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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员之声动员之声

筑牢基石筑牢基石

不仅配有高度智能化的烹饪设施，
而且手工炊事技能在广西全区军供站
比武中名列第一。在前不久的“智慧厨
房”建设观摩活动中，桂林军供站以设
施、技能两方面都过硬的突出表现给观
摩人员留下深刻印象。

“无论是引进新装备，还是夯实基
本功，都是为了提高实际保障能力。”桂
林军供站站长雷志勇介绍起他们引进

“智慧厨房”设施的过程。近年来，随着
部队实战化训练的深入推进，远程投
送、持续投送、大规模投送成为常态，给
军供部门提出了很高要求。在一次遂
行应急保障任务中，该军供站连续接待
过往部队，由于采用的是人工操作为主
的保障模式，掌勺厨师忙得连轴转，炒
菜时竟打起了盹。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也能催生

战斗力、保障力。为提高保障效益，军
供站党支部一班人开始把目光投向新
型烹饪设施领域。经过市场咨询、专家
论证、集体研究，2016年桂林军供站引
进一套自动化程度较高的烹饪设施，并
将其命名为“智慧厨房”，使军供硬件设
施水平获得大幅度提高。

记者在桂林军供站了解到，“智慧
厨房”涵盖了从蔬菜清洗到盒饭装车的
各个环节。以往，按照4荤2素1汤1主
食的食谱，保障 600人盒饭供应需要 31
人连续奋战 4小时，人均每小时完成不
到40道菜；如今，按照相同的食谱，保障
1000人盒饭供应，仅需 18人操作 2.5小
时就可轻松完成任务，人均每小时完成
近 180道菜，较以往保障效率提高 4倍
多。并且“智慧厨房”可实现 24小时不
间断作业，持续保障能力也大大提高。

“智慧厨房”的引进，大大减少了军
供保障人员的工作量。特别是使用“智
慧厨房”机器人炒菜，只需按照机器人
语音提示操作，无论是高级厨师还是普
通工作人员，炒出来的菜肴色、香、味都

一样。“既然谁都一样，何必辛辛苦苦练
技术？”一些人因此产生了当“甩手掌
柜”的想法。

“工作人员虽然不穿军装，军供站
却担负战时保障任务，如果把保障任务
完全寄托在一套挪不了窝的设施上，那
是不托底的。”军供站党支部一班人引
导大家放在战时背景下考虑问题。经
过一番讨论，全站上下形成共识：既要
能驾驭新装备，又不能丢掉基本功。

在日常保障过程中，该军供站有意
识地安排人员进行手工操作，既能与

“智慧厨房”烹饪流程形成互补，又使大
家始终不忘自己的“看家本领”。在此
基础上，站领导鼓励大家参加专业技术
等级晋升。目前该站 4名厨师中，有 2
名高级厨师、2名技师厨师，高级工人数
已占职工总数的 80%。此外，该站通过
统一服装、标识，创作站徽、站旗、站歌
等方式，不断强化大家的职责意识、国
防观念和敬业精神。

“人与装备的结合程度越高，战斗
力和保障力就越强。”桂林联勤保障中

心运输投送处处长黄晓军讲起今年初
发生的一件事。

那一次，桂林军供站派出 2辆送餐
车刚刚离站执行定点保障任务，值班员
突然接到某部来电：请求2小时15分钟
后为正在桂林火车站装载物资的该部
官兵供应220份盒饭。按照常规保障方
案，军供站向车站附近军列送餐最快速
度为 3小时，而且眼下在站人员力量不
足。受理还是不受理？不受理，指战员
就会饿肚子；受理，就会冒不能按时完
成任务的风险，怎么办？

艺高人胆大。桂林军供站迅速启
动应急预案，一边让“智慧厨房”全速运
转，一边组织在站人员全员上阵。在要
求时限内，220份盒饭一一送到该部官
兵手中，且 4荤 2素 1汤 1主食 1绿豆稀
饭的标准超出了该部预期。

“如果大家手生，是不敢接受这项
紧急任务的。”雷志勇告诉记者，现在
全站人员都懂得这个道理：有了再好
的新装备，也不能丢掉手工操作这项
基本功。

有了新装备，不忘基本功
—广西桂林军供站加强保障能力建设侧记

■沈 文 任彦樵 本报特约记者 黄 翊

6月14日，浙江省长兴县煤山镇槐坎中心幼儿园依托驻军部队，开展“走进军营 感受国防”实践活动，让孩子们近距离接触部队官兵，从小扎下热爱军队、崇尚军
人的思想根子。图为战士们为幼儿园小朋友表演倒功操。 许斌华摄

前段时间省军区机关到驻信阳某
部走访，了解到该部进出口道路等级
低，便立即与省发改委对接，使提高道
路等级的需求顺利落实。事后，发改委
的同志告诉我们，幸亏在整体工程开工
前了解到部队需求，如果再晚几天，开
工后的工程就难以再嵌入国防功能。

受自我保障的传统思维影响，一些
部队不习惯向驻地提需求。一些部队
有这方面意识，却提不到点子上。比
如，家属随军就业、孩子入托上学这两
项需求提的特别多，不是说“后院”“后
代”的事情不重要，但这些事情只是军
事需求很小的一部分，如果把军事需求
与保障“后院”“后代”两者之间划等号，
难免有点狭隘了。

工作中我们深深体会到：如果地方
党委、政府接收到的需求信息不及时、
不全面，纵使拥军热情再高，也难以在
经济建设中同步贯彻国防要求。因此，
应让军地双方信息对称起来，形成你有
所呼、我有所应的良性互动局面。

提什么——

聚焦主业提需求，让地方
感受到部队备战打仗的决心

“现在部队需要什么？”这是一些地方
领导经常问起的话题。对此，我们肯定地
回答：部队最需要改善练兵打仗的条件。
为改善条件，一些部队向地方提出合建基
础设施、征用通用装备物资等事宜。但一
些部队领导在提报需求过程中显得底气

不足，我们感到这完全没有必要。
从大的方面讲，我们的军队是人民

军队，我们的国防是全民国防，全民动
员参与国防建设既是优良传统，又是现
实需要。从操作层面讲，军队向地方提
出军事需求是有制度依据的。2017年
底，国家发改委、军委战略规划办公室
联合印发《经济建设与国防密切相关的
建设项目贯彻国防要求管理办法》，各
省也相继出台实施细则，明确规定交通
运输、通信信息、人防工程等 5个方面
22个项目建设均需征求军事机关意
见、贯彻国防要求。

当前，地方各级党委、政府的国防
观念和大局意识越来越强，只要需求合

理、提得及时，就会获得他们的大力支
持。河南省西峡县域内一无驻军、二无
军工企业、三无科研院所，但在军地双
方的努力下，该县战备公路总里程居全
省县级区域之首，为部队迂回过境、预
设阵地创造了良好条件。

向谁提——

省军区系统统一提报，
统筹部队所需与地方所能

以前驻豫部队提报需求大多各自
为战，这不仅使部队对地方的情况若明

若暗，而且也使地方对部队的总体需
求、重点方向把握不准。

新一轮军队改革调整后，我们充分
发挥省军区系统面向三军、协调军地的
职能作用，对驻豫部队的军事需求进行
统一收集、统一论证、统一提报。一方
面，对地方一时难以落实、又非部队亟
须的需求项目暂时搁置，待条件成熟后
再予以研究；另一方面，对一些功能相
似、地域相邻的项目进行整合，避免重
复建设和资源浪费。目前，经省军区机
关统一报送的需求项目，省有关部门均
予以支持、批准。

一省驻军体量大、类型多，地方经
济社会发展又很快，统一提报驻豫部队

需求，对省军区首长机关提出了很高的
要求。我们坚持干中学、学中干，既掌握
各军兵种部队的制胜之理、练兵之需，又
了解地方相关行业部门的基本情况、动
员潜力，努力把部队所需与地方所能紧
密结合起来，实现一项投入、多种效益。

怎么提——

由下自上分级负责，让
军地各级都了解情况

我们探索建立的驻军协调机制，不
搞大包大揽，而是通过省、市、县三级组
织机构运行，实施分类管理、按级负
责。市、县区域内能解决的问题，就立
足本区域协调解决，解决不了的，由省
军区出面协调；省域内难以解决的困
难，分军地两条线按隶属关系逐级上
报，协同解决。

这样的制度设计，既符合分级管理
的一般规律，又促使军地双方在各个层
级进行沟通对接，便于了解彼此情况、
共享双方信息，为精准提报需求、及时
落实需求打下基础。

河南许（昌）信（阳）高速公路贯彻了
数项国防要求，当初沿线驻军提出的军
事需求就是逐级汇总到省军区，由省军
区协调召开军地任务对接会一一推动落
实的。虽然是分级负责，但任务对接中
我们安排沿线驻军部队代表全部参与，
目的就是让各部队尽可能了解地方相关
信息，不断提高需求提报的针对性。

（程 飞、武 喆整理）

军队提需求，如何告别信息不对称
——对话河南省军区办公室主任王翼

军事需求提报，是国防动员的第一道工序，也一直是个“老大难”。难就难在部队不知道地方所能，
有想法没办法；地方不知道部队所需，有资源没处用，不仅在重大经济项目建设中难以贯彻国防要求，而
且在实施专项保障时容易出现“我要苹果，你给鸭梨”的尴尬。

显而易见，军队提需求首先要告别信息不对称。近年来，河南省军区建立驻军协调机制，在军地信
息互通共享方面进行积极探索。日前，省军区办公室主任王翼谈了他们在探索实践中的些许思考和体
会，本报摘要刊发，以供借鉴。 ——编 者

日前，新疆军区某机步团邀请驻地高校的心理医生走进野战帐篷，为驻
训官兵传授心理保健知识，缓解训练压力。今年以来，该团与驻地高校签订
共建协议，组建心理服务骨干队伍，为驻训官兵实施伴随保障。 刘 程摄

6月中旬，重庆警备区、重庆市人防
办和市教委共同举办人防教师培训班，
对全市 200余名人防教师进行全覆盖、
系统性培训。

着眼提高学校人防教育质量，近年来
重庆军地大力提升教师开展人防教育的能
力。这次为期5天的培训中，主办方既对相
关法规性文件进行解读，让受训人员清楚人
防教育的基本依据，又设置伤口包扎、消防
灭火、心肺复苏等操作课目，训练大家的自
救互救技能，还整理出50余条趣味知识，使
人防教学与群众日常安全紧密联系起来。

为培训班授课的既有陆军工程大学
通信士官学校、重庆邮电大学等院校的
专家教授，也有重庆大学武装部、驻渝某
部等单位人防教学领域的行家里手。同
时，重庆警备区还安排单兵队列、战术技
能和实弹射击训练，使人防教师能够独
立组织军训，让人防课有兵味。

“重庆曾在抗战时期遭受日军 5年
半的大轰炸。”重庆市人防办领导介绍
说，他们把这段惨痛历史融入培训中，引
导大家居安思危、有备无患，切实掌握防
空防灾技能，增强人防教学能力。

重庆军地：
联手培训人防教师
■本报特约通讯员 杨汝健

6月17日22时55分，四川省长宁县
发生6.0级地震。据媒体报道，成都市高
新区地震预警系统在地震波开始抵达前
61秒发出了地震警报，用多种手段提醒
民众及时避险。网友为此点赞：这宝贵
的61秒，可以让多少人有所准备从而有
惊无险！

笔者不禁由此想到战时空袭的预警
问题。战时空袭不仅与自然灾害具有相似
的破坏性，而且预警时间也极为短暂，同样
需要争分夺秒，须臾不可耽搁。但从目前
实际情况看，要想使空袭预警实现全覆盖、
预警发挥出应用效果，还需要迈过两道坎。

一道坎是预警体系要进一步健全。
从人防部门公布的数字来看，我国大多数
城市的防空袭警报覆盖到了90%以上的城
区，成果喜人，但成绩背后也有隐忧。一是
城市的高楼大厦越来越多、越盖越高，且部
分城区建在山地、丘陵地带，警报必然随遮
挡物的增多增大而降低效果。二是部分单
位和个人擅自使用、更改无线电频率、波
段，对警报作用的正常发挥产生不容忽视
的影响。三是一旦敌方实施空袭，往往伴
随电磁干扰，在复杂电磁环境下部分电子
警报器能否发声也是一个考验。

考虑到上述这些不确定性因素，从
2018年初开始，一些人防部门与气象部
门合作，走开通过国家预警信息平台发布
防空袭警报的新路子，大大拓宽了预警信
息发布的渠道。但我国相当多的城市具
有城区面积大、人口数量多、地形复杂等
特点，发放警报要充分考虑到室外与室
内、地上与地下、正常人员与残障人士等
各类接收地点和接收对象的实际情况。

笔者以为，要实现战时空袭警报的全
覆盖，现实可行的一个办法就是，实现应战
预警与应急预警一体化。去年我国应急管
理部门的组建，使应急管理包括应急预警
有了归口单位。人防部门可在与气象部门
合作的基础上，将空袭预警体系与应急预
警体系统起来抓、合起来建，借助应急管理
部门的力量，进一步扩大覆盖面，确保一旦
危险来临，人人能获得警报信息。

另一道坎是平时演练要实战化。从
实际情况看，获得警报信息后，信息接收
者能不能立即动起来、怎么行动也是一
个问题。上世纪90年代，一些地区组织
防空警报试鸣，部分群众听到警报声后
没有迅速疏散，反而当作“热闹”看。经
过多年的努力，广大群众的防空防灾意

识得到明显加强。但时至今日，仍有部
分群众对于什么是预先警报、空袭警报、
解除警报分辨不清。辨不清就不知道动
不动、怎么动。

一些人把问题的原因归结为演练开
展得少。诚然，演练少是一个重要原因，
但部分地区人防疏散演练程序化、模式化
严重，参演人员沿着既定路线走一遍就交
差，特别是提前告知什么时候、什么地点
要组织演练的做法，也有可能成为危急时
刻让大家“闻警报声而身不动”的重要原
因——事前没有人告知，大家不清楚这是
警报器出了故障，还是真有情况。

最有实战味道的演练就是，在不通
知的情况下常态化发展。道理很简单，
敌人是不会告诉我们几点几分开始袭击
的，大自然也不会告诉我们灾魔几点几
分破门而入，告诉我们的方式只有突然
响起的警报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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