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防化分队对染毒地域死角没有彻
底洗消完毕，官兵防护服穿戴气密性不
好；警卫分队封控围剿课目训练降低难
度，战场环境设置过于理想化……新年
度开训不久，火箭军某团党委常委督训
组在跟训中先后发现并纠治 16个问题，
对 6个单位亮出“黄牌”，责令两名连主
官、1名营党委负责人作出深刻检查，在
官兵中引发热议。

去年，该团党委在议战议训时，将历
次演练中暴露的问题进行剖析对照，发
现有的问题大同小异、一些积弊久治不
愈。大家感到，责任倒逼机制不够完善，
训练督查失之于宽、失之于软是重要原
因之一。

平时不敢较真“唱黑脸”，战时就会
付出沉重代价。“训练督查必须严格依法

出实招、下重锤！”党委常委督训组到训
练场上跟训督训，当场“亮黄牌”“开罚
单”，牢固立起了战斗力标准。今年开训
以来，他们严格落实相关法规制度，制订
《军事训练督查实施意见》《训练问责实
施办法》等刚性举措，细化比武竞赛、技
战术训练、演习演练等内容，先后制订20
项训练督查标准。按照党委常委督训机
制，每名团党委常委分单位、分点位，对
部队训练情况进行跟训督查，重点纠治
军事训练中与实战标准不符的问题。

除走上训练场对部队训练情况进行
督查、摸清能力底数外，督训组成员还负
责带领官兵现场研究训练难题，对无法
立即解决的建立问题台账，利用党委议
战议训会、交班会等时机集智研究解决。

依法落实跟训督训过程中，他们坚

持完善问题责任倒逼机制，对训风不严、
考风不实的单位和责任人，采取通报批
评、记入个人年度军事档案、年底评先评
优“一票否决”等方式严肃追责，切实让
制度发力、使纪律生威。

不仅现场“亮黄牌”，还要现场传帮
带。前不久，随某分队开展驾驶训练的
团长张驾卿，发现组训存在消极保安全、
降低夜间训练难度等问题。在责令该分
队立即整改的同时，张驾卿还分析问题
根源，与机关训练部门沟通，针对性组织
驾驶员开展夜间复杂路况驾驶培训，帮
助大家克服畏难情绪，促进战斗力生成。

火箭军某团党委常委督训组深入训练一线

训练有问题 当场“亮黄牌”
■任增荣 本报特约记者 岳小琳

本期聚焦 军营智能手机管理

一线探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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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典被誉为‘社会生活的百科全
书’，人民军队作为党绝对领导下的武装力
量，应当自觉学好用好民法典，提高军事治
理效能，助力治军方式根本性转变……”
近日，武警江西总队联合驻地退役军人
事务局、司法局等部门开展“送法进军
营，共学民法典”活动，邀请专业人员结
合具体案例为官兵讲解民法典。
“让法律知识走到官兵身边、走进官

兵心里，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才能
有效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总队领导介
绍，他们联合驻地有关部门成立法律服
务小分队，建立军地普法常态化交流机
制，定期开展“送法进军营”活动，及时向
官兵宣讲法律法规、提供法律援助，在知

识宣讲、案例分析中强化官兵法治观念。
在总队医院宣讲现场，法律服务小

分队在宣讲民法典相关内容时，台上台
下互动交流，官兵学习热情很高。医院
宣传干事焦丹丹说：“通过对民法典中与
官兵和军队权益密切相关的法律条款的
学习，增强了大家学法用法的自觉性。”
“自身权益有了保障，更能集中精力

练兵备战。”九江支队宣讲现场，上士麦
堪兴的发言让大家深有感触。前不久，
麦堪兴的父亲因交通事故受伤住院治
疗，在赔偿问题上与肇事方发生纠纷。
他找到支队法律服务援助站请求法律援
助，在支队有关部门和律师的共同帮助
下，顺利获得赔偿金。

让法律法规入脑入心，官兵才能树
立依法办事的观念，养成尊法学法守法
用法的行动自觉。总队结合“送法进军
营”活动，组织开展典型案例分析会、涉
法问题咨询会等，帮助官兵运用法律武
器维护合法权益；利用强军网、微信公众
号等网络资源，开设法律法规学习专栏，
建立法律援助服务站，使法治教育由平
面走向立体、由静态转为动态、由抽象变
得鲜活；发掘军地资源，采取集中培训、
送学培养等方式，提高基层骨干依法解
决问题的能力。

活动开展以来，总队联合有关部门帮
助官兵解决家庭宅基地纠纷、房屋拆迁等
多起涉法案件，维护了官兵合法权益。

武警江西总队携手驻地单位送法进军营

常态化宣讲增强学用自觉
■本报特约通讯员 刘 强

网络游戏消费引起

的议论

有段时间，第 78集团军某旅士兵
小张感到有些郁闷和不理解。他在玩
网络游戏时充值购买了一款游戏人物
皮肤，这却引来一些麻烦。

小张入伍前就喜欢玩网络游戏，
他和女友经常一起打游戏、看直播。
入伍后，两人感情比较稳定。在部队
规定可以使用手机的时间内，小张常
会上网陪女友玩一会儿游戏，这样既
能放松身心，也能加深和女友的感
情。前不久女友过生日，小张特意花
几十元钱购买了一款女友心仪已久的
游戏人物皮肤送给她。

那段时间，正逢连队组织对官兵
手机进行常规检查。检查中，小张的
这次网游消费记录被发现。很快，小
张受到了连队干部的点名批评。

挨了批评，小张一下傻了眼。连
队官兵也议论纷纷，有的批评他明知
智能手机管理严格，还违反连队要
求；有的说小张给所在班排抹了黑，
建议责令深刻检讨反思并作书面检
查；还有的建议罚他一段时间内不准
使用手机。

但是，也有官兵认为，有关上级
明确规定官兵使用智能手机玩网络
游戏时，不得“超个人经济能力”，小
张花几十元钱充值数额不大，并未超
出经济承受能力；还有官兵感到，连
队检查发现问题后，没有及时了解小
张的具体情况，就进行点名批评，似
乎不太合理……

议论声中，小张着实有些郁闷。
见旅强军网设置了意见箱，他如实反
映了这一情况。

手机管理标准为何

常“顶格”

“使用智能手机确实方便，但也可
能带来不少麻烦。”某连大学生士兵魏
铭序坦言，虽然按照规定，官兵休息时
间可以使用智能手机，但以往个别管
理部门出于种种考虑，制订了一些附
加的细化措施，并经常到基层连队“过
筛子”。只要是检查，智能手机都是必
检项目，这让一些官兵在使用手机时
有所顾虑，“用户体验”打了折扣。

有的营连为了避免出问题，提醒
或要求官兵尽量少用智能手机，甚至
“能不用就不用”。过去，个别基层单
位为加强警示教育，一旦检查出现问
题，有时会“一人得病全家吃药”。有
一次，某连一名战士因使用手机超时
被通报，这个连队不仅立即组织全连
官兵学习条令，还对智能手机的使用
时间作出更严格的限制。有官兵感
到：“每次使用手机总怕超时，有时觉
得还不如不用。”

官兵的意见建议，有关部门和基
层带兵人其实都有所了解，但大家在
实际工作中，也有一些担心顾虑。

有机关干部感到，智能手机上网

难设防，如果管理不严格不到位容易
带来安全隐患，一旦出了问题，有关
部门和人员也要被问责。有的带兵
人说，现在网上诱惑较多，个别青年
官兵自律意识相对较弱，一到智能手
机使用时间，带兵人心里就七上八下
地悬着，担心出现网络赌博、网上交
友、网游沉迷等问题。因此，对智能
手机从严“顶格管理”似乎也是无奈
之举。

严格管理与满足官兵合理需求之
间，似乎存在着不易化解的矛盾……

既重从严管理，更

重良性引导

“毋庸置疑，使用智能手机存在
安全风险。但它能够为官兵学习娱
乐带来便利，手机管理的关键在于找
准管与用的平衡点，绝不能因噎废
食，或是另搞一套土规定。”了解到官
兵的议论，研究剖析一系列典型问题
时，该旅党委一班人认为，对年轻官
兵而言，智能手机已经融入了训练工
作学习的方方面面，严格管理无可厚
非，但要依法依规根据基层实际情况
抓好落实。开展工作时，必须既重从
严管理，更重良性引导，把问题隐患
化解在日常教育引导和管理上，绝不
能层层加码。

旅队通过组织学习手机使用管
理规定、召开基层官兵恳谈会等方
式，听取官兵意见建议，扭转机关管
理部门和基层带兵人谈“网”色变的
观念，依据条令条例细化智能手机
管理规范，将手机管理权责统一进
行归口，明确智能手机发放、管理权
限，从源头解决令出多门、层层加码
等问题。

结合学习，小张所在连队党支部
进行深入反思，撤回了对他的批
评。一名连队干部说，今后连队会
加强教育引导，科学理性对待问题
隐患，避免出现一味“围追堵截”的
现象。

严格落实手机管理使用规定的
同时，针对个别官兵使用智能手机以
游戏娱乐、聊天交友为主，花在学习
上的时间相对较少的现象，旅队常态
化开展健康用网教育，由有关部门和
基层连队适时推荐一些学习型微信
公众号和手机软件，鼓励官兵上网课
学知识。他们还充分发挥网络学习
教育的功能，举办网上阅读、知识竞
赛等活动，利用智能手机开展在线教
育和课后讨论，使手机从“游戏机”变
成“学习机”。

旅队还积极探索加强手机管理中
的技术防范，在营区安装“电子围栏”，
运用手机动态管理监控应用系统，实
时管控官兵用网情况，减少突击检查，
保证官兵安心使用智能手机。

找准平衡点，激发新活力。“依
法依规管理，大家合理安排时间，利
用手机上网学习的氛围浓了。”前不
久，坦克六连指导员李杨发现，连队
官兵利用智能手机浏览知识、学习
网课的明显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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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从法治视角判断问题，用法治思
维分析研究问题，以法治方式协调解决
问题……”近日，西藏日喀则军分区党委
理论学习中心组持续深入学习中央全面
依法治国工作会议精神，大家结合部队
工作实际，就加强部队法治建设进行讨
论交流。
“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提出

‘十一个坚持’，明确强调要坚持抓住领
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军分区党委
机关应自觉在尊法学法守法用法上走
在前列，发挥好示范带动作用。”军分区
领导介绍，针对部队点多线长、人员分
散、正规抓建难、末端落实难的问题，他
们紧紧抓住“关键少数”，将法治教育列
入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计划，通过

邀请专家辅导授课、组织巡讲交流等方
式，提高领导干部法治素养，强化党委
机关依法开展工作的能力水平。

压减各类文电、精简各类会议、统
筹各类评比……说起近两年的变化，某
营文书朱旭深有感触：“以往每月要收
很多文件通知，每周都要参加几个会
议。现在上级依法指导，基层依法落
实，官兵有了更多精力练兵备战。”军分
区政治工作部主任张俊波说，落实全面
依法治国工作会议精神，党委机关既要
搞好统筹协调，又要延伸到末端、落实
到基层。要坚持依法用权，严格依据法
规制度履行各自职责，持续深入纠治
“五多”顽疾。

军分区组织领导干部深入一线哨

所点位开展普法教育，通过案例剖析、
讨论交流、问题答疑等形式，深入解读
与官兵切身利益相关的法规制度。在
海拔 4700多米的边防某团卓拉哨所，一
场法治教育课正在进行，授课人是该团
政委应成虎。“懂法才能守法、知法才能
用法，通过宣讲，不仅普及了法律知识，
更厘清了认识误区。”官兵纷纷表示，领
导干部带头学法普法，部队就能掀起学
习热潮。

抓好“关键少数”，带动“绝大多
数”。为做好学习贯彻会议精神的下篇
文章，该军分区还建立健全监督机制，拓
宽问题反映渠道，强化领导干部依法办
事理念，确保依法治军、从严治军各项任
务真正落到实处。

西藏日喀则军分区

抓好“关键少数”带动“绝大多数”
■邬 军 冯亚坤

管好用好智能手机是个老话题，但对基层官兵
来说，这个话题常讲常新。近年来，各部队严格落
实相关法规制度，依法依规抓好智能手机管理，取
得良好成效。但实际工作中，也有个别单位片面强
调加强管控，对智能手机使用管理层层加码，这容
易把官兵的“开心事”变成“烦心事”。

条令条例等法规制度明确，在符合保密要求的前
提下，官兵在课外活动时间、休息日、节假日等个人支
配的时间，可以使用手机。我们要积极适应信息时代
特点，转变重管轻用的理念，变堵为疏，依法依规完善
智能手机管理规范，不仅把智能手机管理好，还要引
导官兵使用好，切实维护官兵的正当权益。

第72集团军某旅打造法治文化长廊，营造浓厚的法治文化氛围，使官兵在点滴熏陶中提高学法用法的自觉性。图

为榴炮三连近日组织官兵来到法治文化长廊参观学习。

刘自华摄

近日，新疆军区某团举行新装备授装仪式，强化官兵依法管装爱装意识，激发练兵备战热情。图为某连连长康磊（左

一）向官兵介绍新装备性能。 黄飞皓摄

深入学习贯彻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