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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连日志

基层暖新闻

特别关注

仲春清晨，火箭军某旅某营物资

装载区内一片忙碌景象。野外驻训任

务即将展开，官兵们正在紧张整理战

备物资和个人生活用品。

“棉衣棉裤防寒靴，凡是战备要求

的物资一样都不能少！”点验物资时，

有着多年驻训经验的某连刘班长大声

提醒战友，并对照物资准备清单逐一

检查携行包。

“ 带 还 是 不 带 ？”此 时 ，上 等 兵 小

吴 盯 着 手 中 的 几 包 一 次 性 生 活 用 品

有 些 为 难 。 随 后 他 一 咬 牙 ，将 几 件

贴 身 的 制 式 衣 物 取 出 来 ，换 成 了 一

次 性 用 品 。 这 一 幕 ，恰 好 落 入 刘 班

长眼中。

“战备物资不能随意更换！”刘班

长 当 场 对 小 吴 进 行 批 评 。 小 吴 解 释

说，去年驻训期间，由于野外条件缺少

水源，大家换洗衣物多有不便，这次他

打算多备些一次性用品，觉得这样更

加贴合驻训实际。

这段小插曲，引发了该连连长的

思 考 ：从 小 吴 的 角 度 看 ，确 保 身 体 状

况良好才能更好完成各项任务，使用

一次性用品能较好保证个人卫生；但

从刘班长的角度看，身为班长要对班

里每名成员负责，战士随意替换战备

物资，无疑不符合相关规定。

随后，连长组织官兵围绕“一次性

生 活 用 品 该 不 该 带 ”的 话 题 进 行 讨

论。对此，官兵们也有不同看法——

有的官兵感到，在驻训周期明确

的情况下，个人物资可以按需调整，没

必要过于教条。下士小李说，驻训期

间，官兵前出执行任务的陌生地域有

荒漠也有丛林，往往最难解决的就是

水源问题，有时甚至要到几十公里外

取水。有些地方气候潮湿，进入雨季

后 衣 服 很 难 晾 干 ，还 容 易 发 霉 发 潮 。

官兵贴身衣物不常换洗的话，容易患

上皮肤病。

更多官兵认为，战备物资清单是

经过多次实战检验的操作手册，决不

能缺项漏项，任何缺失都可能给练兵

备战带来影响。于班长回忆，那年秋

天，某兄弟单位执行跨区驻训任务，由

于驻训地是“秋老虎”天气，个别官兵

图省事，没有带齐保暖衣物。哪知任

务中途突遭雨雪，有的官兵因此患上

重感冒，影响了任务进程。

这 个 话 题 也 引 起 了 营 党 委 的 重

视。营队会议室，该营彭营长也加入

了讨论。

彭营长调出前期勘察的作战区地

图：盘旋的山路、密集的山林、陡峭的

崖 壁 ，每 个 地 理 要 素 都 被 纳 入 考 量 。

“假如遭遇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后

勤保障被切断后如何保障自身生存”

“如果上级一声令下，要求部队跨区转

进至千里之外执行任务，我们是否有

应战的底气”“有的驻地交通不便，无

法接收快递，一些物资在出发前就要

尽量备好”……

随着想定分析层层推进，官兵们

发现：战备物资的配备标准，是一代代

先辈在炮火硝烟中总结形成的，只要

这些物资齐备，就能应对大多数突发

情况。

“ 驻 训 同 样 需 要 保 障 生 活 ，一 些

现 实 困 难 确 实 不 容 忽 视 ！”讨 论 中 ，

兼 职 卫 生 员 小 张 拿 出 一 张 用 药 记

录 ：去 年 驻 训 期 间 ，由 于 野 外 环 境 潮

热 、衣 物 潮 湿 ，不 少 官 兵 患 了 皮 肤 疾

病……

“生活用品如何带，根本的唯一的

标 准 ，就 是 看 是 否 有 利 于 提 升 战 斗

力。”彭营长结合相关规定要求向大家

明确：战备物资是保障部队战场能打

赢、能生存的基础，必须按要求带齐带

够。其他有利于保障生活、提升战斗

力的个人用品，可以结合任务实际适

当增补。在此过程中，要因时制宜、因

地制宜，处理好“利于战备”和“方便生

活”的关系。

随后，营队广泛收集整理官兵的

意见建议，对战备物资携带方案进行

了完善：携行包内，战备物资一件不能

减，但允许官兵携带更为便捷的个人

生活物品；针对野外用水紧张的实际，

提 前 预 置 一 次 性 碗 筷 和 可 降 解 塑 料

袋，减少餐具清洁和携带烦恼；针对雨

季山林潮湿特点，采用真空防潮袋保

存衣物，利用便携式折叠衣架晾晒衣

物……

一 个 傍 晚 ，该 营 车 队 整 装 出 发 。

看着步伐整齐、口号嘹亮的操作号手，

彭营长很是感慨：“只有紧盯时代发展

变化和使命任务要求，一切对标战斗

力标准，不断改进完善携行物资，才能

真正提升部队战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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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野外条件下磨砺摔打、提升本领，是锤炼部队作战能力的有效途径。

当前，各部队野外驻训工作正在紧张有序展开，出发前的物资准备工作做得怎

样，同样考验一支部队的组织力和战斗力。本期，让我们一起看看发生在火箭

军某旅某营的一段经历。 —编 者

仲春清晨，阳光洒在北京卫戍区某

部八连荣誉室的展柜上，一枚铜制徽章

熠熠生辉。徽章上的浮雕剪影持枪挺

立，背面镌刻着“哨位即战位”几个字。

展柜前，该连第八任执勤组长、中

士张子垚接过“年度执勤标兵”证书，面

向徽章敬了一个庄严的军礼。“这枚徽

章是 12 年前八连官兵在完成一次重要

任务后获得的，如今已成为连队官兵的

‘传家宝’。”张子垚说，它就像一面镜

子，见证着一代代哨兵的责任担当。

展柜中的物品背后，有很多难忘经

历。对此，张子垚印象深刻。

去年深冬，张子垚前出执行任务，

在寒风中展开作业近两个小时。当线

路重新接好时，他的睫毛上已结满冰

晶。“当年，老班长在电缆沟里匍匐作

业，摸索出‘交叉接线法’等简单实用的

修理办法。”张子垚说，正因传承着“哨

位即战位”精神，八连的执勤工作才能

够始终保持“零失误”的纪录。

徽 章 旁 边 ，一 盏 老 式 马 灯 静 静 陈

列。“这盏灯见证了那年抗洪抢险的惊

险时刻。”张子垚回忆，当时洪水已经漫

堤，官兵们誓死不退，提着这盏马灯找

到了管涌位置，最终排除了险情。

这盏马灯的故事，曾深深打动上等

兵张东生。初到岗亭时，他曾因一次工

作失误信心受挫。连队指导员带他走

进荣誉室，指着马灯讲起老兵们的英勇

事迹。受到激励感召，张东生开始在站

岗执勤中严格要求自己，不断提升履职

能力，在季度考核中获评“优秀哨兵”。

如今，他所在岗亭的桌子上多了一盏复

制马灯，灯座上刻着“哨位即战位”徽章

图案。

展柜里还有本执勤记录本，泛黄的

纸页间，一张张执勤官兵的照片映入眼

帘。最新一页，贴着二级上士张浩的妻

子寄来的照片。照片中，襁褓中的婴儿

手里攥着一个自制的“平安”挂坠。

当时，张浩正带队担负重要执勤任

务，收到妻子即将生产的消息，他选择

坚守战位。指导员得知后，寄去那个官

兵自制的“平安”挂坠，以及一封按满全

连官兵手印的“平安信”，信纸背面正是

拓印的徽章图案。“哨位即战位，我理解

我的丈夫，也知道他深深挂念着我们。”

收到这封信，张浩的妻子很是感动。

“荣誉室里的物品见证了八连官兵

的成长蜕变，也见证了连队的发展建设，

官兵‘哨位即战位’的信念始终不渝。”张

子垚说，徽章上的麦穗纹样，象征着丰收

与希望，也寓意着精神的传承与发扬。

当都市霓虹与岗亭灯光交相辉映时，徽

章提醒着每一名哨兵：哨位就是战位，执

勤就是战斗，守护就是使命。

铜质徽章、老式马灯、自制“平安”挂

坠……了解到这些物品背后的特殊意

义，一名新兵很受触动，当晚在日记中写

下：“我要拿出实际行动，续写永不褪色

的忠诚誓言。”

荣誉室里的故事
■杨佳旺 梁 天

近日，武警天津总队机动支队组织战术训练。 宫 旭摄

“这次拔河比赛我们又拿了第一！”

不久前的一次集体活动中，看着场上场

下的官兵紧紧相拥、热烈欢呼的场景，

我为连队凝聚力不断增强感到欣慰，也

更加真切感到，干部骨干能否以身作

则，会直接影响连队的士气。

此 前 有 一 次 ，连 队 组 织 官 兵 恳 谈

会，有战士抛出这样一个问题：“为啥每

次交手机，班长总是最后一个交？每次

取手机，班长又是第一个取？”

这 个 问 题 ，引 发 了 大 家 热 议 。 原

来，旅队当时规定，由各班班长负责管

理本班战士手机，以便更及时精准对接

战士使用手机需求。但同时，这也引发

了一些新问题，比如在手机使用上，班

长存在“先取后交”等问题。虽不违反

规定，但这个细节还是引发了一些战士

的猜疑。

“之前我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觉得

作为班长，手机早取一会、晚交一会不是

什么大事，现在看来并非如此。”一名班长

反思说，班长负有管理手机的职责，如果

不能以身作则，就难以服众。

他的发言得到了官兵的认可。随

后，又有战士反映了生活和工作中存在

的一些现象。班长骨干反思感到，年轻

战士眼界开阔、思维活跃，自我意识较强，

更注重公平，必须着眼实际情况，改变以

往带兵的一些习惯……

讨论中，我告诉大家：“在各类规定

制度面前，每名官兵都是平等的，干部

骨干应该以身作则，带头遵守执行，不

能搞特殊化，否则容易形成不良风气，

影响连队建设发展。”

当周连务会上，我专门召集干部骨

干就此类问题展开讨论，让大家分享带

兵经验、讨论典型案例，引导他们站在

战士的角度换位思考。讨论中，大家的

思想更加统一：作为骨干，就应该肩负

起职责，吃苦在前、冲锋在前，时刻当好

表率。

随后，我和班长骨干“约法三章”：

班长作为手机管理者，必须最后一个

取、第一个交；公差勤务派遣合理分配，

骨干要发挥好带头作用；休息日站岗，

要首先安排党员骨干……

前几天，战士小郭在谈心时向我反

映，连队干部骨干现在处处以身作则，

官兵们工作积极性明显增强，训练劲头

也更加高涨。 （陈佳伟整理）

带兵首先要以身作则
■第 83 集团军某旅某连干部 何 治

带兵人手记

“这碗热腾腾的糊粥，有我家乡的

味道！”前不久，第 80 集团军某旅某营

战士小刘受凉后感冒发热，战友将炊事

班精心准备的病号饭送到宿舍，让小刘

十分感动。

“病号饭是根据伤病员的病情和口

味制作的，能够补充营养、提升食欲，有

助于快速康复。”该营教导员介绍，近年

来，基层保障水平不断提高，科学膳食

理念也在官兵中普及，如何让伤病员吃

出 健 康 、吃 出 战 斗 力 ，营 党 委 十 分 重

视。他们在落实《军人营养膳食指导手

册》等相关规定的基础上，由军医协同

驻地医院的营养学专家，为卫生员和炊

事员教授科学配餐相关知识，并根据常

见病症所需营养和单位采购实际，分类

制 订 病 号“ 元 气 食 谱 ”，做 到“ 对 症 饮

食”。落实过程中，他们严格按照餐费

标准提供饭菜，确保经费不超标、标准

不降低、食物不浪费。

“ 病 号 饭 看 似 简 单 ，但 想 要 做 好

其实并不容易，它能体现出组织关怀

的温度和知兵爱兵的精度。”谈起“元

气 食 谱 ”的 制 订 ，教 导 员 讲 起 之 前 一

段经历。

有一次，战士小王不慎受伤导致小

腿骨折，经过医院治疗后返回连队休

养。有连队干部认为“吃啥补啥”，多喝

点骨头汤补补钙，能够促进骨头愈合，

便让炊事班每天为小王准备一碗浓浓

的骨头汤。那段时间，小王即便没有胃

口，每天也坚持喝，可没想到腿骨还没

愈合，体重却长了不少。后来咨询军医

才得知，骨头汤里钙含量并不高，脂肪

含量却很高，过多食用容易引起肥胖。

“一餐病号饭，连着战斗力。”教导

员翻开“元气食谱”介绍，食谱综合考虑

了营养摄入、季节特点等因素，针对伤

筋动骨、消化道疾病、呼吸道感染等 10

余种基层官兵常见病、易发症，梳理形

成有利于身体康复的菜单，供伤病员选

择。在餐食制作过程中，炊事班依据伤

病员医嘱和饮食习惯制订每日餐谱，并

根据康复进度和点餐情况，动态调剂伙

食，保证官兵营养摄入均衡，加快病情

恢复。

“病号饭看似事小，但体现出组织

关心和战友深情。”教导员说，“元气食

谱”推出以来很受官兵欢迎，促进了伤

病员身体恢复。

一餐病号饭，连着战斗力
■常海洋 朱 昊

仲春时节，西藏军区某团官兵执行巡逻任务。

马 军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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