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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疗养工作本期关注

2021年 7月 16日起，新修订的《军队

疗养工作暂行规定》开始施行。规定聚焦

备战打仗，聚力服务官兵，以维护和提高

战斗力作为疗养工作的出发点，将工作重

心向任务一线、基层一线、艰苦边远地区

一线倾斜，明确疗养计划落实率，扩大康

复疗养对象范围，新增专项疗养类别，适

度扩大随员范围……种种变化，充分体现

聚焦服务备战打仗和强化军人荣誉尊

崇。近几年，基层部队在落实这一新规定

的过程中，不断研究探索，通过科学合理

安排，让好政策真正落地落实，充分发挥

激励作用，为部队战斗力注入动力。

——编 者

“这次被批准去疗养，真是太激动

了……”前不久，北部战区海军某大队

潜水员、中士小张结束特勤疗养返回部

队，精力充沛投入训练当中。

“过去，像我这样的年轻同志很少

有疗养机会。”小张坦言，因为训练任

务繁重，以前单位每年参加疗养的人

员不多，“单位在确定人选时，也会优

先考虑年龄较大的同志，年轻同志很

少有机会，这也导致疗养计划有时不

能全部落实。”

“落实疗养制度不仅关乎官兵权

益，更关系到部队战斗力建设。”该大

队领导告诉笔者，相关规定对疗养指

标政策进行科学修订，明确疗养计划

应当严格执行，并规定了特勤疗养和

专项疗养计划落实率。“我们要积极推

动福利政策落地落实，聚焦基层实际

和官兵需求统筹安排，让好政策惠及

更多官兵。”

为解决疗养指标落实难的问题，该

大队对训练任务和人员情况进行系统

梳理，科学制订调配方案，认真规划年

度训练计划，在保证训练质效的前提

下，增加训练的灵活性，合理安排人员

疗养。同时，按照潜水员的技能水平、

身体状况和训练情况等进行人员分组，

优先安排近期训练任务较少且身体劳

损情况较重的潜水员疗养，并妥善安排

骨干补位，确保训练连贯性。

翻看该大队近几年参加疗养的人

员名单，疗养对象既有任务一线基层干

部，也有身处关键岗位的专业骨干，还

有扎根基层的年轻战士，符合疗养条件

的官兵及时享受到疗养带来的福利。

近日，某中队一级军士长王立志再

次参加疗养。由于长时间进行潜水训

练，王立志身体需要休整康复。随着年

度疗养计划的落实，王立志参加疗养的

机会增多，某特勤疗养中心为他精心制

订中西医结合治疗方案，有效缓解了病

痛。“这是组织对官兵的关心关爱，让我

以更好的状态投身练兵备战。”提到这

些，这位老兵连连点赞。

把政策用好，让福利落地。笔者了

解到，该大队不仅严格按照政策完成疗

养计划，让更多官兵享受到政策红利，

还结合任务一线官兵实际需求，积极创

新服务方式，广泛召开机关基层双向讲

评会，在强军网开设为兵服务专栏，听

取官兵心声，以实际行动推动福利政策

落地，为提升战斗力“加油续航”。

统筹安排确保疗养计划落实率—

好政策惠及更多官兵
■曹宏洋 本报特约通讯员 王垣镔

为部队战斗力充能蓄力
—来自两个基层单位依法落实军队疗养工作相关规定的见闻

“从审批到疗养，全程省心无忧，让

我真切感受到了组织的暖心关怀。”前

不久，西藏军区某边防团二级上士茸兵

结束专项疗养后立即重返战位，士气高

昂投入到高强度的巡逻执勤任务中。

“组织专项疗养，是心系基层、关爱

官兵的实际举措，官兵练兵备战劲头更

足了。”一位团领导介绍，相关规定在疗

养类别中增加了专项疗养，明确执行重

大任务、基层部队获得二等功以上奖励

或者驻艰苦边远地区达到一定年限的

军人，可以参加专项疗养。团党委研究

后，聚焦基层实际和官兵需求，将名额

指标向长期坚守在边防一线的军人和

优秀基层官兵倾斜。

他们建立完善专项疗养名额审核

机制，在收到官兵的疗养申请后，重点

核查其重大任务表现、艰苦地区任职年

限等硬指标，并对疗养人员名单进行公

示，接受官兵监督。为确保新政策覆盖

全员、落到基层，除个人自愿申请外，该

团还对符合专项疗养条件的官兵逐人

进行筛查。

一次筛查，团机关杨参谋发现，长

期坚守在海拔 4500 多米哨所的某连班

长杜鹏未提交专项疗养申请。了解情

况时，杜班长坦言，前几年自己参加过

特勤疗养，感到再申请参加专项疗养

可能机会不大，便没有主动申请。“你

的工作条件艰苦，且达到了一定年限，

符合专项疗养条件……”杨参谋找到

杜班长，一对一就政策规定进行了阐

释解读。

“我们身处艰苦边远地区，更能真

切感受到好政策带来的好福利，大家立

足岗位建功边关的热情更加高涨。”参

加完专项疗养后，杜鹏高兴地表示，要

以更加饱满的精神状态投入工作。

此外，该团机关还结合疗养政策的

变化梳理要点清单下发基层学习，机关

干部结合蹲点调研、检查督查等时机进

行宣讲解读，及时让官兵熟悉政策。

落实规定不打折扣，倾心服务温暖

兵心。如今，该团“疗养蓄能—战位建

功”的良性循环逐渐形成，一批疗养归

来的官兵精神抖擞，铆在执勤哨位争当

“边防通”，投身练兵场争上“龙虎榜”，

以实际行动回报组织的关心关怀。

心系基层增加专项疗养—

为执勤训练加油赋能
■邬 军 陈玮靖

某康复疗养中心认真落实疗养工作相关规定，为疗养员进行健康体检。 潘 洁摄

近日，第 71集团军某旅开展军事技能考核，基层风气监督员现场监督，确保成绩公平公正。

赵根沅摄

开展案例警示教育，是部队进行法

治教育、强化官兵法治意识的一个重要

方式。如何让警示教育切实取得实效，

真正入脑入心、触及灵魂，关键在于找

准切口、深入挖掘。

以小见大敲响身边警钟。在选择

典型案例时，不妨将目光聚焦到日常细

微之处。就拿查铺查哨来说，可以选取

诸如干部夜间查哨时未按规定询问口

令，仅以“刷脸”签字代替，导致哨兵警

惕性下降的案例。查铺查哨“走个过

场”的问题，直接暴露出个别人员法治

意识淡薄、备战观念松懈等问题。对于

官兵而言，贴近大家日常训练生活实际

的案例，更能让人深刻领悟到法纪无小

事，任何违规行为都可能引发负面效

应，进而在日常点滴中强化自我约束、

严格依法行事。

层层剥茧探寻问题根源。面对选

定的案例，不能简单照本宣科，必须进

行深度剖析，挖掘背后深层次原因。比

如一个战士违规使用手机带来失泄密

隐患的案例中，表面看是战士个人行

为，但进一步深挖，其背后存在诸多因

素：从个人层面看，是战士对保密相关

法规掌握不扎实，缺乏信息甄别能力；

从管理层面看，反映出部队教育引导不

够精准深入，监管制度执行存在漏洞，

未能及时察觉官兵的异常用网行为。

通过层层剖析，官兵便能清晰认识到造

成违规使用手机的各方面原因，进而主

动反思自身存在的不足，全方位筑牢安

全保密防线。

多元手段强化教育效果。仅靠单一

教育方式很难让警示教育深入人心，要尝

试探索多元手段，不断提升教育质效。可

将典型案例情景再现，如让官兵演绎当时

场景，亲身感受违规行为带来的直接后

果，从而受到警示。还可通过现身说法、

分享交流等形式，鼓励官兵从不同角度剖

析案例，深入理解法规要求的内涵，让警

示教育从被动接受转为主动思考。

持续跟踪巩固教育成效。案例警

示教育绝非一劳永逸，必须建立长效机

制。可通过跟踪回访，定期与官兵交

流，了解他们对案例的理解是否深入、

相关问题是否整改。同时，依据部队发

展、任务变化以及新的隐患苗头，及时

更新案例库，让教育始终紧跟部队实

际，持续发挥警示作用，提升官兵法治

素养和法治思维。

让 警 示 教 育 入 脑 入 心
■丁 帅 李 伦

“相关法规有要求，未经批准私自

借用装备属于违规行为。旅队前期也

对附品备件借用问题作出细化规定，所

以必须依规借用，咱们还是先向连队主

官请示一下吧！”这天训练间隙，兄弟连

队的战士小王找到我们连的军械员小

朱，提出想临时借用某装备的电池。小

朱耐心解释并提醒对方按照法规要求

借用，确保装备管理依规有序。

小朱刚担任军械员时，发现连队部

分装备存在电池、天线缺失或附件不匹

配等情况。他了解得知，为了工作训练

方便，个别连队之间存在私自借用装备

器材的情况，在此过程中，装备器材难

免小磕小碰，或是出现附品备件装错、

丢失等问题。

“这样可不行。”小朱查询装备使用

记录后，与借用人员一一沟通，慢慢找

齐了附品备件。可由于个别人还存在

随意借用的习惯，没多久，一些装备又

开始附品备件不全。小朱找到连队主

官，建议向机关申请，将缺失的小零件

补齐。

虽然附品备件一时补齐了，但治标

不治本。由于个别官兵仍抱有“只要装

备主体未出现丢失损坏，其他小零件无

所谓”等思想，在借用和使用时有些随

意，导致附品备件缺失损坏。我向上级

及时进行了反映，这个问题也引起其他

连队官兵的关注。

“千万别觉得‘小零件’无所谓，每

个附品备件都直接影响装备效能的发

挥，若是在战场上发现附品备件缺失，

将影响战斗力，还怎么打仗？”营队以

此为契机展开调查，发现少数官兵对

依法管装用装存在认识偏差，对装备

配备的附品、工具等重视不够。剖析

反思问题时，营长告诉大家，相关法规

明确，装备需要出借的，主要装备由借

出单位和借入单位共同的上级单位批

准，非主要装备由借出单位和借入单

位共同的上级单位装备部门批准。“随

意违规借用装备及附品备件，容易带

来安全问题，绝不能忽视。”

机关装备管理部门在挂钩帮建时

还发现，装备缺编未到位、器材不足未

补充、附品备件损坏未维修等现实问

题，不同程度影响了正常训练。

针对问题，旅队组织专题授课、法

规 宣 讲 ，强 化 官 兵 依 法 管 装 爱 装 意

识 。 机 关 进 一 步 制 订 了 装 备 借 用 规

范，区分定期办理和随机办理两种方

式，明确借用时机、方式和流程，同时

结合野营驻训、濒海训练等任务实际，

安排人员深入营连了解矛盾困难，及

时调整补充各项装备及附品备件。日

常开展督查检查时，机关重点突出装

备完好率、配套率，对存在的问题及时

通报。此外，旅队还定期组织损坏装

备集中送修、附品备件补充，确保装备

始终保持良好状态。

一段时间后，我发现官兵对严格

管 理 装 备 器 材 以 及 附 品 备 件 更 加 重

视，各级管理人员对岗位职责和管理

要求更加明晰。近期，我们连正在备

战上级基础训练考评工作，面对部分

装备器材短缺、无法满足训练需求的

现 实 情 况 ，机 关 业 务 科 室 主 动 作 为 ，

统 一 调 配 ，解 决 了 现 实 难 题 ，为 我 们

提升军事训练成绩提供了有力保障。

（刘梦婷、齐云飞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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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上旬，北部战区空军某旅开展车辆维护保养。图为骨干讲授依规保

养注意事项。 张 越摄

法治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