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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山之石

新闻调查

军装是军人身份最鲜明的标志。

从传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到部

队路过果园没有一人吃群众的苹果，再

到解放上海时官兵露宿在马路上……自

诞生以来，一代代人民子弟兵以自己的

行动诠释着我军威武之师、文明之师的

良好形象。

一身军装曾是社会瞩目的焦点。

然而在一段时间里，出于安全因素、军队

形象和部队管理等方面的考虑，条令明

确规定“军人非因公外出应当着便服”，

营门之外再难见到着军装的现役军人。

今年5月 1日起，新修订的《内务

条令》正式施行。条令关于“军人非因

公外出可以着军服，也可以着便服”的

规定，回应了军营内外的期盼，有助于

重塑大众对军人的理解和感知，让军

人成为全社会尊崇的职业。

制度虽然“解禁”，可外出时，面对

穿不穿军装这道选择题，不少官兵仍然

犹豫不定。一身军装如何穿出荣耀？

仍是每名官兵穿着军装走出营门之前，

需要回答的问题。

荣耀从何而来？它首先来自军人

的自身形象。军人要赢得真正的尊

崇，不在于穿不穿军装，而在于对社会

奉献有多少、贡献有多大。忠诚使命、

能打胜仗的军人为国家贡献安全，见

义勇为、一身正气的军人为社会贡献

正能量，抢险救灾中临危不惧的军人

为老百姓提供坚强依靠……只有每个

军人本身树立起良好的形象，才能让

军装成为人们眼中靓丽的风景。

军装的荣耀，需要法规制度的保

障。近年来，公共交通领域军人依法优

先的推开，使不少人对优先通道中频繁

出现的戎装身影心生敬慕。与此同时，

我们也看到，网上线下一些卖仿制军装

军衔的伪“军品店”屡禁不止，假冒军人

着军装的娱乐照、不雅照屡屡见诸网络，

无形之中损害了军装的威严和体面。让

最可爱的人成为最受尊崇的人，离不开

法规制度的保障。擦亮军装的荣耀，也

同样需要法规制度建设在保护军装的严

肃性等方面持续用力、久久为功。

军装的荣耀，还离不开社会大众的

认同。这需要军地双方共同强化尊崇军

人的社会责任感。为在部队立功受奖的

军人敲锣打鼓送喜报、挂牌匾，丰富拥军

仪式活动、拓展抚恤优待措施……这些

都有助于提高军装的“含金量”，让一身

军装真正穿出荣耀，让那一抹“迷彩”重

新融入到多彩斑斓的社会、走进大众的

视野。

一身军装如何穿出荣耀
■第80集团军某合成旅 马文亮

军服除了御寒暑、利征战等实用价
值外，还有肃军容、壮军威的观瞻功效。
对待军装的态度，既是一个国家精神面
貌、民族特色的反映，也折射出一国军人
的素养和军人的社会地位。可以说，军
装是军人的“皮肤”，也是一面观察社会
尊崇军人情况的“镜子”。

美国——

公共场合着军装备受尊崇

美军认为个人着装和仪表是体现军
队纪律性的一个组成部分。美国陆军对
什么场合穿什么军服有明文规定。《美国
陆军着装与徽章》还对现役军人着军装
外出时的行为举止有明确要求，如配饰
要齐全、不得嚼口香糖、不得戴耳机等。

美国军人的社会地位很高，舆论调查
机构在2009和 2013年都做过美国人如何
评价各行业对社会奉献度的调查。两次
调查中，认为军人社会奉献“很大”的人都
是比例最高的。着军装出现在公共场合
的军人，备受美国人的尊崇和爱戴。

俄罗斯——

重要节日军人佩勋章集会

俄军对军容要求严格，甚至连擦
皮鞋应分几个步骤，先擦哪里后擦哪
里，也有明确规范。在外训练时，尽管
天气很热，俄军官兵都被要求穿戴整
齐。俄军官兵喜欢着军装外出，他们
把着军服外出当成一件再普通不过的
事。在俄罗斯的大街小巷，都能看见
着军服的士兵。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军人地位和待
遇下降。近年来，通过大力整顿革新，俄
罗斯军人荣誉建设取得了明显成效。每
逢重要节日，获得荣誉的俄罗斯军人都
要整齐着装，郑重佩带勋章、奖章参与集
会活动。俄罗斯军人对身着军装参加大
型活动非常自豪，民众对穿着军装的军
人也十分崇敬。

英国——

公开场合军人仪表要求苛刻

英国军官在公开场合对仪表的要求
近乎苛刻，即使野外拉练或演习，鞋油、
鞋刷也是行囊里的必备品。在著名的桑
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就有一项不成文
的处罚：只要发现学员皮鞋不够亮或衣
服上有褶子，就得在晚上 9点的休息时
间到保安室列队报告，接受值班军士的
二次检查。

英军按规定可以着军装外出，英国
民众对身着军装在外的士兵也很崇敬。
英军曾于 2014年出台规定：军校学员不
得随意在公共场合穿军装。因为当时英
国接连遭受恐怖袭击，此举是为了避免
学员成为恐怖袭击的目标。

德国——

一度禁止军人穿军装外出

德国人向来以“严谨”著称。在穿着
军装上，德军的规定也颇为精细，如军装
衣袋中携带的物品不得外露，也不应因
物品太多致使衣袋隆起；金属附件要擦
拭光亮，不得有毛刺和锈蚀，等等。

德国曾立法规定，军人是“着军装的
公民”，突出强调军人与普通民众密不可
分的关系。二战后，为了防止军国主义
复活，德国曾严格规定军人外出必须穿
便装。随着法西斯主义思想的消解，军
人在德国民众中的形象被扭转，这项规
定在上世纪90年代被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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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

外出穿不穿军装，大

家到底在“纠结”啥

穿着军装回家，水晓阳自然是满心
期待的。

去年春节休假，他起了个大早，浑
身上下捯饬一番，提着大包小包去未婚
妻家拜年。没想，他被未婚妻拦在了门
外：“不是跟你说爸爸希望你第一次进
家门穿军装吗？他还跟亲戚朋友夸你
呢！”

水晓阳当时有些憋屈，后来想想也
能理解：老人家这点心愿都得不到满
足，换谁不别扭？

旅政治工作部干事卢鹏宇也一直
期待穿着军装回家。“小时候，爸爸探
亲回家，总是穿军装抱我上街，其他
小朋友好不羡慕。”卢鹏宇回忆道。
今年，已入伍多年的卢鹏宇想穿着军
装陪父亲到公园散散步，然后再秀两
张“穿越照”到微信“朋友圈”，“配文
都想好了，就写‘你陪我长大，我伴你
变老’。”

5月 1日，新修订的共同条令施行，
让不少军属也对军营里的那个“他”一
身戎装回家充满了期待。

一名军嫂在微信“朋友圈”写道：终
于可以与穿军装的你在大街上同框了！

该旅警卫勤务连四级军士长袁野
说，女儿明确提出要求，今年的家长会，
爸爸一定要穿着军装参加。

对于这条新规，官兵和军属期望很
高是显而易见的。然而，具体落实情况
如何呢？

新条令施行后不久的一个周末，该
旅的大巴照例准点发车，送外出的官兵
到市区。登车、查人、出发……负责带
车的旅部队管理科参谋高振江回头望
了望一车的外出战友，他发现，居然没
有一个穿军装外出的。

眼前的这一切，与网上对穿军装外
出新规的刷屏转发和点赞，形成了鲜明
对比。后来，该旅围绕“你对穿军装外
出持什么态度”做了一次问卷调查。结
果显示，仅有 13%的官兵明确表示“愿
意穿军装外出”。那次调查时，水晓阳
属于另外的那 87%。

外出穿不穿军装，大家到底在“纠
结”啥？官兵的“强烈愿望”与“低调现
实”之间为何有落差？
“为了不给自己找麻烦！”上士晋海

军的解释有些无奈。因为所在营区距
机关 20 多公里，以往每次去机关办公
事，晋海军都是穿便装出门，到机关附
近的公厕换军装，返回时再换回便装。
虽然很折腾，但老兵认准了一个理：路
人要是随手拍一张照片或一段视频传
到网上，就算啥也没做也得解释半天，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你怕惹事，有些人可能偏偏找你

的事！”一些官兵表示，不会穿军装外
出，是因为有尴尬的前车之鉴：打车绕

远路不敢争，假冒乞讨人员拦路不敢
拒，因为怕人围观，怕人拍照……如果
穿着军装，很多时候在外遇事即使占
理，也大都忍气吞声、息事宁人，尽快
“逃离”现场。

“很多思维惯性一时不好改！”一名
指导员坦言，过去为防止出现涉军负面
舆情，各级都强调，即使因公外出也尽
量少穿军装，有的营门口还专门安排了
纠察。之前一直在强调穿军装外出的
不好和不便，现在虽然规定改了，但是
大家的思想很难立刻转过弯来。他感
叹：“穿军装外出，真不是规定放开了就
行那么简单！”

二问：

穿着军装亮相街头，

从人们眼中读懂了啥

新规施行两个月后，陆陆续续还是
有些官兵在周末穿着军装外出了。他
们一身军装亮相街头的遭遇和经历，也
成了身边很多战友关注的焦点。
“今天的免费公交车坐得真舒心！”

一个周末，合成三营中士张真强着军装
外出归来的一句感叹，令连队不少战友
颇感好奇。

在该旅驻地，军人持有效证件可免
费乘坐公交地铁。不过，因为花费不多
且担心司机检查证件耽误后面乘客上
车，以往张真强和战友乘车都会主动投
币。

这一次，当他登上公交车又准备投

币时，司机望了他一眼，却捂住投币口，
抬手指着车窗处贴的“军人免费”四个
字说：“你们军人辛苦啦，免费！”

话不多，声不大，张真强却听得暖
心窝。路上，一名老人关切地询问他当
前部队的生活条件、训练强度，旁边的
小朋友兴奋地喊他解放军叔叔，他更是
感到自豪。公交车上下颠簸，他始终站
得宛若身旁的钢铁扶杆。

穿着军装外出感受到优待和尊崇，
张真强的故事不是个例。

前不久，合成二营排长李云龙外出
买票，因为时间充裕就排在了队尾，车
站工作人员看到一身军装的他后，主动
引领他到“军人优先”窗口购票。

5月 14日，该旅二等功臣生安起穿
着军装、戴着红花返回家乡，当地领
导、电视台记者纷纷赶来，亲朋好友和
邻居乡亲把生家围得水泄不通。穿着
“绿”军装、捧着“金”奖章，生安起成了
最好的征兵宣传名片，引来不少村里
的年轻人向他询问参军入伍的事情。

一些官兵还谈到，穿着军装外出还
不时受到一些拥军群众的自发优待：观
光免费、购物打折、办业务优先……一
名兵龄 16年的老兵感慨：“身穿军装外
出经历一番，才知道原来优惠这么
多！”

荣耀真真切切，压力也实实在在——
周末外出头一次穿军装，上等兵小

王准备回营，一辆公交车恰巧从身边擦
过，停在了不远处的车站。时间紧急，
他来不及多想，拔腿狂奔，在公交车门
打开的瞬间，第一个钻了进去。
“当兵的怎么不排队？”听到后面乘

客的小声嘀咕，小王刷地涨红了脸——

当时只顾追车，竟没注意到站台上排队
的人群。一路上，他如坐针毡，感觉整
车人的目光都射向他，提前两站便匆匆
下车。

面对这样的事情，该旅很多有过穿
军装外出经历的官兵都谈到，一身军装
走在街头，能从人们眼神里看到对军人
的尊崇，也能看到人们对军人很高的期
许。

调查中，超过九成的官兵表示，在
穿军装外出时，都曾遇到过问路、让
座、搬东西、推车等群众求助。
“力所能及的肯定会帮，就怕遇到

超出能力范围的事情。”一些官兵谈
到，穿军装外出时，如何承担好人们赋
予这身军装的社会责任，是每个人都
需要思考的问题。

三问：

大大方方穿军装外

出，我们还需做些啥

坐上返家的列车，水晓阳开始想象
穿着军装回家的情景。突然，他被一些
问题难住了：如果穿军装，与未婚妻能
牵手吗？朋友要拉我去 KTV，我能去
吗？我的行为边界在哪里？

他知道，这些问题从条令里也很难
找到准确的答案。但是，这些确实影响
大家对每一次外出是否穿军装的判断。
“军人非因公外出可以着军服，也

可以着便服。两个‘可以’是官兵的选
择题，但是让官兵能够在两个‘可以’间

自由选择，能够大大方方穿军装外出，
则是军队和社会的必答题！”该旅政委
杨春文说。

对此，他们首先细化规范着军装外
出的具体要求，先后制订下发《穿军装
外出的正确打开方式》《军人外出十条
禁令》等3类 20余项措施。

遇到火灾、车祸、有人溺水等突发
事件应该如何保护群众生命财产安
全？与地方人员发生纠纷，被围观群众
拍照录像怎么办……该旅机关业务部
门梳理了近几年的涉军热点事件，完善
处理机制，并组织官兵参加模拟演练，提
高官兵科学合理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

他们还开展了以“军人缘何受‘尊
崇’”为主题的群众性大讨论，让大家
在探讨中懂得，“尊崇并非源于军人身
份本身，而是源于军人的奉献与担
当”，增强官兵的使命感和社会责任
感。

然而，有些问题也并非军营单方面
能够解决的——

一次穿军装外出后，该旅一名战士
愤愤地告诉身边战友：“再也不穿军装
出去了！”原因是，那天身着迷彩服的他
走在街头，和几名穿着仿制迷彩服的地
方人员“撞了衫”。

还有官兵谈到，人民子弟兵的一身
军装，无论在军人和普通群众眼中都被
赋予了太多情感，但是，对于处于休假
状态穿军装外出的官兵，人们还是应该
多一些平和理性的看待。宽松包容的
环境，有利于更多的迷彩风景在公共场
合呈现。

对于军营和社会来说，这都需要一
个缓慢适应的过程。

穿军装外出，三个问号需拉直
■颜士栋 郭 达 杨国军

仲夏时节，天刚蒙蒙亮，第80集团军某

合成旅排长水晓阳就迫不及待踏上了休假的

归程。

空无一人的街道上，行李箱轮子转动的

声音显得格外响亮。突然，声音戛然而止，水

晓阳停下了脚步。他本是急着去赶车的，但

犹豫再三后，还是当街打开了行李箱。行李

箱的夹层中，整齐叠放着一套军装夏常服。

他再次检查了一遍军装上的配饰，确认没有

疏漏后，又将叠好的衣服仔细捋平。

这是水晓阳入伍6年来，第一次带着军

装休假回家。此刻，这身军装对他来说意义

重大：不仅将满足父母亲朋亲眼目睹他一身

戎装的愿望，还是他去面见未婚妻父母的“必

要条件”。

其实，在决定带上这套军装休假前，水晓

阳是满怀顾虑的，他的脑子里有不少问号。

甚至现在，他也对回家穿上军装后会发生什

么，思虑重重。

这些问号，不只萦绕在水晓阳的脑海

中。前不久，这个合成旅在对官兵穿军装

外出情况进行调查时发现，这项新规要在

军营内外很好地落地，三个问号仍然有待

拉直——

锐视点

特别关注·军人外出着装(下)

E-mail:xlzwty@126.com

第80集团军某合成旅几名战士着军装外出时在大型超市选购物品。 杨国军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