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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特别关注

一份历经数次修改

的管理规定——

“军人如何与手机相

处，我们一直都在寻找最

佳平衡点”

这些年来，手机管理规定到底修改
了多少次？第 74集团军某旅官兵中没
人能说出准确数字。不过，大家对手机
管理规定修改所带来的变化都有切身
体会。

在兵龄 16 年的四级军士长刘鹏威
的记忆中，旅里的第一份手机管理规定
出现在2005年。

当年，全国移动电话用户数量达
3.93亿。刘鹏威的很多亲朋好友都用上
了手机，连队一些干部、士官也买了手
机。就在这时，旅原军务科明确规定：正
营以上干部可以使用手机，其余人员禁
止使用。
“有人认为，放开使用手机，部队就

没个样子了，还会分散官兵学习训练的
注意力。”刘鹏威感叹，“这份规定可能是
‘史上最严’的，但开始的那段时间里大
家都能够遵守。”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手机上网、
在线聊天等功能日益丰富，刘鹏威发现，
身边“私藏手机”的战友越来越多了。于
是，2007 年，旅机关对手机管理规定做
出修改，放开了干部及士官使用普通手
机的权限，但禁止手机上网。

到了 2010 年，随着智能手机兴起，
我国手机网民规模继续扩大，手机上网
购物、玩游戏、看视频等日渐流行。就在
这一年，新修订的《内务条令》颁发，第一
次对军人使用手机进行了规范。该旅也
根据条令适时调整手机使用管理规定，
明确“干部、士官可以在规定时间使用国
产智能手机，义务兵在规定时间内可以
使用非智能手机”。

2014 年年底，移动 4G 网络覆盖全
国超过 340个城市，网上购物、订外卖、
地图导航等服务极大地便利了人们的生
活，手机成为信息化生活方式的重要入
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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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为智能手机进军营发放了
“准入证”。该旅也及时修订手机管理规
定，将智能手机的使用权限扩大到每名
官兵。

2018年 4月，新的《内务条令》颁发，
对军人使用手机进行了进一步的规范。
该旅也依据条令修改手机管理规定，增
加了官兵使用手机的时间。

回顾这些管理规定的变迁，刘鹏威
发现，智能手机在全社会的普及和移动
互联网的快速发展，是推动军营手机管
理规定不断变化的重要原因。刘立明则
认为，为不断防范手机带来新的安全隐
患，也要求手机管理规定不断修改更新。
“智能手机放开使用之后，网上赌

博、借贷、乱交友等问题随之而来。”刘立
明回忆说，为此，2015年年底，该旅在手
机使用管理规定中增加了禁止网上赌
博、借贷、浏览不健康网页等行为规范。

2017年年初，该旅一名战士因为违
规使用手机受到上级通报。旅党委考虑
引入手机安全管控平台，借助“技防”手
段来防止违规行为。于是，手机管理规
定再次修改，明确要求：智能手机需安装
手机安全管控平台APP。

在刘立明看来，管用的手机管理规
定注定不可能一步到位、一劳永逸，否则
就难以应对手机使用过程中的新情况。

刘立明说，手机不是一个功能固化

的事物，而是一个功能不断拓展升级的
平台，因此，“军人如何与手机相处，我们
一直在寻找最佳平衡点”。

一份每个人都有话

想说的管理规定——

“修改规定的过程，

也是一个转变管理方式

的过程”

“最新的规定把午休使用手机的时
间取消了，我感觉不合理！”在机关下发
的手机使用管理调查问卷上，中士郑奎
一五一十地填写意见建议。为了反映诉
求，他还向连队申请参加全旅手机管理
意见座谈会。

在这个旅，如今每一次手机管理规
定的制定和出台，都有无数个“郑奎”参
与其中。一营教导员文显军说，军营手
机管理在随着时代不断发展，旅机关制
定修改手机管理规定的方法程序也不断
变得更加科学合理。

文显军回忆，过去有一段时间，该旅
手机管理规定大多是“单向式”的：机关
制定修改，基层照章执行。

手机刚开始普及时，旅机关直接出
台规定一禁了之。“可大家日益增长的需
求怎能禁得住？因此，部分官兵开始私
藏手机，营连干部每天耗费大量精力检
查纠治。”

2007 年，旅里规定干部、士官可使
用非智能手机，但义务兵除外。当时，干
部、士官大大方方地在宿舍用手机打电
话，义务兵却只能用公用电话联系家
人。“他们心里肯定不是滋味。”文显军
说。
“如果当初在制定规定时，能够让管

理者和被管理者有更多的沟通，或许矛
盾能得到化解。”文显军认为：“一次次修
改手机管理规定的过程，本身也是一个
推动我们不断转变工作方式、管理方式
的过程。”

如今，该旅在修订手机管理规定时
注重发扬民主，通过调查问卷、基层座

谈、强军网“兵情兵意”平台等方式搭建
沟通渠道，引导官兵主动为旅手机管理
出谋划策。

2017 年的一次手机使用管理调研
中，有连主官反映，军械员、卫生员、司务
长等特殊岗位人员日常不配备手机不方
便开展工作；有大龄未婚士官抱怨，“平
时不让用手机，谈个对象都不方便”……

听到这些声音，该旅党委及时修改
手机管理规定，在符合保密要求的条件
下，扩大了特殊人群使用手机的范围和
时间。新规一推出，官兵们纷纷称赞。

当然，广泛听取官兵意见并不代表
完全按照官兵的意见办。目前，针对手
机使用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该
旅已形成了基层广泛调研、机关拟定对
策建议、党委研究审核的手机管理规定
修改机制。

一位旅领导感慨：“一份手机管理规
定，官兵们人人都有话想说，站位不同诉

求也就不同；把民主集中制贯穿管理规
定制定修改全过程，才能确保决策科学
性。”

一份难以让所有人

满意的管理规定——

“ 不 管 社 会 怎 么 发

展，军营里总有一些原则

要始终遵循”

数月前，两起违规使用手机事件让
部队管理科参谋汤西西印象深刻。

一名下士连续两次违规使用手机被

机关检查通报，前后间隔只有一个半月；
与此同时，一位入伍 1年零 5个月的上等
兵刷新了违规使用手机的最短兵龄纪
录。

谈起违规使用手机的原因，两人
都说规定内的手机使用时间不够。真
的不够吗？汤西西拿出一份问卷调查
回应道：“绝大多数官兵认为当前规
定的手机使用时间是能满足需求的，
但对于网络游戏沉迷者，多少时间都
不够。”
“手机管理规定是注定无法让所有

人都满意的。”二营营长侯大尉认为，
官兵个人情况、认识觉悟不同，个人诉
求也就不同，然而，有管理就一定有限
制，有限制就必然与个别利益诉求存在
冲突，这是不可避免的。

前段时间，关于午休时间是否允许
使用手机在该旅引发热议。从基层调研
情况来看，超过半数的官兵持肯定态

度：午休属于个人支配时间，为啥不能
开放手机使用？同时，也有不少干部骨
干反对意见鲜明：如果中午让用手机，
不少人就不午休，下午的训练效益势必
受到影响。

各方意见反馈到了旅党委，也引起
了一番讨论，但最终他们一致通过了禁
止午休时间使用手机的方案。一位旅领
导道出心中看法：保证官兵的休息也是
保障战斗力，“任何事情都不能与部队
的主责主业冲突，这是根本原则。”

近年来，面对智能手机和移动互联
网的不断发展，面对官兵对手机管理使
用的一些新诉求，该旅的手机管理规定
多次修订更新，但一些“根本原则”始
终坚定不移，甚至不断强化。

安全保密原则——面对网上失泄密
隐患，该旅最初通过规范上网行为来预
防。后来，他们增加了每周手机抽查、
自查机制。如今，他们又给全旅手机都
装上了安全管控软件，通过“人防”和
“技防”结合来管控防范风险。

服务战斗力原则——一方面，他们
通过技术手段限制官兵安装部分容易沉
迷的网络游戏；另一方面，他们积极向
大家推广“学习强国”“军职在线”等
学习类软件，推荐关注一些介绍体能训
练、战法战术等实用知识的微信公众
号，引导官兵利用手机开展线上学习，
提升个人能力。

合理需求原则——这些年来，在手
机管理方面，该旅各级带兵人始终坚信
一点：手机管理需要疏堵结合，堵住风
险，满足合理需求。为此，他们在规定
范围内多次增加官兵手机使用时间，并
针对官兵不断增长的合理需求，取消了
对手机支付、网上购物、视频聊天等使
用行为的限制。
“一切原则都是基于军队作为战斗

集体这个特殊的属性。”该旅参谋长徐
知喜认为，随着智能手机和移动互联网
的发展，官兵在使用手机方面必然产生
更多新需求，并促使部队对管理规定作
出新修改，但“不管社会怎么发展，军
营里总有一些原则要始终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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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管理规定为何不断“迭代”
■本报特约通讯员 程锡南 通讯员 沈 图 韩超军

夜已深，桌上的调查问卷堆了高

高一摞，烟灰缸里的烟头也积了不

少。第74集团军某旅部队管理科科长

刘立明，仍在为修改一份手机管理规

定加班加点。

手机管理是部队管理科的一项日

常工作。这不是刘立明第一次起草手

机管理规定，但每一次都是反复权衡、

思量再三，因为其中任何一项都将影

响官兵的切身利益。

新修订的《内务条令》规定：基层单

位官兵在由个人支配的课外活动时间、

休息日、节假日等时间，可以使用公网

移动电话。具体使用时机和管理办法，

由旅（团）级以上单位结合实际制定。

在管理科工作两年多，刘立明经

历了4次手机管理规定修改。每一次

修改的原因不尽相同，有时是因为违

规使用手机的人数增多，有时则是因

为基层官兵反映的一些意见。

这一次修改规定同样事出有因。

前段时间，旅里建立容错机制，对首次

违规使用手机的人员以教育引导为

主，受到官兵好评。可几周之后，违规

使用手机的人数明显增多，旅党委不

得不重新审视这一机制。

为此，刘立明专门到基层营连调

研。调研结果是，38.9%的官兵认为，如

此“容错”容易产生违规使用手机的侥

幸心理；61.1%的人则认为，落实首次违

规使用手机的容错机制不影响官兵后

续工作积极性，也能起到警示作用。

思前想后，刘立明还是选择了站

在少数人那一边。“一起违规使用手机

问题很可能给官兵自身和单位带来难

以弥补的后果，作为全旅手机安全管

理的责任人，我必须把底线兜住。”最

终，他建议旅党委取消首次违规使用

手机容错机制。

这个夜晚，修订完手机管理规定，

刘立明电脑里“手机管理”文件夹中再

添一份新文档。看着文件夹里手机管

理规定的一个个版本，他揉了揉困倦

的眼睛，很想在今晚这份文档名称后

加上“终稿”两个字。

但他知道，就像手机在不断更新

换代一样，军营手机管理规定也需要

不断迭代。

左图：第74集团军某旅二连副连长陈涛向官兵们讲解手机安全使用规范。 杨 帆摄

右图：该旅历经多次修改的手机管理规定。 康 雅摄

俄军——

“功能机”才是“真爱”

俄罗斯军方对手机的管理极其严

苛，军队人员只准使用仅能打电话和发

短信的“功能机”，工作期间和办公场所

严禁使用手机。这一制度出台的背后

有着惨痛的教训。20世纪末的车臣之

战中，一名俄方指挥员直接使用手机给

部队下达战斗命令，遭到敌人的窃听。

于是，敌方预先在俄军行动的路线上设

下埋伏，俄军损失惨重。

美军——

把手机变成“战斗机”

美军一方面禁止军人私自使用智

能手机，另一方面又给官兵配备了自

行研发的军用智能手机。这种手机不

仅使用安全，可加密存放官兵的个人

音乐、视频、短信以及照片，更是官兵

战场作战的“得力助手”：可作为战场

态势感知终端，将战友列入“好友名

单”，实时显示己方态势；能充当微型

火控系统，精确测算风速、重力、地球

转速等微小因素对弹道的影响，修正

射击诸元，并遥控火炮与导弹攻击。

英军——

驻外军人禁用手机

在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中，武

装组织曾数次利用截获的手机信息，向

英国军人的家属们发送“死亡证明”，告

知其儿子或丈夫已经命丧疆场，以此发

动心理战。为此，英国军队要求驻外英

军禁止使用手机，与家人通信必须通过

安全的军方电话线路，且限定时长每周

不能超过30分钟。无独有偶，澳大利

亚军队也要求驻外军人出境执行任务

时必须上交手机和电话卡。

以军——

手机与社交网络“绝缘”

以色列历来重视网络安全。以色

列军方为防止泄密发布命令：包括高级

将领在内的所有以色列军人一律禁止

使用互联网的社交网站，如Twitter和

Facebook等，以防敌对势力渗透进以色

列安全系统，导致国家机密泄露。

印军——

手机不能装外国APP

印度国内市场上热销的手机大

多是外国品牌，有的外国品牌甚至占

据印度手机市场6成以上。面对这一

局面，印度政府要求各级通过面对面

会议、政府内部电话和固定电话谈论

工作，“不到万不得已，不要使用智能

手机谈论敏感话题”。在此基础上，

印度军方还要求所有军人删除其智

能手机中的外国应用程序。

韩军——

军官士兵“区别对待”

韩国军队禁止军官未经许可持有

私人手机等通信设备，禁止士兵携

带手机进入军营。按照规定，韩国

军官经批准后按照相关要求可使用

私人智能手机，而韩国士兵则在整

个服役期间都不得持有手机，只能

通过营地的公共电话与外界联系。

韩国军方后来允许士兵在营区里租

用只可收发短信的手机，与家人和

朋友联系，但租用的手机只能在有

限的休息时间使用，因为其他时段

信号不通。

智能手机，各国军队这么管
■李 维 闵洋攀

聚焦军营智能手机管理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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