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武警某部严格规范车场日秩序，开展车辆装备换季保养工作，提高官兵依法管装、科学用装意识。

周 静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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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有辆军车前往临县执行任务

时，未严格按规定报批。”近日，忻州军分

区领导带领工作组，以“四不两直”的方

式，对所属单位人员在位、营区秩序等情

况进行督导检查。检查中，工作组发现

某人武部存在的问题后，当即指出并要

求立即整改。该人武部当场查摆问题，

责令相关责任人作出深刻检查，明确整

改时限及要求。

“只检查不整改，等于没有检查；发

现问题不整改，只会带来更大危害。”该

军分区领导介绍，这次检查中，他们除对

军事训练安全、民兵装备仓库、重点人员

管理等方面进行专项检查外，还对以往

督 导 检 查 发 现 的 安 全 问 题 进 行“ 回 头

看”，对比问题清单了解整改落实情况，

坚持问题销账清零，强力推进营区正规

化建设。

“抓好安全稳定工作，是部队建设

发 展 的 保 底 工 程 ，也 是 有 效 履 行 使 命

任务的战斗力工程。”为确保安全工作

取 得 实 效 ，该 军 分 区 建 立 健 全 安 全 组

织 、开 展 安 全 形 势 分 析 、制 订 安 全 预

案 、落 实 安 全 演 练 、动 态 跟 踪 督 导 ，明

确 安 全 管 理 责 任 制 ，切 实 将 安 全 管 理

融 入 部 队 建 设 发 展 各 领 域 、全 过 程 。

实 践 中 ，他 们 归 纳 总 结“ 人 车 枪 弹 密 ”

等 17 个 重 点 要 素 ，以 案 例 形 式 编 撰 安

全 法 规 手 册 ，让 所 属 人 员 全 面 掌 握 安

全管理相关要求。

落实安全稳定工作，必须依法依规、

常抓常严、久久为功。“动用军车必须履

行哪些手续”“军队单位使用互联网应该

注意什么”……针对安全建设存在的薄

弱环节，该军分区以学习贯彻条令为契

机，把学条令、用条令作为一项经常性工

作，采取“日学一条，周记一节，月考一

章”等形式，强化所属人员法规意识。在

抓好战备、训练、工作、学习、生活制度落

实的同时，突出人员“两外三圈”教育，加

大监督力度。

强化安全教育管理工作以来，该军

分区突出抓好组训安全管理、车辆事故

防范、网络信息安全保密、重大活动安全

分析等内容，紧紧扭住重点，持续提高官

兵法治意识，有力促进了部队全面建设

水平。

山西忻州军分区——

把住重点抓好安全稳定工作
■边靖泽 贺嘉威

一线探访

本期关注 退役人员保密教育管理

保密就是保安全，保密就是保打赢。
每年老兵退役之际，也是人员容易产生思想波动、放松

警惕的敏感时期。随手放进行李的一份资料、不经意放置的
一张光盘、下意识说出的一段话语，都有可能给部队安全保

密工作埋下隐患。各部队要加强即将退役人员保密教育，筑
牢保密防线，尤其关注重点岗位、重点人员，强化针对性管
理，确保安全保密工作到底到边、不留死角，坚决维护国防安
全和国家利益。

带走战友情 守好部队“密”
——各部队加强即将退役人员保密教育的一组见闻

初春时节，草长莺飞。从旅保卫科

领取保密提示手册后，第 80集团军某旅

高炮二连连长曲靖宇来到训练场，在训

练间隙为即将退役人员开展了一次保密

教育。连队几名战士表示，不管是在部

队服役，还是脱下军装走向社会，都会时

刻筑牢思想防线，严守保密规定。

“临近退役时，个别官兵容易麻痹

大意或抱有侥幸心理，为安全保密工作

埋下隐患。适时加强法治教育，有利于

引 导 大 家 进 一 步 绷 紧 安 全 保 密 这 根

弦。”曲靖宇说，此前的一次经历曾给大

家敲过警钟。

那一次，旅队一名带兵人与几名即

将退役的战友谈心时，发现战士小李正

在利用平时拍摄的训练照片和视频制

作军旅回忆相册。翻看这些素材，这名

带兵人发现，其中有些内容暴露了某新

型装备的外观。他当即向小李强调了

相关保密要求，让小李立即删除不符合

规定的图片素材。

“本打算将这本相册当作个人珍

藏，不会外传，所以在保密方面有些放

松了要求。”小李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行

为，当即进行整改，并表示会认真检查

个人物品和资料，确保不出任何问题。

之后的检查中，旅队各级发现，个

别即将退役人员还保存着涉及营区环

境的照片、某次训练的计划安排表等。

除了对相关人员进行批评教育并要求

立即整改，旅保密委员会还将相关情况

梳理汇总，及时向旅党委进行了汇报。

“加强即将退役人员保密教育管理，

是开展退役工作的重点难点之一。”该旅

领导介绍，为及时有效规避风险，他们召

集即将退役人员开展保密政策法规授课，

对涉密程度较高的官兵进行个别谈话，梳

理保密要点，并邀请驻地安全部门专家进

行专题辅导。通过建立“常委包营、科连

挂钩”的责任制度，进一步明确具体工作

的内容及责任人，确保即将退役人员保密

教育工作全覆盖。同时，相关业务科室还

将可能引发失泄密问题的风险点汇总成

册下发基层，引导即将退役人员在思想上

行动上筑牢保密防护墙。

既要严底线，也要讲温度。前不

久，该旅相关部门安排专人为即将退役

人员拍摄纪念照，经严格审查后制作成

纪念光盘，让他们既能带走军旅美好回

忆，也不出现失泄密问题。

退役之前，某连上等兵陈立涛拿到

了一张令他满意的光盘。他表示：“无

论走到哪里，我都不会忘记自己曾经是

一名军人，都要严格保守军事秘密！”

关键词 强化安全保密教育

越是临近退役，越是不能松懈
■房绍波 王崇嘉

“这些是秘密文件和内部文件，处

理人分别是……”2 月下旬，在第 74 集

团军某旅突击车连，新老文书正在进行

交接工作。他们针对文件、光盘、硬盘、

电脑等涉密载体，区分文件密级、储存

内容、使用情况等项目，逐一清点清查，

确保交接工作安全有序。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退役期也

是人员变动、岗位交替的关键时期，我

们必须严格按照条令法规组织好涉密

载体的交接工作，不能有丝毫懈怠。”指

导员唐星韬说。

“以往，由于涉密电脑、文件、光盘等

交接程序比较繁琐，个别即将退役人员

思想松懈浮躁，或是‘怕麻烦’，在涉密载

体交接时，容易出现缺项、漏项等情况。”

有个连队的文书回忆说，他刚走上岗位

时，曾发现文件柜中存有几份未及时处

理的文件，还有连队人员的各类信息资

料。“文件交接不详尽、涉密信息保管不

严谨，这些都会增加失泄密风险隐患。”

“相关法规明确，制作、收发、传递、使

用、复制、保管、移交、维修和销毁军事秘

密载体，应当履行审批、登记、签字手续，

任何个人不得私自留存或者擅自处理。”

该旅开展工作时明确，涉密岗位人员交接

工作程序较多，必须依法依规开展，确保

涉密载体安全和部队正常运行。他们组

织相关人员开展保密教育，学习《军队保

密条例》等法规，依法明确交接工作具体

内容与流程，填写《保密交接清单》和《退

役军人涉密载体清退表》。各基层单位也

以此为契机对涉密载体进行全面普查，严

防失泄密问题发生。

逐渐完善的涉密载体移交制度，筑

牢了安全保密的防护墙。前不久，某连

接到上级通知，需要尽快上报学习人员

的名单和材料。新上任的文书小张在

保密硬盘内很快就找到了对应材料，按

时按点准确上报。“依法依规做好涉密

载体交接，堵住了失泄密漏洞，开展工

作也更加顺畅。”小张说，他上任时，与

上一任文书进行了细致交接，并一起参

与连队涉密载体清查工作，这为他顺利

适应岗位打下了良好基础。

安全保密无小事，遵守法规守底

线。离队前，曾负责过文书工作的战士

小沈填写《保密承诺书》后安心退役，他

表示：“离开部队，该留下的决不带走，

坚决筑牢严守军队秘密的思想防线。”

关键词 做好涉密载体移交

严格交接程序，安心有序离队
■杨明宜 邹定祥

2 月下旬，火箭军某团即将退役的

助理工程师小李，接到团保卫干事打来

的电话，对方仔细叮嘱他牢记保密相关

法规，严格规范个人言行。

服役期间，小李在助理工程师岗位

上工作多年，并多次执行重大任务。临

近退役，单位将他纳入脱密期重点关注

人员进行管理。像这样的提醒电话，小

李定期就会接到。他表示，在脱密期

内，自己一定会严格遵守法规要求，不

以任何方式泄露所接触和知悉的军事

秘密。

该团领导告诉记者，根据相关法规

要求，涉密人员退出现役、退出军队工

作岗位的，实行脱密期管理。以往，个

别处于脱密期内的人员，由于离开部队

身份角色发生转变，保密观念有所淡

化，与人交往中，容易将参加的重大军

事活动、未公开的单位番号等军事秘密

随口说出。这种不经意出现的失泄密

隐患，可能给国家和军队带来损失。

开展工作时，该团立起从严导向，

强化脱密期人员管控，将拟退役人员按

照工作岗位性质和涉密程度分类管理，

对关键岗位的涉密人员结合实际开展

针对性保密教育。在退役人员档案移

交地方前，单位相关部门密切协同，对

其管理的所有涉密载体进行审核，逐人

签订《离岗保密协议书》，扎实筑牢保密

防线。

曾在某技术分队长期担任文书的

小周，被纳入脱密期管理对象。退役后

不久，小周认识了一位女朋友，交流过

程中，对方对他在部队执行各种任务的

经历很感兴趣，曾问过一些相关问题。

“抱歉，有些话题涉及军事秘密，不方便

说。”小周当即向她说明情况，并得到对

方理解。小周坦言，不论是否还在部队

服役，对军事秘密守口如瓶是最基本的

责任。

既要让思想上得到重视，也要在

行动上加强监管。该团还积极与脱密

期内人员所在地派出所、社区加强联

系，详细了解人员思想动态、交往活动

等情况，军地联控做好保密教育管理

工作。前段时间，即将退役的战士小

刘在等待安置期间，计划和父母到外

省旅游。出发前，他主动向部队和当

地派出所报备了情况。

保密无小事，事事连全局。近日，

曾在该团担任班长的小王，被顺利安置

到某地方单位。向组织汇报情况时，小

王表示，今后将保持军人本色，不该说

的坚决不说，始终严守部队秘密。

关键词 严格脱密期管理

离开涉密岗位，也要加强管控
■李子发 任增荣 本报特约记者 岳小林

“类似现象如不及时叫停，必将

影响单位风气、制约部队发展，给管

理工作带来不良后果……”前不久，

武警第一机动总队某支队首长信箱

收到了一封名为《一名纠察的初心》

的信件。一名警卫班班长在信中反

映他在工作时发现的纠察执纪“人情

化”的问题，引起了支队领导的思考。

长期以来，支队警勤中队抓管理

科学有效，形成了正规有序、风清气

正的良好环境，被纠察记录在册、被

机关通报批评的问题寥寥无几。然

而这一正常现象，却曾被个别机关人

员质疑，认为警卫班在纠察执纪时，

有可能对自己所在的警勤中队“力度

不够”，存在“灯下黑”问题。有几次，

警卫班只好勉强拼凑一些自身问题，

以证明执纪一视同仁。

与之形成对照的是，某中队连续

多年未进入先进行列，即将成为各级

重点帮建对象。个别机关人员在平

日检查工作时，开始有意减小对该中

队的纠治力度，目的是让其少出问

题，力争早日“摘帽”。正是这种缺乏

原则的“偏爱”，让这支中队危机感淡

化，管理水平不升反降。

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思考，这些

个别现象让这名班长有些郁闷。“纠

察的初衷是‘治病’，如果不是公平公

正对待，而是搞‘选择性’‘人情化’纠

治，势必损害法规制度权威、破坏部

队风气。”本着对工作高度负责的态

度，他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

“尺度不一的管理必须叫停！”信

中反映的问题，得到支队领导的重

视。他们组织官兵恳谈会，倾听官兵

心声，深挖管理工作中的沉疴积弊，

“兵龄越长，周末外出时间越长”“对

基层官兵细抓严管、对机关干部却放

松要求”等 11 个掺杂人情、与依法治

军精神不符的问题被查找出来。

支队立即对这类问题叫停，并广

泛开展群众性讨论活动，讲清此类

“人情化”管理有悖相关规定、影响单

位建设、破坏内部风气的道理。通过

理论辅导、实例剖析、研讨交流等方

式，该支队组织机关、基层干部和纠

察人员进行专题培训，明确开展工作

必须依法依规、有章可循。

为防止问题反弹回潮，他们在强

军网开设“纠风观察哨”栏目，倡导鼓

励基层官兵积极反映管理中的问题

隐患，持续纠治不正之风。

坚决纠治管理中的“人情化”，依

法依规开展工作。一段时间以来，该

支队管理水平逐渐提升，军营风气持

续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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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民无常，唯法为治。开展管理

工作，依法从严是亘古不变的准则。

上文中，部队出现的个别“人情化”管

理现象，剖析问题根源，是少数人员法

治思维不牢所致，开展工作靠“人治”

不靠法治，讲人情绕过法理，导致制度

面前双重标准，管理模式变形走样，从

而违背了依法治军、从严治军的原则。

“军无法不立，法无严不威”。只

有厉行法治、严肃军纪，才能建成铁

军。确保基层管理工作始终沿着法

治轨道推进，必须强化法治观念，培

塑学法自觉性，把依法指导作为开展

工作的基本方式方法。

工作中，各级要深化依法管理的

坚决性，逐级明确责任，牢牢把握谋

事法为先、遇事法为师、行事法为据

的原则，真正管出好作风、管出正规

化、管出战斗力，不断提高依法从严

管理对战斗力的贡献率。

“法理”大于“情理”
■罗志红

短 评

近日，解放军北京军事检察院协调驻地资源，在一些部队设立法治服务

移动图书馆，为官兵提供高效便捷的服务。 吕富醌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