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律服务台

官兵来信

2015年 3月 5日，同乡战友小吴因
家中有事向我借了 5万元钱，并出具了
借条，约定借期为 1年。同年底，小吴
退役回到老家，此后一直没有还钱。
2016 年 10 月 10 日，我曾打电话催要
过，小吴答复说再等等，后来就联系不

上了。近期，我在单位开展的普法教育
中得知，“超过诉讼时效的欠款无法追
回”。请问我这种情况算不算超过诉讼
时效？我的借款还能要回来吗？

——某部士官小李

专家解答

■彭 刚

按照现行法律规定，向人民法院请

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3

年。本案中，借款诉讼时效的起算时间应

当为借款到期后的次日，即2016年3月6

日。由于2016年10月10日，债权人小李

打电话向债务人小吴进行了催要，构成法

律上的“诉讼时效中断”，应当重新计算时

效期间，即本案诉讼时效的实际起算日期

为2016年10月11日。法律规定满3年即

构成诉讼时效期间届满，所以本案的诉讼

时效到2019年10月10日届满，小李的这

笔借款确实已经超过诉讼时效。

关于借款是否能够要回来的问题，

按照法律规定，可能存在三种情况：一是

小李直接起诉，借款人小吴如果在法庭

上提出“诉讼时效抗辩”，即以“诉讼时效

期间届满”为由拒绝还款，那么小李偿还

借款的请求可能会被法院驳回；二是小

吴在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后明确表示愿意

还款，那么在法庭上小吴就不能再提出

“诉讼时效抗辩”，小李可能胜诉要回借

款；三是小吴在法庭上没有提出“诉讼时

效抗辩”，人民法院不得主动适用诉讼时

效的规定，而应当判决小李胜诉。综上，

本案小李要回借款的关键，就是在起诉

之前取得对方同意还款的证据。否则，

如果直接起诉，一旦对方提出“诉讼时效

抗辩”，可能面临败诉风险。

法律不保护躺在权利上睡觉的人。

本案例提醒我们，诉讼时效制度可以督

促权利人积极行使权利，保护个人合法

权益。广大官兵应当树立权利意识，积

极用法律途径维护个人权益，避免由于

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导致权利无法实现。

（作者系国防大学政治学院军队

司法工作系副教授）

超过诉讼时效的借款能要回来吗

民法典颁布后，在全军基层部队掀

起了学法用法的热潮。现实生活中，广

大官兵会遇到各类涉法问题，事关切身

利益，只有及时解决好处理好，才能后

顾无忧。为深入开展法治宣传教育，帮

助官兵树立自觉守法、遇事靠法的观

念，依法妥善处理涉法涉诉问题，本期

开始，本版开设“法律服务台”栏目，邀

请法律专家对官兵遇到的涉法涉诉问

题进行答疑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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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关注 依法纠治官兵身边不正之风

基层风气事关部队战斗力、事关

官兵切身利益。开展监督时，个别基

层风气监督员对身边的不正之风危害

认识不足，同样的问题执纪标尺不一

致，损害了监督执纪的严肃性；有的把

监督执纪当成“橡皮筋”，发现违规问

题“软着陆”，执纪睁只眼闭只眼。这

些问题看似不大，但就在官兵身边，负

面影响不可低估。

加强执纪监督，重在学法用法。

要通过建立岗前培训、定期集训、以

老带新、以工带训的培养制度，提升

基层监督员的能力素质；要研究制

订基层风气监督员工作规范，厘清

监督员具体职责，让监督员在履职

中有章可循、有法可依；要为风气监

督员发聘书、戴标识，增强履职荣誉

感；要细化考评机制,在年终评奖中

设立专项奖励指标，让实绩突出的

监督员受表彰、得实惠。同时，要对

隐情不报、懈怠渎职、违规违纪的监

督员，末位淘汰、追责问责。通过这

些措施，最大限度调动基层风气监

督员监督执纪的积极性，切实提高

监督质量效果。

各级要引导基层风气监督员认真

学习法规制度，压实敢于监督的责任

担当，紧盯基层习以为常、见怪不怪、

难纠易犯的问题积弊，紧盯官兵关注

度高的热点敏感问题，抓早抓小，常

抓不懈、毫不放松，通过依法刚性执

纪，防止“小问题”积攒成“大问题”，

让不正之风无处藏身，营造让官兵气

顺心齐的良好氛围，促进部队战斗力

建设。

努力提升依法刚性执纪水平
■段金泉

编辑感言

8月 24日，

武警湖北总队执

勤支队七中队邀

请驻地武昌区司

法局专家为官兵

讲解民法典。

谢定安摄

前不久的一个夜晚，新疆军区某团
连长刘博查铺查哨回到帐篷后，对照连
队按照《军队基层建设纲要》制订的自
主抓建计划，修改完善因任务需求和人
员变动急需调整的战备预案。

野外驻训以来，刘博所在的连队战
备演练、战术训练、实弹射击等工作交
织进行，各项工作依法依规扎实推进，
自主抓建水平得到上级肯定。回想从
任职之初抓建思路不清，挨通报、受批
评，到现在连队各项建设正规有序，这
段历程让刘博感慨万千。

今年上半年，团队推出由该团装
甲步兵二连拍摄制作的“基层自主建
设依法抓建”系列微视频，介绍了该
连从“翻车”到“翻身”的自主抓建
过程，一时引起各连队的热议。此
时，正为抓训不力受到批评而发愁的
刘博，与支部一班人通过学习 《纲
要》，仔细研究兄弟连队依法抓建的微
视频，找到了制约连队组训的困难
点、模糊点。对照先进连队的抓建经

验，他和连队干部一起，结合实际制
订了改进目标和措施。

从先进连队依法抓建微视频中获
益的不止刘博。某连指导员王泽一心
瞄着“先进党支部”目标努力，可一
直起色不大，支部建设陷入瓶颈期。
“二连指导员吴越不论演习考核还

是平时训练，都带头冲在一线……”组织
生活会上，其他支委帮助分析原因。随
后，从其他连队拍摄的《基层骨干队伍》
《基层群众组织》两部微视频中，王泽找
到了差距，学到了工作方法：冲锋在前带
头干，敢于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发现问
题及时整改……经过几个月的不懈努
力，连队党支部终于跨进先进行列。
“抓建是连主官考虑的事，排长只

要配合好就行了。”在参与拍摄战备工
作微视频之前，某连排长王恩东这样
认为。拍摄中，他对照《纲要》反复琢
磨找思路，请连队主官提建议、找问
题。拍摄依法抓建微视频的过程，也
是学习提高的过程。在不久前的一次

战备拉动演练中，王恩东凭着借鉴总
结的经验，带领小分队成功处置特情，
得到上级表扬肯定。
“按纲抓建没有局外人。”该团政

委徐东波说，为更好依法抓建基层，规
范抓建秩序，团队开展“拍视频、学视
频”活动，从普通一兵到干部骨干，在
每一次参与、学习、研究、落实中，抓问
题、找思路、定方法，摸索出不少管用
的抓建招法。依法抓建系列微视频紧
密联系实际，有问题、有对策，很受基
层官兵欢迎。

记者看到，该团围绕基层党组织、
军事训练、思想政治工作、日常管理、
“双争”评比等 10 项内容，结合基层建
设实际拍摄成系列微视频。团队利用
理论学习、政治工作干部活动等时机，
组织营连主官学习，同时通过强军网、
网络电视等平台播放，便于基层带兵人
在实际工作中对照学习、抓好落实。官
兵普遍反映，利用微视频指导自主抓
建，直观可学，学了就能见效。

微视频助力依法抓建
—新疆军区某团贯彻落实《纲要》的一段经历

■吴曰斌 本报记者 颜士强

前不久，甘肃省正宁县人武部在开展
征兵工作中，县人社局一名同志作为征兵
办成员，抽调到县人武部集中办公。一
天，这名同志处理公务时，揭开USB接口
封条，将个人U盘插入办公电脑。

在场的人武部职工发现后，当即提醒
并制止：“同志，办公电脑插入U盘有泄密
风险，应该上交处理，不能私自带走。”

起初，这名同志不理解，觉得是小题
大做。听完人武部同志说明部队保密规
定后，才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如果不是
及时制止，我就违反部队保密规定了！”事
后，这名同志主动上交了U盘，工作人员
重新贴上办公电脑USB接口封条。

安全保密工作无小事。该人武部针
对外来人员多、军地工作联系密切的实
际，采取一系列保密应对措施，堵塞失泄
密漏洞。他们做好常态化保密教育，组
织干部职工学习保密法规，观看保密教
育警示片，签订《保密责任书》，邀请地方
安全部门人员作隐蔽斗争形势报告，筑
牢干部职工依法用网管网的思想防线。

在此基础上，他们请专业人员对军
地网络进行清理整治，做到物理隔离，专
机专柜、标识醒目。在使用管理上，保密
室把购入的所有电子设备纳入保密管
理，统一登记、编号、标识，定期对使用情
况进行检查，发现隐患及时整改。在涉
密载体的维护保养上，遇到自己难以解
决的问题，邀请经过相关部门审查的指
定单位上门维修，派人现场监修，并签订
保密协议，明确失泄密所要承担的法律
后果。对报废的电脑设备和部件，及时
登记上缴，防止未经处理外流。

该人武部还邀请地方信息技术专家
上门服务，为干部职工讲解电子设备维修
保养知识，指导大家掌握排除常见故障的
技能。同时，加强技术防护建设，给所有
电脑安装军网终端安全防护系统、保密系
统和网络防火墙，使电子设备始终处于可
管可控安全状态，确保信息网络安全。

县（区）级人武部是军地沟通

的桥梁纽带，工作交叉多，人员来

往密切，更要时刻谨防失泄密——

“同志，你的U盘

不能带走”
■段卫国

8月27日，第76集团军某旅骑兵营按照《中国人民解放军队列条令（试行）》关于军人退役仪式

的要求，为今年退伍的老兵举行欢送仪式。图为官兵们以骑兵的礼仪送别退伍老兵。 钟岩比摄

“同一个单位，就餐时分到的饭菜
却分量有别”“同样的训练，身着的装
具却质量不一”……9月上旬，正在野
外驻训的第 81集团军某旅组织基层
官兵代表召开恳谈会。参加讨论的既
有营连主官，也有班长战士，大家开诚
布公摆问题，直指官兵身边常见的不
良风气。

该旅纪检监察科科长高福建介
绍，旅队紧盯发生在官兵身边见怪
不怪的风气问题，持续开展基层风

气整治活动，对官兵吐槽的矛盾堵
点随纠随改，进一步营造风清气正
的良好氛围。

此前的基层风气情况调查发现，
类似入党、立功、考学、选晋士官、探亲
休假等官兵关注的热点敏感问题，都
能做到公开透明、按章办事。但在一
些小事上，同一问题区别对待的现象，
依然不同程度存在。某连下士小李反
映，一次午饭，他吃完盘中餐后想再加
点菜时，发现连队的分餐盒里已经没
有菜了，但一旁营部的分餐盒里还有
不少。他留意到，尽管连队和营部人
数差不多，但营部的饭菜分量总会“有
意无意”相对多些。

这样的事还有一些。上等兵小刘
说，一次战备拉动，他因战斗装具损
坏，拖延了连队整体拉动时间，受到批
评。他曾留意观察，发现连队一些战
士的装具，因训练导致磨损或损坏，常
要修修补补。而连队个别干部穿着使
用的装具，明显要比战士的新，就连统
一配发的作业包，个别干部的装备也
比战士的看起来要好。后来，他从连
队文书那里得知，干部骨干前期参加
集训情况较多，为保持统一，连队将较
新装具优先配发给了干部骨干，集训
结束后也没有及时收回重新分配。

官兵利益为何会出现轻重有别？
旅党委一班人研究感到，官兵的吐槽
就是一面面镜子，虽然都是些不显眼
的问题，对基层风气建设影响却很大，
处理不当会挫伤兵心士气，甚至影响
到练兵备战成效。风气建设没有“局
外人”。在开展基层风气整治活动中，
他们在组织官兵学习《纲要》的基础
上，着眼抓好“纯正基层风气”教育，组
织风气监督员队伍培训，拓宽群众监
督渠道，常态化开展自查自纠、交叉互
检，每月汇总上报，对基层反映的共性
和突出性问题进行专项调查，并制订
相关整改和处理措施，层层织密基层
举报、查纠、监督、治理网格。

依法整治基层风气活动开展以
来，旅队梳理出福利“厚此薄彼”、待遇
“亲疏有别”等 20多个事关官兵利益
的不良现象，对问题发现一起纠治一
起。随着活动深入开展，基层风气进
一步纯正，官兵满意度获得感进一步
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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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军容风纪问题，为啥义务
兵就要登记通报，老士官仅仅是批评
教育了之？”上半年，第 72集团军某旅
战士小王在该旅强军网上的“吐槽”，
引起了不少战友的关注。

一次训练结束后，小王与战友在
返营途中，被纠察指出作战靴鞋带外
系，当晚就通报到了连队。军容风纪
出现问题被纠本无话可说，但让小王
郁闷的是，随后也因同样问题被纠的
一名士官，这次仅仅是批评提醒了
事。小王后来了解到，被查纠士官是
那名纠察的新兵班长。

无独有偶。列兵小周也有同感。
一次体能摸底考核，单杠课目却考出
了不同标准。原来，在连队组织的引
体向上考核中，几名新兵和连队士官
长分在同一组，考核监督人员对几名
新兵动作要求非常严格，但对士官长

出现的“摆浪”“碰线”等不正规动作却
“网开一面”。

“同样一件事，咋能因为亲疏远
近、兵龄资历等因素就尺度不一？”小
王和小周的吐槽，引起了旅领导的关
注。基层风气建设无小事，若处理问
题不能一碗水端平，轻则影响部队士
气，重则破坏官兵关系和谐，影响部队
建设发展。为此，该旅就此类问题召
开机关基层恳谈会，请官兵畅所欲言，
集智查摆问题，剖析问题根源。

对问题剖析整改中，旅党委感到，
加强对基层风气执纪监督的队伍建
设，作用重要。他们建立完善长效培
养考核机制，列出基层风气建设常见
问题负面清单，邀请机关业务骨干授
课答疑，组织讨论、举一反三；定期组
织风气监督集训，严格考核机制，让基
层风气监督员“持证”上岗，提升业务

素质水平。该旅还鼓励基层官兵成为
监督执纪人员的监督者，参与党员发
展、战士考学、评功评奖、经费使用等
基层敏感事项监督，强化身份认同感
和责任意识，对一些习以为常的小问
题放手大胆监督。

某连队训练场上个别骨干要求战
士戴钢盔自己却戴作训帽，考核场上
要求战士穿作训鞋自己却穿运动鞋；
某连队周末劳动，党员骨干带头参加
积 极 性 不 高 ，劳 动 成 了 新 兵“ 专
利”……强化执纪监督后，很多问题得
到及时发现纠治。

目前，该旅新选拔的 30多名风气
监督员全部持证上岗，他们在基层一
线履职尽责，随时监督上报基层风气
建设中存在的不良现象。随着更多问
题得到依法纠治，旅队基层风气建设
持续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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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执纪谨防“尺度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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