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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开展健康有益的文化生活
,

对综合治理
、

预防犯罪起到什么作用? 为什么会起作用 7 本文仅从部

队青年战士犯罪的状况分析入手
,

联系青年人的特征
,

对二者的关系谈点粗浅看法
。

全区 “ 严打
”
以来

,

犯罪率最高的有两类案件
.

一是好情案件
。

这类犯罪被判刑的共计70 人
,

占判刑总人效的30 %弱
,

其中战士 51 人
,

干部19 人 (绝

大多数是基层干部 ) , 高小文化 10 人
,

初中文化 35 人
,

高中文化20 人
,

大专文化 5人
。

奸情案件中属于团

伙作案的 3起 8人
,

这 8人全部是战士
,

全部是初中以下文化程度
,

其中有 3人只是初小文化
。

从犯罪发生

的原因看
,

或是受到了西方资产阶级 “ 性解放稗
、 .

“ 性自由” 思潮的形响
,

或是因看黄色录相
,

画报
、

刊

物而受腐蚀
,

或是受地方犯罪集团的影响
,

甚至是勾结起来作案
。

以上的情况反映了
:

( 1 ) 奸情案件占

案件总数的比例最高 , ( 2 ) 团伙作案在短期内发生多起
,

在军区发案史上是少见的
,

而且都是 战 士 作

案
,

文化偏低
,

多数是属于落后层 , ( 8 ) 都程度不同的受到腐朽的或不良的文化生活的影响
。

二是盗窃案件
。

盗窃犯罪分子共计 67 名
,

约占判刑总人数的26 %
,

其中除 3名干部外
,

其他 64 名均为

战士
,

而在这些人中
,

仅驾驶员
、

保管员
、

招待员
、

炊事员
、

卫生员
、

文书等就有 15 名
。

从发案单位看
,

属 于仓库
、

农场
、

招待所
、

医院的占近一半
。

从起因看
,

不同程度的受社会上 “ 向钱看, 思溯的影响
,

一

味的追求物质享受
。

因而他们窃取的钱物大部分在吃喝玩乐方面挥公掉了
。

以上情况反映了三 个 问 题
.

( 1) 盗窃犯罪人数占判刑总人数的比例仅次于奸情案件人数
,

比以在明显的增多
,

而且绝大多数是战士 ,

(2 ) 分散单位
、

分散人员犯罪的占多数
,

他们参加集体生活少
,

或有组织的开展文化生活的较少 ,
(s )

受资产阶级思想意识和生活方式影响较大
,

因而不但犯罪的人员增多
,

而且也由过去一般的盗窃点现娜
粮票

、

服装等
,

转到了盗窃诸如彩电
、

录音机
、

照相机
,

甚至汽车
、

钢材
、

锡锭等贵重
、

高档的物品上来
。

仅从以上二类犯罪人员的基本数据初步分析
,

我们发现了一些规律性的东西
,

即战士犯罪的占绝大多

数 , 奸情和盗窃犯罪占的比例最大 , 政治和文化素质低的犯罪最多 , 受不良文化思想影响而犯罪的较多 ,

文化生活开展不正常的分散单位和人员犯罪的很多
。

由此不难看出
,

文化生活与遵纪守法
,

不 是互 不 搭

界
,

而是有着密切联系的
。

人民解放军是个大学校
。

大学校是青年人的天地
。

以上的情况分析中也提到了部队犯罪人员中
,

绝大

多数是战士 (干部犯罪也多数是年轻干部 )
,

也就是说都在20 岁左右
。

因此
,

这里仅就青年人 的 一 些特

征
,

对二者之间的关系作点探索
。

1
.

生理上一一好动
。

从生理上看
,

青年人身体发育处于一个急剧变化
,

趋于成熟的时期
。

因此
,

生机

羞勃
,

精力旺盛
,

活动力强
,

是他们的重要的特征
。

表现在行动上
,

就是好唱
、

好跳
、

好游玩甚至读 小

说
、

看电影
,

也是喜欢那些激动人心
,

气魄壮烈的情节和镜头
。

但对怎样动
,

却有一个是否重视
、

如何引

导的问题
。

因而
,

建立和完善一系列教育
、

文化
、

体育
、

卫生等娱乐设施
,

经常地开展一些健康愉快
、

生

动活泼
、

丰富多彩的娱乐活动
,

形成良好的文化生活坏境
,

这不仅是适应了青年人的生理特点
,

还可以使

他们在紧张的工作
、

学习后
,

得到高尚的精神享受
,

更可以使年轻战士习惯于部队有组织
、

有规律的生活
,

使他们感到在这有规律的生活中
,

自由自在
,

心情愉快
,

蓬勃向上
。

反之
,

就会觉得受约束
、

受压抑
,

精

神不振
,

就会变得心神不定
,

东游西荡
。

一旦受外界不良影响
,

就可能寻衅滋事
,

违法乱纪
,

甚全走上犯

罪道路
。

我们部队一些战士打架斗殴
、

流氓滋事
、

甚至搞恶作剧造成人员伤
、

亡等
,

就属于这种情况
。

青年战士的生理特征
,

还有一个问题要提及的是青年人的身休发育成熟
,

包括了性的成熟
。

这 个 问

题
,

从脊年人的固有生理特征和部队性犯罪最较大的情况看
,

提出来加以探讨还是必要的
。

青年期也就是

青春期
,

从生理需要来讲
,

这和动物是一样的
,

但人是具有社会性的
,

必须受到社会的种种制约
。

这种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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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约的性行为方式
,

就形成了该社会的道德
、

法律
、

传统和风俗
.

还应着到
,

对性方面的砍求
,

并不仅仅

受本能的生理机制的支配
,

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个人意志控制的
。

这一点是人和动物的根本区别
。

我们部队

的战士都在二十岁左右
,

为了不使他们在这方面犯错误
,

就要求我们一方面要加强有关知识的教育
,

使他

们思想和道德成熟起来
,

另一方面就要开展有益的活动
,

把他们旺盛的精力引导到工作
、

学习
、

娱乐上

来
。

古话说
: ” 人到静时百念生 ” ,

他爱动你不让他动
,

不加引导
,

就可能想入非非
,

干出错误的事情来
。

2
.

心理上一一好奇
。

随着身体的发育和智力的发展
,

青年人所关心的领域越来越广大
,

感兴趣的事情

越来越多
。

因此
,

兴趣广泛
,

好奇猎艳
,

是他们的一个重要特点
。

好奇
,

本身不是坏事
。

青年人走上社

会
,

面对社会
、

面对人生
,

对很多事倩感到新鲜
、

有兴趣
,

他们通过参加各种活动
,

多方面的接触
,

探索

和积累生活
,

从而获得知识
,

增长才干
,

培养情操
。

但任何事物都是有两面性的
,

如果肯年人兴趣广泛得

不到培养和引导
,

好奇变成一味的猎奇
,

那就很可能把腐朽当成神奇
。

比如青年人爱看小说
、

电影
、

电视

等
,

这也是他们探索生活的方式之一
。

但由于他们辨别是非的能力还不强
,

欣赏的水平还不高
,

那些不好

的甚至是黄色的东西
,

就会对他们产生坏的形响
。

为什么我们部队有不少战士就因为看了两个黄色录相
,

甚至一本黄色小说 (有的只是手抄本 )
,

就被腐蚀而走上了犯罪
,

就是这个原因
。

因此
,

这些 黄色 的 东

西
,

不但不能宣传
,

而且要坚决制止
。

但即便是一部好的或较好的小说
、

电影
,

里面往往为了暴露黑暗
,

揭露腐朽而要触及一些黑暗和腐朽的东西
,

而这些东西对那些理智感和道德感较差的青年人
,

仍会产生消

极的作用
。

这说明了文艺作品的社会功能及其对观赏者的作用
,

并非是直接发生的
,

它要通过观赏者的审

矣心理起 “ 中介
” 作用

,

而那些抽象逻辑思维能力不高
、

审美心理不完善的青年战士
,

他们在观赏文艺作

品时往往凭靠直观的感觉
,

他们对艺术的形象感受较强
,

而对艺术的理性感受较差
,

有时完全是以作品能

否给他们刺激
,

能否满足他们邪恶的心理
,

作为取舍的标准
。

至于作品所揭示的主题
,

主人翁的特定社会

地位
、

所处的环境和对这种环境的抗争
,

他们是不想或不理解的
。

因而作品中所描绘的形象
,

反映到他们

的头脑中被扭曲了
,

而且往往把这些被歪曲的形象
,

作为自已仿效的榜样
。

这就需要我们重视通过宣传
、

教育等活动
,

提高他们的文化素质
,

树立正确的审美观念和道德情操
。

具体的方法可以是灵活多样
、

丰富多

彩的
。

有经验的连队干部
,

在往就是通过对一本流行书
、

一部电影的书评
、

影评活动而不断提高战士的审

美能力的
。

一部坏的小说
、

电影可以使一个人变坏
,

甚至走上犯罪
,

那么一部好的小说
、

电影
,

能否使一

个人变成英雄呢
,

没有作过调查
,

不好说出具体的材料
,

但六十年代流行的 《 董存瑞 , 、 《 英雄儿女 》 、

《 雷蜂 》 等电影
、

小说
,

感染
、

教育了千千万万的青年人
,

使他们成为英勇顽强
、

见义勇为
、

大公无私的

一代新人
,

这却是有目共睹的
。

近几年放映的 . 高山下的花坏 , 电影
,

使人们对前线将士的理解
、

对现代

军人的理解
,

对什么是爱国主义
、

革命英雄主义的认识
,

更具体
、

具形象
,

取得了很大的成效
,

这也足以

说明好的文艺作品的重要作用
。

3
.

思想上 一一好胜
。

青年人由于精力旺盛而思想又不够成熟
、

稳定
,

因而往往表现为感情热烈
,

易于

激动
,

逞强好胜
,

敢说敢为
。

正可谓 “ 初生牛犊不怕虎” 。

他们这一特点引导得当
,

就能发挥 出摧枯 拉

朽
、

创造奇迹的作用
,

就可以表现出为真理和正义而一往无前以至不惜献身的热情
,

做出惊人 壮 烈 的行

动
。

反之
,

由于青年人思想可塑性大
,

容易 “ 近扭者黑” ,

搞得不好
,

逞强好胜就会变成狂热任性
,

敢说

敢为就会变成胆大妄为
,

做出一些错事
,

甚至犯罪
,

铸成终身憾事
,

追悔莫及
。

我们部队近几年来多次发

生的流氓斗殴打群架的案件
,

都是发生在战士的这地区的老乡对另一地区的老乡之间
,

他们往往为了一点

小事
,

自认为我们这个老乡吃了亏
,

不能兽罢干休
,

于是就相约几个老乡找另一地区的战士算帐
,

你来我

往
,

拳脚相加
,

发展到战斗升级
,

拿棍动捧
。

其结果是轻者被行政处分
,

重者被判了徒刑
。

这些战士从表

面上看是老乡观念严重
,

其实是其好胜的特点没有引到正路上去
,

热情成了盲目的狂热
,

逞强好胜成了哥

们义气
。

因此
,

有意识地
、

自觉地把战士的热情
、

好胜引导到学习
、

工作
、

训练
、

文体活动上去
,

是十分

重要的
。

而且通过日积月累
,

潜移默化
,

使他们逐渐地养成集体主义和树立革命英雄主义
,

在关键时刻
,

就能为整个军队和国家争得更大的声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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