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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这张表格，我们整理被装有

理有据，辨别真伪一目了然，交旧流程

更加正规快捷。”前不久，看着成套的

交旧军服被贴上姓名标签，实现定人

定位，新疆军区某团一名司务长表示，

严格依规管理，他对干好这项工作更

有底数。

此前每逢退役季，由于人员多、基

数大，军服交旧容易出现少交、漏交等

问题。为此，该团提前拟制交旧清单

下发基层作为参考，少交、漏交现象有

了明显好转。可一段时间后，他们在

工作中发现，个别官兵出现了“交假”

的问题。

一次，战士小罗在和班长聊天时坦

言：“我在被装精确申领平台申领的作

训大衣到了，可按规定这件旧的必须上

交，我还真有些舍不得……”小罗告诉

班长，听说网上有仿制军服出售，他打

算随便买一件上交，把穿过的旧衣服留

下，退役后作为纪念。

班长听闻，立即制止了小罗的想

法，并对他进行批评教育，要求他必须

依规交旧。

该连指导员了解相关情况后，立即

对全连官兵进行了一次教育引导。“军

服是军人身份的标志，维护军服专用性

和严肃性、保护军队正规形象是我们每

名军人义不容辞的责任。军服交旧的

目的在于防止其随意流入社会导致被

滥用，从而损害军人形象。”他说，想把

旧军服留作纪念的想法可以理解，但相

关规定明确“军队单位和个人不得自制

军服，不得购买仿制军服以及标志服

饰”，购买、穿着仿制军服均属于违规的

行为。

该团深入调研发现，个别官兵还存

在购买佩戴仿制标志服饰、购买用于迎

检的被子等问题。究其原因，是个别官

兵法规意识不强，存在侥幸心理。殊不

知，这些行为已违反法规要求。他们利

用理论学习时间，组织官兵学习相关条

令法规，强化法纪观念，进一步明确军

服管理的细节要求，廓清思想上的误区

盲区，引导官兵做到依法依规穿着、使

用军服及其他军用品。

工作中，该团细化明确军服真伪的

鉴定标准，下发基层连队对照参考。为

了方便后续倒查，他们将交旧被装逐人

分开放置，做到“一人一物”，并成立督

查小组，随机抽查工作落实情况。

近日，一批新申领的被装送达该

团，被装管理员逐一通知官兵领取。战

士小黄认真整理需要交旧的军服，标上

本人姓名。待被装管理员核验完质量

后，他如愿领取到新被装。

依规交旧，严防假冒仿制军品
■马恒杰 本报特约记者 高 群

本期关注 军服管理

军服是官兵工作生活的必需品，是军队形象的重要体
现，是军人身份的重要标志。自觉维护军服尊严，是每一名
军人的职责。多部条令法规都对军服管理作出了明确要
求，广大官兵应加强学习、严守规矩、懂得敬畏，坚决纠治违

规穿着、随意出借、乱涂乱画等行为，严禁购买仿制军服、标
志服饰等，做到管理符合规范、着装整洁庄重，真正树好军
人良好形象，履行军人神圣职责。

——编 者

严格军服管理 展现良好形象
—基层部队依法加强军服管理的一组见闻

“本次军容风纪检查，军装上的涂

鸦标记问题整改较好，说明大家对军装

的爱护意识更强了……”近段时间，南

部战区海军某潜艇支队组织军容风纪

检查“回头看”时发现，前期检查中暴露

出的问题均得到较好整改，官兵们军容

严整，展现出良好军人形象。

一次，该支队部队管理科前往某连

开展军容风纪检查，上等兵小杨作训服

衣领后的一个小树苗图案，引起了检查

人员的注意。军服标签上本身就有写姓

名的地方，为何还要通过这种方式做标

记？小杨解释称，平时训练多，换洗衣服

勤，衣服上的姓名标记容易被洗掉。“在

不起眼的位置做个有特色的标记，是为

了更好进行区分，防止战友错拿。”

检查发现，此类现象并非个例。个

别战士喜欢给自己的军服做特有的标

记，比如在衣服上写上姓名首字母，或

是画上简单的图形，还有的为展示个

性，甚至画上创意图案等涂鸦。“万一衣

物错拿或丢失，只要向战友说明自己衣

服的标记图案，应该很容易就能找回

来。”有战士这样说。

“军人应当做到着装整洁庄重、军

容严整、规范统一。随意涂鸦标记图案

虽小不易察觉，此类行为却是对军装的

一种破坏。”检查组对相关人员提出批

评并要求立即整改。

“如何理解‘整洁’‘庄重’‘严整’？”

法治教育课上，某连指导员提出的问

题，引发大家思考。“‘整洁庄重’与军人

作风形象息息相关，‘干净严整’与军人

素养紧密相连”“在军服上随意涂鸦标

记，反映了作风纪律养成不到位的问

题，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军人形象”……

大家畅所欲言，对条令要求有了更深刻

的认识。

指导员总结说，对涂鸦标记进行纠

治并非小题大做，而是引导大家从一点

一滴做起，强化法治意识，加强对军人

荣誉感的培养。

在该支队开展的“重细节、求规范、

促养成”作风建设活动中，军容风纪较

好的官兵上台，与战友分享了军装整理

经验和对军容严整的理解。大家对照

问题自觉整改，认真清理衣服上的涂鸦

标记，做到晾晒后及时收取。同时，支

队指导基层单位采取在晾衣架上做标

记、划分衣物晾晒区域等方式，防止官

兵衣物拿错拿混。

严格军服管理，带动作风养成。在

前不久支队组织的队列会操中，全连官

兵军容整洁、姿态昂扬，以良好的精神

面貌取得优异成绩。

本版漫画由谢 岩绘

军容严整，不要任性标记涂鸦
■曹东南

“大家在穿着和管理军服时，一定要

牢记法规要求，注意维护其严肃性……”

近日，陆军某部开展的一堂法治教育课

上，下士小王结合自身经历讲述军服管

理相关法规，在场官兵深受警醒。

小王坦言，此前，他在军服的穿着

管理上走过“弯路”，因此有了更深刻的

认识。

一次休假期间，小王特意把军服带

回家，让家人朋友看看。眼见小王身穿军

装帅气挺拔的样子，一名好友羡慕不已：

“能不能借我穿一穿？”尽管知道不符合规

定，但在好友的一再要求下，小王抹不开

情面，便将军服借给朋友穿了一会儿。

归队后，在与身边战友闲聊时，小王

说起了这段经历。这引起了连队指导员

的重视，他立即对小王进行批评教育。

“朋友虽然不是军人，但借军服穿下

应该没什么……”一开始，小王有些不以

为然。指导员带他认真学习条令中禁止

擅自出借、赠送军服的相关要求，并告诉

他：“地方人员随意穿着军服，会影响军

服专用性和严肃性。”意识到问题所在，

小王当即诚恳进行了剖析反思。

此类情况暴露出个别官兵法纪观

念淡薄、政治敏感性不高、落实法规存

在模糊认识等问题，若不及时加以提醒

纠治，可能埋下问题隐患。

随后召开的连队军人大会上，指导

员组织大家一起讨论擅自赠送、出借军

服等行为的危害。有官兵坦言，在面对

亲友提出的出借或赠送军服的要求时，

存在“抹不开面子”或“可能没关系”等

心理，认为出借赠送对象是熟悉的亲友

就不会出现问题。“社会上曾出现不法

分子利用军服冒充军人招摇撞骗等现

象，损害了军人及军队形象。”经过讨论

辨析，官兵们意识到，随意外借军服，不

仅违反相关规定，还可能给不法分子留

下可乘之机。

该部以这段经历为契机，组织了一

次专题教育，要求官兵学习条令条例相

关内容，观看不法分子利用假军服从事

违法活动的警示案例视频，引导官兵深

刻理解随意出借、赠送军服的危害。

经过学习教育，该部官兵对军服的

保护意识有了明显提高。前不久，新兵

小李与家人视频通话时，身为“军迷”的

表弟表示希望小李能送给他一套不用

的军服。他当即婉言拒绝，并说明部队

军服管理的相关要求，得到了家人的理

解与支持。

规范管理，切勿随意出借赠送
■崔浩浩 冯 炯

“法令行则国治，法令弛则国乱。”

随着依法治军、从严治军的深入推进，

法治理念逐渐深入人心。但现实中，

有共识而无共为或假作为、妄作为的

情况仍不同程度存在。反思工作中出

现的有法不知、有法不依、执法不严、

违法不究等问题，尤其是落马“老虎”

“苍蝇”暴露出的“人大于法”“人就是

法”等问题，一个重要原因是学法用法

态度出了问题。

笔者以为，法治的关键在于对法纪

要做到真学真信真用，真正在思想深处

坚守法治信仰，提升运用法治思维和法

治方式开展工作、解决问题的能力。

真学要解决三个问题：一是不懂

法，具体表现为“无知无畏”；二是浅表

化，对于法规一知半解；三是功利化，

只学“与我有用”的，对“与己无关”的

则不去关心。真学，必须做到深入学

习习近平法治思想，注重原汁原味学、

全面系统学，既知其表又析其里，既知

其思想精髓的来龙去脉、原因背景，更

知其践行落实的方法要点。领导干部

要 做 到 先 学 一 步 、深 学 一 层 、多 悟 一

分，熟练掌握条令法规，深入研究分管

负责领域的行业法规制度，动态了解

新情况、新问题，确保思维经常升级更

新，防止出现穿新鞋走老路等问题。

随着法治深入普及，党员干部完全

不懂法、不知法的情况已基本杜绝，但

个别干部仍存在对法纪知而不信、知而

不用等问题，表面上信奉法治，私下却

相信“圈子文化”“利己主义”等。法律

法规是全体社会成员共同遵守的行为

规范，军规铁纪是全军上下必须遵守的

行为准则。党员干部要通过学习法律、

研究法规，深入了解其中蕴含的适用原

则和法治精神，深刻认识到法治既是对

行为的规范约束，也是对权利的有力保

护，逐步增强对法治的认同，真正做到

信仰法治、践行法治。

学习的目的在于运用。“风成于上，

俗化于下”，各级要坚持以“关键少数”

带动“绝大多数”。个别领导干部“官老

爷”思想作祟，办事不依法，解决问题不

用法，甚至目无法纪、为所欲为。领导

干部应态度端正、脚踏实地将自己置于

法纪约束之下，把依法治军的原则要点

践行在每一个决策、每一项工作中。践

行法治还要注重打通“最后一公里”，基

层党员干部要以法治方法、法治程序开

展工作，严防“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

要、忙起来不要”等积弊，硬起手腕纠治

忽视官兵正当合法权益、以“人治”代替

法治等问题。

法治没有局外人，没有例外和特

权。各级党员干部要坚持把自己摆进

去、把职责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认真

对标对表并贯彻落实法规制度的具体

要求，积极回应官兵正当合理诉求，强

化“聚光灯”下用权的法治理念，让每一

项工作都经得住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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跃

军营话“法”

“我们已经开通法律服务热线，协

调军事法官、军事检察官或地方律师联

合值班，帮助官兵解决实际困难……”

前不久，昆明军事法院联合昆明军事检

察院致信相关驻军单位，介绍法治服务

功能，征求部队意见建议。他们畅通法

治服务“供需链”，提升法治服务质效，

切实维护国防利益和军人军属合法权

益的举措，受到部队官兵欢迎。

“ 以 前 ，官 兵 有 涉 法 问 题 不 知 找

谁帮忙，我们有服务力量不知往哪使

劲 ……”昆 明 军 事 法 院 领 导 介 绍 ，他

们前期走访了解到，部分基层官兵不

了解军事法院法治服务职能，片面认

为法院的职能仅仅是审判案件，个别

单 位 为 适 应 官 兵 日 益 增 长 的 法 治 服

务 需 求 ，只 得 专 门 聘 请 地 方 法 律 顾

问。这些情况使他们深刻认识到，必

须打通需求和供给之间的梗阻，更好

发挥军事法院法治服务职能。

该院采取“走出去”与“请进来”相

结合的方式，走访驻军单位，与官兵面

对面交流，精准掌握服务需求；召开法

治服务座谈会，邀请驻军单位共同研讨

制订服务措施。他们积极整合军地资

源，联合昆明军事检察院建立法律服务

中心，编印发放服务指南进行宣传，在

维护官兵利益、加强军事治理、服务备

战打仗等方面为部队及官兵提供“一站

式”服务。

前不久，云南籍战士小尹的家人

在军地法官的陪同下，从被执行人手

中 拿 回 了 拖 欠 多 年 的 赔 偿 款 。 数 年

前 ，小 尹 父 亲 在 工 作 时 遭 遇 意 外 身

亡。经地方法院判决，该案劳务中介

应赔偿死者家属数万元，可赔偿款迟

迟没有到位。多年过去，对方一直逃

避履行赔偿义务，这成了压在小尹家

人心上的一块“石头”。

小尹通过服务指南了解到自己在

服务保障范围内，就主动拨打维权热线

寻求帮助。接到申请后，该院立即指派

人员研究分析案件线索，协调地方法院

跟进解决。在军地法院的共同努力下，

对方一次性付清了赔偿款。

近年来，该院持续收到官兵各类服

务申请，提供线上线下法律咨询 2 万余

人次，通过开展“菜单式”法治教育，深

入部队展开法治宣讲近百场。前不久，

他们根据部队需求建议及时更新“法治

教育课目表”，随时接受驻军单位“点

单”。某部领导收到课目表后感言：“你

们确实把服务送到了官兵心坎上、部队

急需处。”

昆明军事法院提升法治服务质效—

畅通服务“供需链”
■李岸伟

军队单位和个人不得自制军服军队单位和个人不得自制军服，，不得不得
购买仿制军服以及标志服饰购买仿制军服以及标志服饰。。

军人应当配套穿着军服军人应当配套穿着军服，，佩带军衔佩带军衔、、
级别资历章级别资历章（（勋表勋表））等标志服饰等标志服饰，，做到着装做到着装
整洁庄重整洁庄重、、军容严整军容严整、、规范统一规范统一。。

军人不得变卖军人不得变卖、、拆改军服拆改军服，，不得将军不得将军
服和标志服饰出借或者赠送给地方单位服和标志服饰出借或者赠送给地方单位
和人员和人员。。

连日来，武警重庆总队某支队利用多种形式组织官兵学习国家安全知识。

邹 毅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