军装添光彩”讨
论和“军营开放日”活动。下士王志浩在
讨论中分享了他“扶不扶”的经历：路遇
老人摔倒，周围有的人本能地躲开，王志
浩上前扶起老人到一旁坐下，并联系了
急救中心和老人家属，因抢救及时，老人
并无大碍。事后，老人的儿女想办法找
到了中队，把一面锦旗送到了部队。
“我当时也有顾虑，是这身军装给

了我勇气。”动情的讲述引得战友们阵
阵掌声。

与此同时，该总队注重引导官兵强
化行为养成，自觉用新条令新标准规范
一言一行。采访中，笔者受邀观看了哈
尔滨支队官兵刚刚编排的小品《外出风
波》，在潜移默化中引导官兵如何处理
突发情况和棘手问题。既维护军人的
良好形象，又不失时机地为老百姓排忧
解难。

总队还采取勤训轮换、教练员培
训、“魔鬼周”集训等方法，狠抓《武警部
队新军事训练大纲》的贯彻实施，拓展
官兵徒手擒敌技法，增强应对突发情况
的信心和能力。

一系列举措，让更多战友认识到，
让军人成为全社会尊崇的职业，首先要
把主责主业做好，老百姓虽然叫不出我
的名字，但他们知道穿军装的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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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链接

新条令颁布后，武警黑龙江总队直属队的官兵身着军装来到驻地大剧院参观。 关国路摄

特别关注·军人外出着装（上）

热点追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