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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仗和准备打仗是军人的天职，也是军队使命职责之

所在。衡量部队实战化水平高不高，首先要看战斗队思想

牢不牢。战斗员的角色定位，要求每一名军人强化精武强

能、能打胜仗思想，牢固树立胜战追求。

暮春时节，记者走进正在野外驻训

的空军某部宿营地。班排宿舍内，“豆

腐块”不见了，每张床上只放了一个行

军背囊，被褥、床单等物品均收入其中，

个人战斗携行具则整齐摆在床下。

“内务设置越简约高效，战备状态

越贴近实战。”该部领导告诉记者，这段

时间，他们深入学习新修订的共同条令

中“内务设置应当根据不同战备状态统

一规范”有关内容，区分任务分队战备

状态，动态调整内务设置，进一步提高

战备出动效率，确保部队全时待战、随

时能战。

“内务设置应当利于战备，方便工

作、学习、生活，杜绝形式主义。”该部某

连陆连长介绍，以往野外驻训，内务设

置按平时在驻地营区的规范执行，忽视

了不同任务的特殊性。

一次在荒漠地域驻训，他们按惯例

铺白床单并把被子叠成“豆腐块”。没

想到，因宿营地大风天气多，床单上总

是被一层沙土覆盖。为此，官兵不得不

花时间频繁整理床铺，既影响了休息，

也牵扯了精力。“如今，野外驻训期间，

每天早上只需将被褥、床单‘打包’装入

行军背囊即可，省时省力、快捷高效。”

陆连长说。

新修订的共同条令施行以来，该部

组织官兵认真学习关于内务设置的有

关内容，深刻认识“内务设置应当利于

战备”的重要意义。他们坚持战备优

先、打仗优先，按照“区分平战、因地制

宜、实用管用、轻便高效”原则，根据任

务分队不同战备状态，明确留守、驻训、

演练等不同情况下的内务设置要求，既

通过日常点滴培塑官兵优良作风，又聚

焦战备效果引导官兵全身心投入工作

训练。

采访中，记者在该部某野外驻训场

看到，刚完成机动训练的某分队官兵风

尘仆仆回到宿营地。走下战车，官兵仅

携带少量通用物资进入宿营板房，个人

生活物资、战斗装具等则分类放置在战

车固定位置。

“作为‘车轮上的部队’，长途机动

转移对我们来说是家常便饭。”该任务

分队指挥员告诉记者，执行训练任务期

间，官兵吃住都在战车上，时刻保持闻

令出征的战备状态。

该部领导介绍，为推动新修订的共

同条令学习贯彻走深落实，近期，他们结

合以往任务经验，制作下发不同情况下

的“内务样板”图示图例，供官兵参考借

鉴，使内务设置更好地服务备战打仗。

左上图：紧急拉动时，战士们快速

出动。

雷厉彬摄

空军某部野外驻训按打仗需要规范内务设置—

被 褥 装 入 行 军 背 囊
■谢越帆 本报特约记者 邓栋之

■关于内务设置，新修订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内务条令》增加规定：“内务
设置应当根据不同战备状态统一规范。”

■关于查铺查哨，新修订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内务条令》增加规定：“担负
作战任务的部队和担负战备值班任务的部队，应当结合查铺查哨，检查值班
人员战备状态保持情况。”

军人，要有良好的战备习惯。

粟裕将军数十年如一日，每晚就

寝前都会将衣服鞋袜仔细放好，确保

一旦有事便可随手摸到；萧克将军直

至晚年，卧床时仍习惯把衣服叠好放

在脚下，确保打起仗来穿上就走……

这些开国战将之所以战绩卓著，与他

们养成随时待战的“肌肉记忆”有关。

战备习惯靠日常养成，也靠条令

规范。

新修订的共同条令规定：“内务

设置应当利于战备”“应当结合查铺

查 哨 ，检 查 值 班 人 员 战 备 状 态 保 持

情况”“应当把战时管理作为军事训

练 演 习 演 练 的 重 要 内 容 ，一 体 筹 划

部 署 、一 体 组 织 实 施 、一 体 检 查 评

估”……这一系列具体规范，根本目

的 就 是 严 格 军 人 日 常 养 成 ，使 所 有

行 动 都 利 于 战 争 准 备 、利 于 遂 行 作

战任务。

我们常讲，平时多流汗，战时少

流血。落实条令同样如此。条令是

经验的总结，有的条文甚至是鲜血凝

成的智慧。按照条令一点一滴抓养

成、一步一动抓规范，才能确保战争

发生时部队迅捷行动。

古人云：“练勇之道，必须营官昼

夜从事，乃可渐几于熟，如鸡孵卵，如

炉炼丹，未宜须臾稍离。”准备战事，

在于铢积寸累、日就月将，以行为养

成换来战场告捷。特别是现代战争

爆发的突然性、战争进程的速决性越

来越明显，广大官兵只有严守战的规

范、养成战的习惯，一门心思研战、一

腔热血务战，才能确保随时拉得出、

上得去、打得赢。

养成良好战备习惯
■严 壮

新修订的共同条令施行后，我结合

中队任务特点，组织官兵深入学习了“查

铺查哨”相关内容。通过学习，官兵有一

个共同的认识：必须时刻保持箭在弦上

的战备状态。

把标准牢固立起来，重在落实，也难

在落实。尽管大家都承认哨兵保持警惕的

重要性，但我夜间查哨时发现，哨兵警惕

性不强等情况依然存在。我与几名班长

骨干交流感到，必须进一步强化官兵“哨

位就是战场，执勤就是战斗”的战备意识。

一个深夜，我到中队值班室拉响警

报：“有人冲闯目标单位，大门哨立即处

置！”尖厉的警报声，在深夜里听来格外

刺耳。面对突如其来的拉动，哨兵小苏

急忙加设防护栏、关闭闸门，处置动作有

些忙乱……

“身在哨位却不能保持随时准备战

斗的警惕，关键时刻是要吃苦头、打败仗

的！”第二天，我在中队官兵中开展了一

次随机教育，围绕“哨兵站‘台前’、备勤

是‘幕后’”“备勤室就是休息室”等错误

观点，引导大家展开讨论辨析、纠正思想

偏差。

这次临机拉动，给中队官兵带来不

小的思想冲击。此后一段时间，官兵战

备意识明显增强，站哨时注意力不集中

的现象明显减少。

学 习 贯 彻 新 条 令 ，关 键 是 落 到 实

处。这段时间，我带领中队干部骨干，采

取“走、问、查、考、教”相结合的方式，针

对执勤中发现的问题，逐一研究解决办

法，确保值班人员始终保持良好战备状

态。与此同时，我们还进一步规范战备

物资保管、应急处置、口令规范等战备秩

序。官兵积极出谋划策，有效提高了紧

急出动效率。

通过学习新条令，我对查哨有了新

的思考：查军容风纪、执勤纪律只是手

段，“帮助哨兵擦亮警惕的眼”才是目的。

这段时间，中队战备秩序得到进一

步规范，官兵战备观念不断增强。前几

天，中队组织一场临机战备训练，哨兵和

应急小组反应迅速，行动高效。战士小

苏因应对及时、处置得当，在“执勤能手”

评选中脱颖而出。

（本报记者马嘉隆、特约记者张永清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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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千里上演“救援接力”，八天

九夜创造生命奇迹……日前，第 83 集

团军某旅战士小渠突发疾病，经多家

军地医院接力救援，终于脱离了生命

危险。

不久前，小渠在军事训练中突感

不适并出现昏厥，战友将其紧急送往

医疗队，值班军医初步诊断为肺炎引

起的脓毒血症，情况危急。经军医紧

急处置后，小渠被迅速转运至离驻地

最近的一家地方医院。

然而，因该院医疗条件有限、救治

能力不足，经过 19 小时的紧张抢救，

小渠仍未脱离生命危险，持续处于昏

迷状态。该旅随即联系联勤保障部队

某医院，并向上级汇报有关情况后，将

小渠转运至该院。

小渠入院后，该院迅速协调中部战

区总医院、某地方医院相关科室专家进

行集中会诊。综合分析小渠的病情后，

军地专家组一边研讨紧急救治方案，一

边与解放军总医院专家团队取得联系，

线上线下同步会诊。

令专家组感到担心的是，抢救期

间，小渠出现心搏骤停情况。经军地

专家组会诊评估，最终决定将小渠转

运至医疗条件更完善的中部战区总医

院救治。

“转运路途较远，患者病情危急，

每耽误一秒都可能危及生命。”会诊研

讨会上，专家们围绕如何降低转院风

险 展 开 激 烈 讨 论 ，科 学 制 订 转 院 方

案。为确保转运途中患者的安全，专

家组协调某医院重症救护团队协助完

成转运任务。

生命接力，分秒必争。转运途中，

该团队对小渠实施一系列急救措施，

密切监测生命体征。到达中部战区总

医院后，该院医疗专家组和医护团队

迅速对小渠展开紧张救治。

重度昏迷、多项指标严重超标……

面对小渠的病情，该院多次组织专家

会诊，制订完善救治方案，全力以赴抢

救战士生命。

在 医 护 人 员 的 通 力 协 作 、精 心

救 治 下 ，昏 迷 多 日 的 小 渠 终 于 恢 复

意识，生命体征渐趋稳定，逐步脱离

了生命危险……

“这场跨越千里的‘救援接力’，

得益于我们探索建立的科学医疗救

护机制。”该旅领导介绍，部队野外驻

训条件下，医疗资源有限，存在官兵

重大疾病救治难、后送难等问题。他

们积极与联勤保障部队各级医院和

驻地医院建立协作机制，为守护官兵

生命健康提供有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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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下 旬 ，陆 军 某 旅 装 甲 分 队

开展海上驾驶训练。

曾冰阳摄镜 头

亲 历 点 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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