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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治 进 行 时

智能手机在给官兵工作生活带来便捷的同
时，也让失密泄密隐患随之增多。个别官兵由于
社会阅历浅、甄别能力弱，在使用智能手机时容易
忽视一些细节，比如在手机拍照、网上购物、视频
聊天、晒运动轨迹时，无意中暴露有关涉军信息。

这些隐患容易为别有用心的人所利用。工作中，
基层部队要严格按照《军队保密条例》等相关规章
制度抓好落实，并注重开展常态化保密教育和检
查，引导官兵从细节入手，始终绷紧保密弦，从源
头消除失泄密隐患。

“您好，我店新推出一款运动鞋，现
在下单能够优惠 30 元……”前不久的
一个周末，武警兵团总队执勤第六支队
某中队下士小郭拿到智能手机，正准备
和家人视频通话时，却意外接到了某网
商打来的推销电话。

挂断电话，小郭细细回想，终于
想到，一次放假期间，他使用手机网
购了一套运动服，在填写收货信息
时，除写明电话外，还留下了部队代
号及地址。

小郭及时将这个情况报告给中
队干部，中队向上级反映。最终，支
队保密委员会协调商家，将涉密信息
立即清除，并监督小郭及时整改个人
信息。

这次经历引发了基层官兵的讨
论。大家感到，网上购物随意填写部
队番号或代号等有关信息，会暴露军
人身份，也会导致个别商家乘机收集

官兵信息，推销有关产品。支队政委
张昌明告诉笔者，上级对互联网使用
管理有明确规定，不得存储部队代号、
军线电话和人员职务等信息。军人在
使用手机进行网络购物时，禁止暴露
单位名称、部队地址、工作性质、官兵
身份等应当保密的信息。“互联网上有
许多陷阱，一旦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
后果将很严重。”

由于方便实惠，网络购物成为很多
官兵的日常购物方式。调查发现，小郭
的情况并非个例，支队立即开展涉密信
息清查活动，成立专项清理整改小组，
由支队保密委员会及各大中队干部骨
干担任成员，严格排查官兵在网络购物
时留下的个人信息中是否存在暴露部
队番号、代号、地址以及军人身份的情
况。对发现的多项隐患进行专项治理，
督导有关人员彻底整改。

近期，支队还为官兵下发《官兵网

络购物防失泄密手册》，对官兵在网络
购物时需要注意的事项予以明确规
范。他们要求，快递人员不得进入营
区，不定期对网购签收单、送货人、接收
人等情况进行检查，对发现的隐患苗头
及时通报，对违规违纪行为严肃处理。
支队还将保密知识竞赛、《军人网购当
适度》微课等内容纳入政治教育计划，
引导官兵学法用法，切实增强保密意
识，坚决杜绝失泄密隐患。

经过整改，支队官兵深刻认识到网
络购物泄露军事信息的危害，保守军事
秘密的意识明显增强。

上图：近日，陆军某综合训练基地

采取全员普学、重点深学、专题辅导等

形式，组织官兵学习《军队保密条例》

《军队安全管理条例》，强化依法抓保密

安全的责任意识。

段 青摄

经历2

一张网购单隐藏的涉密信息
■孙 卓

网上防泄密，这些细节莫忽视
—基层部队教育引导官兵依法依规使用智能手机的两段经历

4 月上旬，第 76 集团军某旅导弹
四营的保密教育课堂上，教导员吴瑞
卿用一张老照片作为教学的引子——
“这是 1964年一期杂志的封面，是

一名记者为‘铁人’王进喜拍摄的。你
们能从这张照片看出什么信息？”吴瑞
卿先卖了一个“关子”，战士们不清楚
教导员“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一张照片能暴露多少信息？外

国情报专家由王进喜的衣着推断出
了油田所在的纬度；由王进喜所握着
的手柄式样，推断出油井直径；由背
景中的油田、井架密度，推断出了油
田的大致储量和产量。这张照片背
后的故事，被许多公司作为保守商业
秘密的生动教材。”吴瑞卿将那段经
历娓娓道来。紧接着一点鼠标，又
“晒”出了几张大家似曾相识的手机
照片截图。
“大家结合今天安全保密教育的

主题，以刚才的案例为启发，谈谈这张
照片暴露了哪些信息。”仔细辨认，不
少战士发现，这是营队去年参加高原
驻训时的照片。

三连排长姬童说：“照片上的雪
山特征明显，不远处的蓝色路牌字样
清晰，通过这些信息，可以对我们的
驻训地点进行大体定位。”“远处的野
战车场虽然有伪装网覆盖，但我认为
能通过装备轮廓推断出营队的编制
力量……”二连上士王定钧加入讨
论。官兵认真查摆，最终发现 7处可
能的失泄密隐患。

更多照片一一展示在屏幕上，战
士们发现，有的照片中哨兵身影后面
出现了某条公路的里程碑，还有的是
在回撤拍照留念时出现了火车站台的
标记……看着这些熟悉的场景，个别
战士当场红了脸、冒了汗。

随后，吴瑞卿引导官兵进行思考，

结合《军队保密条例》，谈及平时官兵
使用手机时的麻痹大意现象：有些战
士与家人视频，殊不知旁边的武器装
备入了镜；有的同志用微信发照片，尽
管打了“马赛克”，仍不难辨出是迷彩
服……“网上处处有敌情、有险情。小
小一张照片，极有可能造成严重的失
泄密事故……”教导员的这席话，让官
兵对保密安全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保密教育课结束后，该营官兵对
照《军队保密条例》自查自纠，发现了
手机通讯录存储涉及部职别、用备忘
录记录工作任务等问题，并逐一进行
纠改。
“今后我一定会严格遵守条令条

例和法规制度，在保密工作上做到慎
之又慎,绝不在一些细节上给失泄密留
下隐患。”该营新战士刘毅勇在连队
“安全保密大家谈”活动中的发言，让
大家深有同感。

经历1

一张老照片引出的保密话题
■赵炫竹

前不久，火箭军某旅一名战士违规
使用手机，被纠察发现，还将“现场”录
制成了视频。这段视频后来成为有关
部门加强教育管理的警示教育材料。

被通报批评后，违规战士所在营一
名领导决定痛下“猛药”，建议除批评教
育违规战士和追责连队主官外，还在全
营开展作风整顿，要求官兵周末一律不
得外出，组织队列训练。

这样的“猛药”不但没有见到疗
效，还带来了副作用。不少官兵对这
种管理方式颇有意见。旅领导了解情
况后，果断叫停，并对此事进行深入剖
析。“通过侵害官兵合法权益的方式进
行管理和开展警示教育，是典型的‘人
治’思维。”旅党委将培塑法治思维作
为“双向讲评会”的一项内容，要求基
层带兵人认真反思，查找工作中以权

代法、以权压法的土政策土规定。
随后，该旅组织官兵围绕“如何依

法纠治管理中的惯性思维”展开讨论辨
析、查摆纠治问题。
“层层加码是官兵反映最强烈的问

题之一。”部队管理科科长徐继承坦言，
以往，机关个别科室工作中仍存在集合
时间上打提前量、车辆派遣上抬高审批
权限等问题，不仅损害了法规权威，也
降低了办事效率。
“制度面前双重标准，搞人情化、特

殊化，也是管理中的易发问题。”发射三
营营长张玉川说，个别年轻干部在教育
管理兵龄较长士官时，容易出现“好人
主义”现象，导致执纪丢失分寸，扰乱正
常管理秩序。

赏罚不明“功过相抵”、评功评奖
“轮流坐庄”……问题一一摆出、讨论更

加深入，不少依经验不依条令、靠人治
不靠法治的惯性管理思维被亮出来。

针对这些问题，该旅制订《常态化
法纪教育活动实施方案》，组织开展“学
法、知法、用法、守法”专题教育，加强机
关基层干部骨干培训帮带，进一步端正
工作指导思想；通过网上知识竞赛等形
式，引导官兵自觉学习条令法规，树立
法治观念；推广清单式、表格式管理模
式，从抓好早操、点名等基本制度入手，
确保部队管理秩序正规化。
“事实证明，‘土法’炼不出好钢，

‘铁规’才能锻造利刃。”经过这次管理
风波，那名违规战士所在营领导对依法
治军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对抓部队管理
中存在的矫枉过正、搞土规定等做法，
进行了认真检讨反思，也为官兵们上了
一堂法治教育课。

火箭军某旅依法纠治惯性管理思维

“土法”炼不出好钢
■本报特约记者 田 亮 通讯员 孙丰皓

维权故事

“肇事者拖欠了多年的医药费赔偿，
在法律顾问的帮助下终于解决了……”
前不久，空军西安飞行学院某旅机务大
队下士小王和家人放下了压在心头的一
块石头。

数年前，小王父亲开着三轮车在乡
村公路上行驶，被迎面驶来的货车撞伤
致残。事后，小王母亲找肇事车主协商
医药费赔偿未果，只能到法院起诉。经

法院判决，肇事车主应向小王父亲赔偿
医药费，但肇事车主一拖再拖。

父亲致残常年卧病在床，医疗费让
小王一家背上了沉重负担。了解到小王
一家的情况后，连队指导员一边耐心做
小王的工作，一边向旅法律援助工作站
求助。

随后，在该旅有关部门协助下，法律
援助工作站的法律顾问与小王老家法院
联系，对事情的前因后果进行了解核实，
并向肇事车主发去律师函，用专业文书
的形式晓之以法律事实，动之以利弊得
失。法律顾问还指导小王拨打当地政府

热线反映情况。经过当地退役军人事务
局、人武部、法院等多方共同努力，肇事
车主给小王父亲赔付了医药费，并上门
道歉。

据了解，该旅联合驻地司法局成立
了法律援助工作站，并聘请一名律师担
任法律顾问，搭建起军地解决官兵涉法
涉诉问题的新平台。以此事为契机，该
旅还印发了法律顾问卡片下发基层，官
兵遇有涉法问题，可以拨打热线咨询。
他们还加强日常教育，由法律顾问组织
骨干培训和普法宣传等活动，官兵的法
治意识和维权意识明显增强。

“拖欠多年的赔偿终于解决了”
■本报特约记者 李生寿 记者 李建文

随着依法治军、从严治军的深入

推进，基层部队全面建设日趋正规

有序。值得关注的是，个别基层的

“五多”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治。比

如，个别单位为了工作显山露水刻

意“留痕”，除条令规定基层登记统

计的“七本、五簿、三表、一册”，还

“习惯性”保留了一些规定之外的登

记统计本。

干工作喜欢另搞一套，刻意“留

痕”，究其根源是依法抓建的法治观

念比较淡薄，对条令法规缺乏敬畏之

心。个别带兵人开展工作习惯靠行

政命令和经验做法，存在惰性思维，

不从单位长远建设出发去思考、解决

问题，工作方式简单化。纠治问题，

必须严格按照法规制度开展工作，首

要的是牢固树立法治思维，信法治、

守规矩。

守规矩要讲究“准”字。要准确

理解共同条令、《军队基层建设纲要》

《军事训练与考核大纲》等部队建设

发展的指导性法规条文，以及上级的

指示精神和决策部署，真正掌握理解

精髓要义，不望文生义，不断章取义，

不以偏概全，厘清哪些必须做、哪些

可以做、哪些根据自身实际做、哪些

明令禁止不能做，杜绝以带兵人的个

性喜好、传统习惯定规矩的做法，这

样才能确保严守规矩不走样。

守规矩要突出“战”字。落实法

规制度要始终对接战场、盯着打仗，

符合强军所需、备战所用，真正立起

战斗力标准。比如，大纲规定的实战

化训练内容，一定要严格按标准训实

训全，不能遇到难题绕道走，或是打

折扣、搞变通。要在日常生活中培育

官兵令行禁止的法治素养、敢打必胜

的战斗作风，练就过硬的军事本领，

适应瞬息万变的未来战场，通过严守

规矩不断提升战斗力。

守规矩要把握“情”字。法规制度

是指导、服务官兵的，因此也是带着温

度的。时代在变化，社会在发展，如果

不融入官兵，就无法了解最真实情况、

掌握最准确的资料、听取最充分的意

见，诸如刻意“留痕”的土政策土规定，

官兵不会从心里服气。深入基层，细

心把官兵脉搏，耐心听官兵心声，用心

知官兵冷暖，想基层官兵之所想，急基

层官兵之所急，解基层官兵之所难，这

样才能了解兵心兵意，带领官兵一起

守规矩。

守规矩是责任。作为基层带兵

人，要始终对法规制度深怀敬畏之心，

自觉坚守法治，做到破除积弊，依法履

职，不断推进基层建设在正确轨道上

健康发展。

（作者单位：32126部队）

依靠规矩治“五多”
■苏新波

军营“话”法
4月9日，武警甘肃总队参谋部通信大队按照《内务条令》关于军人健康保护的要求，组织官兵开展心理行为训练，通过手

指操训练等，舒缓官兵心理压力。 侯崇慧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