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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 在 前 面
近年来，随着依法治训、按纲施训

理念深入人心，部队军事训练工作扎
实稳步推进。小特专业作为作战体系
中不可或缺的力量，发挥着越来越重
要的作用。相对于其他专业而言，小
特专业具有人员编制少、训练资源少、
专业技术精等特点，训练中容易出现
质效不高、离实战化要求有差距等问
题。小特专业虽小，但建设好运用好
发挥好小特专业作用，事关战斗力建
设全局。各级必须高度重视，强化依
法治训理念，确保各项训练依法严格
落实到位，切实提高小特专业实战化
训练水平。第 73集团军某旅严格按
纲施训，着力固强小特专业战斗力建
设链条的每一个环节，有较强的借鉴
意义。

依法练好小专业 战场方显大作用
—第73集团军某旅加强小特专业按纲施训的见闻和思考

■葛 斌 杨吾帆 喻润东

本期关注 家属保密工作

前不久，某部战士小张的妻子驾

车来到部队探亲。到达营区附近，她

自觉关闭行车记录仪，并接受卫兵登

记检查。“绝不能为了方便自己而给

部队安全保密留下隐患。”小张妻子

感慨说。

在此之前，她曾对部队的这一要

求有些不解。

那是小张妻子第一次来队，当时

她 驾 车 到 达 营 区 门 口 却 吃 了“ 闭 门

羹 ”。 卫 兵 告 诉 她 ，按 照 相 关 规 定 ，

除 办 理 登 记 手 续 外 ，还 要 对 她 的 车

辆 进 行 检 查 ，并 要 求 她 关 闭 行 车 记

录仪。

“见你一面可真麻烦！”见到小张

后，妻子难免有些抱怨。小张耐心向

妻子解释，相关法规对单位以外的人

员、车辆进入营区及对营区进行摄影、

摄像都有明确规定。“行车记录仪有拍

摄存储功能，咱们必须要严格遵守法

规要求，千万不能大意麻痹。”

该部保卫科干事介绍，近年来，

许多军人家庭购买了私家车。为了

行 车 安 全 ，大 家 购 车 后 普 遍 会 加 装

具 有 摄 录 功 能 的 行 车 记 录 仪 ，有 的

设备还有联网等功能。“这些车辆频

繁 出 入 营 区 ，可 对 营 区 内 部 及 周 边

环 境 进 行 拍 摄 ，视 频 素 材 还 可 能 上

传至互联网，若不严加管理，将埋下

泄密隐患。”

为彻底排除风险，该部加大教育

力度，及时邀请驻地相关部门专家，

为 部 分 官 兵 家 属 讲 授 安 全 保 密 课 ，

讲清行车记录仪等电子设备的工作

原 理 及 可 能 带 来 的 风 险 隐 患 ，帮 助

他 们 提 高 思 想 认 识 。 同 时 ，严 格 车

辆 管 理 ，对 所 有 进 入 营 区 的 地 方 车

辆 及 人 员 进 行 检 查 登 记 ，及 时 提 醒

相 关 人 员 关 闭 行 车 记 录 仪 等 设 备 ，

确保营区安全。

前段时间，该部结合安全保密工

作，对营区内所有车辆进行了一次集

中“体检”，并对官兵家属做好提醒教

育。“每次出入营区都要开关行车记录

仪，虽然有些麻烦，但安全保密人人有

责，我们也要遵守部队规定，提高保密

意识。”组织教育讨论时，该部一名家

属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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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队营区虽好，你也不能像逛景

点一样‘打卡’拍照啊！”一次，某部战士

小冯陪临时来队的妻子小王在营区散

步时，看到妻子拿出手机准备拍照留

念，立即劝说妻子不要随意拍摄。

原 来 ，小 王 是 一 名 网 络 媒 体 工 作

者，工作中养成了爱拍照的习惯。“军营

风景独特，拍些照片在网上‘晒晒’多

好。”起初，她有些不解。

“随手拍摄虽简单，但背后隐患却

很大！”小冯向妻子解释说，以往个别

单位曾发生因随意在营区拍照而引发

的泄密问题，这些照片有的涉及部队

装备，有的暴露了驻地信息，还有的可

能 泄 露 军 人 身 份 …… 听 完 这 些 ，小 王

打消了拍照留念的念头。

“军人家属身份特殊，如不及时引

导他们树立安全保密意识，有可能会给

部队保密工作带来隐患。”该部领导介

绍，随着部队住房等条件改善，来队家

属逐渐增多，尤其是寒暑假和节假日，

军人家属带着孩子来到军营，有的出于

对军营的好奇，有的是想记录生活，经

常会有家属在营区内拍照留念。“如果

将带有部队信息的照片晒到网上，被别

有用心之人盯上，后果不堪设想。”

为防止军属来队期间发生失泄密

问题，他们将保密教育向“后院”延伸，

印发“致来队家属的一封信”，告知在营

区活动需要注意的事项，编印发放营区

内手机使用规范及日常保密防范手册，

提醒来队家属时刻紧绷保密弦。此外，

他们还常态组织来队家属集中观看警

示教育视频，以案例解析的方式为军人

家属讲解保密常识，引导家属从思想深

处支持部队工作，遵守部队安全保密制

度规定。

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方法措施，有效

筑牢了军人家属安全保密思想“防火

墙”。家属小张深有感触地说：“身在

营区，我会支持爱人工作，遵守部队相

关要求，绝不随意拍照和上传网络。”

“身在军营，不要随意拍照上传”

“爸爸，您抓紧把在网上发布的照

片和视频删掉吧，如果被别有用心的人

盯上可就不好了！”前不久，该部战士小

王在父亲的网络社交平台看到，父亲发

布了家乡人武部给邻居家送喜报的照

片和视频，并配文“我的儿子是部队一

名战士，希望他能像邻居家的孩子一样

优秀，早日荣立三等功”。

信 息 发 布 后 ，有 亲 友 留 言 表 示 恭

喜，有的表达鼓励，还有人向小王父亲

询问小王在部队的工作情况。看到信

息后，小王第一时间给父亲打去电话，

督促他立即删除相关内容。“网上有敌

情、网上有陷阱，一旦您发布的信息被

人锁定或者利用，后果不堪设想。”在提

醒劝说下，小王父亲认识到安全保密的

重要性，立刻删除了相关内容。

对于小王的及时行动，该部在法纪

教育课堂上提出表扬，并结合这段经历

适时展开保密教育，引导广大官兵及时

做好家属的安全保密工作。该部保卫

科干事介绍，随着科技不断发展，网络

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获取资讯的重

要途径，个别军人家属面对纷繁复杂的

网络信息，存在随意发文、盲目评论等

现象，如不及时进行提醒纠治，会带来

一定的风险隐患。

为进一步规范军人家属用网行为，

他们积极组织军人家属学习相关法规

制度及“如何防范网络风险”等常识，引

导家属认清网上风险隐患，明晰安全保

密行为底线。

“网络是把‘双刃剑’，安全使用是

关键！”前不久，该部邀请部分官兵家属

围绕安全用网话题展开辨析交流，一名

干部家属现场发言时说，面对真假难辨

的网络环境，谨慎发言、不泄露军属身

份，就是对自己、对家人、对部队最好的

保护。

“网上发帖，谨防泄露涉密信息”

古往今来，军事秘密直接关系战

争胜负和国家安危，是关系部队建设

基础的保底工程、影响战斗力提升的

关键因素。面对安全形势的深刻变化

和层出不穷的高科技手段，保密工作

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风险挑战。

相关法规明确规定，国家秘密受

法律保护。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

政党、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和公民都

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作为保护军

事秘密的主体责任人，军人应当做到

遵纪守法、令行禁止，不把军事安全当

儿戏。军人家属这一特殊群体，同样

处于保密工作的链条中，也要涵养“保

密就是保胜利、守密就是守家庭”的良

好家风。

老一辈革命家非常注重对家人的

保密要求，对待家属子女做到守口如

瓶，不该说的绝对不说，杜绝秘密从家

属和子女口中外泄的隐患。“八一勋

章”获得者钱七虎参与核试验临出发

时，只给家人留下“我有任务，走了”六

个字。由此可见，军人必须严格把好

保密关卡，廓清“密不避亲”等思想误

区，不随意与家属分享部队动态，不带

领家属随意参观涉密场所，不把部队

敏感信息或是工作内容当作谈资，做

到公事家事分得清，避免家属因缺乏

保密意识导致军事秘密被泄露利用。

筑牢安全保密防线，保密意识要

根植军人内心，保密教育也要向官兵

“后院”延伸。军人家属普遍存在对部

队安全保密规定不熟悉、保密意识淡

薄等现象。各单位要通过电话家访、

实地走访慰问等时机，常态化开展保

密宣传活动，把保密安全的风险隐患、

泄露军事秘密的危害等讲清说明，积

极为官兵家属普及保密常识，不断增

强军人家属的保密意识，提升失泄密

防范能力。

保守秘密，人人有责。作为军人

家属，要深刻理解军人职业的特殊性、

军队工作的严肃性，端平纪律与温情

“那杆秤”，做到不该问的不问，不该看

的不看；要牢固树立保密观念，切实提

高保密意识，严格遵守各项保密法规，

时时绷紧安全弦、处处拧紧安全阀。

作为军人家庭的坚强后盾，家属也有

责任做好监督提醒工作，协助军人为

部队织就一张密不透风的安全网。

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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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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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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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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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援助小组让我真切感受到了

组织的温度、援助的力度……”前不久，

西部战区空军某旅法律援助小组收到一

面锦旗，赠锦旗的是正在一线执行任务

的一名军人干部。

前期，这名军人干部的家人遭遇工

程款拖欠纠纷。该旅法律援助小组积极

联系驻地相关部门，跨区协助其家人追

回被长时间拖欠的款项，及时为他解决

了难题。

办理及时、出动高效、机制顺畅……

该旅法律援助小组组长、保卫科科长介

绍，今年以来，他们通过发函协调、委托

律师、诉讼追讨、电话跟进等方式，解决

了多个长时间困扰官兵及家庭的棘手

难题。

“必须时刻把官兵困难放在心上，坚

决做好法律援助保障，让他们能心无旁

骛、集中精力练兵备战。”该旅领导介绍，

部队担负战训任务繁重，他们在调研战

训一线官兵思想情况时发现，当官兵家

庭遭遇涉法问题时，个体协调难度大、跨

区维权成本高、家庭战备两头难等成为

解决问题的堵点。

为更有效解决实际难题，该旅抽调

人员组建法律援助小组，建立“问题清

单”“挂账销号”等制度，接受官兵求助。

收到官兵诉求后，法律援助小组第一时

间对接军地有关部门，整合相关资源，签

订目标责任书，持续跟进援助动态，全方

位帮助官兵维权。

最初，由于缺乏法律专业人才，援助小

组面对婚姻家庭、工伤理赔、借款欠款等多

领域涉法问题时，难以有效应对。他们在

实践中积累经验，不断细化完善流程，畅通

联络机制，制订专人专责“一本账”，强化与

军地相关单位的沟通联络，搭建维权联络

“直通车”，逐渐形成“机关牵头、小组负责、

事务所协助、专人跟进”的机制。

援助小组不仅为官兵解难题、办实

事，还注重引导官兵提升法治素养，强化

依法维权意识。小组成员多次到基层一

线开展群众性普法教育，通过知识问答、

热线答疑、制作下发普法手册等方式，讲

解常见涉法问题及有效应对措施，深受

官兵欢迎。

近期，该小组利用机关蹲点帮带时

机来到某阵地，立足实际开展普法活动，

集中整合官兵涉法难题，将“一对一”法

律援助服务送到任务一线。

西部战区空军某旅建立法律援助小组沟通联络机制——

法 律 服 务 情 暖 一 线
■周叶青 冯恩实 本报记者 马嘉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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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上旬，武警天津总队新兵团新兵二大队组织队列训练，规范新兵队列动作，提升队列素养，强化作风养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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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 在 前 面

三军之事，莫重于密。安全保密工作是敌我博弈的
重要战场，做好相关工作更是保障打赢的重要前提。当
前，在抓好部队安全保密工作方面，各级都制订了纵向到
底、横向到边、覆盖全员的制度规定，为军营筑起安全保
密屏障。军人家属是一个特殊群体，他们出入军营内外、
了解部队生活、关心军人工作，因此，必须不断增强军人
家属安全保密意识，引导他们养成良好保密习惯。某部
主动将安全保密教育向“后院”延伸，采取辅导授课、专题
讨论、观看警示片、签订保密协议等形式，推动安全保密
工作末端落实，有力确保军营保密安全。

安全保密工作向军人家属延伸
■郭金科 本报特约记者 张新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