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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双11”期间，天猫全球狂欢节

物流订单突破了10亿。有媒体计算，这

10亿物流订单，相当于美国20天的包

裹量，英国4个月的包裹量，中国2006

年全年的快递业务量。令人惊叹的不

仅仅是订单数量，还有物流配送的精准

和神速，目前看来10亿物流订单没有出

现爆仓现象。

10亿订单快速调配、快速包装、快

速运输、快速送达，商家能够做到这些，

得益于智能物流系统，得益于大数据的

对接与运用。在智能系统支撑下，地方

物流发展一日千里，这为军事物流现代

化建设、推动军事物流智能化发展提供

了有益借鉴。

有军事专家说，在24小时内运来一

个营，远比10天后运来一个师更可贵。

如果把战争比作一个巨人的肢体，那么

军事物流无疑是畅流不息的大动脉。

在人体生命科学中，大动脉牵一发而动

全身，是决定生命活跃与静止的关键部

件之一。这深刻揭示物流体系在战争

中的重要作用。

这些年，地方物流不断运用最前沿

的科技手段，让物流最大限度地智能

化、精准化、快捷化，让效率转化为效

益。货物跟踪定位、无线射频识别、电

子数据交换、可视化技术、移动信息服

务和位置服务等新兴技术都在地方物

流得到广泛应用。像菜鸟网络推出物

流预警雷达、大数据分单路由、四级地

址库等数据服务，引领智慧物流发展趋

势。百度打造了“物流+互联网+大数

据”三位一体的智慧物流云平台，号称1

秒钟完成1万订单的分配。与之相比，

军队物流在科学技术手段的发展就要

缓慢很多。

因此，军事物流要发展，必须尽快

搭乘地方物流的快车。首先，完善相关

法规制度。军事物流虽然姓军，但是与

地方物流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何提

高企业参与军事物流的积极性，如何让

军事物流与地方物流较好地融合在一

起，这些问题需要有专门的政策制度作

保障；其次，提高专项军事物流的智能

化程度。借鉴地方智能物流经验，不断

引进相关人才，研发适合军事智能物流

的方法路子，在一些保密要求高、危险

程度高、专业技术高的领域建立专门的

智能物流区域，确保军事运输和未来作

战的安全性；再次，加强现代军事物流

的演练。军事物流涉及军地多个领域、

多个部门，必须在平时加强现代军事物

流的演练与磨合，并在演练过程中发现

问题，及时改进。

军事物流有较强的军民融合特

征，是军民融合发展中非常有发展前

景的领域。通过理论攻关、试点先行、

制度保障、平时演练，完全有可能让地

方物流与军事物流无缝对接。当然，

让“军”字号物流搭乘地方智能物流快

车，首先需要来一场“头脑风暴”，只有

勇于打破原来的坛坛罐罐，牢固树立

军事物流“唯快不立”的快速保障思

维，才能真正让军事物流插上腾飞的

翅膀。

让军事物流搭乘智能化快车
■张凤坡

本报讯 向军、特约通讯员黄莺报
道：身处地下人防工程也能晒到太阳？
近日，《人防工程光导照明防护密闭快
速封堵技术研制》课题通过专家鉴定。
有了这个成果，防空洞里晒太阳或许在
未来能变成现实。

人防工程如何利用自然光照明，是世
界各国都在探索的课题。近年来，我国一
些平战结合的人防工程采用采光窗井、下
沉式广场、天井庭院等方法引入自然光，
但防护能力大打折扣。南京市人防办在
2014年建设康盛花园人防工程时，在非
防护区引入光导照明技术，通过导光管采
光系统将外部自然光线导入地下，取得自
然采光和绿色节能的效果，为光导照明技
术在人防工程的应用奠定基础。

2017 年 9月，南京市人防办申请课
题立项，联合陆军工程大学和江苏省人
防工程防护设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组成
一支研究团队，启动人防工程光导照明
技术的研制。

他们从改进光导照明系统的结构设
计入手，研制配套的防护装置，实现人防
工程光导照明防护密闭快速封堵。今年
6月，他们专门进行了抗爆性能试验，结果
证明该防护装置达到了指定防爆标准，检
测质量也达到国家标准一等品要求。

课题组负责人、南京市人防办副主
任徐利国表示，他们已经将该技术引入
到正在兴建的人防工程中，目前正在对
其防护效果进行测试。试点成功后，会
在南京市人防工程广泛推广。

南京市人防办探索光导照明和防护一体化技术

防空洞里晒太阳

本报讯 陈弛、特约记者王均波报
道：11月中旬，郑州联勤保障中心所属
某储供基地进行报废弹药调运。与以
往不同的是，承担装载弹药的不是军
车，而是地方车队。

去年以来，郑州联勤保障中心以被
装供应保障为突破口，探索引入第三方
物流进入联勤保障领域。今年新兵被装
发放中，地方物流快捷、智能、安全的优
势凸显，让中心运输投送部门赞叹不已，
同时也思考一个问题——在其他领域能
不能运用地方物流？

报废弹药调运危险性大，对承运车
辆有特殊要求，以往该基地都是协调军
用车辆投送。郑州联勤保障中心所属某
储供基地调研发现，某些地方物流公司

有运输防爆物品的特种车辆，他们平时
也承接民用燃爆物品等原材料的运输，
其安全性和专业性达到运输报废弹药的
标准。在前期多项论证和调查后，该基
地遴选出两家经验丰富、资质齐全的物
流公司签订合作协议。军地双方在任务
保密、指挥流程、时间节点、投送方式、行
车线路等方面进行明确，制订了详细的
运输投送方案。

18日 7时 30分，10辆满载着报废弹
药的地方车辆从某仓库出发，开往几十
公里外的某军用站台。40分钟后，报废
弹药全部安全运到指定位置。基地领导
告诉记者：“此次投送路程虽然不远，但
是迈开军民融合的第一步，为战时弹药
投送储备了新力量。”

郑州联保中心首次动员地方车辆运送报废弹药

为战时弹药投送储备力量

11月下旬，一场军交应急装载演练在某

军事运输投送调度中心组织下拉开战幕。野

外陌生地域、架设临时站台、夜间无照明、全

程灯光管制，这些关键词共同指向同一个战

术要求——隐蔽。

11月22日21时46分，战车开始在引导员

指挥下驶上平板车（如图）。每名引导员两手都

带有微光源，需做出指挥手势时手指打开光亮显

现，无需指挥时则十指攥拢光亮消失。装载全程

实行灯光管制，所有车辆的刹车灯都罩上遮光

套，车辆定位测量用上激光尺，捆绑加固人员也

带上了头顶灯。

该军事运输投送调度中心领导说，此次

夜间装载训练，就是要全方位锤炼官兵的运

输投送能力，让装备在夜间也能畅通无阻。

张 飞、周 鹏摄影报道

夜间装载遁身形

从 0.5公里的“展示铁路”到“八纵八
横”的铁路交通网，从“龙号”机车到时速
350 公里的高速列车，中国的铁路发展
史，见证了国家的百年巨变。

原驻沈铁长春军代处副主任张立
星，作为一名在军交战线工作 20多年的
老兵，手里也有一份别出心裁的“军交运
输发展史”——自己手写的 57本《铁路
军事运输综合簿》。

张立星告诉记者：“《铁路军事运输综
合簿》既是军代表的日记本，也是军事运
输的‘身份证’，每一本都详细记录了军列
的车次、时间、军运号码、军供保障等信
息。一本本表簿内容的变化，就是军交运
输工作不断创新发展的最好见证。”

张立星初次与《铁路军事运输综合
簿》结缘是 1997 年。那一年，他从军校
毕业分配到驻吉林铁路分局军代处，专
门负责军列调配工作。

当时的《铁路军事运输综合簿》写满
了“代”字头。所调配的军列都是代用客
车，车厢内没有座位，只有一扇小窗户，
夏天车厢内温度能达到 50摄氏度，坐在
里面就像蒸桑拿。那时候，张立星最大
的愿望就是能让战士乘车有个座。

随着国家铁路建设不断完善，2006
年根据上级指示要求，张立星多次和沈
阳铁路局车辆、客运等部门商讨客车选
扣、使用及调度相关流程，最终制定出台
《沈阳铁路局建制部（分）队铁路输送客
车使用保障办法》。在《铁路军事运输综
合簿》，张立星开始写代表快速旅客列车
的“K”字母。

从“代”到“K”，看似一个微小的变
化，却极大改变官兵乘行环境，运输投送
的效率也大大提高。自此后，冬冷夏热、
无水无电的“闷罐车”成为了历史。

2012年，东北首条高速铁路哈大高
铁开通运营，军交运输也在军民融合的
指导思想下，不断分享国家高速铁路建
设带来的红利。越来越多的新老兵乘坐
高铁入营返乡，《铁路军事运输综合簿》
开始出现了代表高铁的“G”字母。

2016年，某部接到紧急命令需运输
一批兵员。时间紧、任务重，军代处与铁
路部门决定使用整列高铁进行输送。当
时主管计划的参谋激动地说：“新老兵乘
坐高铁虽然常见，但选扣整列高铁完成
军事运输任务，这还是第一次。”
“不仅提速度，还要提质量。”张立星

告诉记者，近年来，随着我军实战化训练
水平不断提升，《铁路军事运输综合簿》
上越来越频繁地出现了集平两用平板车
“NX”和代表餐车的“CA”。以往从营区
到车站需要短途倒运，费时费力，装卸效
率较低。他们根据部队需求，加挂集平
两用平板车，利用铁路集装箱装载部队
装备物资，达到“门到门”的运输效果，投
送效率大大提升。

某旅参加“火力—2016”指挥对抗演
习，由于跨区机动时间长，沿途军供站设
置少，官兵热食保障相对困难。军代处
就探索了一条利用铁路餐车为长途军列
实时保障的新路子，让参演官兵能随时
吃上热乎的饭菜。

军事交通运输战线的蓬勃发展，离不
开国家的发展建设。尤其是改革开放40
年来，中国铁路建设步入快车道。2017
年我国铁路营运里程为 12.7万公里，比
1978年增加了7.5万公里。其中，高铁营
运里程已突破 2.5万公里，占全球高铁营
运总里程的三分之二。40年里，从蒸汽机
车到内燃机车，再到电力机车，不仅牵引
动力在增加，速度也是一代更比一代快。
而这些变化都写在《铁路军事运输综合
簿》上，成为军事运输能力提升的注脚。

张立星说：“随着军民融合的不断深
入，表簿内容的变化也许会更多。但不
管时代如何发展，军交人为打赢保驾护
航的使命始终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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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经抗日战争洗礼，重庆市留下
大量防空洞。如今，这些防空洞保存
状况如何？11月 23日，重庆市人民防
空办公室邀请 30位市民代表走进人防
工程，零距离感受改革开放 40年来人
民防空发展成果。
“走进重庆人民防空”系列宣传活

动已经成为重庆市人防办与华龙网联
合主办的“请进来”品牌活动。继 2017
年组织全市 40余家媒体的记者走进人
民防空，今年又征集 30名来自各行各
业的市民代表，实地探访重庆市部分
人防工程。
“感受了历史、经历了地震、躲过

了海啸。”来自重庆工商大学的赵飞
说，“本以为这次活动只是听听介绍、
看看展览，没想到却体验了一个小时
的‘生死逃亡’。”

这一小时的惊险是重庆人防宣教
中心推出的模拟场景项目。

体验者在“人防展厅”试听大轰
炸警报，铭记 1941年空袭给这片土地
带来的巨大伤害；在地震模拟体验平
台，感受不同类型的地震，并在专业
人员指导下学习如何迅速在地震中
保护自己；在“火灾逃生现场”，体验
者走进一个矮小漆黑的圆形通道，借
助“4D 影院”体验火灾逃生、雷电自
救、心肺复苏等互动项目。市民代表

体验的全过程在网上直播。据悉，当
天通过手机、电脑观看活动的市民达
到 10万余人次。

市民如何知晓这场活动，并报名
参与？11月 14日 17时 30分，市人防办
微信公众号发出《快来抢！30 个名
额！我们邀您零距离感受重庆人民防
空之美》邀请函，随后通过数个官方
APP、微信公众号进行转发推送。3天
内，就吸引了1000余名市民报名。

报名人数众多，参与人数有限。针

对这一情况，重庆人防办创新参与方
式，举办了分享朋友圈集赞活动。报名
的市民把活动内容分享到朋友圈，集赞
人数前 30位可以获得参与机会。一传
十，十传百，很快重庆市民的朋友圈里
刮起了分享人防活动的热潮。据统计，
参与分享的市民达数万人次。

集赞活动点燃了市民参与人防活
动的热情，市人防办又添“一把火”，顺
势推出了“乐分享 赢大奖”活动，参
观市民将体验的感想或是学到的应急

知识、技能等配上现场图片分享到朋
友圈，集“赞”前 10名的市民将获得人
防应急包。

直播、集“赞”、分享让宣传教育活
动效果发生了“裂变”。体验活动结束
后，宣传教育仍在持续。主办方通过新
华网、中国新闻网、华龙网的网站、微博
和微信公众号，各区县微信公众号，重
庆APP平台，重庆新闻联播、重庆之声
等载体发布活动情况和市民参观体验
视频。截至 11月 25日 13时，仅火灾报
警视频的点击量就超过500万人次。

市民只看了 15秒的视频，了解到
的是一手避险技巧。“喂，是 119吗，我
家着火了。”11月 25日，笔者在人防宣
传中心碰到一位小朋友豆豆，他正在
体验火灾报警项目。豆豆的妈妈余艳
琳告诉笔者，孩子就是看了重庆人防
23日的小视频后，也要来感受一下。

重庆市人防办党组书记、主任郑
平介绍说：“以守正促创新，以创新强
守正是重庆人防推动宣传工作不断强
起来的保障。此次活动让一次参观实
现裂变式传播，正是人防部门与媒体
深入合作的成果。下一步，我们将继
续加强与媒体的合作，让市民实实在
在感受到人防带来的安全感。”

上图：市民在人防宣教中心学习

心肺复苏技能。 王诚洁摄

重庆市人防办通过官方APP、微信公众号发出邀请函——

邀请市民零距离感受重庆人防的变迁
■本报特约通讯员 王诚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