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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上旬，军嫂陆晓晖辗转4000多公里，从山东来到驻守在西藏阿里

高原的陆军某边防团探望丈夫高世明。探亲期间，陆晓晖利用自己所学的

法律知识，为官兵们讲解法律常识、答疑解惑。

刘晓东摄

8月2日至9日，南海舰队某护卫舰支队多艘舰艇奔赴不同海域，按照新大

纲要求，进行多个课目实战化训练，有效提高了海上编队指挥所筹划组织编队

训练的能力。 蔡盛秋摄

“如果在作战区域见到一个白底红
斜杠的标识，代表受保护地区或安全地
点”“交战区如有蓝白盾牌标志，则是用
以保护文化财产和保护文化财产的人
员。”8月 8日，在第 77集团军某旅野外
驻训场上，一连连长唐彬杰组织连队官
兵认真学习国际法。记者了解到，国
际法的学习已纳入该旅基层官兵必学
课目。
“让每一名官兵都树立国际思维

和全球视野，才会避免受制于人和造
成不必要的被动。”谈起学习国际法的
初衷，该旅参谋长张列朝介绍说，去
年，该旅在战备能力检验中发现，部分
基层官兵对战场涉法问题一知半解、
处理不敏感不及时，特别是对国际法
的学习不深入，有的甚至存在张冠李
戴的现象。

该旅教育引导官兵摒弃思维定势，

深入学习战争法基本原则和攻防预防
性措施，围绕指挥军官重点明晰自身法
律责任，制订合法作战计划；战士重点
学习基本规则，做到迅速准确反应等内
容，积极探索运用国际法保护自己、打
击敌人、争取主动的方法。他们对实战
中可能遇到的法律问题进行梳理，整理
出指导官兵情况处置的战争法小手册，
利用战备教育、实战演练等时机，设置
涉法问题处置、应对陌生战场等课目，
强化战场法规运用。

记者在学习现场看到，该连官兵在
模拟设置的“国际交战区”内，进行交战
规则实景推演。一连上士谢青桦说，以
前虽然经历了不少演习，但都是和友邻
单位交手，交战规则也都是在我军法规
背景下进行的，通过国际法的学习，有
效提高了应对强敌和处置国际战场局
势的能力。

第77集团军某旅着眼未来战场需要—

国际法走进基层官兵课堂
■潘栋建 本报特约记者 周 锐

盛夏时节，津门大地热浪滚滚。
记者来到郑州联勤保障中心某房

地产租赁项目现场，只见这里的门面
房大门紧闭，部分已砌墙完全封堵，
整个区域最外层还用铁皮围墙围住，
墙上“坚决完成停偿任务”等宣传标
语十分醒目。

几十公里外的一处营院，曾经工
厂林立，多家不同类型的工厂企业
在此生产经营。全面停止有偿服务
后，经过前期综合治理，过去堆放
的生活垃圾已经清理干净。该单位
负责人石磊告诉记者，为防止租赁
户私自返回生产经营，以及周边居
民生活垃圾破坏，他们专门安排人
员进行看管维护。

这是他们坚决彻底做好停偿善后
工作，杜绝问题反弹、军产流失的
一个缩影。6月 30日，军队全面停止
有偿服务项目任务基本完成，如何
确保停偿项目切实做到真停实停、
干净彻底，让停偿成果经得起历史
检验，是当前阶段停偿工作的重要
任务。

据介绍，他们根据停偿工作进
程，及时研究出台多种举措分类施
策，组织开展停偿工作“回头看”，
巩固已停项目成果，依法依规处置军
队资产，对已收回项目加强管护，进
一步细化制定各种应急预案，加强对
关停项目的风险评估研判，真正做到
应停尽停、真停实停、干净彻底。

按照“业停、人走、物清、房
空”的目标要求，该部机关专门成立
7个工作组，奔赴不同方向巡查所有
停偿项目，检查停偿项目产权产籍、
债权债务、遗留问题和关停情况，确
保一个不落全覆盖、加大频率反复
查；对收回房地产进行整修维护，消
除安全隐患；发挥军政警民联防联控
机制作用，协调驻地政府职能部门军
地联手开展拉网式检查。

此外，针对地处偏远山区乡镇的
营院管控难问题，他们动员协调驻
地村委会、派出所人员进行动态监
管，对重点营区、问题反弹风险较
大的项目，聘用地方保安公司实施
监管看护，针对地处城区房地产项
目点多面广等实际，引入物业化管
理手段，聘请专业物业公司进行综
合管理。

该部位于内蒙古某县的一处对外
租赁仓库关停收回，由于库内种植大

量松树植被，且临近内蒙古森林绿化
带，加上地广人稀交通不便，实际管
控和防火压力很大。“为消除火灾隐
患，实施有效管控，我们积极协调当
地政府部门，将仓库护林管控纳入驻
地护林系统，聘请当地护林员维护仓
库植被的同时，对仓库资产进行实时
监管看护。”有关人员介绍。

善后措施科学果断，停偿问题才
能干净彻底。目前，该部所属全部
停偿项目实现真停实停，没有发生
项目反弹、军产流失、违规违纪和
安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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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维权保障官兵全力备战
—基层部队帮助官兵和军属维权的一组见闻

“放心工作吧老公，旅领导已经帮
我讨回公道了。”正在海外执行维和任
务的第 81集团军某旅助理工程师高海
潮，近日在和妻子通话时得知，妻子在
旅队的帮助下渡过了难关。该旅倾心
为官兵家属维权的举动，温暖了官兵
的心。

去年，高海潮的妻子小王和孩子
随他移防到了一个新城市，并在当地
医院找了一份护士工作。年底，高海
潮赴苏丹达尔富尔执行维和任务。出
发前，他叮嘱妻子“有困难就找组织”，
告诉她旅家属委员会定期组织家属观
看晚会、协助看病就医、接送子女上学
等，想方设法为官兵办实事、解难题，
解除官兵的后顾之忧。

一天夜晚，小王正在医院值班。
一名住院女病人由于不满医院食宿，
将火气撒在了小王身上。小王耐心解
释，反遭病人家属恶言威胁、无故殴

打。医院保安和同事听到吵闹，及时
赶来将病人和家属拉开，将被打伤的
小王送入病房检查治疗。

治疗期间，小王向旅家属委员会发
了求助信息。该旅政委张解立得知消息
后，立即带人到医院探望，了解具体情况
后向医院领导表明：“我们就是官兵家属
的‘娘家人’，必须要给小王讨回公道！”

随后，该旅启动群众联络工作预

案，政治工作部主任刘海伟协同律师
代表小王出面，反复与当地公安局、
涉案人所在单位、小王所在医院等多
方进行法律交涉和沟通协调，依法为
小王维护权益。最终，公安局按照
《治安管理处罚法》对故意殴打小王
的病人家属实施行政拘留并处以罚
金；病人家属在单位领导陪同下，主
动向小王道歉，支付了全部医疗费

用。在该旅领导的协调下，小王所在
医院也给予帮助和照顾，特批她休假
疗养。在小王住院的两个星期内，该
旅安排专人陪护，照顾小王的起居饮
食，照顾孩子的学习生活。

恢复健康的小王谈起这一番经
历，心里十分感动，她叮嘱丈夫安心工
作。这件“暖心事”在营区口口相传，
提升了官兵的幸福感和归属感。

第81集团军某旅当好官兵家属“娘家人”

依法为被打伤住院军属讨回公道
■刘 盾 江雨春

“遇到涉法侵权问题找组织解
决，才是最快最有效的办法。”谈及
前段时间的维权经历，第 82集团军某
旅战士陈宝感受颇深。

事情追溯到去年 11月，正在训练
的陈宝突然接到奶奶去世的噩耗，匆
匆收拾好行装，直奔机场购买机票，
却被工作人员告知自己被列入限制高
消费名单，无法购买机票。
“啥叫‘限制高消费’啊？”陈宝

有点摸不着头脑。他又试着网上购
票，但同样显示自己被列入限制高消
费名单，无法购买动车车票。

陈宝在网上查了一下，原来那些
未能按照法院生效裁判文书履行义务
的人，将会被法院纳入被执行名单，
并被限制高消费。可自己没有打过官
司啊！无奈的他只好购买普通火车
票，坐了20多个小时才赶回家中。

平时表现不错的战士，怎么会被
列入限制高消费名单呢？陈宝的遭遇
引起了连队指导员陈海啸的关注，他

和陈宝一起调查事情的来龙去脉。经
过查询，他们与把陈宝列入名单的广
州市南沙区人民法院取得了联系。

原来，有一个和陈宝同名的人于
2013 年因盗窃被捕，广州市南沙区
公安局依法立案、南沙区人民法院
负责审理此案。犯案人员冒用陈宝
的身份信息，导致陈宝被列入了
“黑名单”。陈宝将身份信息被盗用
的情况反映给法院后，法院反馈表
示需要陈宝本人赴广州市南沙区公

安局核对指纹。
这下又难住了陈宝，因为他刚

被单位推荐去参加集训，还有 2 天
即 将 出发。指导员陈海啸将情况
及时上报。旅保卫科了解到具体
经 过 后 ， 叮 嘱 陈 宝 安 心 准 备 比
武，将指纹信息和照片等相关资
料准备齐全，由他们协调法院会
同公安机关进行核实，尽快恢复
他的名誉。

一个月后，陈宝集训归队，涉法

问题也得到了圆满解决。
“事情得到妥善处理，得益于

旅与地方司法部门探索建立了涉
军维权常态协作机制。”该旅领导
介绍说，他们利用各类军地交流
机会，加强同地方司法局、公安
局、检察院和律师事务所的沟通
协调，并与人武部门携手，确保
维权机制发挥作用，及时有效地
维护官兵的合法权益，让官兵集
中精力练兵备战。

第82集团军某旅建立涉军维权常态协作机制

主动协调司法机关恢复战士名誉
■关 棕 孙学超

“法律援助‘直通车’帮我家解决
了房屋拆迁补偿的问题，我可以安心
去参加集训了。”近日，武警六盘水支
队水城中队中队长涂小亮接到家里的
电话，高兴地对战友说。

7 月初，因为当地要建垃圾焚烧
站，涂小亮老家 2亩多土地和 600多平
方米的房屋被列入拆迁计划。补偿安
置谈判中，开发商态度强硬，拒绝补偿
涂小亮家人应该得到的一套回迁房。
这让涂小亮家人焦虑愤懑。

涂小亮将这一情况向党组织反映
后，支队及时成立工作组，联合法律援
助中心奔赴涂小亮老家开展工作。工
作组拿出房屋拆迁规定和物权法相关
法律条文，经过调查协调，终于帮涂小
亮家人挽回了损失。

笔者了解到，武警贵州总队通过
协商与贵州省司法厅建立协作关系，
指导和协调所属支队与当地司法部门

签订法律援助协议书，聘请 30余名律
师担任法律顾问，定期为基层官兵提
供法律咨询，开展法律援助服务，帮助
解决官兵遇到的涉法问题。

为更好帮助官兵维权，总队在基
层设置联络员，定期汇报官兵思想动
态，建立法律援助档案，制定“挂账销
号”监督机制，从问题介入到善后工
作，安排专人跟踪回访，持续关注。

对于家庭困难的官兵，在实施法律援
助的同时，通过加强与地方政府的沟
通，积极做好送温暖工作。近年来，
总队两级法律援助服务已累计为基
层官兵开展法律讲座近百场次，提供
法律咨询 2000 余人次，参与处理官兵
个人及家庭涉法问题 30余起。

今年 4 月，通信保障大队战士谌
洪彬的母亲在工厂工作时被深度烫

伤，需进行异体皮移植手术，治疗费
用大。得知情况后，总队联合法律援
助中心与工厂协商，并向相关部门发
函为谌洪彬母亲协调办理农村合作
医疗费用报销、大病医疗救助等事
宜，妥善解决了治疗费用难题。“如果
没有部队关心，我们真不知道该怎么
办才好。”目前，小谌的母亲已经成功
进行了 3次手术，正在康复中。

武警贵州总队联合驻地开通法律援助“直通车”

帮助军人家庭拿到补偿的回迁房
■欧阳井河 康夫宝

“有困难，找组织。”在基层部队，我们时常能听到这

句耳熟能详的话。简单话语，却蕴涵着组织对官兵的关

心与爱护，凝结着官兵对组织的信任与期望。每当官兵

个人或家庭遭遇重大变故，如突发疾病、家庭涉法等难以

解决的问题时，总会找组织出面帮助解决。

密切联系群众、关心爱护群众、为群众排忧解难，是

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新形势下，随着各种社会

利益关系的调整，部队建设中也出现了不少新情况、新问

题。各级组织一定要时刻把官兵的冷暖放在心上，主动

作为、想方设法，利用组织的力量为他们解难题、办实事，

解除后顾之忧，维护好官兵的合法权益，让官兵心无旁骛

集中精力练兵备战。

军营话“法”

新修订的共同条令，是落实从严

治军要求、正规部队秩序、加强部队

全面建设的重要法规，具有很强的严

肃性、科学性和操作性。在日常管理

中，必须强化条令意识，以高度的法

治自觉逐章逐条抓好落实。

然而，个别单位面对官兵的合理

诉求，常常以“条令条例没有明文规

定”而推上推下，不从实际出发积极

想办法解决。这种做法，看似不会逾

越“红线”，实际上却是不担当、不作

为的表现。

新条令是官兵共同遵守的行为

规则，目的是加强正规化建设，防

止言行失范、权力越轨，其严肃性

权威性不言而喻。自觉“对表”新

条令，废除“土规定”是必须的，

但如果以落实条令为由，面对实际

工作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这

也不敢想、那也不敢干，就违背了

贯彻落实条令的初衷，会贻误部队

发展，甚至损害官兵的切身利益。

在日常管理中，我们要自觉增强

条令意识和法纪观念，对于新条令中

“必须”“严禁”“不得”等硬性条

规，要严格按照要求规范落实，没有

商量余地和弹性空间；对于“应当”

“通常”等“授权性”规定，要发挥

创造性灵活执行，多些“结合实际制

定措施”的担当，多干提升部队战斗

力、保障官兵利益的实事，更好地为

官兵谋福利，切实增强官兵的获得

感、幸福感。

落实条令要多些担当
■慕佩洲

法治进行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