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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营话“法”

党的十九大提出，维护军人军属合法权益，让军人

成为全社会尊崇的职业。做好涉军维权工作，是凝聚

军心士气、激发战斗精神、保持部队强大战斗力的关键

所在。

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多元化，军人军属涉法问

题呈现增多趋势。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有效解决，就会

分散官兵精力，影响练兵备战。部队各级要主动作为，

通过法律程序依法维权。同时，要利用“八一”等重要节

日军地走访慰问之机，积极协调地方有关部门，建立完

善涉军维权机制，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破解涉军维

权难题，让军人军属合法权益得到依法维护，确保官兵

集中精力练兵备战。

法 治 进 行 时

7月中旬，从千里之外的家乡返回
到驻训地，空降兵某旅上士小张揪着的
心终于踏实下来，精神饱满地出现在训
练场上。在该旅机关的协助下，小张父
亲的涉法问题终于得到解决。

两月前，小张父亲和附近一家采石
厂达成协议：因采石厂施工致使小张家
的房屋部分震裂，采石厂对其进行一次

性赔偿。由于房屋后期损毁严重，小张
父亲要求采石厂增加赔偿金额。双方协
商无效，产生法律纠纷。

正在野外驻训的小张得知情况
后，一时不知该如何处理，训练中难
免分心走神。指导员了解到这一情况
后，第一时间拨通旅法律服务热线电
话。当天下午，旅机关持有律师资格

证的保卫科干事陈海军来到连队，详
细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帮助小张分
析纠纷的责任区分，商谈对策。随
后，机关安排一名干部带小张赴家乡
处理纠纷，陈海军也通过电话与当地
沟通。在军地双方共同关注下，纠纷
得到了公正处置。

官兵家庭涉法问题能够得到快速妥

善解决，得益于该旅为解决官兵家庭涉
法维权问题开通的“绿色通道”。近年
来，该旅执行演习、驻训等大项任务的
时间、次数增加，为解除官兵的后顾之
忧，他们通过设立法律热线、网上开设
“阳光兵事”栏目、定期走访等方式，
摸排官兵的法律需求，建立涉法维权问
题“一本账”，对官兵家庭合法权益受
损的事件立查立办，由旅法律骨干对接
专项问题，指定责任人和落实时限。为
提高办事效率，他们综合运用走访咨
询、发函、召开协调会等多种方式及时
跟进处理。

据了解，今年来，该旅为官兵提供
涉法维权服务 30余次，依法保障了官
兵的合法权益，解除了官兵的后顾之
忧，为提升部队实战化训练质效提供了
有力支撑。

用法治思维破解涉法维权难题
—基层部队依法维护官兵合法权益掠影

空降兵某旅

建立涉法维权“绿色通道”
■廖 妙 王 帅

“感谢部队帮我解决了后顾之忧，我
一定把全部精力用在工作上！”7 月中
旬，武警四川总队阿坝支队依托地方专
业法律服务机构，顺利解决了战士小李
的家庭涉法问题。

前不久，汶川中队指导员杨晓东发
现，性格活泼开朗的战士小李，最近总是少

言寡语。谈心得知：小李父亲在上班途中
被一辆地方私家车撞伤，肇事司机逃逸，其
父经抢救无效去世。小李母亲多次到当地
有关部门反映情况，均未得到有效处理。
对此，小李感到无能为力。

得知情况后，支队成立专门工作
组，指定干部和签约法律顾问，对小李

家庭涉法问题进行研究分析。支队及
时与当地政府、退役军人事务局、人武
部等相关单位进行沟通协调，畅通涉军
维权渠道，确保官兵涉法问题及时得到
妥善处理。支队法律顾问了解详情后，
从专业角度及时提出建议，给予小李家
庭相关法律援助。经过军地双方一个

多月的共同努力，小李家庭涉法问题得
到有效解决。
“及时解决官兵后顾之忧，不仅维护

了官兵合法权益，也激发了官兵训练
热情。”该支队支队长潘禹告诉笔者，今
年以来，针对官兵法律需求增加与法律
服务资源不相适应的问题，支队主动联
系驻地司法局和法律援助中心开展共建
活动，定期组织普法知识讲座；签约驻地
法律服务机构，聘请法律专家担任兼职
顾问，并在支队政治工作机关设立法律
援助工作办公室，开通法律热线。同时，
他们还以“送法下基层”活动为契机，加
大对基层法律骨干的培训力度，营造浓
厚的学法氛围，帮助和指导部队依法处
理涉法问题，引导官兵学法守法用法，依
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武警四川总队阿坝支队

协同地方机构畅通维权渠道
■李华时 吴星文

开展法律咨询活动、帮助官兵解决
涉法问题……7月上旬，在塞北大漠驻
训的中部战区陆军某团，组织法律服务
小组深入营连，为官兵提供法律援助，
解决官兵及亲属涉法难题，让官兵全身
心投入练兵备战。

驻训期间演训任务重，官兵家庭

遇到涉法问题时，往往难以顾及。该
团以 3 名具有律师资格证的干部和机
关保卫干事为骨干，成立法律服务小
组，定期深入基层开展法律咨询，为官
兵提供法律援助。他们还借助上级机
关法律人才和法律服务资源，帮助官
兵解决涉法问题；联系驻地律师事务

所，远程连线法律顾问，就官兵关注的
热点问题进行授课辅导，随时为官兵
提供法律咨询。

该团保卫股股长王彦杰告诉笔
者，为确保驻训官兵遇到涉法问题能
够得到及时处理、妥善解决，对基层官
兵反映的涉法问题，机关了解情况后，

第一时间根据涉法地点和内容，研究
分配专人负责、设定处理时限，杜绝上
报没有下文、“委托函”一发了之的情
况发生。机关负责人还与驻训官兵建
立“线上”通联，通过微信沟通方便官
兵随时了解涉法问题办理进程，让官
兵能够安心投入训练。

前不久，导弹连连长王超发现战
士小李训练无精打采，便找他了解情
况。原来，小李父亲因为车祸产生纠
纷，双方协商未果。团法律服务小组
得知后，立即启动涉军维权跨区协作
机制，积极协调事发地人武部给予帮
助，使问题很快得到妥善解决。驻训
以来，该团法律服务小组已为官兵代
写法律文书 4份，协调处理官兵涉法问
题 10余个。

中部战区陆军某团

法律服务小组深入驻训一线
■肖士金 张 龙

前几天，笔者遇见一位基层干

部，发现他面带倦意、精神不振。询

问缘由，他坦言，单位领导事无巨细，

天天加班，工作忙乱，岂有不累之理？

联系基层实际，这种现象并不

鲜见。个别领导干部眼中，“小事都

当大事抓”不仅体现了对某项工作的

重视，还是推动工作的有效办法。然

而，这种不分主次、一线平推的工作

方式，分散了官兵精力，影响了练兵

备战。

小事都当大事抓，干工作平均用

力，听起来是高度负责，实际上容易

“捡了芝麻丢了西瓜”，造成主次颠

倒。部队建设各项工作总有轻重缓

急之分，如果什么事都想争彩头，必

然是什么事都干不好。无论单位还

是个人，一段时间集中精力干好一两

项主要工作，同时兼顾其他工作，这

才是科学的工作方法。若是眉毛胡

子一把抓，样样工作都要求下大力，

必然给基层增加负担。因此，在对待

每一项具体工作的态度上，可以用做

小事的细致做大事，用做大事的心胸

做小事，使小事大事各得其所。

不论小事大事，都要坚持战斗力

标准，一切工作向战斗力聚焦。对基

层建设而言，备战打仗是主责主业，

是重中之重，与此无关的活动应尽可

能地删繁就简。个别单位评比一项

接一项，会议一个接一个，检查一波

赶一波，让基层官兵应接不暇。有的

官兵抱怨，现在不仅“两眼一睁，忙到

熄灯”，而且还有加不完的班、熬不完

的夜。有些考核检查评比，分散了不

少精力，但对战斗力建设却没多大益

处。因此，在谋划工作时，对那些不

利于提高战斗力的工作，要善于做

“减法”，当减则减。而对于制约战斗

力提升的突出问题，要勇于做“加

法”，把目光投向战场，多为官兵办实

事，多为打赢解难题。

大事小事有主次，必须始终把工

作重心放在基层，树立正确的政绩

观。基层是部队建设的基础，凡是抓

基层、打基础的工作，都不是立竿见影、

朝夕就能收效的，必须长期坚持、不懈

积累，绝不能耍假把式、搞花架子。领

导机关在抓建中要扑下身子，沉到末

端，摸准实情，在扎实打基础、反复抓落

实上使狠劲，在具体帮带、解决问题上

用气力，在加强督导、跟踪问效上下功

夫，把经常性基础性工作做扎实，把服

务保障工作抓到位。机关少些“政绩

冲动”，基层就会少些“应景文章”，才能

高标准高质量地抓好练兵备战。

把事办好，还应依法规范工作秩

序。法规制度是我军建设实践经验

的科学总结，是抓好各项工作和建设

的基本依据。按照法规制度抓部队

建设，就是按照客观规律办事。这也

是防止忙乱，提高工作质效的务实举

措。各级都应依法规范工作秩序，强

化依法抓建意识，真正为基层减负，

促进部队建设正规有序健康发展。

（作者单位：陆军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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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身管发射弹药 200 发”“火控系
统工作 1 小时”“雷达工作时间 50 分
钟”……7月 18 日，第 75 集团军某旅野
外演训实弹射击结束后，各负责人严格
按照规定填写装备履历书。随后，连队
军械员将相关数据和技术性能录入“电
子档案”。该旅严格按条令要求规范装
备履历书填写，装备管理更加科学。

谈及这一变化，旅装备管理科助理
员张仕林介绍，去年底，该旅组织炮兵分
队机动上千公里，远赴西北大漠进行实
弹射击，完成任务归营后，人员征尘未洗
就及时组织装备保养。但是，在检查装
备履历书时却发现：个别单位在填写摩
托化小时和消耗弹药数上不准确，存在
“去零取整”现象；个别车组并未随车携
带履历书，导致无法及时填写，事后只能
凭记忆补填，等等。

装备履历书用于记载某件装备从出
厂到退役报废的“生命历程”，是武器装
备维修、保养的科学依据。新条令规定：
必须按编配用途和技术性能使用装备，
按照规定填写装备履历书、证明书等。
在履历书填写说明上则明确：装备履历
书需随车携带。装备履历书填写不及
时、不精确，就会造成武器装备使用情
况、技术状况和质量变化情况模糊，不能
给技术保障人员和维修人员提供精确、
完整的数据资料。
“装备信息化，就要求装备管理必须

精细化，细至每一发炮弹都必须‘弹道有
痕’。”旅保障部部长程业亮说，他们结合
装备换季保养，对官兵开展针对性爱装
管装教育，消除思想误区。机关业务科
室对装备履历书填写进行严格规范，建
立监督检查制度；由装备管理科牵头负

责，结合综合检查、日常巡查、车炮场日
等时机，对各单位履历书的使用管理情
况进行全面检查，对管理不规范，填写不
及时、不完整的单位，及时加以指导纠
正。各单位建立履历书管理责任制，指
定具体责任人，落实定人定位，在武器装
备使用中，相关责任人要将所属武器使
用情况，准确、及时、完整记录在所携带
的履历书上。各连还针对演训活动频
繁，装备变动大等情况，建立“电子履历
书”，对相关数据进行备份。

履历书数据及时更新，装备维修省
时省心，使装备性能更可靠。今年野外
驻训，该旅装备维修科和装备管理科对
照履历书，及时更换老旧配件 50余个，
妥善处理各类突发情况 10余次，有效减
少了装备故障发生率，提升了实战化训
练水平。

第75集团军某旅依法加强装备管理

让每发炮弹“弹道有痕”
■杨吉星 胡 尊

7月中旬，第73集团军某旅按照新大纲要求，组织部队开展“敌后渗透”机降演练。图为官兵搭乘直

升机至“敌”纵深完成突袭任务。 刘福建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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