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低头族”是当下并不新鲜的一个
社会现象。随着年轻的“低头族”与智
能手机一起走进军营，“手机依赖症”
也不再只是营门之外的话题，个别官
兵甚至因此违规使用手机，造成部队
安全管理隐患。

如何帮助年轻官兵摆脱“手机依
赖症”，合理合规使用手机？新疆军区
某装甲团的这段探索经历引人深思。

29份处分通报禁不

绝的“账外机”

“经研究决定，给予以下几名同志
警告处分……”今年 6月中旬，该团召
开军人大会，宣布对一批违规使用智能

手机的同志实施纪律处分，在全团官兵
中引起不小震动。自去年 8月以来，团
纪委在违规使用智能手机问题上，已先
后给予29人纪律处分。

29 份处分通报触目惊心，折射出
的现实问题发人深省。这 29起问题当
中，9 成以上的当事人为中士以下军
衔，违规主体的年轻化对部队管理提出
严峻挑战。

受到纪律处分的 29 人中，21 人是
因为私自使用“账外机”，近一半的人还
伴有其他形式的违纪行为。纠治“账外
机”显然是解决违规使用手机的重要突
破口。

为此，该团一方面通过常态督查
树立起“手机问题绝不姑息”的坚决态
度，一方面发动党团小组、三互小组等
组织进行互相监督，反映问题线索。
然而，短短一个月后，又一起“账外
机”问题浮出水面。大家意识到——
可能方向错了。

31条建议诉求折射

的“心理学逻辑”

为什么纪律明确还有人明知故
犯？智能手机到底有何魔力，让有的官
兵不顾个人进步、集体荣誉，接二连三
违规使用？

为解决这一问题，基层带兵人展开
了一场热烈讨论。有人认为，个别战士
为了一己之私违规使用智能手机，不仅
影响个人成长进步，也损害整个集体的
感情。因此，在处理违规使用手机问题
上，“感情牌”没得打。

班长王咸乐对此却比较担心：青
年官兵思想活跃，自我意识较强，越
是强硬压制，局面可能更难以控制。
他认为，不妨采取逆向思维，在条令
规定范围内，增加手机使用时间，满
足官兵合理需求，一手抓个别人违

纪、一手抓绝大多数人管理，就能杜
绝问题发生。

无独有偶。军务股长孟长江收到
基层官兵关于手机使用管理的 31份意
见建议，其中很多都提出希望增加手
机使用时间。官兵们还在建议中表
示，当下，部队各项任务压茬推进，加
班加点难以避免，“为什么其他工作都
要落实，正常休息用手机的时间却得
不到落实”……

对此，某师心理服务中心主任周
梁分析认为，班长王咸乐的思路没有
错，官兵在建议中的“抱怨”背后有一
种叫做“补偿心理”的逻辑。“补偿心
理”是指人们因为主观或客观原因引
起不安而失去心理平衡时，企图采取
新的行为或表现，借以减轻或抵消不
安，从而达到心理平衡的调节机制。
青年官兵面对来自各方面的工作压
力，如果休息时间使用手机得不到保
证，“补偿心理”得不到满足，违规问

题的发生也就难以避免。

一场“供给侧改革”

化解手机依赖

问题的根子找到了，该如何解决
呢？

经过反复研究，该团决定从“供给
侧改革”入手。一方面，他们加强工作
统筹确保官兵休息时间，并通过开展手
机读报、手机授课等方式，增加官兵合
理使用手机的时间，缓解其对手机的心
理依赖。

另一方面，他们立足营连组织
开展各项体育竞技比赛，邀请职业
篮球队走进军营与官兵交流，通过
丰富线下文化生活，帮助官兵走出
网上虚拟世界，让健康生活理念深
入人心。

一段时间下来，该团一份问卷调查
显示，81.3%的官兵表示自己对手机的
依赖明显减轻，31.8%的官兵表示休息
时间更愿意参加文体活动。

中士罗朝刚发现，以前很多人为
玩手机午休时间都不睡觉，“现在这样
的人很少了”。“手机使用时间充足，不
仅没必要违规用手机，反而促使人思
考应该如何用好这些时间。”他说，自
己计划明年通过网络课程自学图像处
理、视频制作等计算机技能，增强个人
全面发展。

来一场手机管理“供给侧改革”
—新疆军区某装甲团破解智能手机管理难题的一段经历

■本报记者 颜士强 通讯员 鲁 博 胡 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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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军营智能手机管理②

网生代官兵——

智能手机如同“半条命”

“部队里手机管控太严，简直要我半
条命！”

那年，一名入伍不久的新兵以此为
由，强烈要求退出现役。新训中队指导
员李飞有些想不通：“这也能成为理由？”
各级反复做工作，这名新兵态度依然。
最终，他因拒服兵役被部队除名。

后来，李飞带的兵多了。他逐渐发
现，那名新兵的现象算是个例。然而，
“假如你问战士们‘如果禁用智能手机，
会否重新考虑参军’，得到的答案肯定超
乎你的想象。”

作为一名“90后”，李飞表示自己很
理解一部手机在网生代青年心中的位
置：“从小就玩智能手机、平板电脑，过网
络化的生活，哪能跨入营门就摇身一变，
轻易放下手机？”

对某支队上等兵李逸尘来说，这
确实有点难。每次到了休息时间，一
听到值班员吹哨发放手机，他拔腿就
往队部跑。几分钟后，宿舍里的插座
上，手机充电器插得满满当当。“手游
族”们围坐在一起，李逸尘呼朋唤友忙
着组局。他坦言，自己入伍前就是“骨
灰级”手游玩家，入伍后，对手游的“狂
热”依然难减。

一项研究表明，在我国，运动健身、
旅游观光、艺术体验、读书学习等线下活
动的普及程度，与许多国家和地区存在
较大差距，而门槛低、易上手、碎片化时
间利用高的热门手机游戏则占据了很多
人的业余时间。

武警迪庆支队的问卷调查也印证了
这一点。在对“使用手机的主要用途”进
行选择时，73%的官兵选择了游戏，紧随
其后是刷短视频和社交通信。
“有的人走路、吃饭、上厕所都盯着

手机屏幕，抽空刷下短视频。”该支队部
队管理股股长林锐感叹，这些网生代官
兵普遍“网龄比兵龄长”“入网比入伍
早”，玩手机已经变成了他们的主要娱乐
习惯。

武警西双版纳支队上士李国记

得，10多年前刚入伍时，大家用的还是
只能打电话、发短信的“功能机”，手机
只是一种通信工具而已。后来，随着
智能手机逐渐普及，移动网络应用飞
速发展，手机也逐渐变成了自己生活
的“刚需”。
“有一件事，以前的手机可办不到！”

李国说着打开微信，给妻子拨通了视频
电话。不一会儿，一个脸蛋儿圆嘟嘟、粉
嫩嫩的婴儿出现在屏幕里。跨越千里，
透过屏幕看到出生不久的孩子，李国不
自觉地眼眶湿润。他说，每天打视频电
话看孩子已经成了他领取手机后必做的
“功课”。

“现在订车票、订外卖，出门付款都
习惯用手机，军营超市买不到的东西大
家会首先考虑网购……”李国说，我们
得承认，在这个万物日益互联的时代，
智能手机已成为人们不可或缺的一种生
活工具，对军营里的官兵也不例外。

基层带兵人——

一部手机好似一枚手雷

时隔两年，武警云南总队某支队指
导员王磊依然对那部已“粉身碎骨”的手
机难以释怀。

那天，王磊检查一处岗哨时，发现
执勤台隔层里藏了一部手机。手机解锁
后，一幅热播网剧的画面跳了出来。

哨位就是战场，执勤就是打仗。联
想到以往警示教育中的一个个执勤事故
案例，王磊又气又恼，当场将手机砸在了
水泥地上，并随后组织官兵站在岗楼下
开展警示教育。

后来，王磊承认自己砸手机的处置
方式不妥，并为之道歉。但他坚持认为，

如果任由缺乏监管的手机在军营“野蛮
生长”，无异于到处藏着手雷，“指不定什
么时候就会爆炸”。

游戏成瘾、网络赌博、网上借贷、不
正当交往……在不少带兵人看来，相比
以往“管住人、管好营门就安全无虞”的
管理模式，一部智能手机确实带来了太
多不确定的风险点，而且难以监管。

今年年初，某中队下士、班长李卫
完成新训任务归队。为“犒劳”自己，
他违规私购一部手机。本想夜间就寝后
躲在被窝里玩游戏、网聊放松一下，结
果他却深陷其中，经常通宵达旦。一段
时间下来，李卫白天训练无精打采，班
内事务也较少过问。后来，中队组织军
事体育考核，不仅班里的成绩垫底，李
卫自己的训练成绩也亮了红灯。

有基层带兵人坦言，管理者必须正
视部分年轻官兵“手机成瘾”的问题，相
对于高校学生的“手机成瘾”现象，部队

封闭的管理和单调的生活可能进一步加
重成瘾的程度。

不过，在更多基层带兵人口中，智能
手机带来的失泄密隐患和网络舆情风险，
比“手机成瘾”更令他们揪心。移动互联
网时代，人人都有麦克风、个个都是摄影
师，随手一拍，轻点上传，秘密瞬间众人皆
知。如果有不当言论或音视频被炒作，还
会引发负面网络舆情，损害部队形象。

武警云南总队保卫处负责人介绍，
一些犯罪分子利用手机网络便捷、开放、
隐蔽等特点，精心设置陷阱，实施违法犯
罪活动。少数鉴别力、自制力较弱的官
兵在不法分子的引诱下，铤而走险、上当
受骗，甚至产生违法犯罪行为。2016年
以来，总队共发现和处置官兵深陷非法
网络传销、参与网上赌博、遭遇金融诈骗
等事件10余起。

聊起这些事情，一位基层带兵人发
出痛心但又无奈的感叹：“如果监管再严

一些、细一些，也许就不至于产生如此严
重的后果；不过，管理工作本身具有滞后
性，再怎么加强监管，一些新的问题依然
令你防不胜防……”

信息化军营——

手机不是危机，挑战

仍需直面

明月高悬，武警西双版纳支队干事
许祥麟回到宿舍已是凌晨。睡觉前，他
习惯性地打开手机，看看微信里远方恋
人的留言，尽管知道对方已经入睡，他还
是照例回复了一个“晚安”表情。

在今天的军营，手机已成为无数年轻
的“许祥麟”们与恋人维系感情的重要工
具。该支队政工处主任周秋回忆道，自己
入伍那会儿是书信传情，10年后是“煲电
话粥”，现在则是手机互联网定姻缘。

发生改变的，不只是婚恋方式。进
入移动互联网时代，一部手机让军营在
很多方面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改变。

军营里的生活方式在变。去年“双
十一”网络购物活动，某平台一天的交易
额就高达 2135亿元。这其中，某支队下
士朱家昊贡献了 13300 元。除了网购，
外卖订餐、网上预订洗衣服务、代购跑腿
等也风靡军营。这些网络服务打破过去
官兵外出办事的限制，日渐成为大家新
的生活方式。

军营里的交流方式在变。列兵李斯
和徐石生因为一点小事发生争吵，谁也
抹不开面子，为此两人冷战一天。第二
天中队发放手机，徐石生在微信里给李
斯发了一个“道歉”表情，彼此很快释
然。李飞刚上任指导员时，感到最难做
的工作就是掌握官兵思想；但他发现，平
时沉默寡言的官兵一玩起手游就像变了
个人似的，于是便主动和大家打成一片，
很快不少官兵对他敞开心扉。

军营里的工作方式也在改变——
在某中队指导员陈康的教育课堂

上，手机已成为一件重要工具。授课前，
他组织官兵在微信群里围绕授课主题
“众筹”教育课素材、征集教育课主讲人；
授课中，他们借助手机软件发送“弹幕”，
对授课内容实时点评互动。一段时间下
来，上级机关检查发现，该中队官兵对政
治教育的满意度以及理论考核合格率都
超过了85%。

在训练场上，上等兵王兴荣曾因体
能差苦恼不已。后来，几款手机健身软
件和网络健身视频成了他的有力帮手。
通过学习体育训练知识，加上刻苦的科
学训练，王兴荣的体能成绩快速提升，被
支队选拔参加了预备特战队员集训。

这些改变是好是坏？带兵人们觉
得难以简单定论。“就像网购，一方面便
利了大家的生活，但也有可能透过采购
需求暴露部队动态；跑步健身软件能促
进体育训练，但也可能泄露军事设施位
置信息。”一位基层主官认为。

面对改变，官兵们在有一点上是一
致认同的：信息化时代的军营所要面对
的改变和新情况，无论是数量还是频率
都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时代。

一部智能手机，可以为一度封闭的
军营打开一个精彩纷呈的世界，也可能
为高度注重安全稳定的军营植入一个危
机四伏的“后门”。

然而，无论怎样，手机本身不是危
机，真正的危机是——手机的管理者、使
用者面对改变却未能及时正确应变。

这才是我们必须直面的挑战。
（文中部分人物为化名，李杰对本文

采访亦有贡献）

军营里的手机，手机里的军营
■李 涛 马艺训 本报特约记者 杨 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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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一大早走出营门，武警云南

总队某大队司务长张鑫突然发现忘了

带手机，顿时感觉浑身不自在。专程

跑回去取了手机后，他有意留心了一

天使用手机的情况，“想看看自己的手

机依赖症到底有多重”。

这天，张鑫出门的一项重要工作

是采购生日蛋糕，为单位即将举办的

集体生日晚会做准备。再次走出营

门，他首先掏出手机叫了一辆网约

车。几分钟后，一辆银灰色的轿车如

约而至，张鑫钻进车内直奔蛋糕店。

“可以手机支付吗？”取到蛋糕，张

鑫又下意识地掏出了手机。作为司务

长，外出采买付款是经常的事，他发

现，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自己已渐渐

很少带现金出门了。

中午刚回到营区，张鑫就接到了

收发室通知他取快递的电话。张鑫爱

打篮球，前两天用手机下单买了一双

篮球鞋，今天已经到货。他打开手机

上的购物软件一看，最近两天还有好

几个包裹将陆续抵达。

晚上的集体生日晚会办得很成功，

气氛热烈的时候，不少官兵掏出手机与

远方的亲人视频通话，分享欢乐。张鑫

也不例外，他联系的对象是身在远方的

女朋友。他坦言，身在军营，和女朋友

的感情全靠这方寸屏幕维系了。

一天下来，张鑫并没有测出自己

对手机依赖的程度，因为他发现和身

边的人相比，这一切实在是平常极了。

中国互联网协会发布的《中国互

联网发展报告（2019）》显示，截至2018

年底，我国手机网民规模已达到 8.17

亿。在这个庞大的数字背后，张鑫只

是一个平常的样本。

这份报告统计得出，每月全国有

超过8亿活跃用户使用移动互联网进

行社交、即时通信、观看视频、阅读资

讯、移动购物等活动。这些行为发生

在全国各地，也发生在遍布神州大地

的座座军营。

在一部智能手机面前，一方面，偌

大的世界瞬间尽在“掌”握；另一方面，

时间被切割得越来越“碎片化”，令人

难以专注地学习工作。智能手机和其

背后的移动互联网改变了今日中国，

重塑着现代社会生活，围墙之内的军

营也概莫能外。

然而，军营毕竟是常人眼中的“禁

区”，军队是个高度集中统一的集体。

当智能手机穿越信息围墙走进军营，

军营因之而变，“人与手机的关系”也

在这里被重新定义。

在军营，打开智能手机打开的是

一个什么样的世界？不同的人，不同

的打开方式，都能得到不同的答案。

左图：武警曲靖支队麒麟中队战士排队领取快递。 刘服全摄

右图：武警云南总队某大队宣传干事拍摄短视频，记录新战士的训练生活。 李 涛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