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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军区某师贯彻落实新条令中
有关手机使用管理规定，改变以往“重
管轻用”的管理方式，采取适当下放管
理权限、依法维护官兵正当权益、减少
检查手机频次、精心搞好服务保障、着
力抓好技术防范等多种手段，为手机
管理开启“省心”模式，受到官兵普遍
欢迎。

智能手机为何寄回家

在该师某指挥连，笔者了解到一段
关于手机管理的经历。

战士小张入伍前喜欢用手机玩网
络游戏、看网上直播、刷微信朋友圈，是
个“手机控”。到部队后，手机使用不仅
管理严格，而且频繁遇到检查。

连队对手机实施集中管理，每逢周
末假日，全连战士排队轮流领手机，逐
个发放登记，往往需要三四十分钟时
间，用完上交同样费时费力。一个周
末，好不容易领到手机的小张，刚登录
网络游戏准备好好玩一把，机关督导检
查人员就来检查手机了。

本来机关的正常检查也没什么，
可以往上级对手机的检查没有做到归
口统一，机关各部门轮番实施检查，而
且检查时机大都安排在周末假日。

让小张不能接受的是，每次检查，
都要输入手机密码，对手机安装的软
件、存储的内容、浏览的痕迹等进行“过
筛子”。“连与女朋友聊天的记录，都要
被检查。”小张直言不讳，这种检查虽然
彻底，却侵犯了官兵的个人隐私。

让官兵心烦的还不止这些。有一
回，兄弟连队一名战士使用手机出现
浏览格调不高内容的情况。上级通报
后，小张所在连随即规定官兵手机上
不得安装直播软件、不得注册开通视
频会员等等。

不胜其烦的小张一气之下，干脆将
手机邮寄回家，从此变成了“无机族”。

笔者发现，除了像小张这样选择把
手机寄回老家的战士外，还有的放弃使

用智能手机，购买了只能打电话、发信
息的“老年机”。这样，上级检查时绝对
不会出问题。

“重管轻用”为哪般

针对基层官兵的意见，该师机关从
战士的视角看问题，对手机管理中不合
理不合法的种种现象进行调研剖析，探
究原因。
“智能手机普遍具备拍摄、定位、上

网和信息传播等功能，如果管理不严格
不到位，极易带来失泄密隐患。”在师机
关组织的座谈中，不少基层干部对此表
示担忧。
“一忧失泄密，二忧乱交往，三忧沉

迷网络游戏，四忧浏览不健康内容，五
忧网上赌博，六忧发表不当言论……”
某反坦克营营长洪招鹏在座谈中，接连
列出了手机管理中的种种担忧。

洪招鹏谈到，有的营连和机关部门
对手机管理设置的条条框框过多，甚至出
现“能不用就不用、能少用就不多用”的现
象，这与管理者怕出事的顾虑有关。这样
的管理方式和理念，虽减少了管理环节的
漏洞和隐患，但束缚了官兵使用手机的自
由度，使官兵“用户体验”大打折扣。

“影响官兵使用手机还有一条重要
原因，就是各级在抓管理中投入的精力
大，在服务上下的功夫少，存在网络信
号难保障的问题。”对此，中士小周有切
身体会。一个假日，小周领取手机准备
与女友视频通话。由于同一时间使用
手机的战友多，导致网络信号变得很微
弱，小周连续拨打多次都未能接通。女
友为这事没少抱怨小周。

身处军营，智能手机本是方便官兵
获取信息、了解社会、学习新知、开展教
育的一条重要途径。由于过去各级“重
管轻用”，官兵使用智能手机主要以游
戏娱乐、聊天交友为主，而花在学习教
育上的时间相对较少，没有发挥好利用
网络学习教育的效益。

惠兵举措提升获得感

新条令实施后，该师领导明确要求
机关部门依据条令规定，改进手机管理
方式，把为兵服务的好事办好。

针对过去手机保管、检查中存在的
问题，师里及时修订了《手机管理暂行
规定》，规定由师团保密委员会归口管
理，根据实际需要不定期进行抽查，尽
可能减少对官兵节假日和课余时间使

用手机的影响，检查时注意尊重和保护
官兵的隐私权，不随意限制官兵安装使
用相关应用软件。师里还将过去手机
由“营连集中管”改为“下放各班管”，方
便大家的使用。

为改善官兵使用手机的软硬件环
境，机关指导各单位购置了手机存放充
电柜，协调地方通信部门为每个连队安
装了无线路由器，使过去手机充电难、
上网信号差等问题得到彻底解决。

同时，该师还积极加强手机管理中
的技术防范，在营区涉密场所和各营连
安装信号屏蔽器，设置手机存放密码
柜，引进手机动态管理监控应用系统，
及时堵塞各类管理漏洞，有效避免了失
管失控问题的发生。
“一机联通世界，一网尽收天下。”

该师发挥手机上网传递信息快、智能
化程度高等特点，让官兵在“用好”手
机中了解时事、学习新知、开阔视野，
真正使手机从“游戏机”变成“学习
机”，不断提升官兵的综合素养。师里
除向官兵推荐学习软件外，还开通了
“天山雄师”网络客户端和微信公众
号，开设“推荐阅读”“学习强军”等版
块，适时举办网上阅读、知识竞赛等活
动，让官兵把使用手机的主要精力投
入到上网学习中。

利用手机开展在线思想教育和课
后讨论，可以增强教育的吸引力、感染
力。前不久，该师依托手机网络推送
的以部队历史上涌现出的战斗英模为
原型的视频短片，借鉴某热播电视节
目讲故事的方法，深受官兵欢迎。某
连副指导员孟令帅依托学习软件，利
用业余时间读完了 4部经典名著，他在
朋友圈里晒出的学习清单和体会，获
得战友的点赞。

便捷的请领、快速的网络、丰富的
网上活动、严密的技术防范……如今，
手机管理使用从“烦心”变“省心”，成为
官兵学习训练的好助手。

上图为某旅组织官兵开展网络安

全教育。 麦敦源摄

智能手机，管好也要用好
—新疆军区某师依据条令规定改进手机使用管理纪实

■范 俊 官斯焰 本报特约通讯员 唐继光

8 月 6 日上午，在海拔 4200 多米
的青藏高原驻训的第 76集团军某旅官
兵，发现一只刚出生的藏羚羊幼崽，
无助的眼神好像正在寻找“妈妈”。
官兵们怕小生命受冻挨饿，就将其抱
回营区，给它喂了牛奶，并用暖灯照
射取暖，还给小藏羚羊取了个名字叫
“迷彩”。下午，官兵将小藏羚羊送回
原地。不久，返回寻找孩子的“妈
妈”将它带走了。

该旅驻训地距可可西里自然保护
区不足 20公里。在这片充满生机灵性
的土地上，每天都有藏牦牛、藏野
驴、藏羚羊等野生动物自由穿行。

保护区附近野生动物种类繁多，
但生态系统比较脆弱，一旦遭到破坏
就很难恢复。为有效保护环境，该旅
在驻训前就组织官兵学习《野生动物
保护法》《环境保护法》等相关法规，
制订下发《保护驻训地生态环境“十
不准”》，引导官兵将保护生态环境化
为自觉行动。

一天，该旅利用教育日时间，组
织官兵前往环保卫士索南达杰烈士纪
念碑处瞻仰。车队行进途中，前方有
一群藏羚羊正在穿过道路，朝保护区
方向走去。
“停车！”带队的旅参谋长冯小龙

立即让车队停在百米以外。
不少官兵头一次见到藏羚羊，喜

出望外。冯小龙叮嘱驾驶员不要鸣
笛、官兵不要大声喧哗，以免藏羚羊
群受到惊吓。静静等待藏羚羊群安全
通过公路后，车队才继续前进。

车队一路向西，到达纪念碑下。
24年前，为保护藏羚羊不受盗猎分子
伤害，年仅 40 岁的索南达杰献出了
宝贵的生命。官兵们认真阅读着碑文
上记载的索南达杰的感人事迹，深受
震撼。

返程途中，天空飘起了雪花。机
动全程，官兵自备环保垃圾袋，沿
线不随意丢弃垃圾。途中休息时，
不少官兵还自发捡拾起公路沿线的
垃圾。

旅领导介绍，为避免生活垃圾对
空气、水源、植被造成污染，他们
将帐篷搭在远离水源、树木和草地
的盐碱地、碎石滩上，并对生活垃
圾进行分类，以免环境受到人为破
坏或污染。

官兵在这一带驻训后，每天都上
演着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的故事。
机动通信营教导员任俊鹏说，入驻
这里的第二天，一只幼年白唇鹿跌
落进外训地新挖的掩体内，腿部伤
势严重，不能动弹。连队官兵将其
救出来送到卫生队。经军医诊断，
白唇鹿摔断了右小腿骨。官兵仔细
地为它清洗伤口、包扎固定，还将
牛奶装进饮料瓶内喂给它喝。第二
天，官兵专程将它送至附近的野生
动物保护站。

该旅某骑兵连地处长江、黄河、
澜沧江发源地，沿岸居住的多为游
牧的藏族群众，江河鱼种繁多。可
近几年，一些不法分子利欲熏心，

捕捞贩卖高原野生鱼日益猖獗，致
使一些特有的高原鱼种濒临灭绝。
连队官兵得知后，自发组织起禁渔
小分队，协助当地执法人员查堵偷
捕行为。连队还组成宣讲小分队深
入草原牧区，宣传《草原法》《野生
动物保护法》 等法律法规，身体力
行争做环保卫士。
“青藏高原不仅有各种珍稀动物，

还是长江、黄河、澜沧江的发源地，
保护好这一方净土，是我们共同的责
任。”经过几年来的不懈努力，三江源
头曾经濒临灭绝的鱼种得以恢复繁
衍，白唇鹿、棕熊、野马等野生动物
更多出现在草原上。

下图为官兵正在救助刚出生的藏

羚羊幼崽。 樊文斌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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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总认为是思想上的症结，没
想到是心理问题”“按照上次您教的疏
导方法，我的心情现在好多了。”8月
初，由驻地部队医院心理医生和第 81
集团军某旅心理骨干组成的心理诊疗
服务小组，来到塞外某野外训练场。

听说“知心大哥”来了，不少战
士跑过来说“心里话”。该旅领导介
绍，像这样的集中心理咨询服务，他
们每个月都会组织一次。这是该旅贯
彻新条令要求，加强基层官兵心理服

务工作的一项实际举措。
年初，该旅领导了解到，由于以

往抓心理服务工作总是“一阵风”，没
有形成长效机制，个别基层单位对军
人健康的理解大部分仅停留在环境卫
生、送医用药这个层面。不少官兵对
心理服务在思想上存在偏差，对存在
心理障碍的官兵“另眼相看”，甚至把
心理问题与“精神病”联系起来，使
得心理服务工作很难深度展开。调研
后，旅里一方面编印《基层官兵心理

预防知识读本》《军人心理健康指南》
等手册，投入专门力量修建心理咨询
室，添置专业心理测试设备；另一方
面加强心理服务骨干力量建设，组织
政治工作干部报考心理咨询师，制订
《旅心理服务工作实施细则》，按照心
理医生整体负责、心理咨询师分片负
责、心理骨干具体负责的原则，对各
营连实行分片包干，逐步形成“旅有
心理医生、营有心理咨询师、连有心
理骨干”的心理疏导骨干网络。

他们按照新条令中关于军人健康
的相关规定，除按时开展心理卫生服
务活动外，还在新兵入伍、老兵退
伍、士官改晋、考学提干和执行重大
任务等官兵容易产生心理波动的时
期，进行必要的心理测评，畅通心理
咨询途径，摸清官兵心理健康状况。
针对发现的“把心理问题和思想问题
等同化”“把心理问题当成思想问题解
决”等情况，及时邀请地方心理专家
进行专题授课，不断提高基层干部发
现和解决心理问题的能力。

搞好心理疏导，重在解决官兵实
际问题。该旅把解决官兵现实困难作
为重中之重，积极协调随军家属就
业、子女入学，组织来队家属体检，
为大龄未婚官兵牵线搭桥，真正把惠
兵工作做到官兵心坎上。8月初，他们
结合军营开放日活动，邀请部分家属
来队参观，体验部队生活、军人战
位，让家属亲人对军人的岗位和职业
有了更深的认同。

第81集团军某旅注重加强基层官兵心理服务工作—

凝神聚力从“心”开始
■张 旭 孙玉杰

加大全面从严治军工作力度，必须

坚持依法与从严相统一，做到严明纪律

要严在法内、严之有据，使部队建设始

终沿着法治轨道规范运行。

纪律是军队的命脉。法律法规不但

约束着官兵的行为，也维护着官兵的合

法权益。在执法过程中，必须牢固树立

依法从严的思想观念，既不能“降格”

执法，损害法纪的严肃性，也不能“越

格”执法，侵犯官兵的合法权益。

然而，在实际工作中，个别单位没

有处理好依法与从严的辩证关系。有的

过分突出从严，认为只要能把部队管

住，什么办法都可以用。比如处理违纪

官兵，将其当成了树立威信的机会，在

法规之外层层加码进行惩罚。有的失之

于软，出了问题怕影响单位名誉、眼前

利益，想方设法捂着盖着，进行冷处

理。还有的因违纪者是身边人、同乡等

等，就不敢较真碰硬，不能依法处理。

凡此种种，使法规制度应有的规束惩戒

作用无法得到体现。

究其根源，主要是法治意识比较淡

薄，人治惯性仍然没有克服。尊法不

够，没有从内心彻底摈弃人治思想；学

法不够，没有充分掌握法律这个行使权

力的依据；守法不够，没有牢记法律红

线不可逾越、法律底线不可触碰；用法

不够，没有自觉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

治方式的能力。这些问题不解决，全面

依法治军、全面从严治军就难以真正落

实。

做到凡事依法，关键在领导干部。

领导干部既是依法治军的领导者和组织

者，又是依法治军的执行者和实践者。

只有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想问题、作

决策、办事情，始终依法用权、正确用

权、干净用权，才能避免出现以言代

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的现象。要养

成与法“对表”的习惯，克服工作中的

随意性，做到坚持用法治思维审视问题

和解决问题，形成党委依法决策、机关

依法指导、部队依法行动、官兵依法履

职的良好局面。

严明纪律要严在法内
■李 明

智能手机集通信、社交、娱乐等多种功能于一体，在给官

兵日常生活带来极大便利的同时，也给部队管理工作带来诸

多问题与挑战。过去，一些单位在手机使用管理中，出于保

密方面的考虑，对官兵限制较多。比如，检查过频、请领发放

不及时、服务跟不上、一人出问题众人受责罚等，导致基层官

兵使用手机容易出现“烦心事”“闹心事”。

新条令对官兵使用手机有明确规定。作为管理者，应紧

密联系部队实际，不断更新理念、方法和手段，抓好智能手机

的使用管理。各部队要引导各级管理人员确立以“用好”为

目标的管理理念，在加强手机管理中的技术防范、堵塞各类

管理漏洞的基础上，坚决落实条令条例规定，让官兵真正把

智能手机用好用到位。同时，还要充分发挥智能手机的作

用，积极组织官兵运用手机网络开展网上阅读、新知识学习

等活动，为教育训练提供有益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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