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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时节，一批怀揣理想抱负的热血青年走进军营，
为军队输入了新鲜血液。我们欣喜地看到，青年官兵学历
高、阅历广、思想活跃、民主意识强、接受事物快。但也要
看到，一些新兵也有过多强调个性、不适应部队严格纪律
要求、保密意识淡薄、过分依赖手机等问题，随着新训展
开，这些问题逐渐凸显。

军营是一所学校，更是一座熔炉。为让新兵尽快适应
部队训练生活，各新训单位要在新兵中深入开展法治教
育，引导他们把条令条例等法规制度作为遵守的行为准
则，切实筑牢法纪观念。本期及下期，我们重点关注基层
部队依法依规开展新训工作的情况，探讨新兵开展法治教
育及基层带兵人依法依规带兵等话题，敬请关注。

本期聚焦 新兵入营进行时

学法用法，引导走好“兵之初”
—各部队依法依规开展新训工作的见闻与思考（上）

“司务长，这是我补交的伙食费……”
前不久，中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综合
灶会计室里，个别此前就餐时没有刷卡
的官兵逐个“对账销账”，补交工作确保
一人不漏、一次不少。

据了解，该旅综合灶食堂采取刷
卡就餐的方式，以往存在官兵就餐时
忘记带卡或刷卡的现象。“漏刷餐费看
似是小问题，可事关作风……”该旅风
气监督员小张说，发现问题后，他建议
各单位组织就餐官兵进行自查，并依
托刷卡机核对就餐次数，发现漏刷现
象及时提醒相关人员补交。他的建议
被采纳后，问题得到有效整改。

加强基层风气建设，风气监督员责

任重大。只有提升监督员的能力素质和
责任担当，才能促使持续发力，尽职尽
责。该旅纪检部门开设了“风气监督小
讲堂”，让风气监督员结合身边人和身边
事谈感想，提高官兵对风气建设的认识，
自觉从细小事做起，营造基层风气建设
良好氛围。

今年以来，该旅纪检部门在基层风
气监督员的配合下，梳理问题 12类，包
括军需、油料、财务等重点领域行业。他
们着重在问题存量上做“减法”，对发现
的问题及时纠治，确保基层始终保持风
气正、兵心齐。

在近期组织的问卷调查中，官兵对
旅队风气满意度又有提升。

风气监督从细小处抓起
■张 霄 涂 腾

从 近 年 新 训 思 想 调 查 结 果 来

看，“00后”新兵个性特点明显，但

也有法纪观念淡薄、对严格的部队

生活一时还难以适应等弱点。如何

帮助新兵走好“兵之初”，引导他们

在依法治军轨道上扎实起步？当

前，最重要的就是要提高新兵的法

纪意识，培养法纪观念。

把强化法纪意识作为入营必修

课。新兵初入军营，对部队法纪法规

知之不多，要及时加强教育，组织学

习条令条例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

法》《中国人民解放军预防犯罪工作条

例》等相关法规制度，用法纪法规引导

新兵养成正确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

惯。在新训时间紧、任务重的情况下，

可结合新兵特点及易发违纪问题，及时

加强教育引导。各单位可结合实际，对

新兵共性问题展开有针对性的教育。

采取现身说法、模拟情景演示等方

式，使官兵在寓教于乐、可知可感中

增强法规意识，提高法治教育质效。

让法纪意识根植“兵之初”。要

让新兵在理性认识的基础上，发自内

心地认同法纪法规，在一点一滴、一

字一句的尊法、学法过程中强化法纪

意识，在一言一行、一举一动的守

法、用法过程中规范行为。带兵人首

先要信仰法治、坚守法治，抓训练管

理都要与法规制度对表，坚决摒弃依

靠行政命令、依靠习惯经验开展工作

的做法，用自身模范行动影响和带动

新兵，引导新兵把法纪法规作为共同

崇尚和遵守的行为准则，使法治内化

为政治信念和道德修养，外化为行为

准则和自觉行动，不逾越法纪底线。

实践中，带兵人在强调严格管理的同

时，也要尊重新兵个性，认真倾听他

们的声音，改进工作方法，化堵为

疏，调动他们建功军营的积极性、主

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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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被评为‘内务标兵’了！”10月 28
日晚饭后，第 78集团军某旅大学生新兵
张斌与家人视频，高兴地捧出一枚写有
“内务标兵”字样的奖牌。他告诉家人，他
会更加刻苦训练，争取更多荣誉。

张斌入伍前同许多“独生代”一样，
喜欢自由无拘无束，缺乏自律意识，常常
深夜还在网络“遨游”。入伍后，每日按
时起床、到点训练、定时熄灯，时间被安
排得满满当当。到了周末，原本以为可

以睡到自然醒，可“放假不松制度”，休息
日也要按时起床整理内务……紧张的部
队生活节奏，让他一度有些不适应。

该旅调查发现，类似情况在新兵身
上都有体现，适应部队严格的纪律要
求，成为他们入营后的“第一道坎”。一
些新兵吐槽：“天天费劲叠被子，叠不出
战斗力”“出门要请假，回来还得销假，
好麻烦”……不适应的背后，反映出一
些新兵对部队严格的纪律还缺乏认

同。这些情绪若不及时教育引导，会影
响到工作训练。

新兵的每一个困惑，都是一次开展
教育的机会。一次，新兵四连在午饭前
组织唱歌，指导员何雪冰发现个别新兵
流露出不耐烦的情绪。当晚，何指导员
组织了一堂红色传统教育课，他给新兵
讲起刘伯承元帅通过“饭前一支歌”礼让
兄弟部队的故事，让新兵明白“饭前一支
歌”是我军的优良传统。此后，大家的歌

声明显比以往更洪亮、更有气势。
“‘兵之初’必须尽快完成身份转变，

时刻绷紧严守纪律这根弦，严格自我要
求。”为进一步培养新兵遵守纪律、服从
命令的意识，该旅持续开展“学条令、严
纪律、树形象”系列活动，组织干部骨干
为新兵深入解读条令条例等法规制度，
开展队列会操、内务评比、条例考核，通
过评选标兵、颁发奖牌等奖励机制，激励
官兵向更高标准看齐。他们还邀请执行
过国庆阅兵和国际维和等重大任务的官
兵，结合亲身实践讲述任务面前严守铁
纪军规的经历，引导新兵正确看待部队
正规化要求，强化日常养成。

新兵营教导员张炳义说，现在，新兵
骨干会定期给表现优秀的新兵家长打报
喜电话，与新兵父母分享孩子成长的喜
悦，坚定新兵扎根军营的信念。随着思
想上的问号逐渐被拉直，新兵日常行为
更加规范。

镜头一：培塑新兵纪律意识

“一支歌”里有养成
■冯 程 周 涛 庄新鹏

“我们班现在共有 10个人，前几天
一名战友崴脚受伤了，其他人都挺好，
您放心吧……”10月下旬，第 74集团军
某旅某新兵连新兵小李休息时间与家
人视频聊天时，无意间聊起了这些内
容。班长王成听到后，及时提醒其注意
遵守保密纪律。

虽然立即停止了相关话题，可小
李心中有些不解。在和班长谈心时，

他感到自己分享的只是日常工作训练
生活中的琐事，并没有刻意透露秘密
信息，而且“只是跟家里人随便说说班
里的基本情况，让他们别担心，没什么
密可保的”。

王班长感到，个别新兵对军队保密
要求了解掌握还不到位。他拿出相关
保密法规告诉小李，部队的组织编制、
状态实力都属于保密内容，看似普通的

拉家常，也有可能涉密。
保密工作无小事。该旅保卫科对

新兵保密教育情况展开调查发现，新
兵入伍不久，保密意识还比较淡薄，如
果开展保密教育只是照本宣科，新兵
对相关要求没有切身体会，很难入脑
入心。

为提升新兵保密教育质效，该
旅将安全保密教育列为新兵教育的

重要内容，组织学习《军队保密条例》
《严密防范网络泄密“十条禁令”》《军
队人员使用微信“十不准”》等相关法
规，播放警示教育片，并收集整理典
型案例下发各连队，通过剖析典型案
例，让条令法规更加生动形象。

他们在新兵营开展“安全保密我
们该怎么做”讨论活动，梳理出给家人
发送军装照、网购填写收货地址时透
露部队番号、发布朋友圈时显示营区
位置、戴智能手表不及时关闭定位功
能等问题，让官兵从细微处筑牢保密
意识。

通过教育引导，该旅新兵保密意识
明显增强，安全保密工作逐步秩序化、
正规化。如今，小李和战友在工作生活
中更加注意遵守保密要求，与家人聊天
时不谈敏感话题，还能时常相互提醒注
意保密细节。

镜头二：增强新兵保密观念

“拉家常”时有纪律
■林 峰 罗周清 本报特约通讯员 黄 海

前不久，新疆军区某工兵团新兵营
新兵一连班长刘芳军发现，新兵小李刚
入营时表现积极，各方面都比较不错。
可一段时间以来，小李开始出现注意力
不集中的问题，空闲时间在班里也总是
发呆，或是无所事事的样子。

刘班长找小李谈心得知，小李在入
伍前是典型的“低头族”，早已习惯“机
不离手”。初入部队，手机上交连队统
一管理，对军营的新奇感让他学习训练
劲头十足。可新鲜劲儿过后，他开始想

念随时随地都能看手机、可以尽情聊微
信、刷抖音、玩手游的日子。

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有些新兵已
是“网生一代”“拇指一族”，入伍前手机
已成为他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
“自己的手机，凭啥上交管理”“想和亲
朋好友聊聊天还得等到周末”“部队啥
都好，就是限制使用手机让人受不
了”……10月底，新兵营开展的一次问
卷调查中，有新兵反映部队使用手机时
间少、限制多，自己很不适应。

“手机不是‘洪水猛兽’，但要让新
兵认识到过度依赖手机的危害，更要
引导他们用好手机为工作生活带来便
利。”针对新兵实际，该团决定采用疏
堵结合的方式，改进手机使用管理方
法，引导新兵更加规范、更加方便地
使用手机。

他们组织专题教育，通过营、连、
排分级授课的形式，向新兵讲清过
度依赖手机的危害，教育引导新兵
合理使用手机；同时，开展专项清理

整治活动，认真排查新兵手机使用
过程中存在的问题隐患，针对性进
行整改。依据内务条令中公网移动
电话集中保管的相关要求，该团制
订《手机使用管理规定》，推进手机
管理进班排活动，新兵手机不再由
连队统一保管，将手机使用批准权
限下放到班排。他们为班排配发手
机存储柜，新兵休息时间有手机使
用需求时，说明情况经班排长同意，
做好登记后可直接请领。

为充分发掘手机在教育中的正面
作用，他们组织新兵下载“军职在线”等
APP，在新兵中普及军事职业教育，鼓
励他们利用业余时间学习充电。

疏堵结合的手机管理模式，不仅帮
助一些新兵戒掉了对手机的依赖，也让
他们更多感受到组织的关怀，激发了训
练热情。现在的休息时间，新兵们利用
手机娱乐的少了，浏览学习各类知识的
明显增多。

镜头三：引导新兵健康用网

使 用 手 机 有 规 范
■李佳鹏 王志博 张智远

图①：10月29日，武警天津总队新兵团为新战士举行授枪仪式。 秦梓航摄
图②：近日，第78集团军某旅新兵营组织新兵学习《中国人民解放军内务条令（试

行）》，并组织条令常识考核。 庄新鹏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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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春节探亲期间，经人介绍，
我与老家的女青年小王建立了恋爱关
系。同年 5月，我们举行订婚仪式，按照
习俗我家拿出 20万元彩礼和价值 8万
余元的金银首饰，两家商定 2020年元旦
举办婚礼。随后小王去南方打工，到了
10月份，她开始拒绝接听我的电话，也
不回复短信，更对婚事避而不谈。我们
家想解除婚约，女方提出解除婚约可
以，但彩礼和首饰不退。我们家经济状
况一般，彩礼钱大部分是借的。我很苦
恼，请问彩礼的钱能要回来吗？我应该
怎么办？

——火箭军某部士官小陈

专家解答

■彭 刚

作为我国传统婚姻礼仪文化，婚前

给付彩礼的习俗比较常见，彩礼纠纷也

成为一种常见的民事纠纷。“彩礼”并不

是规范性的法律用语，人民法院受理彩

礼纠纷案件的案由，按照有关规定被定

为“婚约财产纠纷”。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明确规

定：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

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明确规

定：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

礼的，如果查明属于以下情形，人民法

院应当予以支持：（一）双方未办理结婚

登记手续的；（二）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

续但确未共同生活的；（三）婚前给付

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的。司法实践

中，金银首饰等贵重物品的赠与，如果

明确是以结婚为条件的，也可以要求

返还。

值得注意的是，现实中彩礼的给

付往往不注重保留证据，被告通常会

对彩礼数额提出异议，这就需要原告

举证。所以，一旦决定提起诉讼，需要

及时收集固定证据，比如订婚仪式的

影像资料、证人证言、购买首饰的发票

等。如果事先没有保留证据，也可以

在起诉前与对方沟通协商，并通过录

音等方式补充收集证据，以证明彩礼

给付的事实。

婚姻应当以感情为基础，新颁布的

民法典也保留了禁止包办和买卖婚姻、

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的规定。结合小

陈的情况来看，建议小陈多与女方交流

沟通，尽量采取协商的方式解决纠纷。

如果协商不成，小陈可以通过向法院提

起诉讼要回彩礼，并要求一并返还金银

首饰。

（作者系国防大学政治学院军队司

法工作系副教授）

订婚时给付的彩礼是否可以要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