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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智能电子设备深度嵌入工作生活，给人们带来极大便

利。新修订的共同条令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回应官兵热切期盼，本

着适度放开、有序可控、安全保密原则，对智能电子设备使用管理作

了调整，进一步规范使用时机、场合和保密要求。

■关于智能电子设备的管理，新修订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内务条令》第二百四十条新增规定：
军队单位和军人在智能电子设备使用管理中，应当尊重和保护官兵个人隐私；未按照国家法律和
军事法规有关规定报经批准，不得利用信息技术手段进行检查、监管。

■关于智能电子设备的使用，新修订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内务条令》第二百四十三条新增规
定：连队官兵在休息日、节假日和由个人支配的课外活动时间，可以使用私人智能电子设备；其他
时间，通常以班、排或者连队为单位集中保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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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夏一个周末，第 80 集团军某旅

驻地举行了一场马拉松比赛，跑步爱好

者、排长潘仁刚按规定报备后外出参

赛。跑步过程中，他根据智能手表显示

的配速、心率等信息，及时调整步幅、步

频，刷新个人最好成绩。

长跑结束后，潘仁刚一边在智能手

表上查看跑步数据信息，一边告诉记

者：“我们的智能手表都有专属‘电子身

份证’。”接过潘仁刚递过来的智能手

表，记者看到手表背后贴有一张塑封卡

片，上面记录了手表型号、联网情况、使

用人姓名等信息。

该旅信息保障科科长告诉记者，新

修订的共同条令施行后，他们按照条令

要求，对官兵的智能电子设备进行实名

登记，并将使用人姓名、设备型号及用

途等信息同步录入管理系统。此外，他

们进一步规范智能电子设备的管理办

法，由班排进行统一管理。官兵在休息

日、节假日和由个人支配的课外活动时

间，可自主使用私人智能电子设备。

某连宿舍内，一个智能电子设备专

用充电柜引起记者注意。充电柜内，分

格存放着官兵的手机、手表、手环等智

能电子设备。“训练时集中管理，休息时

按需使用，保密要求和生活需求两不

误。”该连郑连长介绍说。

科技赋能带来的便利，在官兵生活

中悄然显现。某连中士董云成向记者

展示了他的运动记录——周末休息时，

他喜欢佩戴智能手表去游泳馆游泳。

根据手表显示的心率、划水频率等信息，

他科学调整节奏，游泳成绩不断提升。

走进营区健身房，记者看到不少官

兵佩戴智能手表进行“数据化”健身：手

表实时记录心率、热量消耗等数据，健

身结束后生成个人体能训练档案。“过

去，健身时靠人工记录数据，费时费力；

现在，手表上的数据一目了然，还能自

动生成训练分析报告。”该旅机关刘干

事笑着说，“智能手表的血氧饱和度检

测等功能，也颇受官兵欢迎。每到休息

时间，大家都会戴上手表测一测。”

“智能电子设备不是洪水猛兽，关

键是要管好、用对。”该旅领导表示，下

一步，他们将在确保安全使用前提下，

进一步发挥智能电子设备在科学训练、

健康管理等方面的积极作用，让科技真

正服务战斗力。

左上图：该旅官兵佩戴智能手表

健身。 王冰心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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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年 初 ，我 从 机 关 调 整 到 连 队 工

作。刚到连队时，一件事情引起我的注

意：几名战士不约而同地换了新手机，

连使用时间不长的新款手机也被“淘

汰”了。

一天晚点名后，借着各班召开班务

会的时机，我走进班排，与官兵聊起此事。

列兵张奥森说出心声：“不是喜新

厌旧，而是迫不得已。”原来，前不久上

级组织手机使用管理检查，对此向来小

心的他栽了跟头：“因为家中有急事，我

向连队报备后，在训练间隙使用手机给

家人打了一个电话。上级检查时，发现

我的手机在正课时间有使用记录，要求

我写情况说明……”

“上次检查手机，检查人员征求我

的意见，询问能不能查看手机聊天记

录。”上等兵陈靖涛说，“虽然我同意了，

但一想到自己的聊天记录被别人翻看，

心里难免不舒服。”

交谈得知，大家换手机的原因主要

有两条：一是“无心之失”，担心手机难以

被彻底清理干净，索性“一刀切”，直接换

新手机；二是隐私信息虽没有违规内容，

但要是拒绝检查人员查看，又怕引起不

必要的误会，不如换个手机省心。

用 起 来 小 心 翼 翼 ，检 查 时 心 里 别

扭，久而久之，战士们使用手机时越来

越胆战心惊，有的战士手机里除了与家

人的通话记录，其他啥内容都没有。

随着新修订的共同条令施行，这一

尴尬局面终于有了改观。新修订的共

同条令明确规定：军队单位和军人在智

能电子设备使用管理中，应当尊重和保

护官兵个人隐私；未按照国家法律和军

事法规有关规定报经批准，不得利用信

息技术手段进行检查、监管。

新修订的共同条令适度放开了智

能电子设备的使用，不少官兵拍手叫

好。然而，班长骨干们也面临着现实难

题：放该怎么放，管该怎么管？

“堵不如疏，换个思路才能在落实

制度与以人为本之间取得科学平衡。”

支委会上，我的发言引起大家共鸣，“手

机的使用管理，只有兼顾好便捷与安

全，才能够实现管得用心、用得安心、双

方放心。”为此，我们第一时间向官兵

明确“未经批准不查、没有指令不查”。

与此同时，放宽并不代表放任，我们带

领官兵认真学习新条令相关要求，梳理

出一份“手机使用指南”，引导大家安

全、科学、合规使用智能电子设备。

贯彻落实新修订的共同条令以来，

连队官兵在使用智能电子设备过程中，

自觉做到“规定能遵守、限制能理解、安

全有底数”。

（本报记者吴安宁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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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心管 放心用
■空军航空大学某部警卫连代理指导员 王文博

本报讯 邢云龙、巫恩泽报道：“多

亏了服务队的帮助，孩子才能及时送医

就诊……”日前，信息支援部队某部军

属服务队成员小李，接到军属张芳打来

的感谢电话。

原来，张芳的爱人是该部某连指导

员，长期在外执行任务，前不久，他们的

孩子夜里突发疾病。情急之下，张芳拨

通了军属服务队的 24 小时专线电话寻

求帮助。接到张芳的求助电话后，军属

服务队指派人员连夜上门，驾车将孩子

送往驻地医院就诊。

“只有倾力解除官兵后顾之忧，大家

才能心无旁骛投身练兵备战。”该部领导

介绍，近年来，部队重大演习演训任务多

线并行，不少官兵长期身处一线执行任

务，很难兼顾家庭。去年，他们组建了军

属服务队，全力为来队家属提供暖心服

务，让在外执行任务的官兵后顾无忧。

实践中，军属服务队采取问卷调查、

电话沟通等方式，梳理来队家属基本情

况，并列出重点关注对象；开通 24小时专

线电话，确保官兵家属遇到急难问题时，

可随时联系服务队寻求帮助；组建网格

化联络小组，指定专人负责不同家属区

的上门走访工作，深入了解官兵家庭遇

到的现实困难。此外，军属服务队利用

春节、中秋节、八一建军节等时机，通过

多种形式为官兵家属送去慰问和祝福。

截至目前，该部军属服务队已为官

兵来队家属上门解决近百件难题，得到

大家的一致认可。

信息支援部队某部

军属服务队上门解难

近日，海军某支队与友邻单位携手开展多科目训练。图为海上纵向补给。 本报特约通讯员 徐涛涛摄

前不久，皖东某训练场，陆军某旅展

开一场实战背景下的装备抢修训练。

“战车遭‘敌’火力打击，立即组织抢

修！”接到上级通报，抢修班组 4 名成员

闻令而动，逐个部位排查战车故障。令

人意外的是，最先确定故障位置的是今

年初刚下连的新兵赵坦。“得益于旅队推

行的过关升级组训模式，我才能快速融

入战位。”走下训练场，赵坦告诉记者。

“新兵下连后的‘第二适应期’既是

环境适应期，更是成长关键期。”该旅领

导介绍，近年来，他们探索优化新兵“第

二适应期”培养模式，摒弃“齐步走”组训

方式，在摸清新兵能力底数的基础上，根

据能力水平将下连新兵划分为基础组、

强化组、进阶组。此外，他们还为新兵科

学规划成长“路线图”，推行过关升级组

训模式，帮助他们加速成长。

新兵赵坦入伍前已考取汽车维修工

证书，掌握基本维修技能，下连后被编入

强化组参加训练。资深教练员夏明明指

导赵坦结合装备性能深入学习汽修专业

知 识 ，并 手 把 手 传 授 轮 式 装 备 修 理 技

能。经过一段时间的强化训练，赵坦已

能独立完成一些装备部件的维护更换工

作，并顺利通过专业课目阶段考核。

结合考核成绩，连队将赵坦“升级”

编入进阶组，嵌入作战班组参加实战背

景下的训练，重点提升其班组协同配合

能力。

“按照过关升级组训模式，基础过

硬、成绩优异的下连新兵可以提前进入

下一分组开展强化训练。同时，我们将

腾出的基础训练资源向能力素质尚待

提高的新兵倾斜，帮助大家尽快补齐短

板。”该旅领导介绍，他们统筹优质教学

资源，遴选一批带教经验丰富、专业水

平突出的骨干担任各分组教练员，为下

连 新 兵 们 制 订 套 餐 式 训 练 计 划 、开 展

“一对一”帮带。

某连新兵张兴禄下连后一直在基

础组参加炮手专业相关课目训练，因体

能基础偏弱，训练成绩一直起色不大，

训练劲头受到影响。基础组教练员黄

浩斌手把手教他如何控制呼吸、掌握操

作力度。与此同时，黄浩斌还为他制订

了包括挺举炮弹、折返跑等在内的体能

训练计划。在最近一次专业考核中，张

兴禄打出十发九中的成绩，顺利进入强

化组。

“过关升级组训模式帮助下连新兵

夯实了战斗力基础。”该旅领导介绍，新

兵达到大纲相应能力要求后，他们还会

组 织 新 兵 全 程 参 与 实 弹 射 击 、专 业 集

训，让新兵和老兵同台竞技，进一步激

发新兵的训练积极性。

前不久，新兵蔡杰在无人机航线规

划等课目训练中表现出色，被连队推荐

参加无人机操作员集训。蔡杰格外珍惜

这次机会，全身心投入学习训练，快速掌

握了无人机装配等技能，受到集训队通

报表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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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过不了网络关，就过不了时代关。

要过网络关，先要过好保密关。

新修订的共同条令对官兵使用私

人智能电子设备和国际互联网作了具

体规定，官兵使用智能电子设备和国际

互联网时有了明确依据。这些规定坚

持与“智”共存、与“网”共舞，坚持尊重

和保护官兵个人隐私，坚持适度放开、

有序可控、安全保密，既顺应了时代发

展要求，也回应了官兵热切期盼，赢得

官兵普遍欢迎。

“谋成于密而败于泄，三军之事莫

重于密。”欣喜之余，官兵应清醒认识

到，智能电子设备和国际互联网都是

“双刃剑”，用好了可以提高工作效率、

实现科技赋能，用不好就会带来失泄密

等问题。官兵在享受这一“红利”的同

时，必须严格遵守相关要求，切不可忘

记新条令规定的底线和红线。

新修订的共同条令明确，军队单位

应当对所属人员使用的智能电子设备

“实行实名制管理”，军人使用私人智能

电子设备应遵守“七个不得”，军队单位

和军人使用国际互联网要严守“九个不

得”……这一系列具体规定，为官兵使

用智能电子设备和国际互联网给出了

一道道警示、划出了一条条红线。

毛泽东同志说：“必须十分注意保

守秘密，九分半不行，九分九也不行，非

十分不可。”保密与泄密一字之差，光荣

与耻辱一念之间，广大官兵必须将智能

电子设备和国际互联网的使用要求铭

刻于心、见诸于行，时时处处与新条令

对标对表，坚决防止失泄密问题发生，

真正让现代科技为我所用、为强军打赢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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