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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部队营区，各类橱窗和展板是展
示部队工作的重要方式，也是增强部队
凝聚力、丰富官兵文化生活的重要手
段。一般橱窗展板从设计到喷绘制作，
以及在营区展示，都是在公开的视野
中。在制作展板时，有的单位的官兵保
密意识不强，在展板中披露一些装备情
况、演训信息等，将设计好的展板图样拿
到地方公司喷绘制作，个别单位还将展
板的图文资料交由一些“信得过”的地方
公司进行设计及后续制作，这些都有可
能引发失泄密情况。

在此，笔者建议各单位在制作橱窗

展板及连队黑板报时要注意：
一是要加强官兵的保密意识，时刻

提醒官兵要有敌情观念，在设计展板及
连队黑板报时要严格审核展板的文字及
图片内容。

二是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量在
单位或营区内部完成展板制作。

三是确需借助地方公司力量设计
制作展板时，既要严格审核展板内容信
息，还要对地方公司进行相应的法律和
制度约束，避免展板内容信息在无意中
泄露。

（本版漫画：刘 程）

官兵身边的保密话题①

展板制作须谨慎
■刘 程 潘 昭

“看，这是我最近接到的骚扰电
话……”某部战士小吴打开自己的手
机通话记录，每天都有两三个陌生号码
来电；“我就是在女友生日时给她买了一
些化妆品，结果某购物网站最近天天给
我推荐化妆品……”战士小赵愤愤地说。

无独有偶，类似的经历很多战友也
遇到过：在手机上搜索了某个关键词，不
久相关的商品推荐就出现在购物网站的
页面上；打开外卖APP，系统自动推荐了
曾经关注过或点过的美食；打开新闻资
讯 APP，系统自动推荐浏览过的同类型
文章；打开旅游APP，系统自动推荐酒店
机票，等等。

移动互联网和智能手机在给大家带
来方便的同时，也给大家带来了很多烦
恼，其中大家吐槽比较多的是手机 APP
在自身功能不必要的情况下获取用户隐
私权限和采集个人信息。许多手机APP
在安装时，会弹出要求用户授权各类信
息权限的条款，包括通讯录、短消息、摄
像头、麦克风、地理位置等，有的像天气
预报、手电筒这类功能单一的手机APP，
在安装协议中也提出要读取通讯录。这
种情形下，大多用户只能接受这些“霸王
条款”，选择提供个人信息，否则就无法
使用该手机APP。还有一些手机APP干
脆就是“隐形套路”，在安装时未经用户
同意，就自动选择授权使用相关的个人
信息，有的手机 APP 在用户协议中，将
“同意”选项设置为较小字体，且已经预
先勾选，导致部分消费者在未知情况下
进行授权。于是，用户的个人身份信息、
账户信息、常用设备信息、位置信息等，
都可能被手机APP采集。

这些过度采集个人信息的手机
APP，对于保护个人信息安全存在极大
的隐患和风险：

一是负责手机 APP 运营的软件公
司、应用服务商和购物网站等，利用采集
到的海量用户信息，进行大数据分析，分
析用户的上网时间、地点等上网习惯，分
析用户的网页浏览记录和购物情况等，
用户在网上就成了“透明人”。商家利用
这些个人信息对用户进行精准的网络营
销，给每个用户推荐特定的新闻、购物和
服务等信息。

二是这些公司和商家普遍缺乏有
效的信息保护措施，有的公司将用户
信息加工后转卖给其他公司和个人，
有的公司将用户信息与其他公司进行

数据交换，有的公司因为网络系统漏
洞被不法分子通过技术手段盗取用户
信息。大多数的推销电话或短信、诈
骗电话、垃圾邮件正是利用了这些非
法获得的个人信息。此外，用户还面
临着收到非法链接、个人账户密码被
盗等风险。

在此，为了防止手机 APP过度采集
个人信息，笔者给各位战友提个醒：

1.尽量从正规渠道下载手机APP。
大家在使用手机 APP时，尽量选择

从正规渠道下载。一般使用较多的大众
类金融、通讯、新闻、生活、游戏等手机
APP，手机的厂家应用、商家的官网网站
都有下载或推荐。要特别注意一些网页
推荐的、微信转发的、广告链接的手机
APP，不要随意下载一些来历不明的山
寨APP，以防落入欺诈陷阱。

2.关闭手机APP的隐私使用权限。
安装手机 APP后，应及时查看应用

开放的权限，一些敏感的使用权限应尽
量关闭。谨慎授权手机 APP使用“打开
摄像头和麦克风”“读取短信”“读取通讯
录”“读取位置信息”等权限。用户可以
在手机的设置中查找打开“隐私”选项，
根据自己的需求关闭某些项目的使用权
限，防止某些 APP 在后台窃取个人信
息。

3.为不同类型的手机APP设置不同
的账号密码。

很多用户缺乏安全意识，为了方便
记忆，将手机 APP都设置相同的账号密
码。建议大家在设置手机 APP 的账号
密码时采用分级分类管理模式，比如可
以区别不同的安全等级，分成金融类
APP、通讯类APP和服务类APP等，分别
为这些 APP设置不同的账户密码，最好
是重要的 APP单独设置账户密码，防止
发生连环盗号。

4. 在外不要随意连接免费无线网
络。

有不法分子在商场车站等公共场所
建立免费的无线网络连接，通过后台程
序采集上网者手机的各种信息，窃取用
户的 APP 账号密码。大家注意出门在
外时，登录网银等重要 APP 时，要确保
是在安全的环境下登录，不要随便连接
不明来源的免费无线网络。

空军工程大学工程学院 高盛文

空军预警学院 陈全礼

73146部队 陈坤丰

谨防手机APP过度采集个人信息

读者圆桌 给您提个醒

5月13日，驻守在深圳中英街的武警广东总队执勤第

三支队“沙头角模范中队”举行入队仪式，欢迎覃裔斌、汤

欣润、焦凡3名新队员入队。每有新队员加入时，“沙头角

模范中队”都会举行这样的入队仪式，至今已坚持了 56

年。图为中队长赵文超（左）向新队员授枪。

廖 键摄

三个人的入队仪式

下士王英伟：虽然我只是一名士
兵，但对于“五多”问题，我还是感受挺
深的。在连队，大家最反感的就是休息
时间“打水漂”。现在，上级对保障官兵
休息权益明确了一系列举措，虽然在休
息时间里明目张胆派公差的少了，可私
下里的“人情公差”还不少。其实我们
不怕累，只是觉得，这些公差占用了太
多时间，无法让战士们有大块的时间用
来集中学习和处理个人事务。有的老
兵退伍时说，苦也不怕，累也不怕，就怕
“五多”折腾人。希望机关能把基层官
兵从“五多”中解脱出来，更加专注地投
入练兵备战。

连长王宽：老“五多”尚未根治，新
“五多”又有冒头。作为连队主官，我
最担忧的是受“五多”牵绊，连队军事
训练水平上不去。前段时间，演训场
上的花架子、假把式、消极保安全等积
弊问题清除不少，重心在战的靶子也
立起来了。可最近，又有一些现场会、
比武考核增多的现象，让我们左右为
难。观摩多了，为了提高演示标准，就
要组织力量抠细节；集训多了，为了在
比武考核中出成绩，就要打乱正常训
练计划做准备。凡此种种，都会影响
训 练 人 员 、时 间 、内 容 、质 量“ 四 落
实”。可以想象，“四落实”都难以落
实，再去搞那些活动岂不是拔苗助

长？因此，建议机关要严格依法治军，
不要随意打乱基层工作秩序，在设计
活动时不能想当然，把该统筹的统好，
把该关的闸关上。

营长刁俊歧：都说“五多”是“烧不尽
的野草”，潜滋暗长吹又生。名目繁多的
检查、接二连三的会议、各种各样的表
格……为什么我们聚力纠治“五多”，
“五多”仍久治不绝？在我看来，问题就
在于头脑中的惯性思维没有祛除，以“五
多”治“五多”，问题只会越来越多。释放
基层活力，机关必须有新的思路、新的举
措，通过转职能、转作风、转工作方式来
实现，决不能搞“穿新鞋走老路”那一
套。过去，我在机关当参谋，确实存在随
意发号施令，想起什么抓什么的现象。
现在，我在基层当营长，对机关乱忙、基
层忙乱感触更深，新老“五多”如果不能
连根拔起，就会冲击主责主业，制约战斗
力提升，影响新体制效能的发挥。
【编余小议】

机关指导理念偏了，基层必然打乱

仗。无论是老“五多”还是新“五多”，

根子都在于法制意识淡化。机关要牢

固确立法制理念，彻底根除“违法抓

建、经验抓建、单一抓建”等错误做法，

带头形成党委依法决策、机关依法指

导、部队依法行动、官兵依法履职的良

好局面。

话题一：“五多”是影响部队建设的顽症痼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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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明确提出将 2019年作为“基层减负
年”。为基层减负，从哪里入手、重点在哪
里、应该怎样推进，既是各级机关关注的工
作重点，也关乎基层官兵的切身利益。

记者走进陆军第 79集团军，与基层官兵

进行座谈，很多官兵在纷纷点赞的同时，还
就如何切实为基层减负，防止以形式主义反
对形式主义提出了意见建议。我们在这里摘
录了其中一些基层官兵的意见建议，供大家
参考。

减负，听听基层官兵的心里话
—陆军第79集团军部分官兵就如何为基层减负提出意见建议

■本报特约记者 海 洋 通讯员 杨 光 郝海龙

班长贺可杰：说起身边的“痕迹主
义”，从班里战士“齐刷刷”的教育笔记
本上就可见一斑。查笔记是上级各种
检查的重要内容，为让大家的教育笔记
本记录规范，连队每次上课时，都会把
授课提纲投影出来，要求大家一字不落
地抄写。这样，虽然上级检查时比较好
看，但是大家都成了文字的“搬运工”，
把字“搬”完了，除了累得眼酸手软，全
然记不起来“搬”了哪些东西。有时，赶
上突击检查，连队还会组织大家加班抄
笔记、连夜补笔记，笔记本成了应付检
查的工具，更成了大家的负担。这种看
似“标准化”的笔记既费笔墨又耗时间，
可是笔记本上的东西大家又记住多少
呢？

指导员吴杰：作为连队主官，对于
“纸上看兵”我也想倒倒苦水。基层官
兵在面对检查时压力很大，为了避免被
问责，不得不在“留痕”上做文章，每月
抄写登记、上报材料、填写数据占用不
少精力，连队日常训练难免受影响。对
于“留痕”我们也无奈，机关各个部门下
来督导检查，都强调主抓主管的工作，
必须在各种本子上有所体现；旅里的大
会少了，可机关临时通知的小会接二连
三，本来有的已经在电话里说明白了，
却非要“纸上留痕”；连队干部找战士谈
心交心，需要将谈心时的场景摄录下
来，以证明确实找战士谈了。机关重
痕，基层只得将主要精力放在留痕上。
希望机关能够树起以重实绩而不是以

重痕迹作为考核评价的导向，让基层官
兵从无谓的事务中解脱出来，专心聚焦
备战打仗主责主业。

教导员张可：每一名基层带兵人，
都希望在岗位上有所作为，交出一份合
格答卷，这要靠实而又实、细而又细的
工作创造，而不是空洞无用的“留痕工
程”。把“痕迹”当作政绩，与某些机关
评判工作只看“痕迹”的错误导向有很
大关系。某些机关检查工作多是看纸
面上、电脑里的“痕迹”，逼得基层官兵
不得不在作记录、抄笔记上耗费大量精
力。有的检查组来了往往不问干得怎
么样，就看记得怎么样，教案有个错别
字，战士笔记没记全，都成了教育没搞
好的问题。诸如此类，不仅背离了督促
指导工作的意义，也背离战斗力标准。
其实，留“心”未必要留“迹”，留“迹”未
必能留“心”。如果过度注重“痕迹”，就
会形成错误的工作导向，乃至滋生新的
形式主义。
【编余小议】

“痕迹主义”大行其道，归根结底还

是“显绩”思维作怪。事实证明，如果评

判方式不对头，很容易把方向搞偏了、把

作风搞坏了。这就需要机关及时纠正错

误的评判导向，始终以战斗力标准衡量

一切工作。机关在检查工作时，要少看

工作记录，多察工作实绩，不能把目光都

盯在表格材料上，不能以留痕多少评判

工作好坏，更不能工作刚安排就检查、刚

部署就考核。

话题二：如何走出留“迹”不留“心”的怪圈

教导员孔繁强：部队工作节奏快，
一环扣着一环，一级对一级负责，可在
实际推进过程中，“层层传导压力、逐级
压实责任”往往就变成“层层加码”“层
层加责”，让基层官兵普遍感觉“压力山
大”。一项工作，不管大小，各级层层布
置落实、层层考评考核、层层监督检查、
层层问责追责，把基层官兵压得喘不过
气，日子一长，基层官兵对这样的工作
方法自然就有了怨言。

连长周天水：如今，虽然各级都在
积极改进作风，可检查调研仍然不少，
一旦有检查组要来，连队肯定会早早
接到通知。为了迎检不得不提前多天
进行准备，从旅到营再到连队，这种
“提前量”层层加码，更是加重了基层
负担，扰乱了正常的工作和生活秩
序。为了完成任务，连队只得抢时间、
赶进度，未到“最后时刻”，免不了层层
检查把关。基层官兵精力有限，一次
次地推倒重来，弄得官兵无所适从，经
常是“你来定个调，他来定个调，最后

时间精力全都空耗掉”。
指导员杨利：在一些大型集会活

动中，提前集合肯定是必不可少的，对
于参加人数较多、组织难度较大的活
动，适当打提前量无可厚非。然而这
一做法往往超过限度、层层提前，久而
久之逐渐演变成一种常态，成为衡量
基层工作态度的标准。机关总怕基层
标准不高、将就迁就，打着“为了工作”
旗号搞层层加码、人为拔高。一天只
有 24小时，像集会提前、出操提前等
层层加码打提前量，既影响连队的正
常训练，也打扰官兵正常休息，搞得官
兵身心疲惫，工作效率自然降低，带来
工作滑坡的恶性循环。
【编余小议】

基层有基层的实际，基层有基层的

规律，不能动不动就提高标准，施加压

力，不能无限放大执行力，要多考虑基层

的承受力。在抓工作、搞活动中，要始终

坚持“多看看跟战斗力贴得紧不紧，多考

虑部队客观规律和基层官兵认可度”。

话题三：层层加码最累心，亟须坚决砍下来

中士付明轩：当连队文书时，一次
连队办公电脑需要维修，可联系机关
后，这个科室说不归他们负责，那个科
室说不在他们职责范围内，办公电脑又
不能拿到外面维修，一时间都不知道如
何是好，最后还是机关领导协调解决
的。这种现象并不鲜见，一些机关部门
遇见基层有事，要么能甩则甩、能拖就
拖，要么“高调门”答应，可真正落实起
来时没人管、没人问，搞不清到底谁负
责。机关定位不清、服务基层意识不强
造成相互推诿、责任甩锅，弄得基层无
所适从，问题得不到及时解决。

指导员谢春光：说到责任甩锅，
不得不说各种各样的“责任书”“保证
书”，例如“休假安全保证书”“手机管
理责任书”等等，无论大小事情，不管
轻重缓急，先要求把各种“书”给签
了，好像有了“责任书”“保证书”心里
才托底。让人不禁反问，把各种“书”
当成抓工作、保安全的“万金油”，真

的有效果吗？
连长韩吉胜：连队日常训练、政治

教育、装备维护、人员管理、安全保密
等工作，已经占据了官兵的大部分时
间和精力。然而，在机关“业务分管”
的名义下，不少原本应该由机关负责
的报表资料、汇报材料也都甩给连
队。连队工作本就繁琐，还不得不接
下这些机关强压下来的各种任务，干
好了是理所应当，干不好还有可能是
连队来背锅。这种“推诿甩锅”给基层
官兵带来了沉重的心理负担和压力，
让本不该担此责的基层官兵苦不堪
言。
【编余小议】

基层官兵对机关不作为、乱作

为、慢作为的问题反映比较多。“责任

甩锅”，既是权责错位，也是作风不

实，对此，必须划分各级权责边界，杜

绝上级把责任“下放”给下级、机关把

责任“下放”给基层的现象。

话题四：机关岗责分明，基层才能轻装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