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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余参谋所在的航空兵某部首次

到 南 部 战 区 空 军 某 场 站 开 展“ 零 伴 随 ”

驻训。

这天，双方刚开完对接协调会，余参

谋就拿到一本《联训保障手册》和一张“服

务保障小组联系表”。

步入机场，看到战机整齐排列，机务

人员和场站保障人员已经一起开展工作，

余参谋舒了一口气。

年年都驻训，今年不一样。过去，一

次异地驻训不亚于一次“搬家”：各型设备

和车辆、物资应带尽带，后勤保障人员一

路伴随保障。

而 这 一 次 驻 训 ，称 得 上“ 轻 装 简

行”——后勤人员一个没跟，保障车辆一

辆没带。

出行前，余参谋和一些官兵不免还有

些担心：“自己不带车，保障能跟上吗？吃

住方面能供应过来吗？不会要啥啥没有，

找谁谁难见吧……”

抵达驻训地几个小时后，这些担忧已

经 消 除 了 一 大 半 ：场 站 生 活 设 施 一 应 俱

全，官兵“拎包入住”就行。

进驻当天，余参谋就开始着手进行办

公准备。他对着场站下发的“服务保障小

组联系表”打了几个电话后，办公网络保

障小组和电话保障小组很快到位，完成了

布网和电话安装。

“驻训官兵只需一门心思投入训练，

保障的事就交给我们来办。”为了保证驻

训部队进驻后服务保障及时到位，该场站

成立多个服务保障小组。无论飞行保障，

还是日常生活保障，对照这张表都能直接

找到相关部门负责人。

顺利进驻后，余参谋所在部队随即投

入飞行训练。一个飞行阶段任务结束，余

参 谋 收 到 一 张“ 场 站 服 务 保 障 问 卷 调 查

表”，请驻训官兵对场站的保障工作进行

全过程评价和反馈。第一次“零伴随”驻

训，余参谋和战友们为场站打出高分。

以前，航空兵部队异地驻训，大都“拖

家带口”。可是，真打起仗来，这种保障模

式弊大于利。

作 战 样 式 在 变 ，保 障 模 式 不 能 不

变 。 要 实 现 航 空 兵 部 队 的 敏 捷 部 署 ，提

升 快 速 机 动 作 战 能 力 ，“ 零 伴 随 ”保 障 势

在必行。

对 空 军 航 空 兵 部 队 而 言 ，“ 零 伴 随 ”

并 不 算 一 个 新 的 保 障 理 念 。 但“ 零 伴

随 ”真 正 实 施 起 来 ，是 一 次 全 方 位 的 考

验 ：驻 训 部 队 要 适 应 这 种“ 即 插 即 用 ”的

状 态 ；场 站 则 要 迎 接 一 场 综 合 保 障 能 力

的大考。

托 举 战 鹰 奔 赴 未 来 战 场 ，呼 唤 新

的 保 障 力 量 。 优 化 机 制 、畅 通 链 路 ，

才 能 实 现 保 障 资 源 顺 畅 流 转 和 高 效

指 挥 协 同 ，打 通 一 条 条 通 向 战 场 的

“ 输 血 动 脉 ”。

为遂行新使命、担负新任务，场站官

兵正奋力练就更加过硬的“铁肩膀”。

驻 训 不 再“ 拖 家 带 口 ”
■本报记者 陈晓杰

天阴沉沉的，淅淅沥沥下起小雨。

不过，这并没有影响正在进行的飞行训

练。一架架战机从某机场呼啸升空，向

着预定训练空域飞去。

塔台上，根据下一架次飞机着陆时

间，南部战区空军某场站刘参谋迅速指

挥地面保障车辆到达预定位置。

飞机着陆后，充、填、加、挂……地面

保障人员有序展开作业，为战机再次出

动做好准备。

夜晚，所有飞行训练顺利完成。刘

参谋面前那排此起彼伏响起的电话，终

于恢复了安静。

对讲机里，驻训部队机务人员和场

站后勤保障人员密集的呼叫和应答声，

也逐渐减少。向最后一组场站保障人员

道了一声“辛苦”后，刘参谋紧绷的神经

稍微放松下来。

这一天，对场站官兵来说，是忙碌的

一天，也是具有特殊意义的一天：在此次

训练中，他们为所有驻训部队提供“零伴

随”保障，并圆满完成能力验证。

打仗就是打后勤。近年来，该场站

战训任务逐渐增多，大批量参训单位进

驻成为常态。他们在上级机关的帮带

下，适应新的功能定位，向战为战、迎难

而上，积极探索新的保障模式，在“零伴

随”保障之路上迈出先行先试的脚步，形

成一套自己的做法。

观念之变

不能算自己的小账，
要算战斗力的大账

“大油车，请到 3 号坪 1 号位加油。”

收到驻训部队机务人员呼叫，该场站中

士张翔正准备出发时，对讲机里又响起

本场机务人员熟悉的呼叫声。

作为牵引加油保障小组的负责人，张

翔出发为驻训部队加油的同时，安排另外

一名驾驶员前往保障本场机务人员。

“现在，保障任务是‘一盘棋’，不分

‘他们’‘我们’，只有任务优先。”张翔说，

“刚开始，还真不习惯。还没有实行‘零

伴随’保障时，外单位来驻训，都是自己

带驾驶员和保障车辆；现在，我们必须同

时保障驻训部队和本场部队，任务量大

大增加。”

从保障“一家”到保障“大家”，场站

官兵的思想迎来一波冲击。

观念被碰撞的不仅有本场官兵。“求

人不如求己”是一种普遍心理——必须

“零伴随”吗？真的不能多带几个人？与

驻训部队对接时，场站吴参谋也会常常

遇到兄弟部队参谋“讨价还价”。

“有的部队会想方设法多带人。”对

此，吴参谋表示，驻训部队自己带人来，

可以很大程度上减轻场站的保障压力。

但是，如此一来，又退回以前“各自为战”

的状态了。

与驻训部队官兵深入接触后，吴参

谋学会了换位思考：“面对新的保障模

式，驻训部队有担心很正常。这时候，我

们场站的保障实力最具说服力。”

保障模式的重塑，首先是思维观念

的重塑。“身处新的作战体系，只有重新

审视战场定位，重塑能力素质，才能适

应瞬息万变的未来战场。”场站领导介

绍了当时下定决心开展“零伴随”保障

的初衷。

那 是 一 场 历 时 2 年 多 的 攻 坚 之

战 ——

到兄弟部队和民航机场考察调研，

取长补短；开展“一专多能”学习，大力推

进能力储备；引入信息化建设成果，优化

保障流程，提高保障效率；定期开展研

讨，官兵就如何实现“零伴随”保障，结合

工作实际谈思考认识……

行不行，嘴上说了不算，还得实际检

验。从去年开始，场站领导决定，先针对

少部分驻训部队实施“零伴随”保障，进

行能力验证。

摸清本单位底数，探明保障缺口在

哪里；对接进驻部队，明确要给他们提

供什么；与上级协调，算清需要申请预置

多少资源……场 站 飞 行 保 障 室 几 名 参

谋针对“零伴随”保障的可行性，形成一

套方案。

那段时间，吴参谋脑子里全是保障

方案里那些数据。“我就不信自己测算不

清楚、论证不明白！”记不清多少个夜晚，

吴参谋和战友们为了一个个细节通宵达

旦地加班。

为给驻训部队提供更及时高效的保

障，刚开始，场站成立 18 个服务保障小

组，后来又增至 21 个。

不分时间、不分单位、不分你我，保

障好驻训部队的“第一顿饭”“第一次过

夜”“第一场次飞行”，成为场站全体官兵

的共识。

“零伴随”保障一经试行，收到不少

驻训部队的好评。场站官兵的自信也上

来了：一定要让兄弟部队看看我们的保

障水平！

“驻训部队带的人员和物资少了，我

们的保障任务更多了，但航空兵部队机

动作战能力得到了整体提升。围绕‘零

伴随’做‘加减法’，就不能算自己的小

账，要算战斗力的大账。”该场站一名领

导告诉记者，这场训练结束后，他们还要

在更大规模的演训任务中验证场站“零

伴随”保障能力，探索形成一套更为科学

完善的保障流程。

标准之变

打破“低效循环”，创
新精细化管理理念和流程

一大早，场站充气站站长吴彬就给

今天出车的保障人员每人发放了一张任

务操作卡。

记者看到，操作卡上，根据当日保

障任务列出了详细的工作程序和注意

事项。

“以前大家还嫌持卡操作麻烦，觉得

拿个保障本出车就行了。几次事例教训

之后，现在持卡操作已成为习惯。”吴彬对

记者说。

任务量越大、责任越大，越需要标准

化。推行“零伴随”保障，场站各专业团

队长期高负荷运转，对官兵的体力、精力

都是考验。

“新老人员交替更迭，保障经验不

足 ，带 来 一 定 隐 患 ；装 备 设 备 连 续 运

转，维护保障不及时，会导致故障率较

高……这些都要求我们必须改变粗放

式 的 保 障 模 式 ，进 行 规 范 管 理 。”场 站

罗参谋向记者细数了精细化管理的必

要性。

为了解决错误操作、忘记流程、遗漏

工作等问题，场站推行“卡片+”工作模

式。他们还研发“飞行保障辅助决策系

统”，将场站各专业的制度规范、各岗位

的流程标准、各场景的工作内容都纳入

该系统。官兵上岗前，一键输入任务场

景，就可打印出一张任务操作卡。持卡

操作，有效规范了保障流程。

去 年 ，场 站 还 成 立 了 一 个 新 部

门 — 轮式装备统修维护中心。以前，

驻训部队要修理车辆，都是各管各的。

“零伴随”保障后，场站不仅提供车辆保

障，还要承担所有型号车辆维修保障任

务。轮式装备统修维护中心成立后，建

立起 24 小时值班抢修制度，可随时解决

车辆突发故障。

在重塑保障模式的道路上，有时需

要做“加法”，有时则需要做“减法”。

在场站航材仓库，记者看到搬运机

器人正在根据系统指令，完成航空装备

器材进出仓工作。“以前，航材收发、仓库

摆放、出库、登记等都需要人力完成。现

在收发航材再也不用满仓库跑，只需在

收发区动动手指就能完成。”航材仓库保

管员李海洋说。

前期，场站通过深入调研、咨询厂

家，最终决定借鉴民航的有益管理办法，

建立仓储信息化管理系统。同时，他们

引入搬运机器人和电动作业车，仓库保

障实现智能化。

“随着保障任务成倍增加，传统的

航 材 收 发 模 式 已 经 无 法 满 足 大 规 模 、

多机种的保障需求。”场站航材股简助

理 介 绍 ，“ 智 能 化 仓 库 投 入 使 用 后 ，降

低了人力成本，提高了存储效率，还可

以 实 时 查 看 库 存 使 用 率 ，控 制 仓 储 温

度 湿 度 ，大 幅 提 高 了 航 空 装 备 器 材 管

理效能。”

“保障模式变了，以前那种‘飞机一

响、全员进场’的方式，显然已经不合时

宜，人员力量也不允许。”场站领导介绍，

“下一步，我们要深化信息化建设成果，

为战斗力提升赋能增效。”

向外延伸，也要向内突破。结合工

作实际，场站官兵积极自主创新，一个个

小发明、小创新为简化场站保障流程、提

升保障效能发挥了重要作用。

天气预报情况提醒软件，提升了预

报工作的时效性；库门制动装置改造，便

于机堡库门抢修，提高了维修效率；机场

道面全生命周期数据平台，实现了道面

精准维护……

如今，该场站官兵自主研发的多项

创新改造成果，已经投入使用。其中，2

项被上级评为优秀研究成果，6 项被空

军推广使用，多名官兵因创新成果突出

获表彰奖励。

打破“低效循环”，创新精细化管理

理念和流程，该场站逐步形成了自身的

“品牌”标准。

能力之变

深挖单兵潜力，锻造
“一专多能”保障人才方阵

开着大巴车送飞行员进场后，二级

上士杨通又坐进电源车，给战机充电。

遇上人手紧缺，他还会开上油车，去给战

机加油。

利用不同车型使用的“时间差”，一

人开多种型号的车，随叫随到，是杨通和

战友们的工作状态，也是战位要求。

面对保障任务繁重、人手紧缺的实

际，该场站向内深挖单兵潜力，注重人

才梯队培养。他们开展“全机型”“全弹

型”“全伞型”保障骨干训练，储备了一

大批适应场站“零伴随”保障的人才。

“现在，任务追着我们跑。不会，就

要赶紧学；学了，就要马上用。”杨通原

本是个慢性子的人，赶上场站这两年的

新变化，他逼着自己快跑起来，学出一

身本领。

刚入伍时，杨通干的是充电专业。

后来，场站提倡“一专多能”学习，他又学

会了电源、空调、油泵等专业。最近，他

正在学习为战机充氧充氮。“不逼一逼自

己，还真不知道自己有多大潜力。”他感

慨地说。

运行模式之变、战训任务之变，亟待

场站官兵尽快实现能力升级。随着“零

伴随”保障模式运行，场站对“一专多能”

人才的需求比以往更加迫切。如今，“不

会开车和做饭的车辆修理工不是优秀的

保管员”，成为场站官兵中一句颇为流行

的顺口溜。

巨大的连续轰鸣声中，一架架战机

依次降落。机尾处，阻力伞瞬间弹出，伞

花在风中绽放。早在一旁等候的保伞员

追上去，将地上的伞衣、伞绳拉到跑道边

缘，快速整理。

这些阻力伞会被运到哪里？记者

跟着装满阻力伞的车来到伞房。伞房

里，几名保伞员正将阻力伞快速折叠、

装包。

“零伴随”保障后，平时不被大家关

注的伞房里也悄然发生变化。保伞员胡

子明回忆起几年前的场景：“以前，各单

位来驻训都要自己带保伞员，各叠各的

伞。那时候，整个伞房坐满了各单位的

保伞员。”

现在，驻训部队所用阻力伞全都由

场站官兵负责。他们要及时捡伞、后送、

包伞，然后送至机务人员手中，保障各部

队飞行计划顺利进行。

保障机型增多、任务频次加大后，最

大的问题是保伞员人手不足。于是，场

站安排经过“一专多能”培训的航材仓库

保管员也加入捡伞队伍。

熟能生巧，熟也能生智。胡子明和

战友们一边提高包伞速度，一边琢磨如

何改进包伞手法、优化叠伞步骤。

“到我们场站驻训的同行，都觉得我

们的工作量简直不可想象。”胡子明笑着

介绍，经他们优化后的叠伞手法已经推

广到全军。

如今，场站的工作更忙更累了，连队

战士的留队意愿是否会因此受到影响

呢？充气站站长吴彬告诉记者，这几年

想要留队的战友越来越多，每年都要通

过激烈的竞争，优中选优。

“ 任 务 越 多 ，学 到 的 东 西 也 越 多 。

忙，是为了能力的重塑、战斗力的提升，

大家劲头更足了。”吴彬说。

吴彬还记得，自己多年前刚入伍时，

整个场站只保障一种机型。后来，他们

保障的机型增加到四五种。如今，他学

得一身技能的同时，也在工作中目睹了

各型战机的风采。

当战机加力冲上云霄的一瞬间，吴

彬总会激动不已。想到那些战机升空背

后，有自己和战友们的奋力托举，他觉得

非常自豪。

一 个 空 军 场 站 的 保 障 之 变
■廖诗宽 刘 希 胡潇潆 本报记者 陈晓杰

南部战区空军某场站官兵回收战机阻力伞。 张为栅摄

图①：南部战区空军航空

兵某旅战机等待起飞。

张咏凯摄

图②：南部战区空军某

场 站 官 兵 使 用 设 备 察 看

鸟 情。

吕世强摄

图③：南部战区空军某

场站官兵进行蓄电池保养。

吕世强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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