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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问答复你
军媒视窗

7月16日

小岳战友：

你好！

2020年过得真快，转眼已到8月，又

一批服役期满的战友即将告别军营，开

启人生新的征程。个人档案作为记录军

旅生涯的原始文件，真实地记载每位战

友在部队工作、学习、训练等情况，入伍

后的履历、军衔和职级的变动，以及获得

的各种表彰、奖励等。为了以个人档案

留存军旅印记，提升军人荣誉感，维护和

保障军人权益，档案“留队”是不可或缺

的一步。

如今，个人档案“留队”已成为硬性

要求。今年1月1日起施行的《军队档

案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规定：“军队

单位应当加强所属人员个人档案材料

的收集、整理、归档、保管和移交工作；

个人档案移交地方时，所在单位应当留

存档案的数字复制件，并于5年内移交

军队档案馆”。也就是说，退役战友的

档案以电子形式“留队”，已成为部队档

案管理的正式规定。这项规定既适应

了部队信息化建设的要求，又回应了广

大退役军人的呼声，有效解决了“档案

随人走”带来的“当兵若干年，部队无痕

迹”问题。

不仅如此，《条例》还明确：“符合国

家和军队档案管理要求的电子档案，与

纸质档案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这一规

定直接明确“留队”电子档案的法律地

位，以防档案在移交地方或地方保管过

程中出现丢失、损坏等意外情况。部队

留有电子档案作为备份，相当于给个人

档案上了一份“保险”，为退役战友解除

了使用档案的后顾之忧。同时，档案

“留队”是军人军旅生涯的客观记录和

承载，不但能够增强军人的归属感和荣

誉感，还可为日后维护和保障退役军人

合法权益提供凭证，有着不可替代的价

值和作用。

然而，档案“留队”不是说说那么

简单，需要个人、单位和档案管理部门

多方合力，才能将这项工作做细做

实。首先个人要如实记录，就像《条

例》要求的“军队单位和人员应当对各

项工作过程进行客观记录”，真实地记

录在部队工作、学习、生活的客观表

现，尤其是涉及凭证性的数字、时间、

级别等，必须准确无误。其次单位要

收集齐全，凡是与个人有关且符合归

档要求的文件材料，都必须应归尽归、

一张不丢。第三是档案管理部门要对

退役人员档案进行细致整理、全面检

查、认真审核，在寄送地方前按照有关

技术要求，及时完成数字化扫描，并在

规定时限内向档案馆移交。

为满足官兵查询档案、使用档案的

需求，《条例》还首次对军队人员、退役

军人以及曾在军队工作的其他人员查

阅档案的办法进行规范，简化了档案利

用审批程序，明确了持本人有效身份证

件，可以按规定查阅档案中的本人信

息。本人不能亲自查阅的，可以书面委

托他人查阅；本人去世的，其直系亲属

可以查阅。

今年是新修订的《军队档案条例》发

布施行的第一年，相信各级会重视起来，

将这项工作开好头、起好步，落实好档案

“留队”要求。

战友们，放心好了！

执笔：中部战区某档案馆 黄 河、

宋振杰

离队战友，你的电子档案将“留队”

编辑同志：

我是一名即将离队的战士，最近几个月一直在机关帮忙整理士兵档案。单位负
责人力资源管理的王干事说，从今年开始，部队要给上级档案馆移交一份退役人员
的电子档案，方便大家以后查询，希望大家认真做好个人档案整理工作。请问这项
规定是什么时候施行的，基层单位具体要做好哪些工作？部队保存的电子档案是否
同样具有法律效力？如果退役后，我想到部队档案馆查询个人电子档案，需要哪些
手续？ 战士 小岳

7月22日

今年的定向培养士官招考已经开
始，一些不法分子动起了“歪脑筋”，打着
各种各样的旗号，以招生为名骗取考生
和家长的钱财。在这里，我们将不法分
子的诈骗手段进行汇总，希望能帮助考
生和家长了解定向培养士官的招生情
况，避免上当受骗。

1.缴纳各种费用。

这是不法分子最惯用的伎俩。他们
以缴纳各种费用为名，向考生和家长收
取数额不等的报名费、体检费。虽然金
额不一定很大，但干扰了征兵工作秩序，
严重损害了政府和兵役机关形象。

提醒：报考定向培养士官通过填报
高考志愿进行，录取前，不需要缴纳任何
费用。

2.不成功不要钱。

有些不法分子通过非法渠道拿到一
些考生名单，专门打电话给“潜在对象”
介绍所谓的“关系”，表面声称“不成功不
要钱”“成功录取或者入伍以后再给钱”，

实则是“撒网捞鱼”，能骗一个是一个。
从以往的一些教训看，由于投机取巧并
不光彩，再加上缺少有力证据，一些受骗
的考生及家长只能吃“哑巴亏”。

提醒：报考定向培养士官靠的是自
己的高考成绩和过硬素质，而不是靠关
系。体检、政治考核、面试均合格后，教
育部门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投档录取。

3.收取高额培训经费。

有的不法分子专门开设面试培训
班，印刷所谓的面试题库和提纲等，编
造出“报名费、中介费、培训费、资料费”
等各种名义，声称“包过”“包走”，向考
生及家长索要钱财。

提醒：定向培养士官面试均由考官
根据考生个人情况出题及交流，没有题
库，也没有提纲。

4.声称能够“疏通关系”。

有的不法分子自称熟识军队领导或
军队招生工作人员，甚至直接冒充军队
领导和招生人员，让考生家长花钱“买保
险”或索要钱财帮助“疏通关系”。

提醒：政治考核、面试和体检在
各省征兵办公室统一组织下，由各
市、县（区）征兵办公室在指定地点进

行，考生和家长只有在这时才能接触
到军队有关人员，其他时间和地点均
不会有军地相关人员与考生和家长见
面。如果被约见，请务必及时向公安
机关举报。

社会上屡屡发生定向培养士官招
生诈骗案，分析原因，主要是不法分子
利用考生和家长警惕性低、防骗经验
不足、求学心切等心理。在此，我们提
醒广大报考定向培养士官的考生和家
长，一定要保持清醒头脑，切勿听信花
言巧语，不要抱侥幸心理，不要相信靠
钱和关系就能录取定向培养士官的无
稽之谈，一定要通过正规渠道了解招
生录取信息。

上述问题，同样也在军校招生中存
在，只是由于军校招生运行多年，相关报
考及招生程序已经为大多数考生和家长
所知晓，不法分子不好轻易得手。而定
向培养士官招生最近几年才引起大家关
注，所以有些不法分子将“黑手”伸向这
个领域。在此同样提醒报考军校的考生
和家长，也要引起警觉，不给不法分子以
可乘之机！
山东省济南市征兵办 李京进、连成龙

定向培养士官招生“防骗指南”

在马鞍山抗洪一线，陆军第72集团军某旅组织“抗洪勇士回家 真情温暖

兵心”活动。部队领导陪同6名在抗洪任务中表现突出的马鞍山籍官兵回到家

中，与家人短暂团聚。图为8月5日该旅勤务保障营四级军士长陈永锦（左二）

回到家中，女儿见到突然出现的爸爸非常高兴。

肖雨轩摄

“抗洪爸爸”回家啦

给您提个醒

奋斗有为，时不我待；强军有

我，知重负重。本期《军媒视窗》专

栏推出3位在不同战位默默奉献的

士官，他们坚守平凡岗位，牢记职责

使命，苦练打赢本领，为实现强军目

标贡献自己的力量，敬请关注。

“马上进入雷区，打起精神来！”北
部战区海军某大队二级军士长张孝才
一声吼，把扫电班战士吓了一跳。大
家立刻紧张起来，认真听着舰指下达
命令。

站在扫雷区队长战位上，跟平时
的和蔼可亲比起来，张孝才判若两人：
目光凌厉，口令干脆，指挥果断。
“别看我和张班长搭档这么多年，

工作上的事，出一点差错，他都不留情
面。”上士周亚说。

一次训练中，战士小赵模拟扫雷
没按规程操作，还不以为然地说：“又
不是真的扫雷，有必要这么较真吗？”
“扫雷舰玩的就是心跳，平时我跟大家
讲情面，战时水雷可不跟我们讲情
面。”张孝才火冒三丈，征求舰领导同

意后，当即叫停了训练，组织全区队进
行反思。这件事后，战友们背地里给
他取了个外号：“雷班长”。

殊不知，“雷班长”对自己也从不
手软。那年，战区海军组织专业比武，
他凭借过硬的技能成为大队推荐参赛
的种子选手。

白天，他在后甲板对着装备练操
作，双手磨出了泡，泡破了变成茧；夜
晚，他独自在狭小的舱室里学理论，困
了就掐掐脑门接着学。在自我提高的
同时，他还兼任参赛队教练。为尽快提
高团队专业水平，他每天都配合业务长
制订次日训练计划，对比武中可能遇到
的问题逐一细化，增强训练针对性。

比武当天，面对扫雷具参数设置、
发音器手工连接、机舱配电等问题，张

孝才带领参赛选手沉着冷静应对，一
套娴熟的操作下来，以领先第二名 10
分的优势摘得桂冠。他也因此荣立了
三等功。

有了金刚钻，敢揽瓷器活。次年9
月下旬，大队首次进行实布实扫沉底
战雷训练。对于这次任务，各级都十
分重视，从科研院所、工厂及业务部门
抽调 20多名专家随舰出海。孰料，关
键时候声频扫雷具突发故障，无法扫
爆水雷。一筹莫展之际，张孝才挺身
而出，排除了故障，水雷被成功扫爆。

近年来，张孝才参照国内外水雷
战知识，结合实战经验加强专业研究，
撰写的多篇论文在权威杂志发表，并
探索出多种新的扫雷方法，为实扫新
型水雷提供了参考。

“雷班长”的“雷脾气”
■杨 浩 董俊豪 黄 亮

7月22日

在计算机的内存条上，有许多金
黄色的导电触片，因其排列如手指状，
所以俗称“金手指”。当计算机工作
时，所有的信号都通过它们进行传送，
对于内存连接而言显得相当重要。

在东部战区空军某地导旅，计算
机主管技师、四级军士长吕波波，也被
战友们称为“金手指”。别看他的手因
长年累月的训练而长满老茧，却总能
在关键时刻确保装备信息传送通畅，
是谋打赢的“金手指”。

吕波波入伍 12年，参与重大任务
10 余次，多次在上级比武中摘金夺
银，曾获评战区空军“强军工匠”。提
及荣誉，他的话并不多，但谈及装备，
他仿佛有说不完的话：“入伍十多年，
装备早已成为我生命中的一部分，它
们和我一起枕戈待旦的日子，这辈子
都忘不了……”

曾经，走上专业岗位之初的他总
觉得自己已经“拿得出手”了。然而，
在一次演习中，计算机突然罢工。眼
看“敌机”临近，故障原因却迟迟无法
确定，吕波波急得满头大汗。老技师
赶来，一眼便看出问题所在——误触
了某开关。老技师白了他一眼，吕波
波立刻面红耳赤。那一刻他才醒悟，
自己的技术还“欠火候”。自那以后，
“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的教训深
深烙印在他心中。
“插件接口多用酒精涂拭清洗，

老旧插件要轻拿轻放，防止接触不
良……”他把老技师宝贵的经验一
一记在本子上，结合教材理论和训
练实践，总结出心得体会。每次训练
完，他都要到学习室坐一会儿，预想预
设执行任务中可能会遇到的问题，研
究最佳解决方案。久而久之，他对自

己负责的装备，就像对战友一样，“脾
气性格”摸得透透的。计算机哪里“生
病”，他往往能妙手除顽疾。

前几年的一次任务中，部队千里
机动，撤收顶风冒雨，行军辗转颠簸。
到达预设阵地架设启动时，装备却出
现显示屏跳电的情况。吕波波立刻冲
出席位，跑到计算机前摸索一番：“应
该是机动颠簸导致插头松动。”查明故
障情况，他迅速维护并更换插件，显示
屏恢复正常。“金手指”摁下，利箭腾空
而起，划出优美弧线。“全部命中！”戈
壁滩上瞬间响起胜利的欢呼。

今年 6月初，一次夜间对抗演练，
计算机显示灯突然“跳红”，吕波波当
即开展排查，检测、重连、开机……没
过多久计算机重新正常运转。这时，
舱里的战友们都自发鼓起掌来，由衷
赞叹道：“真不愧是‘金手指’！”

谋打赢的“金手指”
■涂 林 张 典

“炒菜时有意让油锅起火是不科
学的！”
“要巧用调味料少放盐……”
热火朝天的厨房里，他站在灶台

前，一边掌勺一边向战友传授经验。
他就是火箭军某部警勤分队司务长王
新臣，浓眉大眼瓜子脸，常年一身油烟
味，人送外号“王大勺”。

满腔热血来到军营，一心想要操
枪弄炮的王新臣，新兵下连被分到
炊事班，这让他一下子消沉了下
去。他打算干几年就退伍回家。然
而一次“恰巧”，让他与“三尺灶台”
结下不解之缘。

那年，单位驻训演习，王新臣被派
去执行保障任务。看着战友们手中的
武器装备，再望着自己眼前的锅碗瓢
盆，王新臣不由地发起牢骚来，恰巧被

前来检查工作的团长撞个正着。
团长语重心长地对他说：“你可

别小看这后勤保障，你们工作干得
好，官兵拳头才能攥得紧，战时才能
打得赢。”

团长一席话，燃起了王新臣心中
的一团火。从那以后，他开始苦练厨
艺。一天练刀功超过 6小时，满手的
血泡逐渐变为老茧；晚上躲在被窝里
打着手电研究菜谱，第二天天没亮就
起床练习颠勺……凭着这股子韧劲，
王新臣的厨艺突飞猛进，成为人人称
赞的“王大勺”。
“淡得有味，辣得温柔，荤得清爽，

素得营养。”如今，该部警勤分队饭菜
是出了名的色香味俱全。工作中，王
新臣始终坚持高标准，上桌的每样新
菜，都经过多次试做、品尝。炊事班战

友说，王新臣的笔记本里有“独门秘
笈”，字里行间都是“咸改淡、辣改甜”
等试验体会，几乎每一道大家爱吃的
菜，都是他经过数次改良后的成果。
“一个好炊事班长顶半个指导

员！”下士王保至今还记得，自己刚下
连时，王新臣就来统计新战友们来自
哪儿、喜欢吃什么、有什么忌口，餐桌
上隔三差五就有大家爱吃的菜。新兵
隆寒说，自己下连时因为不适应新环
境而情绪低落，打菜的时候王班长特
意给他多加了两个大鸡腿，还笑着鼓
励他：“多吃点，吃饱了不想家！”那一
瞬间，他的眼泪差点滴到饭碗里。

有温度的饭菜暖兵心，正如王新
臣常挂在嘴边的那句话：“有心事怕
啥？吃顿好的就解决了，不行咱就吃
两顿！”

王大勺的“三尺灶台”
■盛家豪

新疆军区

某部常态开展

“学法、知法、

懂法”活动，提

升了官兵的法

治素养。图为

8月 8日官兵

在交流学习民

法典的心得。

李海全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