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链接：《内务条令（试行）》对留营住宿的具体规定

第一百八十六条 连队（队、站、

室、所、库）在位的军官，应当留营住

宿（排长应当与士兵同住，不得单人

居住）。在配偶来队探亲规定的留住

期间，可以回家住宿。配偶在驻地长

期工作或者生活的，在保证军官按编

制数有 50%并有 1名主官在位的前

提下，休息日和节假日可以按照统一

安排轮流回家住宿（休息日和节假日

前1日下午操课结束后离队，休息日

和节假日结束当日晚饭前归队）。

轮流回家住宿的军官应当按照本

条令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的权限请假

销假。

担负特殊任务的部队按照有关

规定执行。

第一百八十七条 士官应当在连

队（队、站、室、所、库）住宿。在不影

响士兵在位率以及执行任务和管理

的前提下，已婚士官可以按照下列规

定离队住宿：

（一）在配偶来队探亲规定的

留住期间，可以到家属临时来队

住房住宿；

（二）配偶在驻地长期工作或者

生活的，在休息日和节假日可以按照

统一安排轮流回家住宿（休息日和节

假日前1日下午操课结束后离队，休

息日和节假日结束当日晚饭前归

队）。回家住宿的士官应当按照本条

令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的权限请假

销假。

特殊岗位士官的留营住宿办法，

由军级以上单位确定。

第一百八十八条 女军人怀孕

和哺乳期间，家在驻地的可以回家

住宿，家不在驻地的可以安排到公

寓住房住宿。

第一百八十九条 空勤人员和舰

（船）艇上的军官、士官以及连队（队、

站、室、所、库）的专业技术军官回家

住宿制度，由战区、军兵种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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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驻训点建立1个战备值班连，值
班员于每日12时前，向旅值班室上报日
综合情况及其他需要上报的事项……”5
月15日，第79集团军某旅作战值班员下
发《关于规范野外驻训期间战备工作的
通知》，合成二营营部文书季震看到，通知
要求一目了然，传达落实措施清晰。“机关
下通知不再‘打补丁’，基层落实效率大大
提升。”季震深有感触地说。
“打补丁”式通知曾给基层添了不

少麻烦。一次，该旅计划组织军事考
核，拟制考核方案的参谋由于经验不
足、考虑不周，导致方案反复修改，最终
出现接连下发 6稿、最多一天 2稿的情
况，给基层官兵备考带来很大不便。
“编制体制调整后，机关人员减少

了，但一些不必发的通知却依然纠而不
治、治而不止。”合成三营文书兼军械员
陈树新说。

机关转作风，“五多”现象为何有增
无减？追根溯源，还是领导机关缺少依
法抓建的意识，欠缺按条令条例办事的
习惯，缺乏依靠法规制度开展工作的能
力和办法。
“编制体制调整后，对机关指导基

层的工作方式和方法都提出了新要求，

如果还用‘老瓶装新酒’，要么‘空对空
指导’，要么‘一竿子捅到底’，就会导致
基层摸不清头绪、找不到招法。”在旅机
关“强化服务意识，减少‘五多’干扰”专
题讨论会上，旅政治工作部保卫科干事
徐利伟深切感到，一些机关部门抓基层
的思维观念亟待更新。
“机关干部能力素质弱、责任心不

强，也是导致‘五多’现象的一个原
因。”该旅组织科科长王洪升说，有的
机关干部对工作缺乏深入细致研究，
习惯让基层上报文字材料，不仅给基
层增加了工作量，还在一定程度上扰
乱了基层秩序。
“缺乏统筹也是症结之一。少数机

关干部安排工作、组织活动各行其
是、各自为政，不考虑基层实际承受
能力、实际效果。”部队管理科参谋马
磊谈到，虽然单位规定了各类会议召
开的时机、次数，各项通知下发的权
限、数量，但在大项任务、特殊时
期，往往变形走样。

纠治“五多”，机关必须严格依法
依规指导基层。该旅围绕战备值班、
政治教育、安全管理等方面与条令条
例对表，对各类文件规定进行废立

改，使机关指导基层有章可循、有法
可依。

为提高机关干部的能力素质，旅
组织开展经常性业务培训，让机关干
部取得指导基层的“资格证”，做到办
事行文严谨、准确无误。旅规定，确
需基层营连落实的通知要简明，注重
关键时间节点，必要时提供纲目性工
作提示；机关干部收到上级通知要在
当日处理，防止因机关压件，导致基
层没时间落实。

心中有“法”，工作有“方”。在
该旅最近召开的一次机关交班会上，
旅党委对涉及基层的工作统筹协调安
排：机关两个科没按规定程序下发通
知，干扰了基层正规秩序，被通报批
评；合并删减了机关业务部门拟安排
的6项活动、4项检查。

经过规范，该旅机关筹划部署工
作时随意变动少了，基层抓落实有
章可循，正规有序。“只要真下决心
治理，没有治理不了的‘顽疾’！”
官兵们高兴地说，机关依法指导基
层，给基层减负，受益的是部队的
战斗力。

（梁永刚、安东海）

第79集团军某旅 统筹规划，从源头减少忙乱

5 月 28 日，中部战区空军地导某
旅发射阵地上，某连指导员宋成涛正
与战士们一起热火朝天地训练，满脸
汗水却浑然不觉。
“我能集中精力投入到练兵备战

中，与旅里大力纠治‘五多’密不可
分。”训练间隙，宋成涛说，以往他最
苦恼的不是连队管理、训练水平提
升，而是撰写各种文字材料。

宋成涛是大家公认的“笔杆子”，
机关各部门都喜欢找他要材料。一
次，宋成涛筹划在连队组织“讲述光
荣战史，争当英雄传人”故事会，活
动还没开始，就接到机关“上报好做
法”的通知。

宋成涛的烦恼，不少指导员也曾
经有过。“五多”问题犹如海草一般，
捆住了基层官兵的手脚，他们又该如
何向打仗聚焦、向备战用力？

在一次“机关基层双向讲评会”
上，一名基层风气监督员对此现象进
行反馈，引起了旅党委的重视。在随
后展开的调查中，他们发现“五多”
问题不仅仅体现在材料上，机关下基

层检查组多、随意向基层分派公差等
问题都不同程度存在，导致了“机关
乱忙，基层忙乱”的问题发生，制约
了部队战斗力提升。

加强统筹协调，整合内部资源。
该旅党委要求机关各部门之间做好统
筹协调，切实在“量”上做减法，会
议限次、文电限字、讲话限时、活动
限密、检查限频。“能合并的一律合
并，能融合的一律融合，重大工作一
律 先 上 党 委 会 、 办 公 会 集 体 ‘ 联
审’、集体把关，防止政出多门、安
排过满、节奏过快。”该旅领导介
绍，年初，该旅机关按照工作筹划，
计划召开党委全会、军事训练会和风
气讲评会。旅党委研究后决定“三会
合一”，把原计划 3天的会议压缩成 1
天半，大家都把精力放在分析问题、
解决问题上。与会同志反映，这次会
议开得有效率、有效果。

强化法治观念，依法指导基层。
他们大力倡导学法尊法守法用法之
风，充分利用办公会、干部集训等时
机，组织领导干部培训，从思想上牢

固树立法规至上、权由法定、权依法
使的法治观念。同时，在机关开展依
法治军检查活动，对不依法指导基层
工作的行为进行纠治，着力解决安排
过满、要求过急、节奏过快等问题，
从源头上控制“五多”，防止忙了自
身、乱了基层，真正把部队从形式主
义中解脱出来。

健全监督网络，强化刚性保证。他
们建立全方位、立体式的监督网络，在
基层设立风气监督员，定期组织基层机
关双向讲评，组织基层官兵座谈，在政
工网设立“兵言兵语”信箱，畅通合力
纠治“五多”的民主渠道，使“五多”
顽疾无处遁形。建立批评警示、专项检
查通报、从严监督问责的刚性机制，把
板子打到具体部门、具体人身上，发现
一起、查处一起、问责一起。

前不久，该旅检查基层连队安全
稳定工作，坚持“走到、看到、听
到、问到”，切实帮助基层理清发展思
路，对症下药解决实际问题，受到了
基层官兵一致好评。

（柏冠华、甘 欢）

中部战区空军某旅 权由法定，用制度规范秩序

近年来，为治理“五多”，各级办法没

少想，措施没少定，但文山会海等“五多”

问题仍然在一些单位不同程度存在。

最直接的原因是纠治不得力、治

理不得法。有的单位针对问题，提了

不少“严禁”“不准”，看似针对性很强，

却往往因为无法量化落实而流于形

式，从根本上讲是法治思维、法治方式

运用存在一定欠缺。有的上面要求严

了抓一抓，群众呼声高了抓一抓，问题

积累多了抓一抓，时紧时松、抓抓停

停，缺乏燕子垒窝的恒劲、蚂蚁啃骨的

韧劲、九牛爬坡的齐劲，结果往往是功

亏一篑。

更深层次的原因是思想未转变、认

识有误区。有的把层层开会等同于思想

重视、贯彻指示及时坚决，甚至作为筹划

部署、开展工作的主要方式；有的把反复

检查评比当作带兵管部队的重要方法，

天天“乐此不疲”；还有的把跑上跑下与

工作运行顺畅、上下关系融洽划“等

号”。在这些错误认识的驱使下，不可避

免地出现以讲话落实讲话、以会议落实

会议、以文电落实文电的现象，无形之中

给“五多”提供了繁衍生息、变种移植、发

展蔓延的土壤，直接影响纠治效果。

纠治“五多”必须下“实”功夫，这

个“实”就是牢固立起战斗力标准，凡

是有利于战斗力提升的，就要坚持；

凡是不利于战斗力成长的，就坚决砍

掉。当前，各级必须瞄准强军目标谋

划工作，不唯多、只唯质，不为虚、只

为实。要坚持战斗力标准，始终聚焦

打赢目标谋划工作、围绕打赢要求落

实工作、对照打赢标准检验工作，切

实把“水分”挤出去、把“杂质”清出

去，做到会议开得有用、文电发得对

路、工作组下得得力、活动开展得有

效，不断促进基层建设稳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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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刻与战斗力标准对表
■陈 粦 匡 睿

军营话“法”

5月25日，第81集团军某旅官兵在董存瑞纪念馆举行纪念活动。连日来，他

们认真组织官兵学习英烈保护法，让英烈精神融入血脉、常传常新。 姚舜午摄

2018年 5月 1日颁布施行的《内务
条令（试行）》，从加强部队管理、体现人
文关怀角度，对保障官兵权益作出了更
加科学合理、人性化的规范，受到普遍
欢迎。从部队反馈来看，官兵们对内务
条令第十章第九节“留营住宿”制度的
关注度比较高。

鉴于新条令对留营住宿制度作了
较大幅度修改，且与条令明确的其他
制度规定有较多关联，为使广大官兵
更好地理解把握相关内容、贯彻执行
新条令，记者专访了《内务条令》修订
课题组组长、军事科学院军事法制研
究院军事法制综合研究中心主任冯定
汉，《内务条令》修订课题组副组长、军
事科学院军事法制研究院军事管理法
规研究室副主任但洪敏，就大家普遍
关心的问题进行答疑和说明。

两位专家说，贯彻落实好留营住
宿制度，应该把握好以下十个方面。

一是把握好适用对象。新条令对
留营住宿制度的规范，适用于连队（队、
站、室、所、库）等基层单位官兵，并不适
用于营级以上单位首长和机关人员。

二是把握好“营”的概念。留营
住宿中的“营”，系指连队（队、站、
室、所、库） 官兵集体居住的营房，
如连队集体宿舍。“留营”是相对于
“离队”而言的。

三是把握好回家住宿的时间。军
官、士官在配偶来队探亲规定的留住
期间，可以回家住宿，不区分工作
日、休息日和节假日；配偶在驻地长
期工作或者生活的官兵，轮流回家住
宿的时间特指休息日和节假日，不包
括工作日。

四是把握好“驻地”的概念。随
着现代交通工具的迅猛发展，加之各
单位驻地环境情况千差万别，权威工
具书对驻地的解释已难以适用，鉴于
此，新条令未对“驻地”这一概念作
出统一限定，各单位具体把握时，可
采取结果控制的办法，在确保回家住
宿官兵能够按时归队的前提下，结合
本单位的实际，从严掌握。

五是把握好战备、执行任务和管
理的要求。保证连队人员在位率，是
留营住宿制度的基本前提。军官按编
制数有 50%且有 1名主官在位的前提
下，其余军官才能离开营区回家住
宿；已婚士官在不影响士兵在位率以
及执行任务和连队管理的前提下，可
以按规定离开营区回家住宿。有关单
位在强调人性关怀的同时，要把握好
军官、士官离队回家住宿的前提条

件，不得随意变通。
六是把握好请假销假规定。回家

住宿的官兵，军官应当向直接首长请
假，士官应当向连队首长请假，经批
准后方可回家住宿，并按时归队销假。

七是把握好“特殊任务”的边
界。新条令明确：“担负特殊任务部队
的军官，其留营住宿按照有关规定执
行。”按照新条令相关规定，特殊任务
主要指作战、演习、野外驻训、工程
施工、非战争军事行动等任务，以及
部队成建制担负的战备值班任务。

八是把握好“特殊岗位”的范
畴。新条令明确：“特殊岗位士官的留
营住宿办法，由军级以上单位确定。”
这里的“特殊岗位”，主要指医疗、防
疫、试验等岗位。这些岗位的士官，
由于担负职能任务特殊，其留营住宿
办法需要由较高等级单位作出特别规
定。

九是把握好部分连队的特殊要
求。以专业技术军官为主体的连队
（队、站、室、所、库），与以士兵为
主体的基层连队相比，具有一定特殊
性，需要战区、军兵种结合实际作出
规定。

十是把握好女军人“哺乳期间”
的时间范围。新条令明确：“女军人怀
孕和哺乳期间，家在驻地的可以回家
住宿，家不在驻地的可以安排到公寓
住房住宿。”根据国家有关法规规定，
“哺乳期”通常指从婴儿出生之日起至
满一周岁。

两位专家说，需要特别强调的
是，应注重“留营住宿”制度与“值
班”“机关一日生活”等内务制度规定
的协调衔接。尽管新条令没有明确营
级以上单位首长和机关人员的留营住
宿办法，但他们必须严格落实新条令
明确的其他相关制度规定，如值班、
查铺查哨以及一日生活制度等。在不
影响战备以及执行任务和部队管理的
前提下，已婚且家在驻地的营级以上
单位首长和机关人员，休息日、节假
日可以回家住宿。

两位专家认为，坚持严与爱的有机
统一，是新条令的一大亮点。各单位要
秉承条令这一基本精神，在严格执行条
令规定的同时，准确把握官兵所思所
想，找到严与爱的“均衡点”。广大官
兵在维护自身权益的同时，也必须深刻
理解当兵打仗、练兵打仗的特殊要求，
准确把握好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平
衡点”，防止出现讨价还价，甚至锱铢
必较的现象。

留营住宿：

权威专家为你贴心解读
■赵 琳 本报记者 梁蓬飞

开会、发文电、派工作组、搞

检查评比、开展配合活动，是领

导机关指导工作的常规方式方

法。但如果作风不扎实、政绩观

不端正，就会出现屡禁不止、花

样迭出的“五多”现象，既冲淡主

责主业、贻害基层风气，又影响

官兵士气、耗费时间精力。

纠治“五多”问题，就是转变治

军方式的过程。时刻紧绷打仗这

根弦，用打仗标尺量一量下发的每

份通知文电，看看对战斗力提升有

多大益处；用实战眼光审一审下基

层的每次检查调研，想想会不会给

官兵增乱添堵，拿出过硬措施改掉

表态多调门高、行动少落实差等问

题，如此抓细抓常、久久为功，才能

让中心居中、重心更重，让“人按职

责干、事按制度办”形成常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