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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人的事情优先办，军属的事情用

心办，驻军的事情加急办。”西安市未央

区人武部统筹驻地资源，依托驻地保障

军人军属合法权益工作站，改进涉军维

权工作方法，优化依法办事维权流程，健

全实时动态通联反馈，加强事后跟进监

督检查，为军人军属维权提供了便捷高

效的服务。

某部一起工程项目出现问题，与工

程承包方产生纠纷。期间，承包方多次

到部队提出无理要求，影响了部队正常

工作秩序。该部向未央区人武部反映情

况寻求帮助。人武部立即协调区人民法

院组成办案专班，分析研究案情。通过

翻阅卷宗、实地走访了解，办案专班在较

短时间厘清了案件原委，明晰了主体责

任，得到双方认可。案件受理期间，由于

原承包方转包、接手的承建方联系不上，

一度影响案件推进。专班协调税务、市

场监管等职能部门，通过多种渠道联系

到承建方，督促其履行合同协议。不到

一个月时间，就顺利解决了这起拖了多

年的难题。

保障军人合法权益不受侵犯，解决

军人后顾之忧，让他们在部队安心服役，

是人武部的重要职责。某部军士小蒋因

婚姻纠纷向人武部提出维权请求。他原

计划利用休假时间处理涉法问题，对方

却故意拖延时间。人武部考虑现役军人

休假时间要求严格的实际，按照相关法

律法规，协调区人民法院急事急办，在诉

讼、调解、审理、判决过程中，依法保障军

人合法权益，问题得到圆满解决。

近年来，该人武部为部队及军人军

属提供法律服务，先后帮助驻军部队、军

人军属解决劳务纠纷、财产分割、伤残鉴

定 等 案 件 10 余 起 ，被 誉 为 军 人 军 属 的

“娘家人”。

当好军人军属的“娘家人”
■俞浩天 寇军红

维权故事

尊 法 ，即 尊 重 法 律 、敬 畏 法 律 、崇

尚法律。我国古代“画地为牢”和“立

木为信”，就是古人的尊法行为。西谚

有 云 ：“ 一 切 法 律 之 中 最 重 要 的 法 律 ，

既 不 是 刻 在 大 理 石 上 ，也 不 是 刻 在 铜

表上，而是刻在公民的内心里。”尊法，

追求的就是这种把法律铭刻进内心的

状态，只有内心尊崇法治，行为上才能

遵守法律。

调研发现，基层部队还不同程度存

在一些不尊法的现象。比如，个别人员

权力主导不尊法、工作随意不依法、管理

粗暴不循法；个别官兵“无知者无畏”，把

“学通报”当作“听故事”，不把法规制度

当回事，很容易走上歧途；有的官兵法治

教育一课不落，遇到问题还是“病急乱投

医”，信关系不信法规……种种现象，反

映的是个别官兵尊法意识淡薄、法纪观

念薄弱等问题。

尊 崇 法 治 ，要 从 依 法 行 使 权 力 做

起 。 领 导 干 部 不 尊 法 ，就 很 难 实 现 治

军方式“三个根本性转变”。个别单位

领 导 开 展 工 作 不 与 条 令 条 例 对 表 ，习

惯经验式、运动式抓工作，对约束性规

定 层 层 加 码 ，对 激 励 性 规 定 缺 斤 少

两 。 领 导 干 部 对 法 治 的 态 度 ，影 响 和

决 定 着 官 兵 对 法 治 的 态 度 。 因 此 ，领

导 干 部 要 牢 固 树 立 权 由 法 定 、权 依 法

使 的 法 治 理 念 ，始 终 将 权 力 约 束 在 制

度的笼子中。广大官兵要强化法治思

维 ，并 自 觉 主 动 监 督 领 导 干 部 依 法 用

权、依法行政。

尊崇法治必须敬畏法规制度权威

性。现实中有这样一类现象，在贯彻条

令条例过程中，领导讲完严一阵、领导

不讲松一阵，讲与不讲、严与不严，效果

迥然不同。再比如，单位反复抓的某方

面问题，始终得不到彻底纠治整改，分

析其原因，就是个别官兵在监督执纪过

程中，把姑息迁就当作关心爱护，以批

评教育代替依法惩处，这不仅没有让违

法者得到足够警醒，更损害了法纪的严

肃 性 权 威 性 。 法 规 的 生 命 力 在 于 执

行。尊法，就是要敬畏法律的权威，想

问题、干工作、办事情，头脑中始终绷紧

法治这根弦，坚决把各项法规制度落到

实处、末端。

依法治军，不仅体现在规则条文、制

度机制层面，也体现在官兵的思想观念

层面。只有先尊法，才会认真学法、守

法、用法，并在实践中切实领悟法治的内

涵。建设法治军营，必须营造法治文化

氛围。要弘扬好传统，传承好作风，通过

学习宣讲、网络宣传、橱窗展板等方式，

启迪思想、启发自觉，引导官兵在潜移默

化中树立坚定的法治信仰。

（作者单位：联勤保障部队政治工

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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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关注 加强保密管理

保密工作九分半不行，九分九也不行，非十分不可。
通过开展安全保密教育，官兵普遍能做到牢记安全保密要求，落实相关制度规定，严

密筑牢防线。但在工作实践中，个别官兵还可能因为“习以为常”或“一时大意”，无意识埋
下风险隐患。各部队在强化安全保密工作时，必须锲而不舍、常抓不懈，从细节小事做起，
时时处处把牢保密关口，切实提升安全保密工作质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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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上旬，在宁夏军区某部一次交

班会上，与会人员在统一定制的工作笔

记本上认真记录工作部署及安排。会

议结束返回后，大家及时将笔记本锁入

保密柜妥善保管，没有出现随意放置的

现象。

加 强 对 工 作 笔 记 本 等 载 体 的 管

理，源于此前该部开展保密检查的一

段经历。

那一次，机关参谋张鑫按要求开

展安全保密检查。当他来到一名助理

员的办公室时，发现办公室无人，桌上

随意摆放着一沓活页纸。仔细一看，

活页纸上有手写的会议记录、摘抄的

业务工作流程等内容。张参谋顿时警

觉起来：这些笔记记录的基本都是开

会时强调部署的重要工作，有些内容

比较敏感，一旦遗失，后果与遗失涉密

文件一样严重。他立即将这些笔记活

页收好，在那名助理员返回办公室后

当面交给他，并对其进行了批评教育，

提醒对方严加保管。

安全保密容不得丝毫疏忽。事后，

张参谋将此问题反馈给有关部门。随

即展开的调研发现，对于已经明确的涉

密文件和载体，官兵普遍能够严格按照

保密相关法规进行管理和使用，但个别

单位和官兵对工作笔记等“手写密”管

理缺乏足够重视，还有的存在随手记

录、随意丢弃等现象。

保密就是保生命，守密就是守安

全。针对官兵参加战备训练、学习教

育、工作会议等产生的“手写密”存在

监 管 不 够 、制 度 缺 失 、销 毁 随 意 等 问

题，军区保密委员会召开会议，专题研

究制订规范工作笔记本管理和使用的

具体措施。

相关法规明确，军队单位应当建立

军事秘密载体统一登记、编号注册、专

人负责的管理制度。根据要求，该部将

官兵用于记录战备训练、业务工作等信

息的工作笔记本纳入统一管理范畴，明

确工作笔记本由各级保密委员会监制，

并采取非活页方式印制，在封面及扉

页、内页设置保密警示标语、保密守则、

编号、页码、单位、姓名等要素。明确要

求个人在使用过程中做好保管工作，使

用完毕或人员调离、退役时，必须及时

更换或上交，个人不得擅自留存、处理。

为进一步正规保密工作秩序，该部

定期开展保密教育，增强官兵保密意

识。加强日常监督管理，查纠违规使

用、保管不当等问题，确保涉密资料载

体管理使用规范有序。

如今，大家用工作笔记本进行记

录的同时，能看到提醒保密的醒目警

示语。“我从事的工作涉密程度较高，

单位的这些务实举措，让我们工作起

来 心 里 更 加 踏 实 了 。”那 名 助 理 员 由

衷说道。

宁夏军区加强对工作笔记本等载体的管理

“手写密”也要纳入监管
■陶 婧 朱 剑

“连长，咱们连的保密硬盘找不到

了，我忘记放哪了……”前不久的一天，

听着连队文书电话里焦急的声音，正在

训练场组织训练的第 82 集团军某旅王

连长顿时急得冒出了汗。匆匆与组训

骨干进行交接后，他急忙赶回连队。

原来，大约 1 小时前，这名文书携

带保密硬盘到集中文印室打印材料，随

后分别到机关两个科室上交材料，返回

时顺路将一份机关下发的通知送到营

部值班室。当他回到连队整理资料时，

却发现保密硬盘没有带回。

保密硬盘遗失不是小事。了解事

情经过后，王连长立即如实上报情况，

并准备与文书一起，到去过的地方再找

一遍。

正准备出门时，王连长接到了营部

文书的电话：“连长，刚才你们连文书来

送通知，随手将保密硬盘放在了我桌

上，我帮你们暂时锁进保密柜保管，待

会让他来取走吧……”

放下电话，王连长和文书心里的石

头落了地。文书这才想起，去营部值班

室时，他将随身携带的资料及物品放在

了办公桌上。送完通知后，由于一直惦

记着其它工作，他径直离开，忘记了“随

手放”的东西。这名文书立即跑到营部

值班室，领回了连队的保密硬盘。

相关规定明确，遗失或私自处置军

事秘密载体的，对负有责任的领导人员

和直接责任人员，依据纪律条令等有关

规定给予处分。虽然这次没有造成涉

密载体遗失，但由于存在安全隐患，有

关部门对这名文书进行了批评教育。

这名文书也深刻认识到了错误所在，进

行了深刻反省。

随后，该旅对日常存在的失泄密

隐患进行梳理归纳，发现官兵随手放

置 涉 密 文 件 和 载 体 的 现 象 时 有 发

生。比如，个别官兵外出办事时觉得

很快能回来，就将涉密文件随手放在

桌 上 ，不 及 时 入 柜 ；个 别 官 兵 携 带 涉

密 载 体 外 出 办 公 时 保 密 防 范 意 识 不

强，不能始终做到“人密合一”，等等。

针对此类问题，该旅及时部署开展

安全保密教育，组织相关人员认真学习

涉密载体管理使用规定，对典型事故案

例进行剖析反思，提升官兵安全保密意

识。工作中，各级加强对文书、军械员、

档案保管员等重点敏感岗位人员的教

育督导，组织大家对照相关法规要求认

真自查整改，将涉密载体管理使用规范

到每一个环节步骤，进一步提高涉密人

员的保密自觉性。

经历这次事件，那名连队文书深

刻吸取教训，并时常以自身经历警示

身边战友。这天，文书又接到营部值

班室通知领取文件的电话，他先将涉

密文件和载体锁进保密柜，确认无隐

患后才离开值班室。

第82集团军某旅强化涉密人员保密意识

“随手放”必须坚决杜绝
■付 磊 吕 梁 杨开明

三军之事，莫重于密。

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保密工作面

临着更多挑战。我们在强化防范高科技

窃密手段的同时，还要谨防由于“不经

意”“下意识”的举动造成失泄密隐患。

保密工作没有“差不离”，只有0分和

100分的区别。在工作笔记本上随手记

下的寥寥数语，可能就会包含重要涉密信

息；工作繁忙时不小心遗忘的物品，可能

就会造成安全保密的重大隐患……有的

官兵不以为意，或是觉得问题不大，可试

想一下，如果这些“无心之举”遇上别有企

图的“有心之人”，就可能带来严重后果。

举一反三，退役离队时带走涉密纪

念品，离开办公室未能及时锁门，发朋

友圈时标注地理位置，随手拍的图片中

出现涉密场所或装备……这些行为表

面上看是“无心之举”，实则是思想松

懈、法治思维不牢的表现。因此，一时

大意、事多疏忽，这些都不该成为造成

失泄密风险隐患的借口。

时时不忘保密，事事须知敬畏。在

工作生活中，广大官兵要时刻绷紧保密

之弦，遵守保密法规，严守保密纪律，培

养良好习惯。要加强对《军队保密条

例》等相关法规制度的学习，尤其对条

令法规要求的保密工作重点、细节必须

记准记牢，在工作、训练、生活中认真落

实到位，时刻牢记军人身份，注意个人

言行，不可疏忽大意。在落实法规制度

上，绝不能打折扣、搞变通、想当然或抱

有侥幸心理。同时，要组织官兵及时跟

进学习各类典型案例，了解最新窃密泄

密手段，增强辨别能力，筑牢思想防线。

天下大事，必作于细。各部队要注

重监管、强化管理，通过发放保密提示

卡、张贴警示标语等，营造浓厚氛围，时

刻警醒官兵。适时开展安全形势分析，

梳理各类问题隐患，尤其对司空见惯、

习以为常的行为，采取有效措施及时纠

治整改。对重点岗位涉密人员，要常教

育、常提醒、常要求，教育引导他们对待

日常工作不浮躁、不懈怠，确保安全保

密工作万无一失。

谨防“无心”遭遇“有心”
■邹 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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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余小议

4月下旬，武警安徽总队合肥支队官兵结合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武装

警察法》，规范执勤秩序，强化依法执勤、文明执勤意识。图为官兵示范武装巡

逻执勤动作。 本报特约记者 徐 伟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