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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军营智能手机管理①

图①：第80集团军某旅官兵休息
时间在宿舍内使用手机。

图②：按照规定，操课时间，官兵
的手机都存放在连队的可充电手机

存放柜里。

图③：打开连部的一个抽屉，里
面摆放了好几部连主官暂时代管的

“第二部”手机。

潘为铭摄

凌晨1点，第80集团军某旅下士贾

磊蒙头钻在被窝里，手机屏幕的荧光映

衬在脸庞上，明暗闪烁不定。每隔一会

儿，贾磊就要钻出被子透口气，顺便擦

掉凝结在屏幕上的水汽。

正驰骋在手游世界中的他，不忘分

神从战友的鼾声中捕捉异常的“风吹草

动”——一旦听到脚步声或开门声，他

就瞬间完成露头、转身、藏手机等一系

列动作。

凭着这种“草木皆兵”的警惕性，贾磊

数次躲过连主官和机关人员的检查，在紧

裹的被子中藏着一部亮着光的手机，并沉

溺在那个光影交错的世界里难以自拔。

2015年 7月，原四总部颁发《关于

进一步规范基层工作指导和管理秩序

若干规定》，为智能手机开具了军营“准

入证”。智能手机在满足官兵个人需求

的同时，给部队安全管理带来的挑战也

伴随而生。

严格的手机管理制度，贾磊当然清

楚。《内务条令》明确规定：军人使用移动

电话，实行实名制管理。旅（团）级以上

单位应当对使用人员的姓名、部职别、电

话号码和移动电话品牌型号等进行登记

备案，“不使用时，通常集中保管”。

此刻，在连队的手机柜里，有一部

登记备案在贾磊名下的手机正静静躺

着。贾磊手中的是登记备案之外的“第

二部”手机。

“第二部”手机又叫“账外机”，是

未经审批、官兵私自使用的手机。“这

个‘二’是虚指，现实中它可能是三、

四、五……”该旅保卫科科长董海峰说。

此刻，与贾磊一墙之隔，连长阮拥

军也毫无睡意——他正因为“第二部”

手机问题辗转反侧。白天的安全管理

工作会议上，各级领导都就“第二部”手

机问题说了重话。

这个问题是老问题，也是“出不起的

问题”。第一季度，集团军部队因智能手

机管控被上级通报的问题中，绝大多数

是“第二部”手机引起的。而在另一份上

级关于安全问题的通报文件中，出现失

泄密、网上借贷赌博、乱交往等问题的，

也大多与违规使用智能手机有关。

在旅政委王冰眼中，“‘第二部’手

机已成为手机管理的核心问题、部队安

全管理的重点问题，也是一道逼着我们

与时俱进转变治军方式的现实考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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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敢拍胸脯保证

本单位没有“账外机”

贾磊在连长阮拥军那里也“寄存”了
一部手机。

那天，他趁出公差之机蹲在锅炉房里
玩游戏，如果不是一只手突然搭上他的后
背，把他从虚拟世界拽回来，他很有把握
拿下那一局——手的主人正是阮拥军。

与贾磊的叙述不同，阮拥军并不觉
得这是一次“突袭”：“游戏音乐隔着门都
能听见，站身后半天他都没察觉。”

手机被暂时没收了，“教训”不可谓
不深刻。然而，周末外出时，“放不下游
戏排位”的贾磊还是钻进手机店，咬牙买
了一部“游戏体验更流畅”的手机。一路
上，他三番五次从书包夹层掏出手机来
检查，生怕手机没调至静音。

又一台“账外机”潜入军营了，围绕
着它，一场检查与躲避检查的“猫鼠游
戏”又将展开。

今年是贾磊入伍后的第 6年。他坦
言，身边不少战友都有过违规使用手机
的“教训”，也各有各的“心得”，然而，没
有什么“藏手机”的办法是永远万无一失
的。前一天还跟战友炫耀将手机藏在厕
所抽水箱中躲过检查的人，很可能过几
天就一个人闷在图书室埋头写检查。
“你只要一段时间不管，‘账外机’问

题就会抬头……付出的时间精力与手机
数量是呈反比的。”军务参谋出身的阮拥
军抓管理很有一套。但他同时也承认，
“账外机”的藏匿方式不断推陈出新，管
理的难度越来越大了。

同样担任过连长的副营长杨波则认
为，“或许‘账外机’的数量压根没变，变
的只是藏匿和使用方式。”

一天，杨波在连队图书室发现一本
大部头书的内页被掏了个洞，大小刚好
放下一部手机。他不由联想到一部电影
中，主人公用同样的方式藏了一把鹤嘴
锤用来越狱。

阮拥军不得不琢磨着升级监管手
段。他决定由抓“藏”改为抓“用”：一有
时间就到各个宿舍转转，看看有没有人
躲在角落低着头，或是躺在床上聚精会
神地“观看”手中的迷彩上衣。

如今，他随便走进一个宿舍，打眼
一看，就能从官兵的身体姿势、面部表
情等蛛丝马迹中判断有无“猫腻”。查
铺时，他会故意制造离开的声音，然后
蹑手蹑脚地杀个回马枪。有时他会天
天到各宿舍转悠，有时又一两个星期按
兵不动……

然而，对方的警惕性也越来越高。
行走在走廊上，阮拥军不止一次听到有
人压低声音提醒：“连长来了！”一次晚上
上厕所，杨波隔着门听见有人询问岗哨：
“连长睡了吗？”

对于“账外机”，基层主官们谁也不
敢大意。违规使用手机的问题，各级大
会小会讲，机关隔三差五查，违规使用手
机的处理通报“传达至每名官兵”，“零容
忍”“红线底线”等字眼经常挂在主官们
嘴边，奈何“第二部”手机依然“野火烧不
尽，春风吹又生”。

一次检查，上级借助科技手段在该
旅一个连队查出多部“账外机”，那个连
的连长被责令在全旅大会上作检讨。本
以为“血的教训”能让人警醒，可仅仅一
星期之后，那名连长又发现一名战士藏
着“第二部”手机。
“别人被发现是不够聪明，上次被发

现是运气不好”，这是战士们的普遍心
理。保卫科科长董海峰认为，违规使用
手机问题屡屡发生，与监管困难、不少人
存在侥幸心理不无关系。

从念检讨到给处分，从手机寄回家
到禁用一段时间……一些单位试图通过
提高违纪成本让违规者“知难而退”。但
在阮拥军看来，这并没有起到多大作
用。他打开连部的一个抽屉，里面躺着
10多部“账外机”。

去年，阮拥军的连队被评为“安全管
理先进单位”。其他连队熟识的主官有
时会向他请教手机管理的经验，他却总
是一笑置之。“哪有什么经验啊！”他并不
掩饰自己心中的不安：“谁敢拍胸脯保证
本单位没有一部‘账外机’？！”

这场手机争夺战，

各方都很受伤

贾磊又被“突袭”了，还是打游戏的
时候太过专注，还是在营区锅炉房。不
过，这一次，站在他身后的人从阮拥军变
成了上级检查组人员。

看似幽默的故事，结局却令人惋惜：
营党委研究决定，给予贾磊严重警告处
分一次，取消入党积极分子资格，调离工
作岗位。营军人大会上，贾磊作检查时
几度哽咽。平日里声如洪钟的营长孙卓
宣读处分决定时也有些不在状态——谁
都看得出来，营长挺失落。

失落的何止是营长，贾磊所在的侦
察营虽然调整组建不久，但完成任务出
色、训练成绩突出。大家心劲儿正足时，
突然出了个上级三令五申禁止的“账外
机”，平日里张口闭口“我们侦察营”的官
兵一下子安静了许多。

这一次，没有人再严厉批评贾磊，他
却比以往任何一次更受打击：“整宿失
眠，真希望这是一个梦。”

怕他想不开，指导员潘为铭与他促
膝长谈，鼓励他振作起来。贾磊走后，潘
为铭瘫进椅子，掏出手机拨通正在休假
的阮拥军的电话：“你说，要是咱俩当初
处罚再重点，或者检查得再勤点，这事儿
是不是就不会发生……”

董海峰很理解此刻营连主官们的心
情。

一年前，一名士官违规使用“第二
部”手机网上赌博，越陷越深，没钱了就

网上借贷继续赌，直到连本带利欠款十
多万元。“他家境并不好，父亲刚因病去
世，母亲东拼西凑帮他还债，但也只是杯
水车薪。”每当被手机管理折腾得身心俱
疲时，董海峰就会想到那名战友和他的
母亲，然后继续耐着性子教育、管控，尽
可能消除安全隐患。

这个隐患是巨大的。在该旅部队管
理科科长卢传龙看来，违规使用的手机
“就像一个后门程序，在你不知道的情况
下，可能把整个军营都打包上传到网络，
而且只有出事了才能确定它的存在”。
“2017 年，美军士兵因使用手机跑

步软件而暴露秘密基地的事件就充分说
明，智能手机在给军人带来便利的同时，
也对使用者的安全保密意识和自律能力
提出了更高要求。”

不少营连主官也表示，因为涉及人
员广、隐蔽性强，“第二部”手机的问题牵
扯了大家很多精力，而这些精力本应该
用在提升战斗力上。为了躲避监管，“第
二部”手机的藏匿者往往在午休或午夜
时“活动”，如此一来，势必影响其训练工
作的效能。

此外，每月话费交双份，一部手机少
则千八百，多则好几千，违规者也会付出
不小的经济代价。有名战士当兵几年，
“除了 8部手机，根本没存下多少钱”。
有人担心，如今便捷的网络借贷可能进
一步刺激大家在手机上过度消费。

影响不止如此。阮拥军察觉到，之
前一个跟他无话不说的战士，自从被抓
住使用“账外机”后，明显与他疏远了。
“就像家长与孩子，你觉得是为他好，可
人家未必领情。”

有一天，阮拥军上午刚强调了从严
处理违规使用手机的问题，下午就发现
一名骨干藏着“第二部”手机。四目相
对，阮拥军有些犯难：“处理重了，怕他一
蹶不振；处理轻了，我哪还有底气管理其

他人？”
潘为铭最担心的是，围绕一部手

机，官兵之间可能产生隔阂，产生不信
任和防备，甚至将双方推向对立面。在
他眼中，“这场手机争夺战，各方都
很受伤”。

要想将它根除，

首先要想想它因何

而生

“一天不登录游戏，之前的持续付出
就作废了。”谈及沉迷手机游戏的原因，
贾磊有种无力自拔的感觉。

大学生士兵杨翰林认为贾磊这是
“手机成瘾”。“现在‘手机成瘾’很普遍。”
杨翰林曾在大学里担任学生会主席，当
初为了鼓励同学们放下手机，他组织过
不少社团活动，还曾带上红袖标走进各
个教室担任“纠察”。
“第二部”手机里到底有什么？阮拥军

也想弄明白这个问题。他觉得，“对于这个
‘打不死的小强’，要想将它根除，首先要了
解其滋生的土壤，想想它因何而生。”

为此，周末休息时，他下载了一款备
受官兵追捧的短视频软件，本打算“看一
眼”，没想到 15秒一个的短视频，他坐在
桌前一口气“刷”了一上午。
“冷静想想，现在的新闻、视频甚至

购物软件都运用了大数据分析，你喜欢
什么它就不停向你推送什么，游戏更是
想方设法增强‘用户黏性’，诱惑确实太
多了！”阮拥军感叹。

当然，原因并非这么简单。采访中，
有官兵认为，已备案的手机“服务和管理

跟不上”，同样是“第二部”手机大有“市
场”的重要原因。

四级军士长庞晓军对此体会深刻。
他刚当爸爸不久，每次领取手机后第一
件事就是跟孩子视频。然而，由于同时
使用手机的战友太多，视频电话要么打
不通，要么图像卡顿。“费那么大劲抓管
理，也许在服务上多下点功夫问题就解
决了！”庞晓军说。

对于下士小李来说，手机是他和女
友之间的情感纽带。他坦言，人都有正
常的情感需求，手机已成为这个时代联
络感情的重要工具，可自从到了部队便
经常“失联”，女友有时抱怨“感觉交了
个假男朋友”。在这样的情况下，不少
人都对一部能够随时保持联络的手机
有需求。

小李也承认，目前单位对手机使
用时间的限制其实已经比较宽松了。
不少人为什么不爱用已备案的手机？
这与已备案手机不时面临的严格检查
有很大关系。

为了防微杜渐，各级检查都会重
点对官兵手机安装的软件、存储的内
容、浏览的痕迹等“过筛子”。游戏充
值记录、不良网站浏览记录等都是检
查通报的内容。
“连聊天记录都要翻看，毫无隐私可

言。”一名战士对检查中他和女友的聊天
记录曾被翻看，至今耿耿于怀。他说，那
次检查过后他就把聊天记录都清空了，
“虽然挺舍不得！”

这名战士透露，每次检查交手机之
前，清空聊天上网记录、卸载软件其实已
成不少人的“常规操作”，更有甚者直接
“恢复出厂设置”。

这么做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人确
实是为了躲避检查，有人则是表达抵触
情绪，也有不少人是担心因为浏览网页
时手机缓存了公开报道的涉军图片，或

是一些软件悄悄推送了不良广告而被检
查通报“误伤”。

有人认为，如此一来，旨在防范问题
的严格管理检查就失去了意义，问题反
而和“第二部”手机一起隐性化了。

不过，在部队管理科参谋王赫看来，
严格的检查仍然必不可少。“失泄密、乱
交往、网上赌博这些大问题的苗头，哪个
不是通过逐人逐机地细致排查发现的？”
他坚信职责所在，尽管可能不被理解。

这是一场综合治

理，管理和被管理者

都要协同用力

阮拥军曾经当众砸过手机。
那是他自己的。上军校时，因为违

规使用手机，他和几名同学被要求当众
砸毁自己的手机。然而，没过多久，他又
偷偷买了一部手机，此后很长一段时间，
他都感觉自己“戾气很重”。

担任连长后，阮拥军体会到了管理者
的压力，但也时刻告诫自己，绝不能用蛮
横无理、简单粗暴的方式打压。他一直在
思考如何“温柔地”根除“第二部”手机。

在杨波眼中，“这就是一场与手机争
夺士兵的‘战争’。”他认为，年轻官兵沉迷
于手机中虚拟的世界，与管理者教育引导
不够，现实生活单调乏味不无关系。“就像
如今的一些家长，孩子闹的时候给他手机
玩，自己该干啥干啥，转过头来又抱怨孩
子沉迷手机，不从自身找原因。”

为引导官兵放下手机，阮拥军和指
导员潘为铭借鉴综艺节目，开展了“撕名
牌”“我是演说家”等趣味性十足的活
动。杨波坚持每天教大家一点欧式泰
拳，并利用体能训练时间摆擂台对抗，后
来，他发现有战士使用手机时不再玩游
戏了，而是在观看格斗教学视频。

该旅也做了不少工作。他们与驻地
电信公司签订安全保密协议后，为官兵
登记备案的手机号推出了流量优惠套
餐，费用比地方便宜一半。电信公司在
旅里的多个营区增建 4G信号塔，已备案
手机上网更快速顺畅。旅里还统一定做
了手机充电柜，休息时间，官兵再也不用
守着插排坐了。
“我们也要从‘用户体验’的角度来

解决问题，要让备案过的‘第一部’手机
好用、实惠又方便，让官兵高高兴兴接受
监督管理。”旅保障部部长薛凯说，这样
才能从根本上消减“第二部”手机的生存
土壤。

为了打消大家对检查监督的“顾
虑”，他们引进了手机动态管理监控应用
系统，设立黑白名单、屏蔽敏感词、过滤
不健康网址，从源头入手加强管理，确保
官兵安全健康上网。

与此同时，旅机关结合上级通报的
问题，及时修订《手机管理规定》，对手机
检查“哪一级谁能查、查到什么程度”提
出了明确标准。他们还联系军工企业开
发了便携式手机检测设备，“连上手机 3
分钟，存在的问题一目了然”，既提高检
查效率，又保护官兵隐私。

最近，贾磊像是换了一个人，跑步时
偷偷往腿上绑沙袋，午休时主动打扫连
队卫生区。
“游戏还玩吗？”潘为铭小心地问。
“不了，感觉浪费了太多时间，跟别

人差距太大，加班加点都不一定补得上
呢！”贾磊回答。

潘为铭对贾磊的成长感到欣慰，但
也惋惜其成长的成本太高，对部队手机
管理的深刻认识来得太晚。
“其实，世界各国军队都对智能手机

管理有着严格限制。军队是个特殊的战
斗集体，这意味着我们必须让渡一些常
人所享受的生活。”潘为铭认为：“如果被
管理者都能意识到并认同这一点，‘第二
部’手机就不会有存在的意义。”

在他看来，“这是一场综合治理，管
理和被管理者都要协同用力。”
（应采访者要求，贾磊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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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二 部 ”手 机
游离于管理之外的“第二部”手机，已成为手机管理的核心问题、部队安全管理的重点问题，也是一道逼着我们与

时俱进转变治军方式的现实考题。

■■李志伟 王文记 颜士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