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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律师，谢谢您！保险基金已经

受理了我母亲因工受伤的先行赔付事

宜，赔付款很快就能到账。”近日，正在

参加中部战区空军法律服务“轻骑队”

的某部兼职律师李志军收到这样一条

信息。

发 来 信 息 的 是 地 导 某 旅 战 士 小

龙。前不久，李志军和队友曾为该旅官

兵现场提供法律咨询服务。战士小龙

的母亲在地方企业工作时，因公受伤，

法院判决相关企业进行赔付，但企业一

直未执行，令小龙家人生活陷入困境。

了解情况后，李律师依据《保险法》等相

关法规，与有关部门沟通协商，帮战士

家人申请了保险基金先行赔款，解决了

小龙家人的燃眉之急。

前期调研发现，近年来基层官兵

法律援助需求增长较快，特别是在婚

恋家庭、房产土地等方面还有较大服

务 缺 口 。 该 战 区 空 军 遴 选 12 名 专 业

素质好、办案经验足的法律骨干，成立

法律服务“轻骑队”，深入团以上部队、

驻训分队和偏远连队，采取专家授课、

法律咨询、普法图展、包案攻坚等形式

开展巡回服务，增强官兵法治素养，帮

带基层法律骨干，同步解决官兵涉法

问题。

战区空军政工保障室主任刘西平

介绍，为尽可能覆盖更多营区、帮助更

多官兵，他们主动深入小散远单位开

展法律服务，同相关单位和法律骨干

梳理线索起草法律文书，帮助破解多

起信访积案、涉法难题。“您和家人遇

到 过 哪 些 涉 法 问 题 ”“ 遇 到 涉 法 问 题

时，您希望军队律师在哪些方面提供

帮助”……每到基层单位，队员们第一

时间发放调查问卷，组织座谈交流，针

对官兵需求调整服务内容，力求有问

必答、有难必帮。

在航空兵某旅，士官小夏的家人经

人介绍，向某公司负责人支付全款购买

了一套商品房，后该负责人因非法集资

入狱，小夏家人的购房款迟迟没有退

还。了解情况后，“轻骑队”专家及时提

供法律援助，帮助小夏家人维权。

据悉，该战区空军将继续做好送法

服务“下篇文章”，并通过强军网“法律

服务”栏目，常态做好法律咨询服务，紧

盯疑难涉法问题，解决官兵后顾之忧，

服务练兵备战。

中部战区空军法律服务“轻骑队”开展巡回服务

面对面化解官兵涉法难题
■杨思聪 本报特约记者 张 雷 刘 川

前不久，正在某地开展野外驻训的

新疆军区某团，利用任务间隙，组织部分

官兵与当地群众开展共建活动，帮助群

众劳动。劳动过程中，老乡十分热情，官

兵干劲十足。

闲聊时，有的群众对部队的驻训演

练表示好奇。当老乡问到部队体制编

制、训练内容、作息时间等敏感信息时，

正聊在兴头上的下士小李随口准备回

答，一旁的班长立即转移话题，把可能涉

及部队秘密的内容引开。

当天返回后，班长对小李进行了批

评教育：“老乡出于好奇热情提问，但我

们必须时刻绷紧保密弦，任何情况下不

可放松警惕。”意识到问题，小李也为自

己的大意捏了一把汗。“我以后一定谨言

慎行，防止类似问题再发生。”

野外驻训以来，部分营连驻训地距

离村庄较近，经常会与当地村民组织共

建活动。与老乡交往增多，个别官兵保

密意识有所松懈。该团摸排发现，驻训

期间，个别官兵还存在请老乡帮忙收发

快递、采买物品，或是随意叫车到达驻训

地附近等现象，接触地方人员过程中存

在失泄密隐患。

调查研究后，该团组织官兵围绕“驻

训期间存在的失泄密风险”进行讨论交流，

分析安全保密形势，排查隐患漏洞；加强保

密教育，学习相关法规制度，对典型案例展

开剖析反思，筑牢安全保密思想防线。针

对驻训特点，他们研究制订《驻训保密“六

不准”》，制作保密提示卡、海报、标语，并张

贴悬挂在帐篷醒目位置，时刻警示官兵。

强化保密意识，筑牢保密防线。前不

久，附近村党支部来到舟桥营驻训地，与

该营党员一起开展教育。活动结束后，村

党支部拟采写活动宣传稿件发表。获悉

相关情况后，该团有关部门及时对稿件内

容审核把关，将稿件中驻训地位置、部队

番号等涉密敏感信息进行处理，保守了部

队秘密，消除了失泄密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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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区人武部的协调下，我们家的矛

盾已经解决了，你在北京安心工作，不用

再为我们担忧。”前不久，驻京某部队干

部小李从父亲那里得知此消息后，再次

积极投身训练之中。

数年前，小李父亲因土地纠纷与亲

戚发生口角，两家人一直处于矛盾状态，

村委会多次调解未能解决问题。亲戚关

系紧张、土地未能确权、矛盾没有化解，

年迈的父亲一直为此忧愁，这让小李非

常担心，甚至影响了工作训练。小李所

在单位了解情况后，向他家乡辽宁大连

普兰店区人武部发函，希望能够帮助协

调解决难题。

该人武部立即协调本地司法、自然

资源等部门及小李家所属街道办事处，

对两家土地重新进行确权，并多次登门

做好思想工作。经过相关部门公正合理

界定，最终双方达成和解，小李父亲露出

了久违的笑容。

“切实帮助官兵解决难题，让他们身

在他乡不为‘后方’发愁，全身心投入练

兵备战当中。”该人武部领导介绍，他们

积极发挥军地“协调部”作用，让当地官

兵充分感受到“娘家人”的温暖。他们与

驻地司法部门、各街道办事处建立协作

机制，针对官兵反映的问题及时协调、挂

账销账。设立 24 小时咨询专线，邀请律

师为官兵提供咨询服务，并安排专人对

接，从快办理。

近年来，通过法律干预、上门协调等

途径，该人武部调解部队官兵涉法问题 30

余起，有效维护了军人军属的合法权益。

当好官兵“娘家人”
■梁 冰 王子睿

左图：8 月 20 日，武警江苏总队泰州支队依法组织

开展士官选晋考核，检验士官综合能力素质和专业技能

水平。图为战士理论考核现场。

杨玉岗摄

下图：8 月 17 日，武警天津总队机动支队组织士官

选晋考核，监考人员依法严格监督，确保考核公平公

正。图为体能考核的场景。

钱志强摄

士官选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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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长，六班上报，车辆右前胎爆

胎，请求更换。”

“按照预案迅速进行抢修。另外，

各班注意，利用对讲机通联要使用代

号，不得暴露职务、建制……”

前不久，第 76集团军某旅高炮二连

正在组织战术训练。个别官兵通信时未

按规定使用代号，被连队干部当场指出。

“在通信中直接称呼职务，虽简单

方便，却给保密带来了隐患。”说起严格

落实有关规定使用代号，以往有一幕让

该连官兵印象深刻。

那一次，连队按照年度训练计划组织

外训机动。行军途中，连队内部的对讲机

信号和地方一处建筑工地的对讲机发生

了串线，地方施工人员指挥施工建设的声

音偶有传来。连队及时调整行军中的通

联方式，才确保顺利隐蔽抵达目的地。

这种现象虽是偶然，但也引起了连

队深入思考。平日在营区训练执勤时，官

兵都能自觉使用代号。驻训以来，随着各

项任务全面展开，官兵需要用到代号的频

率增多。但个别官兵对演训中使用代号

代码的重要性认识不够，或是代号代码含

义记不牢，使用明码呼叫应答的现象时有

发生。比如，个别哨兵在对讲机里直呼主

官职务，个别官兵在训练过程中不按照规

定保持无线电静默……凡此种种，都给

保密工作留下了安全隐患。

有关规定明确，通信时，不得使用

明码传输军事秘密。连队结合驻训实

际分析认为，训练中严格使用代号不

是多此一举，而是保守部队建制、职务

等军事秘密的必然要求。“信息化战争

中，保密和胜利密切相连，我们要从每

个细节做起，严守保密规定。”针对查

摆出的日常训练中使用明码呼叫、值

班执勤中代号使用不规范、对通联手

段掌握单一等问题，连队组织官兵立

即整改。他们要求官兵严格落实相关

规定，深刻理解通信中使用代号的意

义，熟练掌握相关使用规范。同时，进

一步加强驻训期间安全保密教育，组

织官兵学习《军队保密条例》等相关法

规，提升官兵保密意识。

经过教育引导，该连官兵能够更加

自觉落实各项保密规定。“如今组织野

外行军，各分队官兵都能严格使用代

号，养成注重言行细节、保守军事秘密

的好习惯。”班长蔡文说。

通信保密

使用代号绝非“多此一举”
■闫 强 本报特约通讯员 赵炫竹

“你好，请及时归还✕✕号文件和

传真电报，如果还需使用，请按程序办

理……”在海拔 4700 多米的高原驻训

的西藏军区某团，保密员曹磊走进机关

部分股室办公帐篷内，对照登记本督导

大家归还之前下发的保密文件，依法做

好驻训期间涉密文件管理工作。

驻训期间点位和人员分散，涉密文

件管理面临一些问题。驻训伊始，军务

股股长周清有一次发现，某连一名文书

正在驻训地附近的一处空地撕毁和焚烧

一些纸张，上前询问得知，正在烧毁的是

已过清退期的文件。由于驻训地没有配

备碎纸机、保密柜等设备，官兵只能采取

焚烧的方法销毁部分纸质文件。周股长

在一堆灰烬中发现一些未焚烧彻底的纸

张碎片，碎片上还留有一些信息。

“条令条例等法规对文件资料的保

管销毁有明确要求，岂能随意处理？”周

股长对这名文书提出严肃批评，并向上

级及时反映情况。野外办公条件简陋，

保密设备配备不如营区齐全，加之人员

分散、训练强度大，部分官兵保密意识有

所松懈。此前检查发现，个别驻训单位

人员保密意识较弱，有的随意将涉密文

件摆放在办公桌上；有的清退保密文件

不及时，甚至为图省事直接把文件一撕

了之；一些偏远点位只能依托人工传送

保密文件，且未配备保密柜等设施。

针对这些问题，该团结合驻地环境

和任务实际，依据《内务条令》《军队保

密条例》等相关法规，制订《野外驻训中

涉密文件管理规定》，对涉密文件的存

放、收发、销毁等方面作出细化要求。

他们将各渠道收到的涉密文件资料指

定专人负责送交保密部门办理，落实编

号、登记、加盖专用印章等手续。同时，

完善登记签收制度，定期督促承办人员

按期归还。他们还为野外驻训和小散

远单位配发制式密码保密柜，对涉密文

件、载体进行集中存放，并统一配备打

印机、碎纸机等。

为确保驻训地涉密信息不失管失

控，该团采取定期检查与随机抽查相结

合的方式，对涉密文件进行严格管理。

制度规范有效、保密员履职尽责。

笔者看到，驻训场工作秩序严格正规，

各类保密文件在保密柜内整齐存放、到

期文件按时清退，驻训保密工作做到了

高标准、严要求。

文件管理

涉密文件切莫“一撕了之”
■邬 军 左南星

军营话“法”

连日来，正在黄海之滨驻训的第 71集团军某旅针对驻地社情民情和官兵思想实际，组织开展野外驻训安全保密教育，提

升官兵安全保密意识。图为该旅防空营正在组织“警钟长鸣耳边，保密牢记心间”讨论交流活动。

付少旋摄

近年来，随着改革强军深入推进，

野 外 驻 训 已 成 常 态 。 与 营 区 不 同 的

是，野外驻训地没有围墙内外的严格

界限，动散条件下泄密隐患相对增多。

驻训中，如果官兵警惕性不强、说

话交往不慎或工作出现疏漏，都可能出

现失泄密的风险隐患。比如：驻训地垃

圾堆里有记录口令等内容的纸片，周边

运营车辆司机熟知官兵驻训地点，个人

朋友圈暴露训练内容或驻训位置等信

息……因此，高度重视野外驻训期间的

安全保密工作尤为重要。

只 有 管 住 思 想 ，才 能 管 住 行 为 。

驻训前，各部队要结合驻训任务、驻地

社情和官兵思想实际，及时开展安全

保密教育。组织官兵深入学习《国家

安全法》《保密法》《军队保密条例》等

相关法规，观看警示教育片，剖析典型

案例，使官兵牢固树立“保密就是保战

斗力”的观念，时刻谨记“敌情就在身

边，泄密就在瞬间”，自觉克服松懈麻

痹思想，增强做好安全保密工作的责

任感和紧迫感，切实筑牢思想防线。

治军之道，得之于严，失之于宽。

一些失泄密问题的发生，并非因为窃

密工具先进或手法高超，而是由于个

别官兵思想松懈、落实保密规定不严

造成的。因此，必须坚持从严从紧，狠

抓保密制度的刚性落实。各级要教育

督导官兵对相关保密法规牢记于心、

贯之于行，不折不扣落到实处。通过

细化责任分工，加强督导落实，确保每

个环节都做到严格按程序办，堵塞失

泄密漏洞，高标准、严要求做好驻训期

间保密工作。

“ 网 生 一 代 ”的 年 轻 官 兵 思 想 活

跃、社会阅历浅、辨别能力较弱，进入

驻训地，面对全新的环境和高强度的

训练，容易放松警惕。对此，保密工作

要抓住重点，教育引导官兵自觉控制

“交往圈”、净化“生活圈”、纯洁“娱乐

圈”。驻训期间要多一分小心，面对异

常情况要多问问“为什么”，提高防范

意识，增强明辨是非的能力，时刻拧紧

保密“安全阀”，确保安全保密工作万

无一失。

（作者单位：93069部队）

野外驻训忙野外驻训忙 保密记心间保密记心间
■崔 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