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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部队建设的新鲜血液，新兵的训练质量直
接影响到部队战斗力的接续提升。新兵入营后，
各部队要着眼新兵特点依法治训，帮助他们在“兵
之初”就做到令行禁止、守纪如铁。新训实践中，
个别带训干部骨干仍存在法治思维欠缺、依法治

训水平不高等问题。只有引导带兵人树立法治观
念，按纲施训、依法治训，严格落实训练大纲要求，
才能不断提升训练水平，为新兵成长进步打下坚
实基础。

——编 者

3000 米跑优良率明显提升、救护组

合练习全优……前不久，南部战区海军

某部某连规范各类“小比武”活动后，新

兵训练质效稳步提升。

对此，该连王连长很是感慨。一个

多月前，机关战勤部刘参谋在一次检查

督导时，曾指出该连新兵训练质效不高

的问题。

为了提高新兵训练积极性，营造比

学赶帮超良好氛围，连队鼓励新训骨干

组织一些“小比武”活动，每次场面也挺

热烈，怎么还会被批评呢？王连长赶紧

找新训骨干和新兵了解情况。

“每次组织‘小比武’时，我们都得

暂时中断正常训练 ，前去参赛或当观

众，活动结束后又得重新热身找回训练

状态，一来一去要耽误不少训练时间”

“我的训练成绩不够理想，参加不了‘小

比武’，只能站在旁边当观众，耽误了自

己的训练”……几名新兵的心里话，让

王连长陷入反思。

党 支 部 研 究 感 到 ，设 置“ 小 比 武 ”

活动本意是激发新兵训练积极性 ，但

新兵刚入营，大多体能基础较为薄弱，

实际参与度不高，操之过急、频率过高

的“小比武”活动，反而影响了训练计

划的落实。

相关法规明确，要确保军事训练人

员、内容、时间、质量落实。如果训练缺

乏统筹，组织不严密，新兵实际训练时

长打了折扣，训练质效就难以保证。连

队党支部带领新训骨干逐一分析新兵

训练情况，全面梳理当前新兵训练面临

的 困 难 ，形 成 问 题 台 账 ，研 究 整 改 措

施。随后，他们规范训练组织，突出“正

课时间高效练、课余时间自主练”原则，

明确由连队筹划比武竞赛等活动，并列

入月度训练计划，重点利用零碎时间高

效组织。

为 了 更 好 激 励 新 兵 ，他 们 在 减 少

比武频次的基础上 ，优化比武课目设

置 。 比 如 ，增 加 集 体 项 目 ，将 个 人

3000 米 跑“ 小 比 武 ”改 为 以 班 排 为 单

位的接力跑等 ，让体能薄弱的新兵也

能 加 入 比 赛 ，达 到 以 赛 促 训 的 目 的 。

此 外 ，连 队 还 注 重 完 善“ 龙 虎 榜 ”设

置 ，加强对进步幅度大的个人和集体

的表扬力度。

该连这段典型经历也引起该部党

委的重视。议战议训会上，他们举一反

三，深入查找分析影响新兵训练质效的

问题，研究制订针对性措施：机关加强

统筹，杜绝训练时的公差勤务，确保训

练时间达标；组织军医巡回深入练兵一

线讲解防护知识，普及训练伤病预防方

法；明确要求新训骨干规范训练前热身

及训练后放松等活动，帮助新兵缓解训

练疲劳……

近日，该连组织体能摸底考核，新

兵 们 进 步 显 著 ，涌 现 出 多 名“ 进 步 之

星”。由于进步幅度较大受到表扬，新

兵小胡欣喜地说：“现在训练更加高效，

体能基础也更加扎实，让我更有信心投

入下一阶段的训练。”

纠治问题 过多组织“小比武”影响正常训练

更加注重保证训练质效
■冯光明 刘志星

“ 基 础 课 目 偏 科 情 况 明 显 好 转 ，

重 难 点 课 目 成 绩 稳 中 有 进 …… ”陆 军

某 部 某 新 兵 营 周 交 班 会 上 ，曹 营 长

结 合 新 兵 月 评 考 核 成 绩 ，进 行 了 精

准 讲 评 。

成绩的提升，源于前期该营组织的

一次训练检查。检查中，机关作训部门

陈参谋发现，训练计划表上安排的明明

是心理行为训练，可个别班却在进行其

他课目的训练。

为何不按计划训练？陈参谋了解

到，为了更好提升新兵训练质效，该营

在新兵训练筹划阶段确定了周考月评

制度。随着手榴弹使用、战术基础动

作等一些需要花费更大精力更多时间

的重难点课目逐步展开 ，个别单位在

制订周考月评计划时 ，便把这些课目

作为考核重点，并进行着重训练，反而

忽视了对一些基础课目的训练。

持 续 一 段 时 间 后 ，有 的 新 兵 训 练

成 绩 开 始 徘 徊 不 前 ，甚 至 出 现 训 练

士 气 不 高 、热 情 减 弱 等 问 题 。“ 重 难

点 课 目 难 度 较 高 ，考 核 一 般 集 中 在

这 些 课 目 上 ，只 能 占 用 基 础 课 目 的

训 练 时 间 …… ”调 研 时 ，一 名 带 训 班

长 如 实 吐 露 心 声 。

相 关 法 规 明 确 ，制 订 训 练 计 划 要

结合各单位各领域实际 ，选取相应课

目内容 ，适当增加特色课目内容。周

考月评只是“短期”重点，片面盯着考

核课目却忽视基础课目的训练 ，不仅

不利于打牢新训基础 ，还会影响新兵

后续综合训练开展 ，着眼全局组织训

练、提高依法科学组训水平，才是提升

训练质效的关键。

在 之 后 的 营 党 委 议 战 议 训 会 上 ，

曹营长对相关连队制订考核计划不科

学、训练场秩序不统一、基础课目训练

偏弱等问题进行通报 ，明确要求各新

兵连制订训练计划时做到科学合规 ，

训练计划要逐级审核 ，新训骨干应依

法依规组织训练 ，让新兵将时间和精

力用在打牢训练基础、提升训练质效

上。针对成绩落后的新兵 ，营队要求

新兵连精准制订帮带指导计划 ，做好

关心关怀工作 ，不断激发新兵训练热

情，为下一步训练打好基础。

“ 现 在 基 础 课 目 训 练 时 间 能 够 得

到 保 证 ，基 础 打 得 牢 ，对 训 练 成 绩 提

升更有帮助。”前不久，某连组织周训

练 考 核 ，新 兵 表 现 稳 步 提 升 ，训 练 成

效明显。

纠治问题 重视重难点课目忽视基础课目

更加注重统筹训练课目
■章林峰 龙 洲

新兵刚入营，训练场上一派生龙

活虎练兵景象。那一天，陆军某综合

训 练 基 地 某 连 毛 连 长 检 查 训 练 时 发

现，班长小胡所带的几名新兵手腕上

都贴着膏药。

训练时间、内容在大纲中都有明确

规定，训练强度大部分新兵都能适应，

为何还会出现多名战士同时受伤的情

况？在毛连长询问下，胡班长道出了原

因所在。原来，他希望几名新兵能尽快

出成绩，于是对他们的要求较高，训练

时坚持按照标准“上限”来组织，并要求

大家必须达到大纲规定的“优秀”水平

才算过关。有的新兵达不到标准，只能

趁休息时间加练。训练强度增加，身心

却得不到有效休息，几名新兵因此才有

了训练伤。

“超纲训练，欲速则不达！”训练是

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加码训练虽然

能在短时间内看到成效，但随之而来

的训练伤等问题，反而会影响整体训

练质量。毛连长当即叫停了这种急于

求成的做法。

此事引起连队党支部重视。他们

发现，随意提高训练考评标准的现象时

有发生。有的新训骨干认为，高标准可

以提升战斗力，因此私下要求新兵层层

加码提高训练标准；还有的骨干觉得有

些考核标准早晚都得达成，不如一开始

就“高标准”要求……

看似是为了让新兵早日适应部队

生活，提高训练成绩，实际却暴露出带

兵人法治观念淡薄，不能依法治训等

问题。

连队汇报相关情况后，基地立即就

此展开纠治整改。他们加强新兵训练

督导，向不按纲施训、随意提高训练标

准等违背依法治训要求的行为开刀，定

期组织新训骨干学习相关法规，制订

《新训骨干按纲施训手册》，明确要求依

法依规落实各项训练标准，下大力气纠

治随意提高训练标准等土办法。

新 兵 训 练 严 格 按 照 大 纲 要 求 组

织 ，杜 绝 了 随 意 提 高 考 评 标 准 的 情

况 ，新 兵 训 练 积 极 性 更 高 了 ，成 绩 也

稳步提升。如今，该基地严格按纲施

训 ，依 法 规 范 训 练 标 准 ，新 兵 在 循 序

渐进中逐渐适应军营生活，不仅训练

伤比例大幅度下降，而且训练成绩也

有了明显提升。

纠
治
问
题

把
加
码
训
练
等
同
于
严
格
训
练

更
加
严
格
控
制
训
练
标
准

■
臧
乾
雯

马

驰

本期关注 依法开展新训工作

依法治训，助力新兵走好“兵之初”

连日来，新疆军区某合成团新兵营依规开展单个军人队列动作训练，督促新

兵养成良好的作风。 于 童摄

法治讲堂

近年来，一些部队因履行合同产生
纠纷，牵扯大量精力，一定程度上制约
部队战斗力提升。本期“法治讲堂”，我
们从合同基本要素出发，梳理部队单位
订立合同常见问题并提出针对性建议。

所谓合同，是民事主体之间设立、

变更 、中止民事关系的协议。换句话

说，合同是用来固定权利义务关系的载

体，其内容由当事人确定，一般包括：

（一）当事人的姓名或者名称和住所；

（二）标的；（三）数量；（四）质量；（五）价

款或者报酬；（六）履行期限、地点和方

式；（七）违约责任；（八）解决争议的方

法。从上述合同内容看，部队在签订合

同时应重点关注以下几方面要素：

（一）选择有利于合同履行的主体

作为当事人。

合同实际履行中，需要结合部队内

设部门或基层部队实际情况确定有利

于合同推进的具体主体。订立合同时

如果选错主体，容易出现实际履行合同

方不是签订合同方的情况，导致各部门

推诿、程序空转。

例如，某基地修建训练场地，实际建

设和管理都是由该基地负责，但所用土

地为地方土地，需要某军分区进行协调，

达成后以租赁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但

对于签约主体，军分区与该基地产生争

议，军分区认为自身只是帮助协调，并不

实际参与建设管理，应当由某基地签

署。而该基地认为自身与地方没有直接

关系，租赁相关事宜均应由军分区完成，

自身不应作为合同主体。此时应当以谁

的名义订立合同，就看谁是真正履行合

同的主体。本案中，土地最终会交给某

基地占有、使用、管理，某基地作为训练

场实际建设者和管理者，是最接近合同

履行的主体，为了防止出现纠纷，该基地

签署合同更为合适。

当前，多部门、多单位统一行动越

发常见，在涉及多部门的任务中，要具

体问题具体分析，选择与合同内容联系

最为紧密的主体作为合同当事人。

（二）结合合同目的确定质量标准。

部队因工作性质对产品标准要求

严格，但由于不同部门业务范围既有交

叉又有不同，有时会存在一定的知识和

技术盲区，加之法律经验不足，容易在

合同中对具体的技术标准约定不明，导

致合同履行过程中出现纠纷。

某部采购一批通信设备，设备系统

构成复杂，含有多套子系统，且每套子系

统都有不同技术标准。但在合同制订过

程中，对部分技术参数约定不够详细精

准，结果对方交付的成品虽符合国家标

准与行业标准，但难以满足部队需求。

鉴于部队职能使命的特殊性，应当根

据任务需要、单位性质，详细明确合同标

的中的技术参数。在立项阶段，有必要开

展可行性论证，考虑各种复杂环境下相关

的性能指标情况，尤其是在涉及多个子系

统的情况下，更要逐一实验，谨慎确定各

项技术指标，并逐一在合同中明确。

（三）明确违约情形及约定不同情

形下违约责任的计算方式。

部队对于违约责任约定问题主要在

于违约金不约定或约定金额太小，对什么

情况构成什么性质的违约以及违约损失

应当如何确定约定不明。个别部队签订

合同时没有约定违约责任，履行合同时对

方出现违约行为，部队通过司法手段依法

维权却难以实现。如果在合同之中对违

约性质及违约损失如何计算作出明确约

定，可以在后续诉讼过程中占据主动。

有的部队在签订合同时会对保密

作出要求，要求对方进入营区时限制手

机使用，但实际履行中，对方存在难以

完全遵守的情况。此种情形在合同履

行中属于轻微违约情形，不构成根本违

约，主张高额违约金不妥。但如果不予

追究，会对部队保密安全带来巨大隐

患，故有必要采用承担较小金额的违约

金，或者达到一定次数时承担严重违约

责任的方式，对轻微违约作出针对性约

定。此外，违约责任中还可以加入相关

条款，要求违约方需赔偿守约方为维护

自身利益而支出的律师费、交通费等必

要开支，以免出现打赢官司却得不偿失

的局面。

当 前 各 部 队 建 设 进 度 不 断 加 速 ，

战斗力得到有效提升，有的部队缺少

有效解决涉法问题的经验，容易出现

合同纠纷。各部队要加强对各类法律

法规的学习，提升依法维权意识和能

力，用法律途径解决实际问题，切实维

护合法权益。

部队签订合同常见法律问题及对策建议
■胡俸豪 高巍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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