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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治 进 行 时

“除某连进出训练场队列不够整齐，
没有发现其他问题”“该单位训练风气良
好，组训规范”……曾经有段时间，翻看
基层风气监督员几乎千篇一律的监督报
告，第 75集团军某旅纪检监察科干事范
充皱起了眉头。

监督报告里经常说是“没问题”，是
真的没问题吗？深入营连调查后，范充
发现，个别基层风气监督员不同程度存
在职能弱化的问题，有的不清楚岗位职
责，把监督等同于纠察，有的仅仅满足于
到了场、签了字，有的发现问题也是大事
化小、小事化了。

当初选聘 72名基层风气监督员时，
各单位推荐的都是直言敢谏的“硬骨
头”，为何有些在工作中成了“好好先
生”？

机关组织的专题座谈会上，有些基
层风气监督员反映，“不懂不熟业务理
论，不知道哪些该管，说错反而丢面子”
“没岗位、没津贴，仅凭一腔热情在工作”
“查出问题怕被看做‘捅娄子’‘揪小辫
子’，往往出力不讨好”。

对问题进行深入剖析研究后，该旅
采取一系列针对性举措。他们制订完善
《加强基层风气监督员队伍建设意见》，
建立岗前培训、定期集训、以老带新、以
工带训的培养制度，每半年组织 1次集
中培训。研究制订《基层风气监督员工
作规范》，厘清监督员具体职责，让监督
员在履职中有章可循、有法可依；每季度
安排 1 名监督员到纪检监察科换岗锻
炼，参与演训考核、询价、招投标等活动
监督，在实践中提升工作能力；召开军人
大会为风气监督员发聘书、挂胸牌，增强
履职荣誉感；细化考评机制,在年终评奖
中设立专项奖励指标，评选十大“优秀基
层风气监督员”，让实绩突出的监督员受
表彰、得实惠。同时，对隐情不报、懒惰
渎职、违规违纪的监督员，全程淘汰、追
责问责。

旅队还畅通民主渠道，建立完善“强
军网风气监督专栏”，开设旅长、政委手
机专线，让监督员“有话敢讲、有话会讲、
有话有地方讲、讲了就有回应”。通过这
些务实举措，提升了监督员的能力素质，
激发了他们的履职热情。今年第二季
度，该旅基层风气监督员参与比武竞赛、
营区建设、战士考学等 8项敏感工作的
监督，协助旅纪委发现整改了 6类 13个
具体问题，提出意见建议130余条。

一次，导弹三营组织装填专业考核，
风气监督员肖坤涛发现考核场地设置标
准偏低，不符合新大纲要求，就当场指出
问题并向组织考核的作训科参谋报告，
最终该课目于当天下午组织重考。

随着基层风气监督员活跃在演训一
线，少数连队训风演风考风不实等问题
得到及时纠正，基层实战化演训水平明
显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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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我这次摸底考试成绩比上学
期入学时进步了十几名！”6月下旬，军
娃程思萱给远在南疆军营的父亲程维峰
视频报喜。今年年初，程思萱从南疆边
远地区小学转到乌鲁木齐市第一小学就
读，学习成绩有了明显提升。

由于驻地社会依托条件差，边疆地
区教育设施不配套，师资力量匮乏等原
因，边防军人子女很难享受到优质的教
育资源。子女的教育问题，是不少戍边
官兵心中的挠头事。

武警新疆总队领导在一次基层蹲点

调研中，听到不少官兵的呼声，希望把子
女送到教学条件更好的省会城市就读，
让子女能接受优质教育。

总队及时沟通协调自治区教育厅，
召开军人子女入学工作协调会，对驻南
北疆部队军人子女来乌鲁木齐市区入学
予以通盘考虑和谋划。很快，教育厅出
台《关于做好驻南北疆部队军人子女入
学工作的实施办法》，明确“驻疆部队军
人子女户口不在乌鲁木齐市区但需在乌
鲁木齐市区就读时，由团级及以上单位
政治工作部门出具证明后，由属地教育

行政部门协调安排，优先照顾入学，任何
学校不得拒收。”同时，教育厅指定乌鲁
木齐市 8所教育质量较好的重点中小学
为试点单位，保证驻疆部队军人子女受
到良好教育。

总队考虑到边防官兵家属到乌鲁木
齐市生活不便，专门开办食宿站解决他
们的餐饮、住宿问题，配套生活设施也一
应俱全，解决了边防军人子女求学的难
题。据了解，作为自治区教育厅定点学
校的乌鲁木齐市第一小学，目前已接纳
了总队25名军人子女入学。

武警新疆总队协调自治区教育厅出台惠军政策

边防军人子女享受优质教育资源
■鲁统营 唐 懿

6月中旬，新疆军区某团导弹二连
官兵走进营区“法治文化长廊”参观学
习，不少过去萦绕心头的问号被拉直。
“学法知法，明明白白当兵打仗；

尊法守法，干干净净奉献军营。”长廊
入口处悬挂的一副对联，让前来参观
的官兵每读一次，都会有所启发。长
廊两侧，采取图文并茂的灯箱形式，按
照条令条例和涉军法律法规等，分类
设置了法律法规知识条款和解释说
明，形象而直观，官兵们一看就明了，
照着就能做。

创新方式方法，调动官兵学法用

法积极性，提升了普法教育质量。前
不久，高炮连下士小汪老家宅基地出
现土地纠纷问题。小汪按照“法治文
化长廊”中关于宅基地的法律规定，弄
清依法处置的相关程序后，及时与保
卫股取得联系，最终通过团机关发函
协调和依法诉讼等手段，使问题得到
圆满解决。

这个团还结合部队季节特点和涉法
问题增多的实际，依托简易展板，分阶段
推出不同主题的流动“法治文化长廊”，
组织官兵参观学习。5月份，他们推出
“防范网上借贷骗局”流动展板，用生动

形象的漫画解读法律条文，用受害人上
当受骗的案例教训直观警示，让官兵对
网上借贷的种种骗局有了深刻的认识。
“‘法治文化长廊’讲述法律知识简

单直观、具体形象，是我们学法用法的
有力帮手。”通过“法治文化长廊”和机
关业务部门的帮助，顺利拿到《军人住
房公积金贷款批准书》的该团二连战士
谢冬雨说。

据了解，该团还开通法律咨询热
线、组织法律知识宣讲竞赛、开展“案例
警示”教育大讨论等，官兵学法懂法、办
事依法、自觉守法的意识明显增强。

新疆军区某团开展普法教育

打造“法治文化长廊”
■饶思生 梁 宁 唐继光

在连队调研时，听到个别战士抱怨，

条令条例对军人发型有明确规定：“帽墙

下发长不得超过1.5厘米”，连队则统一要

求成1厘米；条令规定的周日休息时间，

有时连队却习惯性地加班搞训练……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自古以来，

一支有战斗力的军队，必然是纪律严

明、令行禁止的军队。条令就是法规。

部队管理工作千头万绪，但只有坚持在

法治轨道上运行，严格落实法规制度，

才能不出问题。然而，个别单位为显示

自己的“特色”“亮点”，却在管理中习惯

人治思维，“别出心裁”制订出不少有悖

法规的“一招鲜”、土规定，一些长期存

在的老问题仍然得不到彻底解决。对

此，基层官兵不可能没有意见。

条令条例和各项法规制度，是我军

建设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是基层带兵

人的基本遵循。作为带兵人，抓部队管

理一定要有法治思维，一切工作都要在

法规制度规定的范围内运行，不能凭主

观臆断、靠“想当然”来划“底线”。假如

以言代法，拍脑袋作决策，动不动就层层

加码，提一些不切实际的超高标准和要

求，或者对法规制度任意加以“修改”、给

官兵加压加码，就失去了法规的严肃性，

结果会适得其反，不仅加重了官兵负担，

基层管理也会出现散乱现象。因此，基

层带兵人在抓落实中要摒弃私心杂念，

坚持一切工作和法规制度对表，以身体

力行的模范行为，引导官兵增强遵纪守

法的意识，推动基层建设依法运转。

落实制度不能“想当然”
■李浩爽 高彦会

6月中旬，北部战区陆军某旅按照新大纲标准，组织开展“争当优秀教练员”活动，提高按纲施训

能力。图为该旅指挥通信连中士张振超为新战友进行装备操作讲解示范。 孔运河摄

6月下旬，武警金华支队严格

按照新大纲要求，组织官兵开展反

恐演练。图为特战队员正在拟定反

劫机突击方案。

何博帅摄

仲夏时节，第 72集团军某旅一场
实战化比武考核在皖东腹地举行。该
旅二营道路三连上士刘传超，再次以
训练监督员的身份亮相考场，对考核
全程监督。

刘传超说，前不久他因为叫停了
一次不实的考核，不但没有得到大家
的肯定，反而受到个别官兵的冷落，
这让他很苦闷。如今，旅党委加强监
督员队伍建设，下大力纠治训风考风
不实的问题，训练监督员依法履职，
再也不怕被误解、受冷落了。

“叫停”考核引发的热议

6 月初，该旅作训科下发年度专
业考核比武通知，要求各单位对装
备器材性能进行检修。其中，还特
意附加一条要求：各单位考核监督
员对照职责和训练大纲规定，熟悉
督考程序和标准，防止在督考中出
现评判漏洞。

接到通知后，作为监督员的刘传
超格外忙碌。连续几天加班加点，对
照上级下发的《纪检监察工作实用手
册》《训风演风考风监督执纪问责工作
意见》 等法规文件，学习相关要求，
明晰程序标准、评判细则……

考核当天，刘传超负责督考装载
机考核。考核现场，操作手驾驶装载
机如出笼猛兽，前进铲装、升臂转
斗、后退调头，将土方倒置在划定的
替代运输车的框线内，考核时间比规
定要求缩短了一半。
“以‘画框’的方式替代运输车，

虽然避免了碰撞、剐蹭等险情，但违
背了新大纲要求，与实战化标准不
符，请停止考核。”发现问题后，刘传
超果断叫停，并裁定考核成绩作废，
建议择日进行重考。

刘传超的认真履职，却在官兵中
引发议论。不少官兵认为，严格按训
练大纲要求监督考核，是训练监督员
的职责所在；但也有个别官兵认为刘
传超过于死板，如此较真似乎没有必
要。

面对议论，刘传超吐露了自己的
想法：“既然让我担任训练监督员，
我就要严格依法依规纠治训风演风考
风 不 实 的 问 题 。 我 唱 好 这 个 ‘ 黑
脸’，才能确保法规制度在落实中不
走样。”

监督不该睁一眼闭一眼

“如果监督员不愿监督、不敢监
督，那不就成摆设了？”刘传超“叫
停”考核的风波，也引起了旅领导的
重视。

该旅领导采取座谈了解、问卷调
查的方式，听取基层官兵的意见。个
别官兵对监督员有错误认识，感到就
是派个人、录个像、签个字，走个过
场而已；个别监督员对监督的职责要
求、标准程序不熟悉、不清楚，在执

行监督过程中，发现不了问题，有的
还存在迁就照顾的现象；有的监督员
怕得罪人，即使发现问题也不愿较真
碰硬，使监督流于形式。

调研发现，一些官兵甚至有的监
督员认为，即使监督中发现问题，最
后也不过是批评一下，不会深究追
责，这也是导致训练监督走过场的原
因之一。

舟桥二连监督员冉登讲述了自己
的一段经历：5月中旬，旅开展专业
阶段考核，他作为监督员对某营进行
考核监督。考核前，不少熟悉的战友
找到他，暗示“差不多就行”。一边
是职责要求，一边是战友相劝，他感
到为难。最终，他对发现的问题睁只
眼闭只眼，当了一回“老好人”。不
少监督员感慨：“不少官兵认为训练
监督形式大于内容和结果，较真碰硬
容易被‘穿小鞋’，所以监督过程中
有时只能‘装糊涂’。”
“训练监督员‘叫停’考核引发的

议论，实则反映的是训风考风不严不
实的大问题。久而久之，就会成为影
响实战化训练、制约部队战斗力提升
的腐蚀剂，必须坚决纠治这一现象。”
该旅领导表示。

确保一个标准卡到头

“轰”的一声巨响，落弹区顿时硝烟
弥漫。新兵章沛华这才抬起头，长出了
一口气。原来，他投实弹时特别紧张，担
心出事故，就请求指导员“放一马”。然
而，这事却被训练监督员逮了个正着。
“请领弹药量和实际消耗不符，请说明原
因。”很快，章沛华和连队另一个“泡病
号”的士官，按要求进行了实弹补考。

这是该旅“监督到末端”的一个缩
影。旅党委对发现的问题，主动作为，下
大力纠治。要求纪检监察科常态化组织
监督员前往训练、考核现场，监督训风考
风不实的问题。引导官兵提高思想认
识，认清从严监督的目的是提升战斗力。

该旅还在部队开展训练法规专题
宣讲教育，采取法规解读、事例剖
析、讨论辨析、复盘检讨等方式，引
导官兵坚决纠正训练中的不正之风。
全旅组织 28名训练监督员进行专题培
训，掌握相关要求，确保一个标准卡
到头、一把尺子量到底。

旅党委紧紧扭住落实训练大纲不放
松，把各项训练指标具体化，将监督执
纪向演训场延伸。他们采取主动查、全
程查、跟进查，着重监督查找危不施
训、降低标准、避难就易、避重就轻等
问题，对训练掺假、演习虚假、成绩造
假等现象，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并追究
相关人员责任，切实使训、演、考向实
战化对表、向打得赢聚焦。

如今，在该旅演训场上时常可以看到
监督员的身影。他们依法从严监督执纪，
官兵们按大纲要求训好训实每个课目，营
造出浓厚的练兵备战氛围。某连上士王
晓振说：“现在的训练监督公开透明，执纪
做到了严之有据、严之有度，严在点子上，
连队训练质效有了明显提升。”

把 每 次 监 督 落 实 到 末 端
——第72集团军某旅依法纠治不实训风考风见闻

■余海波 肖志超 邓南辉

今年 3月 1日起施行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训练监察条例（试

行）》，严格落实依法治军、从严治军基本方略，牢固树立战斗力这个唯一

的根本的标准，聚焦备战打仗，制定坚决纠治与实战要求不符的刚性措

施，建立完善了军事训练领域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制度规

矩，为备战打仗提供了有力的制度保证。

严格落实训练法规，下大力纠治训风演风考风不实的问题，维护法

规制度的严肃性、权威性，是确保提升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的务实举

措。各级领导机关要以上率下，以“零容忍”的态度重拳治虚打假，纠治

游离于战斗力标准之外的空转虚耗，挤掉练兵备战中的“水分”，切实把

战斗力标准立起来、落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