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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五十二条 军人不得私自办

理和留存护照、往来港澳通行证、大陆居

民往来台湾地区通行证。入伍时或者出

国（境）返回后，应当及时将持有的护照

和通行证交有关部门统一保管。

第二百五十三条 印章的刻制应当

按照军队印章管理有关规定报经批准，

到经公安部门审批的公章刻制经营单位

刻制，禁止私刻公章。

使用印章应当按照规定履行审批手

续，认真登记，严格用印监督，禁止利用

公章谋私和开具空白信。

第二百五十四条 印 章 应 当 专 柜

存放，专人监管。印章丢失应当及时上

报 ，严 格 追 究 责 任 ，并 通 报 有 关 单 位 。

新刻制的印章，经制发单位留存印章底

样备案后方可启用；停止使用的印章，

应当上缴制发单位，按照规定保存、归

档或者销毁。

第九节 营区管理

第二百五十五条 军队单位应当按

照实战化、正规化的要求加强营区管理，

教育官兵和其他有关人员自觉遵纪守

法，讲究文明，维护良好的战备、训练、工

作、生活秩序，保证营区安全整洁。

第二百五十六条 营区管理，应当

以营院为单位组织实施。不同建制单位

同驻一个营区时，由共同的上级单位指

定单位负责组织管理。

第二百五十七条 营区内的军事行

政区和家属生活区应当设置隔离设施，

实行分区管理；确实不具备隔离条件的，

应当采取必要措施加强营区管理。

团级以上单位可以结合实际制定家

属生活区管理的具体办法。家属生活区

实行社会化管理的，军队单位应当履行

监管责任。

军队单位营门及其周边应当按照营

门管理有关规定设置具有警示、防护、拒

止、监控报警功能的隔离防护设施。

第二百五十八条 营区治安管理，

执行下列规定：

（一）严格营门出入管理，人员、车

辆应当凭统一制发的出入证或者其他

有 效 认 证 方 式 出 入 营 门 ；营 区 管 理 部

门 负 责 人 员 情 况 审 核 和 出 入 证 的 制

发、回收；必要时持物外出应当开具持

物证明；有条件的营区，可以利用图像

识 别 、视 频 监 控 等 信 息 技 术 手 段 进 行

辅助管理；

（二）严格控制外来人员、车辆进入

营区；对确需进入营区的外来人员，应当

履行登记手续，检查其证件和携带物品，

说明营区管理的有关要求和注意事项；

必要时限定外来人员的活动区域和行动

路线，指定人员全程陪同，统一保管其携

带的电子设备；

（三）聘用家政服务人员和社会化保

障人员，应当进行审查、登记，经批准方

可聘用；

（四）快递收寄通常在营区外进行，

有条件的单位可以在营门附近合理划定

专门区域用于集中收寄快递；禁止快递

人员独自进入营区，确需进入的，应当由

接收人员办理有关手续并进行必要的安

全检查；

（五）禁止流动商贩进入营区买卖或

者在营门旁摆摊设点；

（六）禁止共享交通工具进入营区；具

有精确定位、信息采集、自动联网、数据回

传等功能的交通工具进入营区，按照军队

有关智能交通工具管理的规定执行；

（七）防范和制止在营区内发生打架

斗殴、酒后滋事、赌博、私藏违禁物品、非

法携带国家规定的管制器具、私自使用

低空慢速小型飞行器、违规燃放烟花爆

竹等违反国家治安管理的行为。

第二百五十九条 营区秩序管理，

执行下列规定：

（一）各种设施应当实用、耐用、简

朴、环保、配套、完好，体现军事、军队特

征，符合战备和安全要求；

（二）各类标志应当醒目、齐全、规

范；车辆应当在指定地点停放，按照规定

的路线、速度行驶；禁止鸣笛、试刹车；

（三）保持工作环境的整齐、清洁、肃

静；

（四）禁止在军事行政区张贴、设立

商业广告；

（五）骑自行车和驾驶其他非机动车

应当符合国家和地方有关道路交通安全

的规定，出入营门应当减速慢行或者停

车；

（六）遵守公共场所的管理规定，做

到守纪律、有秩序、讲礼貌；

（七）驻城市的单位不得在营区内饲

养家禽家畜，非驻城市的单位养殖、种植

应当统一规划；饲养宠物的，应当遵守相

关管理规定，不得将宠物带入军事行政

区；

（八）禁止擅自砍伐树木、损坏花草、

破坏绿化设施；禁止擅自挖砂、采石、取

土；禁止私搭乱建；

（九）按照规定经批准对外开放的场

所，应当与军事行政区隔开。

第二百六十条 军队单位应当按照

国家和军队有关规定，采取环境和文物

保护措施；协同地方人民政府和群众共

同保护环境、文物和生态资源，防止污染

以及其他公害。修建军事设施、场地，应

当合理布局、绿色环保，注意保护营区内

文物和古树名木。

第二百六十一条 军队单位应当加

强消防知识教育，设置消防标志，制定防

火措施，管好火源、电源、气源；指定专人

管理各种消防设施和器材，定期组织检

查，防止挪用、损坏和失效。

集中居住的团级以上单位应当指定

分队兼负营区消防任务，并进行必要的

消防训练；单独驻防的营级以下单位担

负本营区消防任务。

第二百六十二条 军队单位根据应

对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等需

要，经军级以上单位批准，可以按照下列

规定对营区实施特殊管理措施：

（一）全体人员留营住宿；

（二）严格控制人员出入营区；

（三）停止批准家属来队。

实施营区特殊管理措施的事由消除

后，应当及时解除；解除的决定，由批准

实施的单位作出。

第十节 野营管理

第二百六十三条 部队（分队）在野

外驻训、行军、宿营等野营活动前，应当

认真做好准备，进行思想动员和政策纪

律教育，同野营所在地区人民政府取得

联系，了解当地社情和环境，协商解决部

队宿营等问题。

部队（分队）应当做好野营地的预先

勘察，营地设置应当符合实战要求。

第二百六十四条 野营管理，原则

上执行本条令有关规定，并特别注意下

列事项：

（一）切 实 掌 握 部 队 的 思 想 情 况 ，

做 好 思 想 政 治 工 作 ，及 时 发 现 和 解 决

问题；

（二）结合任务和当地社情、环境等

情况，制定管理措施，严格纪律，严密组

织警戒警卫；必要时，应当制定应对突发

情况的措施，加强战斗准备；

（三）建立顺畅的通信联络和物流渠

道，必要时可以利用地方的设备资源，但

应当严格执行保密规定；

（四）适当增加查铺查哨次数，严格

请假销假制度；

（五）轻 武 器 通 常 随 身 携 带 ，也 可

以 根 据 情 况 集 中 保 管 ；车 辆 、火 炮 、机

械 应 当 停 放 在 临 时 车 场 、炮 场 、机 械

场；履带车辆应当划定单独进出道路；

增 设 车 场 、炮 场 、机 械 场 值 日 员 ，实 行

昼夜值班；

（六）油料、炸药、弹药等易燃、易爆

物品，应当分别放置在安全的地方；军需

物资存放在通风和不易发生火灾的地

方；存放场地应当设有消防设备、器材，

并加强警戒；

（七）加强伙食保障，注意饮食卫生；

搞好饮用水源的调查、保护，必要时进行

化验、消毒，并派专人看管；

（八）临时厕所应当距厨房和水源

50 米以外；野营地应当经常打扫，在指

定地点存放垃圾并及时清理；

（九）做好官兵医疗保障，开展卫生

防病活动；

（十）必要时，会同地方有关部门做

好安全保密工作；

（十一）露营时，应当正确选择和设

置 营 地 ，并 根 据 不 同 地 区 的 特 点 和 季

节、气象变化情况，采取防冻、防暑、防

洪、防山体滑坡、防台风、防雷击、防火、

防潮、防疫等措施，防止人员伤亡和装

备损坏；

（十二）尊重当地风俗习惯，保护生

态环境和文物古迹，遵守群众纪律，维护

军政军民团结。

第二百六十五条 部队（分队）离

开野营地时，应当及时进行清扫，掩埋

临时挖掘的厕所，清除危险物品，平复

或 者 移 交 工 事 ，清 点 物 资 ，结 算 账 目 ，

检 查 遵 守 群 众 纪 律 情 况 ，征 求 地 方 人

民 政 府 和 群 众 的 意 见 ，向 有 关 单 位 和

群众致谢。

第十一节 安全管理

第二百六十六条 军队单位应当认

真履行安全管理职责，坚持管行业必须

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任务必须

管安全，严格执行安全法规制度，加强安

全基础建设，完善风险监测预警体系，建

立健全各类安全问题防范和处置机制，

防止和减少事故发生，及时妥善处理安

全问题。

第二百六十七条 军 队 单 位 应 当

结合日常教育管理与军事训练，开展安

全法规、安全常识、安全理论、安全警示

教育，加强安全防护技能、安全操作技

能、应急避险技能、自救互救技能训练，

增强全体人员的安全意识和遵纪守法

观念，提高全体人员防范事故的能力和

素质。

第二百六十八条 军队单位应当坚

持安全分析制度，结合研究阶段性工作、

专项工作、重要任务，采取综合分析和专

题分析相结合的方法，研究分析本单位

安全管理状况，查找薄弱环节，总结经验

教训，明确工作重点，制定安全预案，提

出安全防范的对策措施。

第二百六十九条 军 队 单 位 应 当

对 重 要 军 事 目 标 以 及 组 织 重 大 活 动 、

执行危险性任务面临的安全风险适时

进 行 评 估 ，并 采 取 相 应 措 施 规 避 或 者

降 低 风 险 ，确 保 安 全 风 险 始 终 处 于 可

控范围内。

第二百七十条 军队单位应当加强

安全检查，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隐患，督

促进行整改。

军委机关部门、军委联指中心、战

区、军兵种、军事科学院、国防大学、国

防 科 技 大 学 每 年 ，其 他 军 级 以 上 单 位

每半年，师、旅、团级单位每季度，营级

以 下 单 位 每 月 ，应 当 组 织 1 次 综 合 检

查。

军队单位应当针对安全管理中的倾

向性问题或者重大安全隐患，适时组织

专项检查。

第二百七十一条 军队单位应当加

强重点领域、重大活动、重要时节安全管

理，严格落实日常管理制度和安全管理

规定，突出人员、车辆、大型武器平台和

重要军事目标管控，加强训练场未爆弹

药安全风险防控，加强隐患排查整治，保

持正规秩序，确保不发生有影响的安全

问题。

第二百七十二条 发生事故和案件

问题，应当按照规定及时如实上报，查明

原因，正确处理，不得弄虚作假、隐情不

报或者误报、漏报、延报。

第十二节 海外任务部队（分
队）管理

第二百七十三条 海 外 任 务 部 队

（分队）及其人员除遵守本条令有关规定

外，还应当遵循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

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遵守同

外国、国际组织缔结或者参加的有关条

约和协定，严格执行军队涉外管理有关

规定，树立我军威武之师、文明之师、和

平之师的良好形象。

第二百七十四条 海 外 任 务 部 队

（分队）人员通常着军服，因工作需要也

可以着便服，在特殊岗位工作的通常着

专用防护服或者工作服；非因公外出通

常着便服。海外任务部队（分队）人员具

体着装要求，由部队（分队）首长根据实

际确定。

维和人员在执行维和任务期间的着

装，按照军队参加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

有关规定执行。

海外任务部队（分队）人员执行战

备、警卫等任务时，通常穿戴防弹衣、头

盔等防护装具。

第二百七十五条 海 外 任 务 部 队

（分队）年度节假日安排，通常依据国家

年节及纪念日放假有关规定和通知执

行。

逢驻在国或者当地节日时，通常不

放假。特殊情况需要作出调整的，由部

队（分队）首长确定。

第二百七十六条 驻海外基地部队

和参加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的海外任务

部队（分队），应当严格控制人员非因公

外出；确需外出的，由部队（分队）首长批

准，不得在营区外住宿。

舰艇在国外港口停靠期间，人员离

舰外出比例和要求按照军队有关规定

执行。

其他海外任务部队（分队）非因公外

出，由部队（分队）首长根据实际确定。

第二百七十七条 符合条件的驻海

外基地部队官兵配偶、子女可以赴基地

探亲，具体实施办法按照军队有关规定

执行。

第二百七十八条 海 外 任 务 部 队

（分队）应当严格控制外来人员、车辆进

入营区；确需进入的，应当经部队（分队）

首长批准，并对其在营区活动的时间和

区域从严管控。

海外任务部队（分队）人员驾驶车辆

外出时，应当遵守驻在国或者当地的道

路交通法规，不得搭乘无关人员，停放时

通常留人看守。

第二百七十九条 海 外 任 务 部 队

（分队）应当加强自身安全防护，发生涉

外纠纷、事故和案件问题时，及时报告，

依法处理。

第二百八十条 海外任务部队（分

队）应当遵守国家和入境国（过境国）海

关有关法律规定，出国离境前、回国入境

前，对个人物品组织点验。

第二百八十一条 驻外武官机构的

管理，参照本节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二章 国旗、军
旗、军徽的使用管理和国
歌、军歌的奏唱

第一节 国旗的使用管理和
国歌的奏唱

第二百八十二条 军人应当遵守有

关国旗、国歌的法律法规，维护和捍卫国

旗、国歌的尊严。

第二百八十三条 下列军队单位应

当每日升挂国旗：

（一）军委机关部门、军委联指中心，

战区、军兵种机关，军事科学院、国防大

学、国防科技大学机关；

（二）战区军种机关，新疆军区、西藏

军区机关；

（三）边防海防哨所，驻边境口岸的

军队外事机构，以及具备升挂国旗条件

的海外任务部队（分队）。

第二百八十四条 军级以下部队和

省军区（卫戍区、警备区）、军分区（警备

区），应当在工作日升挂国旗。军队院校

除寒假、暑假和休息日外，应当每日升挂

国旗。

前款规定的单位，在国庆节、建军

节 、国 际 劳 动 节 、元 旦 、春 节 和 国 家 宪

法日等重要节日、纪念日，应当升挂国

旗。

第二百八十五条 不同建制单位同

驻一个营区的，通常由营区管理牵头单

位负责升挂国旗；与地方党政机关同院

区办公的军队单位，可以不单独组织升

挂国旗。

第二百八十六条 军 队 单 位 举 行

重大庆祝、纪念活动和大型文化、体育

活动，以及大型展览活动，可以升挂国

旗。

驻民族自治地区的军队单位，在民

族自治地方政府规定升挂国旗的纪念日

和主要传统节日，可以升挂国旗。

第二百八十七条 军队单位升挂国

旗，应当将国旗置于显著位置，当日早晨

升起，当日傍晚降下；遇有恶劣天气，可

以不升挂。

军队单位升挂国旗，不得只升不降，

不得升挂和使用破损、污损、褪色或者不

合规格的国旗，不得倒挂、倒插和以其他

有损国旗尊严的方式升挂、使用国旗，不

得随意丢弃国旗；因特殊需要以竖挂、斜

插等方式使用国旗时，应当保持旗面舒

展、五星处于上方位置，与使用场合、周

边环境相协调。

第二百八十八条 升挂国旗的具体

时间、仪式和方法，下半旗的时机、方法

及其他有关事项，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旗法》和军队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百八十九条 团级以上单位主

官的办公室和承担外事任务的机关办公

室，可以在显著位置插置国旗。插置的

国旗，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

法》的规定，选择适当的尺度，旗杆垂直，

旗面自然下垂。

第二百九十条 舰艇升挂国旗的时

机、程序、方法，按照军队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百九十一条 军队单位应当在

下列时机和场合奏唱国歌：

（一）军队单位举办的庆典活动和重

要集会；

（二）重要外事活动和重大国际性集

会；

（三）升挂国旗仪式；

（四）其他应当奏唱国歌的时机和场

合。

第二节 军旗的使用管理和
军歌的奏唱

第二百九十二条 军旗包括中国人

民解放军军旗（旗面式样见附件一）和中

国人民解放军军种军旗。军旗是中国人

民解放军的战斗旗帜，是中国人民解放

军的标志，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荣誉、勇敢

和光荣的象征。

军人应当尊重、爱护和保卫军旗。

第二百九十三条 中国人民解放军

军旗的授予范围：

（一）军委机关部门、军委联指中心，

战区、军兵种，军事科学院、国防大学、国

防科技大学；

（二）战区军种，新疆军区、西藏军

区；

（三）军级建制单位，不包括机关部

门、机关部门内设机构、老干部服务保障

机构和临时机构；

（四）师、旅、团级建制单位，不包括

机关部门、机关部门内设机构、机关直属

单位、机关附属单位、人民武装部、老干

部服务保障机构和临时机构；

（五）中央军委明确授予军旗的其他

单位。

军种军旗的授予，由相关军种提出

建议，报中央军委批准。

第二百九十四条 授予中国人民解

放军军旗的单位执行作战任务，应当使

用军旗；军旗通常置于指挥机构位置。

平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可以在

下列时机和场合使用：

（一）军队单位组建仪式和军人宣

誓、退役仪式等；

（二）演习、比武等重大军事训练活

动；

（三）抢险救灾、海上护航等重大军

事行动；

（四）检阅（校阅），重要典礼、纪念活

动和重大节日的集会；

（五）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司礼大队

迎外仪仗仪式。

军种军旗通常在军种纪念日庆典活

动和军种担负外事任务单位的迎外仪仗

仪式中使用。

使用军旗应当报本单位主官批准，

不得超出规定的使用范围。

第二百九十五条 军旗的制发和保

管，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军旗由军委后勤保障部统一组

织制作，其他任何单位和人员不得私自

制作；

（二）军旗的请领经军委改革和编

制 办 公 室 核 准 后 ，由 军 委 后 勤 保 障 部

发放；军旗出现破损、污损、褪色、锈蚀

等 影 响 军 旗 庄 严 的 情 况 ，应 当 及 时 更

换；

（三）军旗保管应当专人负责，定期

检查和晾晒，防止损坏、丢失；军旗不得

外借；

（四）军旗应当永久保存，不得销毁；

因单位等级调整、外事任务取消、更换新

军旗等情况，不再使用的军旗应当陈列

于本单位军史场馆或者存放于上级单位

军史场馆；撤销单位的军旗，交由上级单

位的军史场馆或者档案馆保管。

第二百九十六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

未经批准不得使用军旗旗面图案。因工

作需要使用军旗旗面图案，应当报本单

位主官批准。使用军旗旗面图案，应当

严肃、庄重，不得修饰。禁止将军旗及其

旗面图案用于商业广告和有碍军旗庄严

的装饰或者场合。

因影视摄制、文艺演出需要，经军级

以上单位政治工作部门批准，可以制作

和使用与军旗相仿的演出器材。

第二百九十七条 中国人民解放军

军歌（见附件三）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性

质、宗旨和精神的体现。

公民经批准服现役或者预备役后，

应当学唱军歌。军队单位在国庆节、建

军节等重大节日组织集会，应当奏唱军

歌。

第二百九十八条 军歌可以在下列

时机和场合奏唱：

（一）军队单位举办的庆典和重要集

会；

（二）重要外事活动和重大国际性集

会；

（三）部队迎军旗、检阅（校阅）、队列

行进和集会；

（四）其他维护、显示军队威严的时

机和场合。

第二百九十九条 军歌不得在下列

时机和场合奏唱：

（一）丧事活动；

（二）舞会、一般联谊会等娱乐活动；

（三）商业活动；

（四）其他不宜奏唱军歌的时机和场

合。

第三百条 奏唱军歌时的礼节，按

照本条令第五十三条第二款规定执行。

第三百零一条 军歌通常不与其他

歌曲紧接奏唱。举行接待外国军队宾客

的仪式和在我国举行由军队主办的国际

性集会时，可以联奏有关国家的军歌。

第三节 军徽的使用管理

第三百零二条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

徽（式样见附件二）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

象征和标志。

军人应当爱护军徽，维护军徽的尊

严。

第三百零三条 军徽及其图案可以

用于帽徽、领花、臂章、勋章、奖章、纪念

章、奖状、奖牌、车辆、舰艇、飞机、重要建

筑物、会场主席台等处。

第三百零四条 使 用 军 徽 及 其 图

案，应当严肃、庄重，严格按照比例放大

或者缩小。悬挂军徽，应当置于显著位

置。不得使用破损、污损、褪色或者不合

规格、颜色的军徽。

第三百零五条 禁止将军徽及其图

案用于商业广告和有碍军徽庄严的装饰

或者场合。

第十三章 附 则

第三百零六条 本条令中下列用语

的含义：

（一）军人，是指在中国人民解放军

服现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二）连队，是指建制连和经军级以

上单位认定需要按照建制连模式管理的

队、站、室、所、库等基层单位。

（三）驻地，是指军队单位驻扎的地

级以上城市或者地区；驻地周边，是指驻

地以外与营区直线距离陆上不超过 150

公里、海上不超过 30 海里且单程通行时

间不超过 3 小时的区域。

（四）人员在位率，是指在位人数与

编制人数之比。在位人数，是指除借调

帮助工作（1 个月以上）、送学、培训、休

假、疗养、住院的人员和进行入伍训练的

新兵外，其余人员的数量。请假外出、因

公 出 差 、回 家 住 宿 的 人 数 计 入 在 位 人

数。借调帮助工作 1 个月以上人数计入

借调单位在位人数。

（五）留营住宿，是指官兵在营区内

集体宿舍或者办公场所居住。

（六）海外任务部队（分队），是指驻

海外基地部队，以及出国执行联合国维

和行动、国际救援、军事援助、护航出访、

撤离海外中国公民、中外联演联训、国际

军事比武竞赛、仪仗司礼等任务的部队

（分队）或者团组。

（七）军队有关规定，包括军事法规、

军事规章和中央军委以及军委机关部

门、军委联指中心、战区、军兵种、军事科

学院、国防大学、国防科技大学制定的军

事规范性文件。

本条令所称“以上”、“以下”，包含本

级、本数。

第三百零七条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

部队适用本条令。

第三百零八条 军队文职人员的管

理，按照军队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百零九条 军队单位根据本条

令授权制定的规定，应当报上一级单位

备案；上一级单位发现与本条令规定不

一致的，应当责令制定单位纠正。

第三百一十条 中央军委对战时管

理另有规定的，按照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百一十一条 本 条 令 自 2025

年 4 月 1 日起施行。2018 年 4 月 4 日中

央军委发布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内务条

令（试行）》同时废止。

附件一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旗面

式样（略）

附件二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徽式样

（略）

附件三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略）

附件四 报告词示例

报告词应当简明、扼要，其内容通常

包括报告对象、报告单位、正在进行的工

作或者活动、报告人的职务和姓名（对直

接首长不报告报告人的职务和姓名）。

示例如下：

一、向中央军委主席报告

1. 中央军委主席检阅部队时，某战

区司令员担任阅兵总指挥，报告词为：

“主席同志，受阅部队列队完毕，请您检

阅 ，阅 兵 总 指 挥 ×× 战 区 司 令

员×××”；驻香港部队司令员担任阅兵

指挥时，报告词为：“主席同志，受阅部队

列队完毕，请您检阅，驻香港部队司令

员×××”。

2.中央军委主席视察空军某旅某营

时，营长的报告词为：“主席同志，空军×

旅×营正在进行××训练，请您指示，营

长×××”。

二、向其他首长报告

（一）向直接首长报告

1.陆军某旅某营早操各连集合整队

完 毕 ，连 长 向 营 长 的 报 告 词 为 ：“ 营 长

同志，×连应到××名，实到××名，请

指示”；营早操进行中遇见旅长，营长向

旅长的报告词为：“旅长同志，×营正在

出操，请指示”。

2. 海 军 某 舰 列 队 接 受 支 队 长 检 查

时，舰长向支队长的报告词为：“支队长

同志，××舰列队完毕，请指示”。

3.空军某旅某飞行大队正在进行技

战术研究时，大队长向旅长的报告词为：

“旅长同志，×大队正在进行技战术研

究，请指示”。

4.火箭军某旅某营正在进行装备操

作训练时，营长向旅长的报告词为：“旅

长同志，×营正在进行装备操作训练，请

指示”。

（二）向非直接首长报告

1.陆军某旅某连正在进行队列训练

时 ，连 长 向 旅 长 的 报 告 词 为 ：“ 旅 长

同志，×营×连正在进行队列训练，请指

示，连长×××”。

2. 海军某舰某班正在组织学习时，

支队长登舰检查，班长向支队长报告，报

告词为：“支队长同志，××舰×班正在

组织学习，请指示，班长×××”。

3.空军某旅机务大队正在组织机务

工作时，机务大队长向不知道其职务的

首长的报告词为：“少将同志，×旅机务

大队正在组织机务工作，请指示，大队

长×××”。

4.火箭军某旅某营正在进行技术测

试时，向不知道其职务的首长的报告词

为：“上校同志，×旅×营正在进行技术

测试，请指示，营长×××”。

附件五 军服的配套穿着规范（略）

附件六 宿舍物品放置方法

床 铺 应 当 铺 垫 整 齐 。 被 子 竖 叠 3

折，横叠 4 折，叠口朝前，置于床铺一端

中央。战备包（枕头）通常放在被子上

层，也可以放于被子一侧或者床头柜（床

下柜）内。

蚊帐悬挂应当整齐一致，白天可以

将外侧两角移挂在里侧两角上，并将中

间部分折叠整齐；也可以取下叠放。

穿大衣的季节，白天不穿大衣时，应

当折叠整齐，置于被子上面（下面），或者

统一置于物品柜内。大衣长久不穿时，

应当统一放在储藏室或者个人运行包

内。

经 常 穿 用 的 鞋 置 于 床 下 地 面 上 ，

有 条 件 的 放 在 床 下 柜 或 者 床 下 鞋 架

上，放置的数量、品种、位置、顺序应当

统一。

衣帽和腰带通常按照腰带、军衣、军

帽的顺序挂在衣帽钩上，也可以置于床

铺上。

洗漱用具通常放在宿舍内，有条件

的也可以放在洗漱室内，毛巾统一晾置

在绳、架上。

背包带通常缠好压在床铺一端褥子

下面，也可以放于床头柜（床下柜）内。

挎包、水壶、雨衣统一放在柜内或者挂载

于战斗携行具上、装于突击背包内，摆放

顺序、位置应当统一。

暖瓶、水杯、报纸等物品的放置应当

统一。

便携式折叠写字椅放置位置应当统

一，可以集中放在室内适当位置，也可以

分散放在各自床下一端。

附件七 连队要事日记式样（略）

附件八 军人发型示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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