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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一：现代

营区变迁体现发展速度

“你们看，这是上世纪80年代初的老营房，再看看现
在，真是不可同日而语。”前不久，第 74集团军某旅组织
新兵参观旅史馆，旅史馆墙上的一张张老照片，一下子把
新兵们拽进时光隧道，回到许多年前。

上世纪90年代初，该旅前身换防进驻深圳。部队搬
入新营房时，爱好摄影的战士黄建国拿出凤凰相机，留下
3张黑白照片。已经泛黄的照片定格了连队当年的模样：
青砖灰瓦的平房、几十张半旧桌椅，就是当时一个连队的
主要家当。大门前的黑板报上，用粉笔写着“热烈欢迎进
驻新营房”几个大字，渲染着喜庆气氛。

1999年 8月 1日，官兵迁至新营房，3层青砖小楼粉
刷一新，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新的办公、生活条件让大家
开心不已，战士雷刚迅速按下快门，拍下当时的情景。

2015年，部队营房设施再次翻新。喜迁新居那几天，
已经“鸟枪换炮”的雷刚携带新款数码相机，一口气拍了
个够。照片上，新型武器装备雄壮威武，现代办公楼巍然
屹立，班排宿舍里，沐浴室、烘干室、学习室、活动室等供
战士生活、学习和娱乐的设施一应俱全。此外，还有中央
空调、灯光球场等，彰显着现代化军营的便利。

“这些年，我们旅真是一年一个样，几年大变样。”亲
历部队变化的雷刚感慨万千，“入伍后的这些年，连队从
低矮的平房搬进了宽敞明亮的楼房，全连一台电视变成
了每班一台，请假外出洗澡变成了天天用太阳能热水器
沐浴……”

一张张照片，一段段话语，浓缩的是部队发展的轨
迹，见证的是国家日益强大的经济实力。

“部队营区为什么会有这些新变化？”旅党委组织官
兵围绕“变化源头在哪里”展开热烈讨论，引导大家明白
营区的变迁，就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日益富强的体现。

关键词二：实战

营房建设体现战备要求

“营房就要有营房的样子”。部队营区作为作战单位
的基地、练兵的场所，这个样子首先应是打仗的样子。

过去，一些部队的营房的“颜值”高了，但只是室内更
宽敞明亮了，设施更配套齐全了，环境更温馨宜人了，在
增强作战功能方面却考虑较少。

“打仗意识淡化，营房建设理念必然日趋生活化。”谈
起这一现象，该旅军需营房科科长陈勇有一肚子话要
说。2015年他所在的旅进行营房建设时，正赶上部队开
展战斗力标准大讨论。他们将“如何强化营房建设的打
仗意识”“如何增强新建营房的作战功能”等话题引入大

讨论，探索按照打仗标准建设营房的新路子。
规划设计贯彻战备要求。以营区绿化为例，他们首

先考虑的是不影响部队出动，并能对重要目标进行隐蔽
伪装；营区内道路设置则根据使命任务和装备性能进行
调整，确保每一条道路、每栋营房都满足战备需求。营区
营连兵器室、器材室、储藏室、给养库等“三室一库”全部
配置在一楼入口处，官兵搬运装载物资器材时间大幅缩
短；战士宿舍进行整合改造，拓宽走廊宽度和宿舍内两床
间距，去掉营连门口的台阶，确保携带装备的官兵紧急出
动时互不干扰。

营院环境彰显战斗文化。笔者对比该旅营区老照片
发现，过去一些挡道的花花草草等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
直线加方块、棱角分明的道路，方便官兵应急出动。并且
还采用展现部队特点、光荣历史、英模人物的元素，营造
尚武、习武、精武的人文环境。

营房建设体现质量标准。在营房设计、建造中，该旅
始终坚持质量第一，按照“百年营房”的标准，做到工期服
从质量，造价保证质量，技术支撑质量。“今年 9月 16日，
台风‘山竹’登陆广东时，其他地方有的房屋被吹翻，一些
高档住宅小区也受损严重，甚至百年老树都被连根拔起，
但我们的营房安然无恙，经受住了考验。”谈起部队营房
的质量，营房助理薛霖自豪地告诉笔者。

关键词三：绿色

营房设施注重节能减排

“反正不用自己出钱，随便用！”这是前些年该旅部分
官兵心里的想法。

“那时会有长明灯、长流水现象，文件都是单面打印，
每年水电费不少。”该旅政治工作部主任陆轶告诉笔者，
过去由于部分官兵环保观念不强，很多随手就可以节约
的资源，被白白浪费。

2015年上半年，该旅积极响应国家“节能减排”号召，
对营房进行综合改造，在规划设计和建设上，体现了对自
然规律的尊重，突出“绿色”主题，普遍采用外墙保温、防
水坡屋面、太阳能集热、地热采暖和水资源循环利用等新
技术，并配置节能灯具、洁具、太阳能热水器和垃圾分类
处理装置。

这些都在悄然改变着官兵生活。据初步统计，与改
造前相比，该旅用电量下降 16%、用气量下降 20%、用水
量下降22%，整体能耗下降近18%。

在改造的同时，旅里还给每名官兵下发《资源节约手
册》和“从身边小事做起”的倡议书，“人走请关灯”的小告
示贴在电源开关旁，“水是生命之源”的小标语贴在水龙
头旁，“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小警句贴在饭堂醒目
位置，并经常开展环保知识竞赛，增强官兵节约意识、生
态建设和环保意识。

此外，该旅还实行节能减排追责制度。去年初，该旅
结合往年的资源消耗情况，科学量化出每个基层单位的
水、电、油等限量标准，建立责任追究制，实行资源超标评
先评优一票否决。保障部部长胡明枢说：“责任追究，就

是要逼着大家算细账。”
笔者在该旅营区采访时发现：每个连队都装有空调，

平均拥有25台电脑。这么多电器，用电量会不会超？面
对笔者的疑问，指导员林汉杰摆摆手说：“不敢超！”他讲
述了自己为超标“买单”的那次经历。

林汉杰刚任指导员时，由于管理不善，连队用电量超
标，结果他本人和连队那年都被取消评先进资格。从此，
林汉杰建章立制抓节约，连队再没有出现过用电量超标
的现象。

营炊事班的馒头机、饺子机、轧面机等 10多种主食
加工机器，是名副其实的“电老虎”。尽管炊事班的伙食
保障不错，但总因耗电超标而“功过相抵”。痛定思痛，
他们转变思路，重新采购节能环保电器，一年下来，节电
近1/3。

负责管理营区路灯的军需营房科战士小周坦言，以
前不按时关灯的现象经常发生，有时路灯会一夜长明。
为此，军需营房科没能当选先进单位。之后，军需营房科
在路灯上安装了继电器，不仅能按时开关灯，还可以根据
季节变化和天气情况调整开关灯时间，减少了浪费。

关键词四：暖心

环境改善既温暖又贴心

傍晚，笔者在该旅生活区散步，恰巧碰到探亲来队的
干部家属李女士和孩子。“现在吃过晚饭散散步是一件很
惬意的事，但在过去，我都不敢想。”

“那时候营区房间根本不够住，我来看他，还要自己
在外面租房子；有时候有家属房，但其他同事的家属也来
队，没办法，一套两室一厅的家属房，我们两户人家住，十
分不便。”李女士说。“不仅如此，房间设施也很老旧，基本
没有家用电器，不时还会因压力不足而停水。”

当时，营区周边还有好几家污染企业，营区内的污水
采用明沟排放，空气里弥漫着刺鼻味道。“现在好多了，周
边污染企业早就关停，营区内污水也改成暗沟排放，没有
什么味道了。”李女士说，“这几年营区还新修建了家属临
时来队住房，基本上来了就有的住。春节来队家属比较
多时，家属房不够还可以住招待所，再也不用与别人合
住。每套家属来队住房都很宽敞、亮堂，设施也很现代
化，房间里空调、洗衣机、热水器、数字液晶电视等一应俱
全。我们住着都很舒服，感觉像回到了家。”

漫步该旅生活区，只见这里安静恬淡，院落整洁，老
人小孩或坐或行，或聊或弈，怡然自得。

笔者了解到，考虑到家属区有的老人腿脚不灵便，不
宜走远，该旅在新建住房时，将服务区设在一层，方便老
人出入这些服务点；在老人、小孩常走地段，铺上防滑砖；
楼梯的栏杆上，也安装了防护栏；楼道的黑暗角落，装上
了安全警示灯。这些事情虽小，但家属却处处感受到了
温暖。

许多家属深有感触地说：“现在部队住宿条件改善
了，生活方便，精神愉悦，我们必须更加支持家里军人的
工作，做他们坚强的后盾！”

我亲身经历了部队营房日新月异的变化。
1980年，我参军入伍，当时部队驻扎在山区，居住的

营房大部分都是建国初期建造的土坯房，墙面斑驳残
缺，有的房子甚至是危房。我记得当时连队在后山上有
一个通信站，需要24小时值守，守站的两个战士就住在
用茅草搭建的窝棚里。窝棚不挡风、不遮雨，一到旱季
更是闷热难耐，蚊虫追着人叮咬。就连我这个来自贵州
的地地道道“山里人”都有些不适应。

1983年，我从军校毕业。那时，部队的居住条件有
了明显好转。许多土坯房都进行了翻修，基本的内部设
施如厕所、浴室、水房等也逐渐完善。

此后10年间，因工作需要，我先后经历了十几次岗位
调动，住过不少营区，土坯房变成青砖平房，青砖平房又变
成水泥楼房，整个营区的面貌发生巨大变化，办公、生活、训
练场地设施完善配套，极大增强了军营的吸引力和凝聚力。

配套日益完善
■原某旅干部 王国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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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关键词大关键词
■李志国

改革开放40年，是我国经济
力量迸发的40年，也是国防和军
队建设阔步发展的 40年。这场
伟大变革体现在部队建设的方方
面面，本期请和我们一道走近第
74集团军某旅，通过这扇窗口，
感受改革开放 40年来官兵“住”
的变化。

——编 者

我曾去国外的军队学习交流，那里很多军营都有
一种真正的战场氛围。

未来军营应当是什么样？我是这样思考的：
应当按照“一保战备、二保生活”的原则，优先保

障战备，营房处处都要体现打仗的需要。其次才是保
障官兵生活，在满足基本功能和实用耐用前提下，建
筑样式简洁实用，装饰装修简约适用，不搞“花园式”
营区、“宾馆式”营房。

记得有一次我和战友到西北野外驻训，天天睡帐
篷，虽然也能满足基本需要，但长期睡帐篷滋味确实
也不好受。随着部队野外驻训时间增加，将来的营房
应当着眼野战化保障，积极推广可拆卸移动、灵活组
合的装配式和集装箱式营房。标准化设计、模块化组
合、装配化施工，样式按需扩展，营区野外都能用，从
而提高野外驻训营房保障的质量。

军营要姓“军”
■某旅干部 王 军

部队进驻深圳之初，驻地周边还是荒郊野岭，杂
草丛生。

记得那时，一些日常用品都比较缺，官兵一般不
外出，因为外面啥也没有，出去不知道去哪里，不知
道能干什么，找个小店也要靠两条腿走好远的路。
营区外，稀疏零落地散布着一些破旧的民房，偶尔能
看到一辆摩托车。

改革开放 40年间，昔日落后的渔村发生翻天覆
地的变化，一座现代化都市平地而起。驻地周边，直
插云端的摩天大楼、美丽迷人的花园小区，便利的交
通与生活设施，极大方便了官兵的出行和生活。

现在，深圳天蓝水碧，海风徐徐，给人们提供了
宜居的生活环境。官兵不由感慨，国家的飞速发展
让大家的日子越过越好，也激励他们练好本领，守护
这份安宁和繁荣。

小渔村变都市
■某旅政委 李子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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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上世纪80年代，官兵在营房前搬物资。
李志国供图

图②：上世纪 90年代，官兵在宿舍前拔河。
马红明供图

图③：上世纪 90年代末，官兵搬进三层小楼。
李亚旗摄

图④：进入新世纪，该旅新建办公大楼。
黄伟毅摄

图⑤：进入新世纪，现代化营房拔地而起。
黄伟毅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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