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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人身份特殊，用网时更要注意

信息保密……”暮春时节，第 82 集团军

某旅强军网“普法天地”栏目中，某连新

兵小李作为“军营保密使者”，结合自身

的一段经历，为战友普及网络安全相关

知识，引得不少战友留言讨论。

小李入伍前曾是某短视频平台的

游戏博主，拥有不少粉丝。收到自己入

伍的消息后，小李与粉丝分享了喜悦。

来到部队，他认真学习军队保密相关规

定，主动将账号注销。

逐渐适应军营生活后，小李又注

册了一个新账号，主要用于浏览信息、

分享生活感悟。一直关注小李的一些

粉丝又开始给小李留言交流，但其中

不乏一些敏感信息。“你们用的是最新

的 枪 型 吗 ”“ 实 弹 打 过 吗 ？ 感 觉 怎 么

样”“你们营区在哪，给你寄点零食过

去”……

排长当即提醒小李：“这些问题涉

及个人信息、部队秘密，如果被别有用

心的人利用，后果不堪设想。”经过排长

的讲解教育，小李意识到问题的严重

性，主动作出检讨，并注销了可能暴露

军人身份的账号。

“有些新战友刚下连队，对法规制

度了解不够全面深入，容易产生安全保

密隐患。”同样是“网生代”的排长深有

感触地说，认知上的偏差和思想上的麻

痹，都有可能导致失泄密问题的发生，

必须在“兵之初”就做好保密教育，引导

他们打下坚实的思想基础。

以身边人身边事为典型案例，该

连很快开展了一次网络安全教育，要

求官兵尤其是新战友随时随地强化安

全保密意识。对于小李这样具备新媒

体运营经验的官兵，连队引导他们合

理发挥特长优势，制作分享保密教育

视频上传至强军网，扩大教育的影响

力感染力。

着眼新兵特点，该旅组织新兵认

真学习《军队保密条例》《严密防范网

络泄密“十条禁令”》等法规要求，细化

智能手机使用管理规定，按照“自上而

下、由内到外”的原则，在保护官兵个

人隐私的情况下，对新兵手机里容易

涉及网络安全问题的软件进行排查清

理。配合日常教育，旅队梳理制作了

《智能手机防泄密手册》，帮助新兵认

清开通新社交媒体、注册短视频平台

账号等新兴网络行为所面临的风险，

引导他们树牢“网络无疆、言行有界”

的观念，在网络世界里自觉擦亮保密

的“慧眼”。

经过一系列务实举措，新兵们网络

安全保密意识水涨船高。新兵小王说：

“今后使用网络时，我一定对平时容易

忽略的细节加强警惕，做到防微杜渐！”

防 范社交媒体泄密
■张艺杰 李 帅 本报特约通讯员 闫麒兆

本期关注 新兵网络安全教育

当今时代，信息网络深刻影响着年轻官兵的思想观念
和行为方式，网络成为“网生代”新兵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重
要部分。面对纷繁复杂的网络世界，如果年轻官兵安全保
密意识不强，就容易发生网络社交账号使用不当、网络违规
交友、网赌网贷等问题，为军营网络安全埋下隐患。

各部队要着眼新兵特点，注重日常法治教育，进一步加
强新兵对于网络安全重要性的认识，引导他们认清网络是
把“双刃剑”，真正做到科学识网、正确用网、依规上网，坚决
守牢安全底线。

——编 者

擦亮辨识网络陷阱的“慧眼”
—基层部队加强新兵网络安全教育的几段经历

“剧情结束，深陷网赌网贷深渊的

小刘，最终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

近日，海军某旅某连俱乐部内，随着主

持人的结束语，一场沉浸式教育课落下

帷幕。从生动的故事情节中，官兵直观

了解到网赌网贷的危害。

“不法分子经常打着免费领取游

戏 装 备 、高 收 益 理 财 的 幌 子 骗 人 上

钩 ，用 小 游 戏 的 手 段 诱 骗 大 家 上 当 ，

如 果 不 能 及 时 分 辨 ，就 会 落 入 陷 阱 ”

“ 一 开 始 只 是 简 单 玩 几 把 ，结 果 陷 入

赌博圈套无法自拔，造成巨大的经济

损失，甚至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不

正规的网贷平台不仅存在高额利息，

还可能窃取个人信息，造成失泄密危

害 ”…… 课 后 交 流 中 ，新 兵 纷 纷 围 绕

如何规避网赌网贷陷阱、提升防范意

识展开讨论。

该连指导员介绍，“网生代”新兵早

已习惯通过网络了解世界、接收知识、

参与人际交往，可由于入伍前没有接受

过系统性、针对性的网络安全教育，有

的新兵防范意识较弱，容易忽视来自网

络的风险。通过别开生面的沉浸式教

育，能让他们见微知著，自觉筑起网络

安全防线。

前期，他们在新兵入营后摸排发

现，有的新兵没有树立理性的消费观

念，对网赌网贷危害认识不清，若不加

强教育监管，很容易陷入网赌网贷陷

阱，甚至误入歧途让个人前途尽毁，更

有可能损害军队利益。

严防死守不如引导疏通，帮助官

兵认清网赌网贷的巨大危害，才能令

官兵自觉抵制。为此，连队将官兵喜

闻乐见的游戏元素引入教育之中，激

发 官 兵 学 习 兴 趣 ，提 高 接 受 度 、加 强

体 验 感 。 为 提 升 新 兵 网 络 安 全 防 范

意识，该旅还着眼新生代官兵行为特

点、思维模式，设计制作“网络安全十

不 准 ”漫 画 手 册 和 系 列 警 示 教 育 片 ，

组 织“ 网 络 陷 阱 有 哪 些 ”讨 论 交 流 活

动，通过情景式、沉浸式教育模式，启

迪新入伍官兵发挥主观能动性，自觉

加 强 学 习 ，在“ 兵 之 初 ”就 顺 利 迈 过

“网络关”。

“入伍前，我认为网贷只是解决燃

眉之急的手段，没想到网络陷阱往往

藏在‘馅饼’中，危险就在我身边。”列

兵 小 朱 说 ，过 去 ，他 在 经 济 面 临 困 难

时，也曾考虑过使用小额借贷软件贷

款，但在情景式教育中，他看到当事人

正是从小额贷开始，逐步涉足网络借

贷，最终深陷其中无法自拔。“这让我

对 网 络 借 贷 的 风 险 有 了 更 清 醒 的 认

识，开始学会辨别网上信息，做到自觉

规避网络陷阱。”

本组漫画由高子淇、张馨月提供

辨 清网赌网贷套路
■丛镕基 邓 哲

“大家请看，通过修改 IP 地址、套

用虚拟身份、技术换装换声等手段，网

络 那 端 的 人 就 可 以 实 现‘ 改 头 换

面’……”前不久，第 72 集团军某旅新

兵网络安全大讲堂活动中，一名战士发

挥自己的专业特长，现场为新战友们演

示不法分子如何通过技术手段行骗。

“志趣相投的‘朋友’、亲密无间的‘恋

人’、解燃眉之急的‘热心人’，都有可能

是别有用心之人乔装假扮的，我们必须

提高警惕、谨慎用网。”

开展这次教育活动，缘于旅队前期

在手机清理清查工作中发现的一些问

题隐患——

那次，检查人员发现新兵小张在入

伍前加入了某涉军群聊。小张解释说，入

伍前，因为对部队不甚了解，又缺乏有效

的信息获取渠道，他受同乡熟人邀请，加

入了一个名为“某地某年度新兵群”的群

聊，方便大家交流沟通。入伍后，虽然群

友分散在各地，但他觉得同一地方入伍的

老乡可以相互照应，就一直没有退群。

“在群里用方言交流比较亲切”“虽

然不在一起服役，但都是战友，应该不

会出现失泄密问题”……每到休息时

间，小张就会浏览一下群消息，偶尔参

与聊天，还与几名老乡成为了好友。

“此类战友群、老乡群人员复杂，无

法对成员真实身份作出判断，若聊天不

慎，就会埋下泄密隐患。”检查人员向小

张介绍，相关法规明确了官兵加入网络

群聊的要求，小张的行为已经违反了规

定。认识到错误后，小张立即退出群

聊，并对手机进行进一步清理。

“网络世界形形色色，聊天内容五

花八门，人员构成复杂难辨，有的新兵

缺乏网络安全意识，容易陷入网络交友

的陷阱。”类似问题引起该旅领导高度

重视。调查发现，个别处于“第二适应

期”的新兵一时难以完全融入部队，宁

愿与“网络老乡”聊天，也不愿与身边战

友交流；个别新兵以军人身份作为炫耀

资本，在网络交友中寻找存在感；有的

新兵安全保密意识淡薄，在网上暴露军

人身份，或是口无遮拦。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网上行为同样

受到监管。”该旅立即组织对新兵用网行

为进行排查，明确要求官兵对不明身份

好友进行清理，不得随意添加陌生好

友。他们还采取理论授课、视频辅导、案

例剖析、普法教育等方式，组织新兵认真

学习相关法规要求，强化保密观念。

网络交友风险高，身边战友可依

靠。前不久，小张结合自身经历与战友

共同编排教育情景剧，现身说法讲述了

正确网络交友、严守保密规定的重要意

义，给战友们上了一堂生动的网络安全

教育课。

严 格网络交友界限
■杨韫璋 范子恩 本报特约记者 陈 凯

“点进网页就能看到支队招标采

购、选晋任用等事务的具体情况，还能

通过网络信箱直接反映问题，便捷又高

效……”近日，武警河南总队驻马店支

队拓展风气建设新渠道，官兵可以通过

支队强军网风气建设专题平台参与到

民主监督中来。

基层风气监督员小刘平时会结合

自己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向机关部门建

言献策。前期，小刘觉得如果对条令法

规掌握不扎实，会影响监督履职。在一

次座谈会上，他建议组织基层风气监督

员培训，经常学习最新的条令法规，提

升履职能力水平。这一建议得到上级

的肯定，小刘却迟迟未了解到相关工作

落实进度。虽然后来组织了一次专题

培训，但小刘和其他基层风气监督员的

参与积极性也受到影响。

支队领导蹲点调研发现，“问卷调

查”“座谈会”“意见信箱”等常规形式虽

能收集基层意见建议、推动问题有效解

决，但受部队点位分散等现实因素制

约，存在官兵反映情况步骤繁杂、解难

帮困周期过长等问题。同时，官兵接受

反馈、获取风气建设信息的渠道有限，

公告公示需要经过层层“传达”，民主建

议渠道也存在一定的迟滞性。

“尽快打破传统监督渠道的局限

性 ，让 党 委 机 关 直 通 一 线 ，让 工 作 进

展情况公开透明，是我们需要解决的

问题。”该支队组织纪检股干事介绍，

他 们 深 入 了 解 官 兵 现 实 诉 求 和 基 层

风气建设情况，决定利用青年官兵乐

于接受的网络论坛、网上信箱等线上

方式，依托强军网搭建风气建设专题

平台，引导基层官兵关注和参与支队

风气建设。

“网络平台的效率真高，我们提出

的问题很快就能得到答复，还可以实时

关注解决进度。”支队风气建设专题平

台运行一段时间后，小刘参与风气建设

的积极性提高了不少。

笔者点击进入支队强军网“廉政清

风专栏”看到，网页设置廉政动态、政策

法规、官兵论坛等 8 个专区，展示训练

考核、干部任用、经费开支等事项相关

情况，公开事务流程的同时公布相关负

责部门信息，官兵可通过留言讨论等形

式随时反映意见建议。同时，安排蹲点

干部结合工作，在基层一线广泛收集官

兵急难愁盼、利益攸关的问题，并及时

反馈解决。

“在网站平台上学习宣传廉政文

化，能够助力我们履行好职责。”基层

风 气 监 督 员 小 李 高 兴 地 说 。 在 拓 宽

民主监督渠道的同时，他们可以利用

廉政信息平台设置的“基层风气监督

员学习园地”“廉洁文化”“廉洁课堂”

等 栏 目 ，引 导 官 兵 廓 清 思 想 迷 雾 、明

晰是非界限，积极主动参与到风气建

设中来。

“现在有问题可以直接在网络信

箱留言，快的话数小时就能收到回复，

大家参与单位风气建设的积极性明显

提高了。”提高廉洁课堂更新频率的建

议 被 机 关 采 纳 后 ，一 名 战 士 高 兴 地

说。运用强军网助力基层风气建设，

既有效保障了官兵各项权益，还能充

分调动官兵的热情和积极性，让每一

名官兵都成为风气建设的参与者、监

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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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偿款到位了，父亲一再叮嘱我

要在部队好好干，以此报答组织的关心

关爱……”近日，海军某部战士小赖在

单位维权工作组的帮助下，顺利解决了

困扰他和家人已久的法律纠纷。

去年，小赖家房屋拆迁，对方承诺

将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一段时间过

去了，家人却迟迟收不到补偿款，多次

和对方协调也得不到解决，小赖于是向

单位进行求助。

“事关官兵利益的事是头等大事，

我们要一帮到底。”该部党委了解后，第

一时间派出维权工作组，采取现地走访

的形式，协助小赖家人进行协商谈判及

司法调解。最终，小赖家人得到了合理

补偿。

“家庭涉法问题牵扯官兵精力，解

决效果好不好，不仅关乎官兵切身利

益，也关系部队战斗力提升。”该部领

导介绍，近年来，官兵和家属在工作生

活中遇到涉法问题的情况呈现上升态

势，针对官兵家庭维权困难的实际，他

们组织相关科室业务人员和法律骨干

成立维权工作组，协调驻地律师担任

法律顾问，全程跟进解决官兵家庭涉

法问题。

为帮助官兵提高学法用法的自觉

性 和 主 动 性 ，干 部 骨 干 开 展“ 学 法 明

理，用法立身”专题授课，按照结合条

文深学、融入事例活用的思路，为官兵

剖析典型案例，讲解常用法律知识，提

高基层官兵运用法治思维解决实际问

题的能力。他们还鼓励各营成立普法

宣传小分队，引导连队开设法律知识

小讲堂，以灵活多样的形式更好普及

法治教育。

法治之风吹进课堂、吹进训练场。

前期，小赖结合自身经历，为战友普及了

维权知识，帮助许多战友解开了心中的

法律疑惑，保障了自己和家人的合法权

益。如今，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已蔚然成

风，助力官兵心无旁骛投身练兵备战。

帮助官兵解决家庭涉法问题
■夏泽华 陈华新

近日，第 71 集团军某旅通过专题教育、图片展示、知识竞赛等活动，引

导官兵认清国家安全形势、强化国家安全观念，以实际行动维护国家安全

稳定。 王文周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