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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法治进行时

依据条令条例和法规制度开展工作，是

贯彻落实依法治军、从严治军的重要保证。

但在基层部队，个别带兵干部骨干依然存在

以言代法、以权压法的“人治”思维，习惯将一

些土政策土规定视为带兵“宝典”，损害了条

令条例和法规制度的权威性，影响到部队战

斗力提升。

纪之不严，必生怠惰。条令条例和法规制

度，对部队战备、训练、工作、生活秩序都有明

确规范，是加强部队全面建设的“铁规矩”。基

层干部骨干处在带兵第一线，必须坚持严字当

头、一严到底，坚决按照条令条例和法规制度

办事，增强法规制度执行力，绝不能打“擦边

球”，或者打折扣、搞变通，对官兵关注的敏感

事项，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带动官

兵形成自觉遵守、执行法规制度的良好氛围。

军营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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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朝兵摄

今年以来，第 76 集团军某旅对表
条令条例和法规制度，进一步端正工作
指导思想，规范基层日常工作秩序，加
强对基层干部骨干的培训帮带，教育引
导他们依法带兵管兵，并对官兵反映的
奖惩程序不规范、日常教育管理方式不
科学等问题进行纠治整改，在全旅形成
了依法依规执纪的浓厚氛围。

一人犯错，不该“连坐”处理

“一人犯错，怎能连累战友一起受
罚？”前不久，某连战士小张在夜间站岗
时违规使用手机，被机关查纠并通报，
连队也因此在“双争”评比中被扣了分。

为警示全连，树立严抓严管导向，
连队不仅让小张在军人大会上作了检
查，还对他所在的班排“连坐”处理，责
令班长和排长作出深刻检讨，全班战士
一月内禁止使用手机。连队的这一做
法，让受到牵连的官兵颇有意见。

一些官兵对连队的处理办法提出质
疑，认为这样有悖于条令条例；也有的官
兵认为，小张犯错误与平时教育管理不
到位有关系，作为对他负有主要教育管
理责任的班长和排长，受到处理也是应
该的。

同样对这个问题提出质疑的，还有坦
克连战士小李。前不久，小李在机关办公
楼站岗时打瞌睡，被当天的值班领导发
现，当场对他进行了批评教育。随后，连
队在晚点名时对他提出批评，并作出罚岗
两周的决定。原因是“在机关领导面前给
连队建设抹了黑，应该从重处理”。
“战士犯错误，应该按照条令条例

规定处理，岂能因为是被上级领导发现
而罪加一等？”连队一些官兵认为，落实
法规制度不该层层加码，无论何时都要
严格按照规定执行。

官兵的议论，引起了该旅领导的
关注。调研发现，个别营连在处理违
规违纪战士时的“越轨”现象时有发
生：有的战士外出超假几分钟，按说批
评教育即可，可恰逢当时正在开展作
风纪律整顿，于是被从重处罚；有的战
士在训练间隙到小卖部买东西，被纠
察发现并通报，便被取消半年的外出
资格……

处理的目的在于严明纪律，教育违
纪者和部队，强化纪律观念。这种“罪
加一等”或“连坐”的方式，不仅达不到
教育效果，还会破坏条令条例的权威
性、严肃性。该旅对基层带兵人开展条
令法规教育培训，校正他们思想上的偏
差，引导他们树立法治思维，严格按照
法规制度开展工作。

评功评奖，杜绝“轮流坐庄”

评功评奖导向不鲜明，既影响基层
官兵的积极性、创造性，也损害连队的
风气建设。对于这个问题，该旅领导深
有感触。

老兵退伍前夕，装步三连指导员罗
茂桥发现，在上报连队优秀士兵表彰奖
励候选人时，平时军事素质过硬、表现
突出的上等兵小刘，没有被班排推荐，
而平时表现一般、即将退伍的同年兵小

周，却榜上有名。
了解情况时，小刘表示：“去年我获

得过一次优秀士兵，今年又顺利选晋了
士官。而小周又临近退伍，不如把受表
彰的机会让给他。”

评功评奖到底该不该让？连队组
织官兵就此展开讨论。“荣誉面前不伸
手，这种发扬风格的精神值得肯定”“小
周这两年也很辛苦，退伍前照顾一下也
合情理”“如果容许‘轮流坐庄’，必然会
影响到风气导向，既有失公平公正，又
削弱了荣誉的激励作用”……讨论中，
官兵意见纷纷。
“这件事看似是在讲风格，但实际上

却违反了条令条例和规章制度，让依法
施奖、按绩表彰走了样。”经过罗茂桥的引
导，大家统一了思想认识。党支部要求
各班排严格按照条令条例和《军队基层
建设纲要》相关规定，重新上报参评人选。

该连的讨论引起了旅党委的重视：
评功评奖必须坚持战斗力标准，依法依
规组织评选，坚决杜绝迁就照顾、“轮流
坐庄”等问题的发生。他们严格按照
《军队奖励和表彰管理规定》，结合《军
队基层建设纲要》中明确的标准和部队
实际，细化制订评比和奖励实施方案，
明确方法步骤，使考评体系更加科学。
同时，他们还要求各单位公开评选并全
程接受官兵监督，确保评出的先进单位
和个人让官兵信服。

防空营上等兵沈文燕因多次在上
级比武中夺冠，在半年总结时荣立个人
三等功。她坦言：“本以为去年刚荣立
二等功，这次肯定不会考虑我。部队聚
焦练兵备战的导向这么鲜明，我更要努
力训练，再创佳绩。”

赏罚分明，不搞“功过相抵”

今年 5月，侦察一连副班长小刘在
上级组织的比武中取得了优异成绩。
可在上报评功评奖人员时，党支部成员
却在是否上报小刘一事上产生了分歧。

原来，此前不久，小刘在一次站完
夜间岗哨后，带着另一名战士来到连队
库房，取出白天购买的外卖加餐，被查
铺查哨的连队干部发现。

讨论中有人建议，小刘在比武中为
连队争得荣誉，可以考虑功过相抵，既
不推荐评选表彰，也不给予处分。但党
支部研究决定，《纪律条令》中对奖惩有
明确规定，功是功，过是过，该奖该惩由
法规制度说了算。他们严格落实奖惩
制度，在上报小刘为此次比武评功评奖
人员的同时，又责令他和另一名战士在
连军人大会上作出深刻检查。这一处
理方式得到官兵认可。
“连队党支部赏罚分明，赢得了官

兵的信任，坚定了大家对法规制度的信
仰。”事后，该旅广泛开展“依法执纪、遵
章守纪”专题教育，引导官兵将遵章守
纪内化为坚定信仰，外化为行为准则。
同时，他们还通过组织“新条令学习月”
活动，在旅强军网开设“法制小课堂”等
形式，教育引导官兵学法用法，增强遵
守法规制度的自觉性。旅里还认真听
取基层意见建议，对官兵个人证件管
理不规范、批假销假权限不明晰等问
题，对表条令条例进行纠治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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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依法和从严相统一，是推进

依法治军、从严治军基本方略的科学

遵循和规范。只有把法治挺在前面、

贯穿全程、作为准绳，坚持严之有法、

严之有据，部队建设才能在法治轨道

上稳步前行。

法规制度是不可触碰、不可逾越的

底线。在法规制度面前，必须心怀敬

畏、严格遵守、不越雷池。但从严必须

依法，依法方能从严，脱离法治的严管，

或者与法治貌合神离的严管，都有可能

变成“脱缰的野马”，让官兵望而生畏，

难以感受到法规制度中蕴含的温情和

厚爱，从而影响干事创业的热情动力。

现实中，个别基层带兵人简单片

面地强调严管，甚至为了彰显从严的

决心和态度，在法规制度之外任性加

码，随意抬高法规制度底线，让官兵不

知所措、无所适从，无形中产生了“少

干少出错、不干不出错”的消极心理，

捆住了担当作为、干事创业的手脚。

究其原因，不仅有指导思想上的偏差，

还有法治意识的淡薄，这会使严管在

实际工作中变形走样。

严管不仅是强调管理力度的加

大，还体现在对法规制度的坚决维护、

严格执行上。因为法规制度要求都是

刚性的，既要不打折扣、不搞变通地坚

决贯彻落实，又要一以贯之、持之以恒

地严抓到底，还要一个标准、一个尺度

地执着坚守，不能随着外部因素的变

化而时热时冷、时紧时松、时高时低，更

不能“跟着感觉走”。如果只想着法规

制度的严肃性，而忽略了其对官兵干

事创业的激励作用，重严管不重厚爱、

重追责不重容错，不讲实际生搬硬套、

不循法纪人为拔高，这样的“严管”，就

会成为官兵干事创业的“紧箍咒”和“绊

脚石”。

把法治贯穿严管的全过程，真正

实现严管的法治化，必须强化各级带

兵人的法治意识，尤其要做维护法治、

遵守纪律、落实制度的“老实人”，始终

绷紧法治之弦，既不“抽脂”也不“增

重”，既要从严更要依法，让一切工作

都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引导和激励官

兵在法规之内主动为、大胆为、争着

为，从而真正放下包袱、轻装上阵，心

无旁骛地干事创业。

“严管”不能任性加码
■周燕虎 任荟霖

前不久的一天上午，新疆军区某旅
组织士官点名，修理一连指导员金涛提
前 10分钟将全连士官带到集合场，却受
到部队管理科孙科长的批评：“集合时间
打了提前量，以后不准出现类似问题。”

原来，为了切实纠治“五多”问题为
基层减负，该旅制订了包括“开短会”“少
发文”等一系列具体措施。然而一开始，
基层工作压力并没有明显减少，甚至检
查减负落实情况的机关工作组，也成为
基层负担。有关部门在一次问卷调查后
发现，基层官兵反映的“机关督导检查少
了，但索要材料的问题没有减少”“找不

出问题，就挑‘鸡毛蒜皮’的小事凑数”
“机关无要求，营连自加码”等问题还不
同程度存在。

该旅党委研究时，旅政委宗建明建
议，减少“五多”关键在领导机关，要对
表法规制度列出细致的“减负清单”。
随后，机关根据基层意见建议，整理出
“关于减少基层‘五多’工作落实细则”，
详细列出了 97项明令禁止的行为，其中
包括“大型集会集合不得过分提前”“除
夜查人员外，机关干部禁止在熄灯后督
导检查基层”“禁止将官兵笔记作为检
查依据”等官兵反映强烈的问题，以及

“休息时间不得检查战士手机”等官兵
未曾反映的细节问题。同时，机关检查
采取工作组制，杜绝随意下基层；考核
评比严格落实年度工作计划，不搞“突
击检查”“不定时考核”。
“以往有段时间，晚上熄灯后都不敢

上床放心睡，就怕有机关干部突然来连
队检查。如今，这种现象没有了。”火箭
炮二连文书罗豪说。又比如，针对各类
集合层层打“提前量”的问题，他们明确
要求提前 5分钟带到会场即可。“现在留
给官兵自由支配的时间更多了。”工兵连
士官熊磊说。

新疆军区某旅

对表法规列出“减负清单”
■赵新宇 芮保军

“家属来队只需向营里申报，缴纳
一定押金，再买点日常洗漱用品，就可
以‘拎包入住’，省了不少心！”11 月 5
日，西部战区陆军某旅四营二连四级军
士长张志杰坐在宽敞明亮的士官公寓
中满心欢喜。

以往家属来队住宿问题曾是一些

基层官兵的烦心事。一是公寓房间少，
申请程序繁琐、审批时间长；二是需要
自行添置日用家具，劳心费神又耽误时
间；三是要提前缴纳水电费，无法做到
精准预估，影响了官兵家属来队的生活
满意度。

了解到这些容易分散官兵精力的

“挠头事”后，旅军需营房科清理出一批
闲置房屋进行粉刷维修，并购置床垫、桌
椅、立柜等家具及生活用品，官兵亲属来
队即可“拎包入住”。机关按照《军队国
有资产管理规定》要求，将这些物资登记
造册，让固定资产成为“明白账”。为确
保固定资产无损坏，在入住前收取官兵
一定的押金，在官兵亲属离队时退还。
同时，他们还将过去提前缴纳水电费的
规定，改为由军需营房科先供应、再核
表、后缴费。“水电费用多少交多少，绝不
侵占官兵利益。”军需营房科科长徐阳
说。旅里还规定，如果官兵亲属来队遇
到公寓房出现供求矛盾时，可以申请入
住旅招待所。这些暖心事，让官兵感受
到了家的温暖，激发了练兵动力。

西部战区陆军某旅为官兵办好暖心事

家属来队“拎包入住”公寓房
■赵炫竹 李雁景

近日，在西藏军区青藏兵站部某大
站帮带对子交流会上，勤务保障分队分
队长范安泰介绍，由他负责帮带的战士
小贾思想转变明显、训练劲头足，成绩得
到稳步提升。

往年外训期间，由于驻训地远离机
关、在位干部少、思想骨干缺，容易导致
个别官兵思想工作没有做到位、人员管
理出现问题。今年，大站党委正视问题，

及时通过调研、座谈、谈心交心等方式，
列出问题清单，找准问题根源。他们对
表条令条例及《军队基层建设纲要》等法
规制度要求，探索驻训期间官兵精细化
管理模式，指导基层分队完善“三互”小
组机制，在驻训分队开展“1+1”结对帮
带活动。他们针对官兵实际，科学搭配
帮带对子、制订帮带计划、明确责任要
求，营造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

相互鼓劲的和谐氛围，在面对面交流、心
贴心帮助中，把准思想脉搏、化解矛盾问
题、解开心理疙瘩，激发训练热情。
“‘1+1’结对帮带，既体现在日常生

活、学习、训练中，更体现在全天候的思
想互助和提醒监督中。”大站政委杨果
林介绍，他们将奖励、问责同帮带活动
有机结合起来，增强官兵的担当意识，
引导官兵对帮带对象用心、对困难问题
上心、对矛盾疙瘩操心，达到了相互帮
助、相互监督、相互激励的良好互助效
果。

思想疙瘩化解一个、问题隐患就杜
绝一个、训练成效就提升一分。该部机
关干部谢东升说，“1+1”结对帮带活动
的开展，及时化解了个别官兵的思想问
题，确保了外训管理安全有序，官兵的整
体训练水平也有了明显提高。

西藏军区青藏兵站部某大站

结对帮带提升安全管理质效
■朱伊丹 李金龙

新疆军区某边防团新兵四连通过开展小游戏、小对抗、小评比等活动，调动新战士训练积极性，

激发训练热情。图为新战士进行托举弹药箱竞赛。 钞飞航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