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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警士选晋的每个环节都有风

气监督员在场，全程严格标准、公开透

明，我对选晋结果服气满意……”近日，

武警湖北总队恩施支队警士选晋工作

展开，某中队战士小王在训练考核结束

后，现场签字确认了自己的成绩。

小王是一名班长骨干，这次拟选

晋二级上士。选晋工作开始前，小王

得知与他同时参加选晋的有几名机关

公勤人员。“他们经常在机关工作，而

我一直在基层，很少进入领导视线，会

不会受影响？”想到这些，他一度萌生

了“找关系打招呼”的念头。

中队刘指导员了解到小王的顾虑

后，批评了他的想法，并向他详细介绍

警士选晋流程以及相关制度规定。“为

确保公平公正，选晋全程都有风气监

督员参与，最终还是要靠实打实的成

绩说话。”刘指导员的一番话打消了小

王的顾虑。在接下来的训练中，他更

加刻苦认真。

选晋过程中，小王留意到，民主测

评采取现场唱票计票方式并全程录像

备查；理论考核、专业技能考核、军事

体育考核时，风气监督员全程监考，考

核结束后第一时间公布成绩并现场签

字确认。最终，小王凭借过硬的综合

素质，如愿取得选晋资格。

“警士选晋关乎部队战斗力生成，

涉及官兵切身利益，营造公平公正选

晋环境，才能使选晋工作令人信服、更

有质效。”开展工作前，该支队党委明

确，警士选晋的条件标准、指标名额及

选拔程序等必须公开透明。他们依据

相关规定制订下发工作实施方案，进

一步明确考核、选取、公示、监督等环

节的标准要求，从基层遴选 6 名风气

监督员全程参与监督，对考核过程中

标准不严、行为不当等问题进行严查

细纠。

公开透明的选晋氛围立起了“有

为者有位”的鲜明导向，激发了广大官

兵的训练热情。日前，该支队参加上

级组织的比武竞赛，参赛官兵敢于拼

搏、奋勇争先，取得了优异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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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信息时代，大数据已
经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从购物、餐饮到旅行、娱乐，大数
据的应用为人们提供了极大的便
利，随之而来的“大数据杀熟”现
象也引发了消费者不满。遇到这
类 情 况 ，广 大 官 兵 应 该 如 何 应
对？本期，我们继续邀请浙江省
军区法律服务总站法律专家结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
护法实施条例》进行解读支招。

问：某 部 一 名 干 部 曾 有 过 这 样 的

经历：在预订酒店房间时，他和家人分

别 用 各 自 手 机 登 录 某 旅 游 类 APP，同

时查询同一时段、同一酒店、同一类型

房 间 的 价 格 ，两 个 账 号 显 示 的 价 格 相

差近百元。请问，新出台的《条例》对

类似的“大数据杀熟”现象进行了怎样

的规范？

答：“大数据杀熟”指经营者利用大

数据分析消费者的消费习惯、收入水平

等信息，将同一商品或服务以不同的价

格卖给不同的消费者从而获取更多利

益的行为。“大数据杀熟”经常出现在交

通出行、酒店预订、电商购物等平台，各

平台会根据用户消费频率进行差别定

价，一般表现为会员价格高于非会员价

格，老用户价格高于新用户价格等。此

类行为严重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选

择权和公平交易权。

《条例》第九条规定，经营者应当采

用通俗易懂的方式，真实、全面地向消

费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相关信息，不得

通过虚构经营者资质、资格或者所获荣

誉，虚构商品或者服务交易信息、经营

数据，篡改、编造、隐匿用户评价等方

式，进行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欺

骗、误导消费者。经营者不得在消费者

不知情的情况下，对同一商品或者服务

在同等交易条件下设置不同的价格或

者收费标准。

该规定明确要求商家对相同商品

或服务设置价格时，不得欺骗消费者，

必须保证消费者的知情权和自主选择

权。具体而言，商家对全体消费者提供

相同的商品或服务时，应当诚实守信公

示相同的交易价格。值得注意的是，该

规定并不是完全禁止商家设置不同价

格 ，而 是 要 求 商 家 在 进 行 差 异 化 定 价

时，必须确保消费者充分知情，并保障

消费者的自主选择权。

广大官兵在遭遇“大数据杀熟”时，

应及时对商家“相同商品、不同价格”的

行为进行证据保留，如保存平台针对不

同客户的报价的页面截图、消费者的缴

费凭证、与商家沟通的信息等。在此建

议，官兵们在消费时要注重个人隐私保

护 ，不 要 让 手 机 APP 随 意 访 问 个 人 信

息，防止不良平台非法收集用户信息。

在选购商品和服务时做到货比三家，确

保放心消费。

如何应对“大数据杀熟”套路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系列解读之三

■本报记者 孙兴维

整齐列阵的帐篷，鼓舞人心的战

斗口号……8 月上旬，笔者走进第 72

集团军某旅野外驻训场看到，该旅依

托野外现有条件严格规范驻训场各项

设置，营造了富有“战味”又符合安全

保密要求的文化氛围。

“驻训场没有‘围栏’，更容易导

致 安 全 保 密 问 题 发 生 ，我 们 必 须 提

高警惕，把每个细节都想周全、做到

位。”该旅领导介绍，近年来，部队驻

训成为常态，驻训场相对开放，失泄

密 风 险 增 大 ，对 保 密 工 作 也 提 出 了

更高要求。

该旅部队管理科吴科长回忆，数

年 前 有 一 次 ，某 连 抵 达 驻 训 场 后 立

即 安 营 扎 寨 。 为 激 发 官 兵 训 练 热

情 ，连 队 党 支 部 研 究 决 定 在 驻 训 场

周 边 设 置 横 幅 标 语 和 文 化 展 板 ，将

连 魂 连 训 等 内 容 进 行 宣 传 展 示 ，并

设 置 驻 训“ 龙 虎 榜 ”，张 贴 上 榜 官 兵

照片，详细介绍他们的成长经历、训

练成绩。他们还打算制作训练计划

进程展板、“安全训练计时牌”等，让

官兵对驻训期间训练计划安排一目

了然。

吴科长到基层检查发现情况后，

立即对该连做法叫了停。“驻训地相

对开放，随意张贴展示涉及军事训练

相关的敏感信息，附近路过的群众也

能看到，容易产生失泄密问题。”他告

诉大家，野外驻训场有部分地域靠近

公路、村庄等，且每天都有副食品供

应商等地方人员进出，将训练计划、

人员信息等涉密内容以醒目方式展

示的做法不妥当。吴科长要求连队

党支部对照保密相关规定认真整改，

规范驻训场设置。

他们进一步检查发现，类似问题

并非个例。个别驻训单位设置的标

语口号暴露了编制体制、部队番号；

有的驻训结束后没有按规定对有涉

密信息的展板等进行回收处置，而是

随意丢弃……

为彻底纠治问题，该旅组织了一

次清理清查，要求各营连规范驻训场

设置，制作相关展板时需经机关相关

部门保密审查；展板、横幅标语等不能

一挂了之，而是要明责定向、按时回

收；明确文件资料展示途径，杜绝在帐

篷外随意张贴训练计划、人员信息、教

育安排等涉密内容。

今年驻训时，该旅把检查督导贯

穿全程，拉单挂账找问题，跟踪问责重

整改，实现保密隐患发现即处理、问题

不过夜。

“营连称号和旗帜是一个单位的

灵魂，具有凝心聚气、传承血脉的作

用 。”该 旅 宣 传 科 彭 干 事 介 绍 ，以 往

基 层 分 队 为 展 现 单 位 特 色 、鼓 舞 官

兵 士 气 ，会 使 用 带 有 部 队 番 号 和 荣

誉 称 号 的 营 连 旗 ，可 这 些 容 易 暴 露

部 队 编 制 信 息 。 为 此 ，机 关 相 关 部

门认真研究规范了分队营连旗使用

范 围 ，要 求 野 外 驻 训 期 间 必 须 使 用

代号营连旗。

驻训期间，各部队常态开展保密

法规宣讲、警示案例讨论等活动，官兵

安全保密意识得到进一步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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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腹地，铁流滚滚。前不久，中

部战区陆军某旅某连野外驻训返营之

际，该连指导员及时开展保密警示教

育，重点强调机动途中安全保密工作注

意事项。“我们要总结经验、吸取教训，

在机动途中提高警惕，切勿给保密工作

留下隐患。”这名指导员感慨道。

此 前 有 一 次 ，该 连 采 取 铁 路 运 输

的方式前往某地展开驻训。在物资准

备阶段，文书小刘仔细对所有涉密文

件进行梳理登记，然后整齐放入保密

柜锁好。但在物资装载过程中，他为

了图方便，没有按规定将保密柜放在

保密员所在车厢内并交由专人看管，

而是将保密柜随其他需要装载的物资

一起，一股脑都搬上了运输车车厢，并

封紧了车厢篷布。

出发前，连队指导员再次清点物资

和人员，发现保密柜与保密员处于分离

状态。“列车中途停靠时往来人员复杂，

军事秘密载体管理面临着更多挑战。

上级曾通报过个别单位涉密载体保管

不当引发的问题，我们更要引以为戒、

提高警惕。”指导员对文书进行了严肃

批评教育，要求立即整改。

最终，连队从运输车车厢取出保密

柜放进列车车厢，并在运输途中安排专

人看管，确保各类涉密载体和涉密文件

安全抵达驻训场。

军队保密相关法规对军事秘密载

体保密管理有着具体要求，是部队做

好保密工作的重要遵循。出发前，该

连干部带领骨干进行了一次安全保密

形势分析，查找出驻训和机动途中易

出现的“将内部教材随意装入突击背

包”“口令记录纸出现掉页或遗失”等

问题。结合驻训任务实际，他们集中

开展保密教育，依据法规加强防范，指

定专人做好机动途中的督导检查，全

程加强管控。

机动返营途中，该连严格落实文件

登记统计制度，在中途停车与到站时仔

细 检 查 列 车 内 是 否 有 遗 落 的 涉 密 载

体。“只有从细节做起严守保密规定，才

能有效消除风险隐患。”该连指导员说。

做好动态分散条件下的保密工作，

确保涉密载体万无一失。返营后，该连

立即开展专项检查督导和工作总结，拉

单列表对营区、驻训场和机动途中安全

保密工作查漏补缺，为下一步即将开展

的海训工作打下坚实基础。

远程机动如何保管涉密载体

全 程 监 管 不 失 控
■于浩楠 刘梦婷

涉密文件资料管理规范有序，保密

教育开展扎实有效。前不久，北京卫戍

区某团部队管理股苏参谋再次来到野

外驻训场各点位进行安全检查时发现，

相比以往，各点位落实保密相关法规的

标准更加严格。

往年一次驻训，苏参谋前往基层进

行综合检查。在某点位翻阅文件领取

登记本时，他发现该点位每次去领取文

件资料的人员并不固定。

按照相关法规，传递一定密级的文

件，应当通过专人取送方式进行。为何

这个点位经常更换人员？了解得知，该

点位仅有一名干部是涉密人员，这名干

部日常工作较忙常抽不开身，于是就经

常派值班员前往领取各类文电，其中包

含部分涉密文件资料。

“尽管驻训期间小散远点位多，但由

非涉密人员领取涉密文件资料明显不符

合规定。”苏参谋就此事对该点位所在单

位提出严肃批评，要求他们立即整改，严

格按法规制度办事。

驻训期间各部队任务多线分散展

开，个别单位开展保密教育不经常、落

实保密规定打折扣，导致官兵保密意识

弱化，相关条令法规在落实过程中踩虚

踏空。比如，个别野战加油站、车场值

班室等点位由于条件有限，未配备保密

柜等设施，有的官兵只能将与野营驻训

等工作有关的涉密文件资料存放在衣

柜、办公抽屉内，等等。

保 密 就 是 保 安 全 ，保 密 就 是 保 胜

利。结合驻训环境和任务实际，他们

组织团营连三级开展专题保密教育，

通过学习保密规定、剖析典型案例等，

进一步强化官兵保密意识，及时纠治

相关问题。团队相关部门依据保密法

规制度细化制订《野外驻训涉密载体

管理规定》，明确单独执行任务的小散

远点位要指定专人负责该点位保密工

作，并对相关人员进行业务培训指导

和考核，考核合格后方可上岗。团队

还及时为小散远点位配备制式密码保

密柜，对涉密文件资料的收发、存放、

销毁等环节进行规范，从严从紧抓好

涉密载体统一登记、编号注册、专人负

责、即时签收、按期归还等管理制度的

落实。

“野外驻训期间借阅涉密文件资料

也必须严格登记，训练场使用的文件资

料要指定专人保管，任何细节的疏忽都

可能导致失泄密问题发生……”一次保

密教育，某连朱指导员通过组织“学规

定、看现象、查问题”警示教育，引导官

兵对照日常工作细致排查隐患，不断增

强保密意识。对照典型案例，多名官兵

深受触动。

一 段 时 间 后 ，机 关 再 次 深 入 驻 训

场展开保密检查时发现，各项工作开

展规范有序，涉密文件在保密柜内整

齐存放，没有发现任何问题。

压题照片：近日，陆军某旅结合驻

训地域点位分布广、安全风险大等实

际，积极开展安全保密教育，提升官兵

安全防范意识。

胡庆峰摄

小散点位如何存取涉密文件

专 责 专 管 严 制 度
■黄薇薇 苏 兵

密者，军之大事。随着野外驻训持续深入展开，部队长期处于动
态分散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安全保密工作面临各种考验挑战，官兵稍
有不慎或放松警惕，就容易埋下失泄密隐患。只有思想上时刻拧紧

“安全阀”，处处严格遵守法规要求，守住安全保密底线，才能扎实打牢
基础，确保战斗力持续稳步提升。 ——编 者

动态分散动态分散，，更要拧紧保更要拧紧保密密““安全阀安全阀””
——各部队强化野外驻训期间安全保密工作的一组见闻各部队强化野外驻训期间安全保密工作的一组见闻

8月上旬，武警安徽总队合肥支队某中队依规开展装备保养，确保官兵手中

武器装备始终处于良好状态。 徐 伟摄

一线探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