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军营话“法”

口令，是识别敌我的有效手段，是

部队安全管理的一道重要屏障，严格正

规使用口令是依法治军、从严治军的重

要内容。

当前，有的部队在口令使用中存在

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比如，有的口令

领取不规范，有的打非保密电话询问，有

的甚至用手机短信传递，这些途径都存

在一定的安全隐患；有的领取口令表后

保管不正规，有的记录在非保密本上，有

的对口令知密范围控制不严，存在泄密

隐患；有的基层干部查岗时习惯性地用

“我”或者“查岗”代替回答口令，有的单

位内部人员直接用姓名或“自己人”回答

口令，而一些执勤哨兵对口令答复乱象

习以为常，没有及时予以警告纠治。

这些问题发生的原因，表面上看是

个别单位和官兵口令使用不正确、不规

范，但从深层次看，反映的却是条令法

规意识不强、敌情观念淡化。口令虽

小，字字千钧，生死攸关。平时如果被

不法分子窃取，哨兵自身安全就难以保

障，警卫目标就可能遭到破坏，部队安

全稳定就会付出沉重的代价；战时如果

泄露口令，就可能导致流血牺牲，甚至

会影响到战争胜败。

严格正规使用口令，要从思想源头

抓起，组织官兵认真学习条令规定和口

令知识，教育官兵从保安全、保生命、保

胜利的高度对待口令，切实做到紧绷安

全之弦、常思打仗之责。要从规范制度

抓起，结合单位实际和安全特点，进一

步规范细化口令使用的具体规定，建立

起专人领取、保密传递、严控范围、严格

交接、检查讲评等制度，用刚性制度堵

塞漏洞隐患。要从检查督导抓起，上级

领导机关和基层干部要结合工作检查

和查岗查哨，对口令使用进行严格的检

查督导，尤其是对存在的问题要及时指

出，对屡教不改的要予以问责，确保口

令使用正规有序。

口令虽小 字字千钧
■洪静山

9月 中 旬 ，

新疆军区某炮兵

团将部队拉至戈

壁生疏地域，组

织跨昼夜炮兵群

实弹射击演练，

在检验新大纲施

训以来训练成果

的同时，全面锤

炼部队实战化作

战能力。图为火

箭炮分队进行实

弹射击演练。

陈金根摄

一线探访

9月中旬，第72集团军某旅按照大纲要求，组织直升机大机群跨昼夜飞行

训练，重点围绕夜间战斗编队、低空突防、对空引导等课目训练，锤炼部队全天

候作战能力。 张欢朋摄

深入学习贯彻中央军委党的建设会议精神

近年来，全军上下贯彻落实习主席能打仗、打胜仗要求，聚焦练兵备

战，形成了真打实备的练兵氛围，提升了战斗力建设质效。但个别单位

还存在着落实新军事训练大纲等训练法规制度不力的问题，偏训漏训、

降低训练标准、消极保安全，以及训风不正、演风不实、考风不严等现象

尚未得到彻底纠治。

坚持全面从严治军，必须紧紧围绕备战打仗，按照“瞄准实战、纠偏

正向、服务打赢”的思路，把强有力的监督问责融入战斗力建设全过

程。要把打仗思想树得牢不牢、练兵备战意识强不强，作为实施训练监

督问责的重要内容，加快提升官兵训练水平和实战能力。在战备训练

中查找出的违规违纪问题，要敢于较真碰硬，抓好整改，真正解决影响

训练落实的深层次问题，让平时的演训按照实战化标准进行，真正步入

规范化制度化的轨道。

练兵备战步入监督问责轨道
—基层部队依法抓好实战化训练见闻

9月中旬，武警河南总队机动支队对
训练中“有错”“无为”“乱为”等现象进行
问责，追究挤占训练时间、占用分队兵员、
偏训漏训者的责任。两个单位的军事主
官因训练内容不落实、训练标准质量不高
作出深刻检讨。消除影响训练落实的不
利因素，激发了官兵实战化训练热情。
“点到名字的请出列接受检查！”

笔者在该支队组织的武装 5公里越野
考核现场看到，部队出发前，机关军事
训练督察组的两名干部搬着一台电子
秤走了过来。而后随机抽点 15 名战
士，逐个称量携带物资的重量。称完
后，叫来了该中队的中队长：“按照单
兵作战最低携行标准，每人要带武器、
雨衣、水壶、挎包、防毒面具等装备，总
重量至少超过 7公斤，可这两名战士携
带的物资为什么不够秤？”

原来，为图轻快，个别战士的水壶
里没有装水。这名中队长被问得满脸
通红，半天说不出话。支队军事训练督
察组对这个中队进行了通报批评，让违
规战士在军人大会上作了检查。

支队以新大纲为指导，围绕训练
组织领导、计划、教学、施训、考评、登

记统计报告、保障和奖惩等 8 个主要
环节，对有责不负的“不作为”、质量
不高的“无作为”、履职不当的“乱作
为”3大类 42个方面的情形进行细化，
让训练失职者无处遁形。记者看到，
军事训练督察组人员经常携带摄像照
相器材，不打招呼、不定路线，奔波在

各个训练场，及时发现并问责训练失
职行为。

较好解决“缺乏动力不想问责、推脱
责任不愿问责、避重就轻不真问责”等问
题后，支队官兵练兵热情持续高涨。在
刚刚结束的总队特战干部骨干集训考核
中，该支队取得了团体第一名的成绩。

武警河南总队机动支队严格按纲施训

全程监控营造实战化氛围
■黄建新

9月 12日，4个单位因考核中使用
“小窍门”被通报，3名主官因单位考核
成绩靠后在干部大会上作检讨，10余名
干部军事训练不合格被问责。南部战区
陆军某旅按照新大纲从严治训，在全旅
立起了真打实备的训练导向。

该旅领导介绍，以往有的单位和
个人在训练时存在“常考的多训，不
考的少训”“险难课目不敢训”“考好
考差一个样”等错误理念，随意简化
训练条件，降低训练难度，导致军事
训练中始终存在短板漏项，制约了实
战化训练水平的提升。

在贯彻落实新大纲中，该旅加大
对训风演风不正、降低战备质量标
准、不落实军事训练考核要求等违规
问题的处罚力度，树立起鲜明为战导
向。他们按训练大纲细化各类考评标
准，推开“每月定期考核，内容随机
抽点”的模式，以考促训、以评促

效。旅成立考核监督小组紧跟考核进
程，大力查纠考核中打折扣、搞变通
等情况；依据新大纲建立《比武考核
奖惩实施办法》，把训练实绩、比武
成绩等作为表彰评比、立功受奖、调
职晋升的硬尺度，对训风不实、偏训
漏训、治训不严等现象进行严肃惩
处，倒逼全旅官兵从严从难从实战出
发开展训练。

走进部队，以往借口场地、设
施、器材条件不足，放弃重难点课目
训练，导致有些课目漏训的现象没有
了；借口没有现成教材，教练员队伍
缺乏，导致新装备训练一直粗训偏训
的现象不见了；以理论学习代替实装
操作，以体能训练代替高强度训练，
以黄昏和拂晓训练代替夜间训练等现
象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紧贴实战、

务求实效的真打实备。
三营九连曾在上半年战备拉动

中未按规定携带战备物资，规定时
间内未完成拉动准备，连主官在干
部大会上作深刻检讨。9月中旬，经
过认真整改的九连参加战区陆军组
织的比武考核，全程按实战标准、
考核竞赛规程完成比赛，获得第一
名的好成绩。

南部战区陆军某旅按大纲细化考核标准

训练成绩不合格受到问责
■周 浩

9月 13日，刚结束海上装甲装备专
业训练，第 73集团军某旅合成二营突击
车三连连长欧洪武，立即将 10多部贴上
“封条”的民用对讲机都放进了储物柜。

给这些民用对讲机贴上“封条”的，
是该营参谋、训练督查员严超。

海上专业训练属于高险难课目，训
练伊始，欧洪武担心战车开进大海后车
载电台会出故障，为防止出现安全问
题，他便给每台单车配备了民用对讲机
作为“保底”手段。跟车训练的严参谋
发现这一情况后，立即叫停训练。

有人感到，用对讲机也是为了保障
训练安全，出发点是好的；也有人说，都
是一个营的，没必要如此较真。“平时投
机取巧，战时必然吃大亏。”严超坚持原
则标准，将督导情况一一记录在案，并
对连队训练情况扣分。
“训练监察、奖惩问责制度写入新

大纲总则，确保演训步入法治化、规范
化轨道。”严参谋介绍说，在该旅，每个
营都成立了由营主官、营参谋及风气监
督员组成的训练督导组。

该旅领导深入营连督查训练落实情

况时发现，虽然专门组织过新大纲学习
培训，但个别连队组训降低训练标准等
问题仍有出现。认真剖析原因发现，新
编制体制下，单位点多面广，专业种类庞
杂，尤其是野营训练期间，部队居无定
所、训无定场，机动性强，旅本级很难对
全旅训风演风进行全覆盖式监督指导。

成立营一级训练督导组，能否“刀
口向内”担起严格督查的重责？合成一
营党委对此深有感触。

前不久，在坦克陆上驾驶训练现
场，合成一营驾驶员在完成坦克连续通
过“限制路和障碍物驾驶”这一课目考

核中成绩普遍较好，特别是让许多新训
驾驶员头疼的通过车辙桥课目很顺利。

然而，现场督导的旅长沈汉江却发
现：距车辙桥 20米处有一棵树，教练员
通过让新训驾驶员以树为参照物这个
“小窍门”过障碍物。调查中，还发现限
制路尺寸设置不规范，人为降低了训练
标准。
“在战斗力面前，宁要真实的及格，

不要虚假的优秀！”沈旅长责令在场组
训的该营主官连带营训练督导组在全
旅进行检讨反思，在旅队树立起对训风
不正、演风不实、考风不严等问题“零容

忍”的鲜明导向。
为细化训风演风考核评估标准，该

旅细致规范了营训练督导程序，出台了
严格演训作风建设奖惩细则，从演训实
施、训练考评、战备工作等 16个方面提
出了考评奖惩细则，“危不施训、险不练
兵”“消极保安全”等现象被纠治。

训风严一分，战斗力建设就夯实一
步！如今，该旅多个平时容易漏训的高
险难课目重回训练场，10多个重点课目
也被充实进连队训练周表。官兵们严
格按照新大纲要求细抠训练动作，练兵
备战步入实战化规范化轨道。

第73集团军某旅营训练督导组从严执纪

险难危重课目重回训练场
■邬 林 李 宝

“善后办所属单位 757 个有偿服务
项目已经全部关停，但还有几个‘硬骨
头’处于债权债务清理阶段，没有完全了
结，我得盯紧点。”南京军区善后办司法
办公室主任宋子林说。

司法办公室设立两年多来，宋子林
带领全室人员在稳妥推进停止军队有偿
服务工作的同时，累计为官兵提供法律
咨询服务 1000余次，接待信访 500余人
次，代理诉讼各类涉军维权案件 100 余
起，为军队单位和官兵家庭挽回经济损
失8000余万元。

停偿工作中的涉法涉诉问题，大多
盘根错节，为确保军队利益不受侵害，他
们善用巧用法律武器，主动加强与地方
政府的沟通协商，建立健全联席会议、军
地会办、疑案会诊、司法援助等多领域协
作机制，为开展停偿工作提供有力支撑
和机制保障。

原南京军区联勤部某租赁项目关
停，是他们遇到的一个“硬骨头”。承租
人将这些房屋转租给 13个个体户，并一
起订立攻守同盟，感觉“只要抱成团，部
队拿我们没办法”。

协商解决不了问题，宋子林果断启
动司法程序，将承租人和租户全部起诉
到法院。看到部队动真格，大部分承租
人当庭表示，服从法庭调解，如期搬离。
对于个别不服从调解的承租人，他们在
判决书生效后，会同法院、城管、公安等
部门强制执行。

在推动停偿工作过程中，他们坚持
法理与情理结合、停偿与帮困并举，让法
律条规变得有“温度”有“热度”。

原南京军区政治部军人俱乐部地处
南京市繁华地段，承租商达上百个。下
达关停任务时，宋子林带队上门讲政策、
讲法律，表达关停的决心；另一方面，又
设身处地为租户着想，先后多次与地方
政府召开军地对接协调会，帮助承租商
们选择新址、规划搬迁，并尽量减少其搬
迁期间的经营损失。

某部战士小雷的父亲是个包工头，
承包的工程施工结束后，发包方周某却
没有按期支付工程款。小雷父亲多次要
债未果，情急之下联合工友多次将周某
约至固定地点交涉，催要欠款。几天后，
周某到派出所报案，声称自己被绑架。
结果，小雷父亲以涉嫌非法拘禁罪被公

安机关带走羁押。小雷得知消息后茶饭
不思，学习训练总是开小差，站岗执勤也
魂不守舍。

宋子林当即指派专人成立处置小
组，对非法拘禁罪的构成要件进行研
究。他们发现，小雷父亲在与对方交涉
过程中，没有暴力行为，没有限制对方通
信和人身自由，不属于非法拘禁的刑事
案件。

处置小组随后兵分多路，分别到当
地公安机关、人武部等地具体协调，并走
访受害人周某，耐心做他的思想工作，争
取他对小雷父亲行为的谅解。

一连串动作发挥了作用，检察机关
最终决定对小雷父亲免于起诉。小雷喜
极而泣，一个劲表示：“感谢组织，我一定
在部队好好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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