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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治 进 行 时

6月26日，是国际禁毒日。

毒品严重危害人类健康、发展、和平与安

全，是全球性的灾难，也是全人类共同的敌人。

据联合国禁毒署统计，全世界每年因吸毒而致

死高达10万人。遏制、减少直至消除毒品犯

罪，成为世界人民的共同愿望。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近代以来，毒品给中

华民族带来过深重的灾难，人民群众对毒品深

恶痛绝。参与、配合地方做好禁毒宣传，打击毒

品犯罪，确保个人家庭和睦、经济健康发展、社

会和谐稳定、人民安居乐业，是每名官兵义不容

辞的责任与义务。

6月12日，第79集团军某旅按照新大纲要求，组织部队到陌生地域进行驾驶训练，

提升部队在复杂条件下的机动作战能力。 杨孝治摄

5月中旬，武警广东总队机动支队
某中队中队长彭星结束一天的紧张训
练后，坐在电视机前收看热播电视剧
《破冰行动》。随着剧情发展，他的思绪
回到了那次惊心动魄的“雷霆行动”。

那天凌晨，彭星和战友雷霆出击汕
尾市博社村，一举摧毁以陆丰籍大毒枭
为首的 18 个特大制贩毒犯罪团伙，抓
捕嫌疑人 182名，缴获枪支 9支、子弹 62
发、手雷 1枚，捣毁制毒窝点 77个，毒品
2685公斤、半成品 23吨、制毒原料过百
吨及大批制毒工具，毒资422万元。

比电视剧情节更曲折的，是官兵们
铲除“毒瘤”时的真实经历。

“破冰行动”抓捕毒贩

“我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快。”总队作
战指挥中心主任段经纬介绍，电视剧
《破冰行动》反映的那次缉毒行动，他一
直战斗在第一线。那天凌晨 4时，由公
安和武警组成的 109 个抓捕小组开始
行动，收网战役正式打响，各抓捕小组
对毒贩所在楼房的控制、搜索、抓捕，几
乎都是在10分钟内完成的。
“对 17 号嫌犯蔡某的抓捕格外惊

心动魄。”段经纬介绍，嫌犯家是 4 层
楼房，官兵破门进入卧室，他第一个
反应是手往枕头底下摸。官兵眼疾
手快一把摁住，在枕头底下发现一支
装满子弹的手枪。当搜索到四楼时，
抓捕小组还发现一枚已经打开保险
的手雷。

这样的险情，对肩负缉毒扫毒任务
的武警官兵来说，已习以为常。

2017 年 9月 22 日 19 时 10 分，武警
江门支队支队长万琦涛带领 100 名官
兵，在省公安厅统一指挥下，奔赴恩
平市执行“6·21”重大涉黑恶、涉毒团
伙抓捕任务。抓捕行动采取与公安
特警混合编组的形式，在恩平市恩城
镇的 9 个地点，对团伙成员实施抓
捕。官兵们连续奋战 6 个多小时，彻
底摧毁该团伙组织，团伙主要头目无
一漏网。此次行动，共抓获团伙主要
头目 10 人，团伙成员 35 人，控制其他
涉黑、涉毒人员 59 人，缴获管制刀具
一批，摘掉了扣在恩平市头上多年的
“毒区”帽子。

2014 年以来，武警广东总队先后
参与 50 余次扫毒行动。总队司令员
赵继东介绍，总队专题研究毒贩抓捕
工作，详细制订抓捕预案，形成了一套
完整的抓捕毒贩模式。同时，他们不
定期组织开展模拟演练，使每名官兵
对抓捕工作的程序、方法和技巧熟记
于心、技精于身，提升了打击毒品犯罪
效率。

军警联动立体防范

广东茂名，是全国挂牌督办的电信、
银行卡诈骗、涉枪、涉毒“四大整治地区”。

2016 年 4 月 20 日，武警茂名支队
受领抓捕特大贩毒制毒团伙任务。这
个团伙潜藏在深山之中，在各个重要
路口都设有暗哨，白天不易接近，当地
公安跟踪半年多，仍未摸清具体位置。
“这次成功抓捕毒贩，得益于军警

的密切配合。”支队长雷钧带领 50名官
兵，于凌晨 2时从多个方向开始搜捕，
在靠近抓捕区域小山头时，机动中队中
队长刘旭焘发现前方隐约有亮光，立即
放轻脚步。

发现亮光后，雷钧和公安干警一起
研究战法，一致认为这是贩毒制毒团伙
的暗哨，决不能打草惊蛇，必须一招制
服。4名特战队员潜至后方迂回包抄，
将贩毒制毒团伙一网打尽，缴获毒品半
成品600多公斤。
“贩毒分子大都穷凶极恶，很多身上

都有命案，抓捕时一定要采取奇袭和快
攻，即隐蔽接近、迅速包围、速战速决，让
他们没有反应的时间，这需要公安机关
的密切配合。”总队政委王亚东介绍，总
队以任务为牵引，将军警联合开展围剿
毒贩、处置恐怖事件等热点问题纳入日
常组训内容，定期组织实兵实装联合演
练，不断提升精准打击毒贩能力。

一次，一名吸毒人员从中山市打出
租车到江门市。途经江门汽车总站时，
因吸毒产生幻觉，在所乘的出租车内将
匕首架在脖子上，扬言要自杀。

关键时刻，股长王振排抓住战
机，打开出租车门，右手抓住该吸毒
人员手中的匕首，左手锁住其喉咙，
其他官兵迅速上前配合，将吸毒人员
拖下出租车，合力将其制伏，圆满完
成解救任务。

雷霆扫毒行动之后，武警官兵驻守
《破冰行动》拍摄的原型汕尾市博社村，
联合公安民警深入各村庄，通过悬挂禁
毒横幅、发放禁毒资料、开展禁毒讲座
等形式，开展形式多样的禁毒宣传教育
活动，进一步增强了群众的防毒、拒毒
意识，全村迈上反毒禁毒、和谐发展的
文明新路。

人装结合提升效能

有了智能科技的辅助，缉毒扫毒就
像长了“千里眼”“顺风耳”，哨兵比以前
反应得更快、更准、更及时。
“涉嫌毒贩正驾驶一辆的士进入收

费站。”2017年 10月 14日 21时 42分，在
梅州市平远八尺检查站担负设卡任务
的武警官兵，接到公安机关的案情通
报，立即设置阻车钉。

梅州支队作战勤务值班室内，通过
公安“天眼”系统传入的实时全景图，收
费站与车辆内人员的一举一动，无死角
呈现在电子屏上。通过执勤信息数据
库，官兵依据自动生成的“最佳方案”排
兵布阵，未及车辆冲卡，全副武装的官
兵和公安干警将犯罪嫌疑人抓获。

据总队领导介绍，近年来，总队借
助地方禁毒情报分析平台、吸毒人员社
会化管控系统、重点整治网格化巡查管
控平台、“智犬”毒品查缉系统、重点人
员管控预警模型、无人机监测采样等科
技优势，大力推进“智慧磐石”工程建
设，扫毒成效有了整体跃升。

5月 2日深夜，正执行中国进出口
商品交易会巡逻任务的战士小张发现，
距警戒区域外 10 多米，过来一名骑电
瓶车的男子。“视频智能分析报警系统”
已发出预警信息：通过脸部识别、对比
识别公安公民身份信息系统，该男子曾
3次吸毒被抓，还曾因贩毒被判刑，此次
吸毒的概率为 85%。小张及时将信息
传递给应急小组。

3人应急小组携带应急装备等候在
自卫哨拐角处。突然，这名男子向哨兵
冲去，应急官兵快步上前将其制伏，一
起突发事件被消灭在萌芽状态。

下图：武警广东总队官兵在雷霆

出击扫毒抓捕行动后，清点缴获毒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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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实绩陈述、拟任岗位自荐、随
机抽题答辩、军政素质笔试……5月下
旬，在新疆军区某团组织的一场干部选
拔竞岗考评中，50余名营连干部同台竞
技，展示个人综合素质，公开接受组织
遴选。

今年干部转业命令下达后，这个团
空出一批基层营连职岗位。按照对党忠
诚、善谋打仗、敢于担当、实绩突出、清正
廉洁的军队好干部标准，该团探索组织
竞岗考评模式，真正把能打仗的人用到
基层主官岗位。

考评先看训练成绩，选人先选能打
仗的人。这次竞岗考评展开前，团里按
照新军事训练大纲标准，对符合晋升条

件的基层干部训练情况进行详细考察，
严格落实“军事训练一票否决”要求，将
上年度军事训练成绩未达标的个人排除
在外。与此同时，对训练成绩优异、重大
演训比武中表现突出的个人，相应增加
竞岗考评基础分。
“我申请的岗位是导弹连代理连长

或者机关副连职参谋，理由是我曾带
领官兵参加上级比武，专业比较精
通……”在拟任岗位推荐环节，由战士
提干、任副连职仅一年半的一连副连
长巴云鹏毛遂自荐。接下来的答辩环
节中，巴云鹏凭借丰富的带兵经验对
答如流，提出解决问题方案到位，受到
在场官兵好评。相反，某连一名副指

导员面对随机抽到的素质考察题，因
回答不够理想被当场淘汰。

能力强的有机会，能干事的有舞
台。这次公开竞岗考评将拟任对象放到
同一个平台上比较衡量，破除了以往干
部选拔考察不全面等现象。对考评成绩
突出的个人，团里按照“优秀优先”的原
则选拔任用到营连主官岗位。

最近，巴云鹏和另一名机关股长因
工作成绩突出、综合考评优秀，被破格提
拔到主官岗位；两名符合晋升年限、但工
作表现一般的机关干部，被平职调整交
流到相应岗位。团里组织问卷调查、交
流谈心，基层官兵对这次调整的干部表
示满意。

新疆军区某团依法健全考评机制

让善谋打仗的人担任基层主官
■唐继光 杨清悦

“我最近在上级组织的演讲比赛中
没发挥好，影响了中队成绩，感觉大家对
我的态度和以前不太一样，我很郁
闷……”6月 5日，武警山东总队滨州支
队机动中队战士小刘拨通支队心理咨询
电话，向值班心理咨询师周军医诉说。
随后，周军医运用“理性情绪疗法”，引导
小刘走出心理阴影。这是该支队依法规
范心理健康服务工作的一个镜头。
《内务条令（试行）》第二百四十八条

规定，“各级应当重视心理卫生服务工
作……做好心理教育、心理测评、心理
咨询和心理疏导等，确保官兵心理健
康。”周军医告诉笔者，支队结合实际建
立心理健康服务机制，制订《心理健康服

务规范》，把心理工作作为经常性基础性
工作抓好抓实。

支队建立心理咨询“绿色通道”，开
通咨询热线，4名心理咨询师轮流值班
接受咨询，同时聘请 1名驻地医院心理
专家，定期到支队“面对面”提供心理咨
询服务；为每名官兵建立心理健康档案，
确保准确掌控官兵心理动态。

他们创新规范工作模式，组织汇编
《官兵心理常识普及图册》，编排心理小
游戏辅助心理行为训练，规范心理疏导
流程，提升解决问题质效。打造网上心
理服务平台，设置心理信箱，搭建心理论
坛，开设“心理驿站”，保持网上沟通交流
顺畅；在支队强军网平台推送自我调适

技巧和自查小游戏，根据官兵浏览数据
分析官兵心理倾向，有针对性地发送自
我调适方式方法。

他们还发挥军地共建优势，实行心
理骨干共育、心理难题共解、心理工作共
做，建立“基层正确判断、及时报告，机关
适时介入、甄别鉴定，地方医院应急诊
疗、干预控制”的“三级联动”机制。这些
举措相互衔接、相互促进，覆盖全体官
兵。

据了解，规范心理健康服务工作以
来，该支队累计接受 100 余人次电话及
网络咨询，对 3名有心理问题的战士进
行联合干预治疗，有效呵护了官兵心理
健康。

武警山东总队滨州支队规范心理服务工作

全力呵护官兵“心灵绿洲”
■杨 帆 张 振

“嘀——”随着午休哨音响起，第 77
集团军某旅二营二连下士陈广川走到窗
前拉上窗帘，屋内光线暗了下来，大家收
拾床铺准备午睡。班长拍拍陈广川的肩
膀说：“咱们从此中午能拉上窗帘好好休
息一下啦！”

窗帘与午睡有什么关系？
一天下午，连队上教育课，陈广川因

为打瞌睡被指导员段宇胜点名批评。回
到宿舍，他向班长承认错误并解释了原
因：“每天午休时，明亮光线正好照在我
脸上，怎么也睡不好。班长，以后午休能
不能把窗帘拉上？”“出门看队列，进门看

内务。窗帘拉上不好看，影响内务水
平。”没想到，班长不仅不同意，还批评
他，“就算中午没睡好，也不能在教育课
堂打瞌睡，你得多从自身找原因。”

听了班长的话，陈广川有点想不通：
“窗帘的作用就是遮蔽光线，如果为了图
美观、整齐划一，那挂窗帘有什么用？这
是形式主义嘛！”

很快，指导员段宇胜了解到这一情
况。他说，“午休时不拉窗帘”的要求由
来已久，属于连队约定俗成的“老规
矩”。同时，他也认同陈广川的观点，这
个“老规矩”确实没有法规依据。

周末，在连队召开的军人大会上，段
宇胜将“午休时该不该拉窗帘”这个问题
提出来，让官兵谈谈自己的看法。
“窗帘不能拉，那挂窗帘有什么用？”

“中午阳光最强，睡觉时直接照在眼睛
上，睡不安稳。”“有时候，午休时间还要
检查内务，拉上窗帘就说不整齐、不美
观，谁还敢拉”……大家你一言我一语，
讨论很热烈。

最终，连队作出决定：为确保官兵睡
眠质量，午休时间可以将窗帘拉上。午
休起床后，窗帘保持基本整齐即可，不要
求绝对统一。

第77集团军某旅二营二连依法清理土规定

战士午休拉上遮光窗帘
■谭 志 贺 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