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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央军委继续推进全
军社团专项清理整治决策部署，
为学习贯彻新修订的《军队社会
团体管理工作规定》等法规，现
以问答形式摘编 20 条军队人员
参加社会团体常用政策规定如
下：

1、军队人员可以参

加哪些社会团体？

答：根据《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
和《军队社会团体管理工作规定》，社会
团体是指依法在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
政部门登记的非营利性社会组织。军
队人员和单位参加的社会团体，应当是
在省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登记的
社会团体，并且该社会团体最近一次年
检通过、未被列入社会组织严重违法失
信名单。

军队人员和单位不得参加具有社会
团体性质的网上组织及其活动。军队人
员和单位参加基金会、社会服务机构等
社会组织，以及具有社会团体性质的学
术团体，参照参加社会团体有关规定执
行。

2、军队人员参加社

会团体应当符合哪些要

求？

答 ：军 队 在 职 人 员 参 加 社 会 团
体，应当符合下列要求：（一）所参加
的社会团体与本人业务工作有直接
联系，且参加该社会团体对部队建设
有益。（二）专业技术人员（含兼任专
业技术职务的行政干部、兼任专业技
术职务的管理岗位文职人员，下同）
应当具有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务，参
加社会团体数量不超过 3 个。非专业
技术人员应当具有团（处）级以上职
务或者高级技师技能等级，参加社会
团体数量不超过 1 个。（三）军级以上
领导干部和军级以上单位机关人员
参加社会团体，应当根据工作需要、
由所在单位统一安排。（四）师级以下
作战部队的非专业技术人员、军分区
（警备区）及所属单位的非专业技术
人员，不得参加社会团体。（五）军队
核心涉密人员一般不得参加社会团
体，因工作特殊需要参加的，应当由
所在单位统一安排，并经所在大单
位、军委机关部门负责保密工作和保
卫工作的业务部门审查同意。（六）同
一旅（团）级单位、同一不定等级的科
室等单位，参加同一业务领域的同一
社会团体的在职人员数量，应当不超
过本单位相应专业人员总数的三分
之一。

军队管理的离退休人员参加社会团
体，应当符合下列要求：（一）年龄不超过
70周岁。（二）本人原工作业务、特长与
该社会团体业务活动有直接联系。其中
以特长理由申请参加社会团体的，还应
当具有国家认可的研究成果、资格证书
或者获奖证书。（三）离退休时为专业技
术人员的，参加数量不超过 2个；离退休
时为非专业技术人员的，参加数量不超
过1个。

军队人员同时参加同一性质的全国
性社会团体、省级社会团体，如分别是在
各级民政部门独立登记的，则属于参加
2个社会团体；如省级社会团体是全国
性社会团体的分支机构，则属于参加 1
个全国性社会团体。

3、军队人员能否兼

任社会团体负责人？

答：社会团体负责人指社会团体的
理事长（会长）、副理事长（副会长）、秘书
长，以及分支机构各种称谓的负责人。
军队人员不得兼任非军队主管的社会团
体的法定代表人，不得发起成立非军队
主管的社会团体。军队人员兼任社会团
体顾问、名誉负责人职务，按照兼任社会
团体负责人有关规定执行。

军队在职人员参加社会团体一般不
得兼任社会团体负责人，确因工作需要
兼任的，应当符合下列要求：（一）专业技
术人员兼任数量一般不超过 1个；院士、
首席专家、科技领军人才、学科拔尖人才
等因工作特别需要的，兼任数量不超过
3个。（二）非专业技术人员应当由所在
单位统一安排，兼任数量不超过1个。

军队管理的离退休人员拟兼任社会
团体负责人的，应当在离退休 2年之后
申请，兼任数量不超过 1个，同一社会团
体的兼任时间不超过 1届。其中，在职
时兼任、离退休后继续兼任至当届任期
满的不计为 1届任期，离退休后届中兼
任至当届任期满的计为1届任期。

4、军队人员参加社

会团体、兼任社会团体负

责人按什么程序办理？

答：（一）本人向所在单位政治工
作部门提出书面申请，并且提供拟参
加社会团体的章程、邀请函和法人登
记证书（尚未申领法人登记证书的，提
供民政部门批准成立该社会团体的证
明）等材料。（二）所在单位审核同意
后，逐级向有审批权限的单位呈报，并
附相关材料。（三）有审批权限的单位
审批同意后，填发《军队人员参加社会
团体批准书》。军队人员无《军队人员
参加社会团体批准书》，不得参加任何
社会团体。

军队人员申请参加不发邀请函的社
会团体，由各级机关业务对口部门负责
审查其参加该社会团体的必要性，会同
本级机关负责组织工作的业务部门联合
办理。军队在职人员申请参加社会团
体、兼任社会团体负责人，离退休时仍然
未获批准或者未办理手续的，应当按照
军队管理的离退休人员有关规定重新申
请报批。

5、军队人员参加社

会团体、兼任社会团体负

责人审批权限是如何规

定的？

答：军队在职人员参加社会团体、兼
任社会团体负责人，战区级领导干部、军
委直属的军级单位主要领导由军委政治
工作部审批；其他人员由所在大单位、军
委机关部门审批，并报军委政治工作部
备案。兼任专业技术职务的行政干部参
加社会团体、兼任社会团体负责人，审批
权限按照其行政级别确定。

军队管理的离退休人员参加社会团
体、兼任社会团体负责人，原行政级别为
战区级的由军委政治工作部审批；原行
政级别为军级（含相当等级的专业技术
人员）的由军委国防动员部审批，并报军
委政治工作部备案；其他人员待移交期
间通常不办理审批，确因工作特别需要

的，由所在单位逐级报军委政治工作部
审批。军队管理的离退休人员中原兼任
专业技术职务的行政干部参加社会团
体、兼任社会团体负责人，审批权限按照
其原行政级别确定。

6、社会团体换届后

军队人员能否继续参加

该社会团体？

答：军队人员参加会员定期换届的
社会团体，在该社会团体换届后继续参
加的，应当重新办理审批手续；参加会员
不定期换届的社会团体，在该社会团体
换届后仍然作为会员继续参加的，不再
重新办理审批手续。

军队人员参加社会团体期间需要兼
任该社会团体负责人，或者兼任的社会
团体负责人职务发生变动的，应当重新
办理审批手续。

7、什么情况下军队

人员应当退出所参加的

社会团体？

答：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军队人员应
当退出所参加的社会团体：（一）社会团
体年检未通过或者被列入社会组织严重
违法失信名单的。（二）社会团体存在严
重违纪违法问题，正在接受有关部门调
查的。（三）在职人员因岗位调整等原因
不再符合参加社会团体条件的。（四）年
龄超过 70周岁的，或者延长退休年龄的
院士经批准退休的。（五）参加社会团体、
社会团体活动有违纪违法问题，受到党
纪军纪处分或者刑事处罚的；或者因其
他违纪违法问题，受到党纪军纪重处分
或者刑事处罚的。（六）有其他需要退出
社会团体情形的。

除上述第一项、第二项、第五项规定
情形外，因党、国家和军队工作特殊需
要，由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军委机
关有关部门提出意见，经军委政治工作
部批准，军队人员可以暂缓退出所参加
的社会团体。经批准暂缓退出人员，工
作完成或者有合适的接替人选的，应当
及时退出社会团体。

8、军队人员退出社

会团体按什么程序办理？

答：（一）告知所参加的社会团体，由
社会团体出具退出证明。社会团体不能
出具退出证明的，向所在单位政治工作
部门报告，并且提交不再参加该社会团
体及其活动的书面承诺，由所在单位政
治工作部门出具退出证明。（二）所在单
位政治工作部门将退出社会团体证明，
逐级报批准单位备案。

军队人员退出社会团体时间，以出
具退出证明的时间为准。

9、军队人员参加社

会团体活动审批权限是

如何规定的？

答：军队人员参加所在社会团体活
动，应当凭所在社会团体的书面通知，由
本单位负责社会团体管理工作的业务部
门按照行政管理权限报批。

未参加社会团体的军队人员一般不
得参加社会团体活动，已参加社会团体的
军队人员一般不得参加其他社会团体活
动。确因工作需要参加的，按照参加社会
团体的程序办理，由所在大单位、军委机
关部门审批，并报军委政治工作部备案。

10、军队人员参加社

会团体、社会团体活动，

能否从事有偿服务活动？

答：军队主管的社会团体不得从事有
偿服务活动。军队人员和单位参加社会
团体、社会团体活动时，不得从事有偿服
务活动；不得违反规定领取社会团体的薪
酬、奖金、津贴等报酬和各种名目的补贴。

11、军队人员参加社

会团体、社会团体活动，

应当自觉遵守哪些纪律

要求？

答：（一）不得发表与党的路线、方
针、政策和党中央、中央军委决策指示相
违背的言论，不得散布和附和错误的、有
政治性问题的思想观点，不得擅自发布
涉及党、国家和军队重大方针政策的敏
感信息。（二）不得违反规定成立社会团
体、参加社会团体和社会团体活动，不得
成立国家和军队明确禁止的社会团体，
不得参加国家和军队明确禁止的社会团
体和社会团体活动。（三）讨论问题、发表
文章、出版书籍等不得涉及军事秘密；发
表涉及重要和敏感问题的言论、文章，事
前应当按照有关规定报批。（四）不得违
反党中央“八项规定”和中央军委“十项
规定”精神，搞公款旅游、公款宴请接待，
利用名贵特产、特殊资源谋取私利；不得
侵占、私分、挪用社会团体的财产，不得
强行要求其他人员和单位入会或者交
纳、分担费用，不得违反规定要求部队提
供办公用房、车辆、资金等保障。（五）不
得在各类宣传资料、新闻报道中使用军
队人员身份；退出社会团体后，应当及时
向社会团体提出从各类宣传资料中删除
有关信息。

受到纪律处分的军队人员，处分影响
期在 1年以下的，1年内不得参加社会团
体、社会团体活动；处分影响期在 1年以
上的，处分影响期内不得参加社会团体、
社会团体活动。受到刑事处罚的军队人
员，不得参加社会团体、社会团体活动。

12、军队人员能否兼

任非军队主管的社会团

体党组织职务？

答：军队人员不得向非军队主管的
社会团体党组织转移组织关系，一般不
得在非军队主管的社会团体党组织兼任
职务。

军队人员兼任非军队主管的社会
团体负责人的，因工作特别需要，由该
社会团体的上级党组织提出意见，经批
准其参加该社会团体的单位审批，可以
兼任该社会团体临时党组织职务，时间
不超过 6个月。该临时党组织撤销后，
兼任的临时党组织职务自行免除。

军队人员参加非军队主管的社会团
体的，按照“组织关系一方隶属、参加多
重组织生活”的原则，以参加军队单位党
组织的组织生活为主，根据需要可以参
加该社会团体党组织的组织生活。

13、军队人员参加人

民团体是怎样规范的？

答：军队人员参加“参加中国人民政
治协商会议的人民团体”不适用《军队社
会团体管理工作规定》，有关工作由负责
相关工作的业务部门按照国家和军队有
关规定归口办理。军队人员参加人民团
体数量，不计为参加社会团体数量；在人
民团体兼任职务数量，不计为兼任社会
团体负责人数量。

军队人员参加人民团体主管的社会
团体，按照《军队社会团体管理工作规
定》执行。

14、军队人员参加经

国务院批准免于登记的

社会团体是怎样规范的？

答：军队人员参加经国务院批准免
于登记的社会团体、在免于登记的社会
团体兼任负责人，参照《军队社会团体管
理工作规定》执行，有关工作由负责相关
工作的业务部门负责，会同负责组织工
作的业务部门办理。

军队人员参加免于登记的全国性社
会团体，只作为会员参加的，按照军队人
员参加社会团体的权限审批；兼任职务、
作为代表出席全国性代表大会的，由军
委政治工作部审批。

军队人员参加免于登记的省级社会
团体、在免于登记的省级社会团体兼任
职务、作为代表出席免于登记的省级社
会团体代表大会，按照军队人员参加社
会团体的权限审批。

15、军队人员能否接

受社会团体表彰？

答：军队人员除因本人本职工作成
果外，一般不得接受社会团体表彰。军
队人员接受的全国性社会团体表彰项
目，应当属于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的全国
评比达标表彰保留项目或者国家有关部
门批准的社会科技表彰项目。需要在全
军遴选推荐人员和单位参加社会团体评
选表彰的，由与该社会团体业务密切相
关的军委机关负责相关工作的业务部门
归口办理，报所在军委机关部门审批。
大单位、军委机关部门遴选本单位推荐
对象时，由机关负责相关工作的业务部
门会同负责组织工作的业务部门联合办
理，报所在大单位、军委机关部门审批。

军队人员原则上不得接受境外非政
府组织、地方性社会团体的表彰；因工作
特殊需要，接受境外非政府组织表彰的，
由中央军委审批；接受地方性社会团体表
彰的，由所在大单位、军委机关部门审批。

已参加社会团体的军队人员，可以
参加该社会团体以内设机构和工作人员
为对象的内部考核评比。参加内部考核
评比获奖后，军队人员应当及时向所在
单位党组织报告。

16、军队人员能否参

加境外非政府组织？

答：军队人员非因工作特殊需要并且
由所在单位统一安排，不得参加境外非政

府组织；确需参加的，按照参加社会团体
的程序办理。其中，驻香港、澳门等地区
军队人员和驻国外军队人员由中央军委
审批，其他人员由军委政治工作部审批。

未参加境外非政府组织的军队人
员，非因工作特殊需要并且由所在单位
统一安排，不得参加境外非政府组织的
活动；确需参加的，按照参加社会团体活
动的程序办理。其中，驻香港、澳门部队
主要领导由中央军委审批，其他军队人
员由所在大单位、军委机关部门审批。

17、军队人员参加非

社会团体性质学术组织

应当如何呈报审批？

答：“学术组织”与“社会团体”是两
个概念，有交叉、但也有区别，不能简单
把参加学术组织等同于参加社会团体。
按照《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和《军队
社会团体管理工作规定》等规定，学术组
织大致分两类情况：在民政部门登记的，
属于学术类社会团体；不需要在民政部
门登记的，属于非社会团体性质的学术
组织。军队人员参加学术类社会团体，
应执行《军队社会团体管理工作规定》；
参加非社会团体性质的学术组织，不属
于社会团体管理工作范畴，有关工作由
各级机关负责相关工作的业务部门归口
承办。

18、军队免职人员参

加社会团体、兼任社会团

体负责人是怎样规范的？

答：军队免职人员参加社会团体、兼
任社会团体负责人，任满平时任职最高
年限或者达到平时服现役最高年龄免职
的，按照军队管理的离退休人员有关规
定办理；其他情形免职的，按照军队在职
人员有关规定办理。

19、已移交地方的军

队退休人员参加社会团

体、社会团体活动，是否

由军队负责审批？

答：已移交地方的军队退休人员参
加社会团体、社会团体活动，军队不再负
责审批。移交政府安置的军队退休干部
参加社会团体、社会团体活动的管理和
审批，按照安置地国家机关同职级退休
干部相关规定执行；无军籍退休职员干
部按照安置地事业单位同职级退休干部
相关规定执行。军队退役人员不得以军
人身份参加社会团体、社会团体活动。

20、如何查询在民政

部门登记备案的社会团

体名单、社会团体管理政

策法规？

答：为推动全国社会组织基本信息
互联互通、共享共用，民政部社会组织
管理局建设开通了“中国社会组织公共
服务平台”。计算机用户可通过互联网
搜索进入该平台，手机用户可通过“中
国社会组织动态”政务微信进入该平
台，查询全国社会组织信息、政策法规、
办事指南等。

军队人员参加社会团体政策问答

疫情阻击战打响以来，广大共产党

员勇于担当、沉在一线、身体力行，带动

群众筑起一道道坚不可摧的抗击疫情

“堤坝”，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共产党员从

来都不是以“声”代“身”的空谈者。

在一线，军队支援湖北医疗队队员、

感控专家陈萍每天行走的步数都超过2

万步。已经58岁的陈萍是冲锋在前的

军队广大党员的缩影，他们以实际行动

体现了党员应有的担当与大义。在人民

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受到严重威胁

时，共产党员必须把初心落在行动上、把

使命担在肩膀上，主动担当、积极作为。

“顶”到工作开展最吃劲的地方去，到困

难大、患者多的疫情一线去，让共产党人

的初心在抗疫战场得到检验。

“明天谁跟我上？”潜台词很明显，这

名党员已经把第一个名额留给了自己。

被授予“一线医务人员抗疫巾帼英雄”的

火神山医院护士长陈静在抗疫一线始终

冲在最前面、倾尽全力投入每一场战斗，

将患者们“感谢共产党”的心声化作前行

的动力。医疗队专家张兵华抵达一线

后，带领6名党员骨干进入重症监护室，

一战便是30多个日日夜夜。有句话，他

常挂在嘴边：“我们每向前一步，病毒就

后退一步。”这场战“疫”没有硝烟，却危

险重重，每一步都是负重前行。关键时

刻冲得上去、危难关头豁得出来，才是真

正的共产党人。正是无数冲得上去、豁

得出来的共产党员奋战一线，才换来社

会井然有序，群众生活平稳。

言出必行、重信践诺、说到做到，是

共产党人一以贯之的政治品格。共产

党员要做起而行之的行动者，当攻坚克

难的奋斗者，用知重负重、不畏艰险的

实际行动，诠释对党的忠诚、对人民的

赤诚，这既是组织的要求、群众的期盼，

也是党员的使命职责。

做行胜于言的共产党员
■向 勇 刘清志

4月2日，武汉火

神山医院重症医学二

科一名危重症患者，

经过军队支援湖北医

疗队医护人员的全力

救治，从重症监护室

转入普通病房进行治

疗。

本报记者 范显

海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