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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聚焦 依法规范基层秩序

“晚点名严格按照规定，一般用时
不到 15分钟。”最近，武警江西总队九
江支队机动二中队战士陈贺和战友们
感到，现在各级部署工作简洁明确，中
队点名不会由于时间过长影响官兵正
常休息了。

上半年，上级要求各级抓好实战
化训练。那段时间的晚点名中，中队
为体现对工作重视，多次传达上级要

求，并明确下一步训练计划。点名结
束后，各排又要进行再动员再部署。
排点名部署后，有的班长、副班长为抓
好末端落实，针对具体任务又提出具
体要求。有时候点名会持续很长时
间，直到熄灯号响起才结束。
“白天训练出了一身汗，可熄灯前

洗漱的时间都被占用了……”一天晚
上，大家的议论，被前来查铺查哨的大

队教导员刘永高听到。刘永高调查发
现，点名超时的情况在其他中队也时
有发生。

同样的工作，为何层层传达层层
部署？条令规定，点名由一名连队首
长实施 ，每次点名不得超过 15 分
钟。大队党委讨论感到，层层传达的
形式不仅无法强化效果，还占用了休
息时间，容易引起官兵反感。这种看

似重视工作的做法，反映了基层带兵
人法治意识不强、落实条令不严格等
问题。

支队党委深入了解情况后，对
此类情况坚决叫停。支队对照条令
条例和相关规定进一步明确，中队
点名前，中队主官和干部骨干提前
商定内容，由一名中队主官实施点
名，通常中队点名结束后班排不再
讲评。如有重大任务等情况，需要
班排具体部署分工时，中队给各排
明确任务后，由班排长商定内容以
排为单位点名。同时，支队在强军
网设置信箱并公示监督电话，鼓励
官兵监督落实情况。

该支队还以此为契机，举一反三，
对影响部队正常秩序的情况进行了一
次普查，发现并纠治了随意更改课表
内容、调整训练时间等 10 多个问题，
增强了机关干部和基层带兵人的法治
意识。

武警九江支队依据条令规范基层秩序

同样工作不再层层传达部署
■本报特约通讯员 刘 强 通讯员 曾 帅

“午休好了，下午训练才能有充沛
的精力。”9月初，认真训练一上午后，
新疆军区某团装步二连战士小阮和战
友们在午饭后抓紧时间午休。

此前有几次，连队官兵的午休时
间被打乱。一次，营队组织各连进行
内务评比，二连因个别战士叠被子标
准不高，评比成绩靠后。听说为提高

内务质量，营里近期还将组织“回头
看”检查，连队为打好“翻身仗”取得好
成绩，决定暂时取消午休，各班统一组
织内务自查，开展针对性训练。

中午休息不好，下午操课难免受
影响。那段时间，小阮一到下午就没
精神，有一次团里组织政治教育，他和
几名战友因为打瞌睡而被通报批评。

挨了批评，小阮与几位战友有些
委屈。他们的吐槽，被来连队检查工
作的军务股长卫鹰听到。经过调查，
卫股长了解到“占用官兵午休时间”的
情况并非个例。有官兵反映，以前个
别连队还有占用午休时间组织迎检打
扫卫生、加班训练、出公差等现象。

卫股长及时向团里反映了这一

问题。团领导认为，条令明确要求，
午睡时间通常卧床休息，保持肃静。
保证官兵休息时间，事关练兵备战，
必须坚决纠治不符合条令的土政策
土规定，正规基层管理秩序，维护官
兵的正当权益。他们作出保障官兵
休息的相关规定后，组织督导检查人
员，不定期前往营连检查官兵午休情
况，在交班会上进行讲评。团队还建
立健全监督机制，公布团领导电话、
举报信箱，在强军网开设专题网页，
受理官兵反映的事项。

前不久，某营区附近一家建筑工
地中午施工噪音较大，影响到官兵午
休质量，团队立即派人与施工方进行
沟通。施工方调整施工时间后，官兵
午休时没了干扰，正当权益得到维护，
更好投身练兵备战工作。前不久，该
团组织比武考核，装步二连官兵取得
优异成绩。

新疆军区某团落实条令严格遵守作息制度

休息时间不再随意安排工作
■张 涛 刘 程

新修订的共同条令，是落实从严

治军要求、正规部队秩序、加强部队全

面建设的重要法规，是官兵共同遵守

的行为规则，具有很强的严肃性、科学

性和操作性。但在个别基层单位，还

存在着贯彻落实不力的现象。比如，

有的执行条令时严时宽、时紧时松，随

意性大；有的打“擦边球”，搞土政策

等。这些现象，损害了条令的权威性

和严肃性。

依法治军、从严治军，关键要落实

到行动上。在日常管理中，要教育引

导官兵自觉增强条令意识和法纪观

念，对于条令中“必须”“严禁”“不得”

等硬性条规，要严格按照要求规范落

实，决不能打折扣、搞变通，决不能我

行我素、另搞一套。要坚持问题导向，

查找和发现与法规制度要求不符的问

题苗头，坚决纠治有令不行、有禁不止

的错误行为；对违反条令的人和事，该

批评的要批评，该通报的要通报，该处

分的要处分，不能姑息迁就。要坚持

点滴入手，抓细抓小，抓常抓长，切实

把条令要求贯穿于一日生活和各项工

作之中，把条令的规范变成官兵的自

觉行动，真正形成有法必依、执法必

严、违法必究的浓厚氛围，不断提高部

队建设正规化、法治化水平。

正规秩序重在依法
■段金泉

官兵来信

前不久，我在媒体上看到这样
一则消息：一天，某市区街道上一
名男子突然倒地，身体抽搐，自主
呼吸和脉搏停止。某部李军医刚好
路过，立即上前施救。几分钟后，
倒地男子转危为安。围观群众赞扬
李军医见义勇为的行为，但也有个
别人说：“幸亏人救活了，万一出现
意外，如果遭到其家人讹诈，就是引
火烧身自找麻烦。”如今好人难当。
现实生活中，经常会遇到老人跌倒扶
不扶、逃跑中的歹徒追不追等让人困
惑的问题。作为一名军人，遇到这种
情况该怎么正确应对？

——某部战士小张

专家解答

■钱燕娜

民法典第一百八十三条规定，因

保护他人民事权益使自己受到损害

的，由侵权人承担民事责任，受益人

可以给予适当补偿。没有侵权人、侵

权人逃逸或者无力承担民事责任，受

害人请求补偿的，受益人应当给予适

当补偿。

民法典第一百八十四条规定，因

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

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

“紧急救助行为”需要具备三个

特征：自愿性。即救助人没有救助

的法定义务，只是出于自愿，譬如

像警察、消防员等负有法定救助义

务的人就不符合该特征；利他性。

不具有利己性，即救助人的主观目

的是维护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

或者他人合法权益，而不是为了自

己的利益；紧急性。即救助人实施

救助行为基于紧急情形，客观上具

一定的危险性。

本案例中，李军医对该男子的救

助符合“紧急救助行为”的特征。因

此，即使李军医施救中对该男子的人

身造成一定的损害或者造成死亡，其

作为救助人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如李

军医因救助倒地男子而导致自己的人

身、财产权益受损，根据民法典第一

百八十三条规定，有权向倒地男子主

张适当补偿。

一段时期以来，个别地方出现见

义勇为、做好人好事被误解、被讹诈

的现象。不能让见义勇为者“流血流

汗又流泪”，成为公众的强烈呼声。

针对见义勇为引发纠纷的实际，民法

典总则编中将见义勇为的行为通过法

律形式予以鼓励和保护，为见义勇为

者解除后顾之忧。遇到本案中的情

形，民法典有关规定明确了侵权人和

受益人的各自责任，同时也明确了见

义勇为者依法不承担民事责任。作为

军人，当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受到

威胁之时，应当敢于担当，该出手时

就出手。

（作者为国防大学政治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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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西藏

军 区 某 通 信 旅

通过板报展评、

观 看 警 示 片 等

方式，开展安全

条例教育活动，

强 化 官 兵 法 规

意识。

王添昊摄

“我这里都很好，你在家里不要牵
挂……”一个周末晚饭后，武警第一机
动总队某支队中士小刘从手机柜里取
出手机，高兴地和未婚妻进行视频通
话。通话结束后，小刘走进学习室，打
开“军职在线”客户端，继续学习他选择
的计算机编程课程。小刘告诉笔者，这
是他争取“学历升级”的第三门课程，马
上就要考试，得抓紧学习。

从痴迷游戏到专心学习，小刘有一
段感触颇深的转变经历。

有段时间，小刘迷上了一款网络游
戏，只要一拿到手机，他就迫不及待地

上网组队进行竞赛。这款游戏一天不
在线，游戏里的“战斗力”就会掉级。小
刘说，那段时间，为了不在游戏里“掉
级”，他动起了歪脑筋。除正常申请报
备的手机之外，他又私自购买了一部
“账外机”，专门偷偷用来玩网络游戏。

“有了第二部手机，我更是沉溺其
中无法自拔。”小刘坦言，很快，他为游
戏充值到处借钱，工作状态明显下滑。
中队干部发现后，责令他按规定交出手
机，并对他进行了处理。

为帮助像小刘这样因沉溺网络游
戏而影响正常训练的官兵戒除网瘾，支

队及时开展“虚拟世界有陷阱”“沉溺网
游害处多”“私用手机险在哪”等系列专
题教育，引导官兵纠正认识偏差、严格
自我要求。教育中，支队采取以案说法
的形式，通过一个个真实案例，让大家
明辨是非。小刘告诉笔者，受到教育警
醒后，他主动把“账外机”寄回了家。半
年多来，经过战友们关心帮带和严格的
自我约束，小刘成功戒掉了网瘾。

如今，小刘已先后利用手机自学通
过了两门专业课程。说到下一步的学
习目标，他充满信心地表示：“我将继续
努力，力争年底前完成所有课程。”

战士应远离“账外机”
■曲秀财 朱朝阳

编辑感言

“感谢军事检察机关为我和家人维
护了正当权益！”前不久，困扰陆军某旅
干部小郑的涉法难题，终于圆满解决。

去年下半年，小郑的父亲和哥哥因
为家族宗祠被房地产开发商破坏一事，
参与了村民自发组织的维权行动。由于
在维权过程中发生了一些激烈行为，他
们被当地公安机关作为“黑恶势力”刑事
拘留，由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父兄被羁
押，母亲重病缠身，小郑压力很大，背上
了沉重的思想包袱。

南宁军事检察院开展“送法下基
层”活动时，在该旅了解到这一情况。
他们和旅保卫部门共同分析研究具体
案情后，认为地方公安机关及检察机
关认定小郑家人为“黑恶势力”的事实

有误。他们及时协调驻地人民检察
院，并依法介入，法院最终认定小郑家
人没有涉黑涉恶。
“切实维护好官兵及其家庭合法权

益，让他们集中精力练兵备战，是军事检
察机关的职责。”该院领导介绍，他们着
眼部队战斗力建设，搞好法律服务，认真
解决好每一起官兵反映的涉法涉诉问
题，尽心竭力帮助官兵排忧解难。

针对官兵日益增长的法律需求与
基层法律服务资源稀缺、相对滞后的
问题，该院积极开展“送法下基层”活
动，协调联合驻军当地司法机关，走进
军营、直面官兵，采取法律知识授课辅
导、现场咨询、发放法律知识宣传手册
等形式，为官兵提供法律服务。他们

还通过设立法律热线电话、开设法律
服务网站、定期走访部队等方式，及时
了解官兵的现实需求，安排专人对接
专项处理，对损害官兵及其家庭合法
权益的事项即收即办。近年来，他们
连续开展“送法下基层”活动，开设法
治教育辅导课 70 余场次，接受官兵法
律咨询 500 余人次，协助官兵解决涉法
问题 60余个。

该院还主动与辖区地方检察机关
建立军地检察机关协作机制，积极帮助
驻军与当地司法部门建立联系，利用地
方优势资源加大对检察干部的选送调
学和培训力度，就近解决官兵及其家庭
涉法问题，为战斗力建设提供优质的法
律保障。

南宁军事检察院坚持开展“送法下基层”活动

解决好官兵涉法涉诉问题
■李淑明 何懋成

法律服务台

近日，北部战区海军某护卫舰支队秦皇岛舰通过组织官兵重温入伍誓词、进行主题签名等方式，

教育引导官兵牢记初心使命，聚力练兵备战。 王光杰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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