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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打独斗难以圆满完成任务，并肩

上阵才能提供有力保障。”近段时间以

来，云南省下关军供站站长赵砚紫在工

作中经常提到这个观点，不断加强与周

边数家军供站沟通协调，为联合实施军

用饮食供应做好各项准备。

前不久，南部战区某调度中心大理

军代室赋予下关军供站一项任务：连续

10 天保障 700 余名官兵饮食。

起初，全站干部职工信心满满，按

照该军供站的实力，在站内保障 700 余

人不成问题。然而，大理军代室军代表

李昆带领他们勘察现场后，大家皱起了

眉头。

原 来 ，保 障 地 域 距 离 军 供 站 有 60

多公里，而且路不好走，来回一趟需要

3 个多小时，客观条件要求他们只能采

用野外伴随保障模式：在距离部队驻地

2 公里的公路边，下关军供站设立临时

保障点。

摊子支起来了，问题也来了。野外

保障不同于站内保障，站内保障各类设

备一应俱全，人员操作设备驾轻就熟；

野外保障则因需要搭建帐篷、架设水电

管线、操作移动炊具、跑远路购置主副

食原料等原因，需要更多的人手。赵砚

紫 屈 指 一 算 ，不 仅 人 手 不 足 的 问 题 凸

显，而且野外保障设备也是“锣齐鼓不

齐”，即便因陋就简，也只能保障 300 人

就餐。

了解到下关军供站的困难后，云南

省军供站协调楚雄州广通军供站、保山

军供站，选调 8 名精兵强将携带相关设

备，加强到下关军供站。

人 员 设 备 齐 了 ，本 以 为 能 保 障 到

位。没想到，第一天保障任务刚结束，部

队官兵的意见就反馈过来：饭菜不够热

乎，部分菜品不够可口，吃起来没胃口。

上阵的可都是三家军供站的专业骨

干，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原来，加强过

来的人员与下关军供站人员彼此不熟

悉，保障过程中没有按照各自专长进行

分工，因而联合效果没有显现出来。

李昆、赵砚紫组织大家开“诸葛亮

会”，商讨对策。三家军供站的大厨很快

碰撞出火花：由于野外炊事火力比较小，

把原来 2 锅炒的菜分成 4 锅炒，量越小味

道越好；第一天的大锅炒菜，不是炒熟

的，而是焖熟的，因而味道不佳。同时，

主副食一出锅，应当立即用保鲜膜盖住，

最大程度地留住热乎气。

采购小组也在讨论中想出好主意：

利用网购平台，提前了解当地蔬菜、鱼肉

等副食品上市情况，及时采购到位，为菜

品制作留出足够时间；第一天因对当地

市场不熟悉，采购时间较长，压减了后期

制作时间。

三家单位联合保障，排兵布阵是关

键。他们打乱单位建制，依据人员专业

特长，重新调整分工。几天下来，大家彼

此之间的配合越来越默契，饭菜保障水

平、官兵满意度直线上升。

“军用饮食，应当联合供应。”复盘

总结这次联合保障行动时，大家形成共

识：联合供应，并不是简单的兵合一处，

而是要通过联合演练、联合上阵，建立

顺 畅 的 合 作 关 系 ，实 现“1+1＞2”的 效

果。在大理军代室指导下，下关、广通、

保山等军供站制订联合保障预案，确保

一声令下，能够为部队官兵提供更优质

的饮食供应。

一次野外保障行动让三家军供站形成共识——

联合保障才能实现“1+1＞2”
■本报特约通讯员 肖 兵

提起仿真枪跃出战壕，匍匐前进穿

越铁丝网；戴上防毒面具、穿起防护服，

快速通过“染毒区域”……随着防空警

报声骤然响起，硝烟弥漫中，一队队青

年学生像战士一样，连贯而熟练地完成

疏散掩蔽、战伤救护、伤员转移等课目

动作。

11 月 5 日，由北京市全民国防教育

办公室、北京市人防办共同举办的第四

届首都部分高校国防人防知识技能竞

赛总决赛在朝阳区国防人防训练基地

举行，参赛学生良好的精神状态、娴熟

的防护技能，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

本次竞赛以“人防有我、点燃青春”

为主题，分为理论答题和技能操作两部

分，自 9 月 1 日开始，在首都 35 所高校

展开。经过理论知识考试、技能操作预

赛决赛，北方工业大学、中国林业科学

研究院、北京理工大学代表队夺得团体

前三名，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代表队等获

得最佳参与奖，北京林业大学代表队等

获得优秀团队奖。

北方工业大学国旗班班长李浩东，

既在决赛前的升旗仪式中一展身手，又

代表该校领取冠军奖牌，成为竞赛中的

一位明星。“如果说精准到位的升旗动

作擦亮脸面，那么学习掌握一定的国防

人防知识就是锻造精神。”他对参加学

校国防人防教育的理解感悟，赢得同学

们一片掌声。

像李浩东一样，北京理工大学学生

苏雨涵，也是着眼提高综合素质才披挂

上阵的。“心肺复苏、止血包扎、消防灭

火等技能，不仅战时用得着，平时也用

得上。”她告诉记者，两个多月以来，自

己和同学们越练越想练、越练越爱练，

不知不觉中学会好几手应急本领。比

如，只需 2 根木棍、1 根绳子，同学们便

能很快制作出一副简易担架。

李浩东、苏雨涵只是首都近万名大

学生人防志愿者中的普通一员。“我们

通过发挥两支队伍的作用，激活了大学

生 人 防 志 愿 者 队 伍 建 设 的‘ 一 池 春

水’。”北京市人防办副主任程永涛介绍

说，在相关部门支持配合下，目前首都

35所高校建有大学生人防志愿者队伍。

该办与市团委联合成立北京市人防

志愿者大学生总队，负责大学生人防志

愿者队伍的发动、组建、管理教育，以及

专业器材的配发、日常活动的组织。同

样按照“让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理念，

该办联合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组建首都

老兵国防人防教导大队，负责大学生人

防志愿者队伍的军事、防护技能培训。

“两支队伍均由志愿者组成，第一

支好比‘孵化器’，解决有没有的问题。

第二支好比‘炼钢炉’，解决强不强的问

题。”该办宣传教育处处长韩笑谈到，从

这次竞赛情况看，参赛学生敢冲锋、会

防护、懂协作，堪称战时人民防空行动

的一支生力军。

观摩竞赛过程中，相关部门人员形

成共识：以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

大精神为新起点，深化全民国防教育，

动员更多青年学生参与人防知识技能

学习，为人民防空积蓄青春力量。

为人民防空积蓄青春力量
——第四届首都部分高校国防人防知识技能竞赛剪影

■白建刚 赵金伟 本报记者 贾 勇

图①：第四届首都部分高

校国防人防知识技能竞赛总决

赛开始前，参赛代表队入场。

图②：裁判长吕建民（左）

向各位裁判介绍比赛规则。

图③：参赛学生跨越障碍。

图④：参赛学生制作简易

担架。

图⑤：参赛学生通过“染毒

区域”。

本文照片由李娜、石慧、

陈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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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西峡县籍战士杨武迎初入

军营时，因不适应紧张的新训生活，想

打“退堂鼓”。犹豫之间，他想到家乡

《军歌嘹亮》电视节目中一个个“军中西

峡兵”成长成才的鲜活形象，决定坚持

在军营干出一个样子。近年来，像杨武

迎一样，一批又一批西峡县的适龄青年

看着《军歌嘹亮》节目选择入伍、用节目

里的故事激励自己建功军营。

2011年八一建军节，河南省西峡县

《军歌嘹亮》电视节目正式开播。10 多

年来，这档电视节目以“反映国防工作

动态、传递双拥工作信息、浓厚国防建

设氛围”为主旨，内容日益丰富、质量不

断提高，在晚间黄金时间播出 260多期，

成为许多观众离不了的“精神大餐”。

“《军歌嘹亮》兵味浓、很好看，每一

期我都没有错过。”曾将 5 位子孙送到

部队的老兵张书林介绍说，这些年，该

节目忠实记录了西峡县国防建设、武装

工作的方方面面和推进过程，让观众长

知识、开眼界、受教育，他这名老兵也经

常受到鼓舞。

此言不虚。《军歌嘹亮》最近几期

节目，是以反映该县民兵学习宣传贯

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为主要内容。看到

身 着 迷 彩 服 的 男 女 民 兵 交 流 学 习 体

会 、踊 跃 登 台 演 讲 、投 身 比 武 竞 赛 的

镜头，新时代民兵能文能武的飒爽英

姿跃然于荧屏之上，让人忍不住连连

称赞。

“《军歌嘹亮》平均半个月更新一

期，间隔期间适当重播，保持了新闻报

道的连续性，拥有较为稳定的观众群。”

西峡县人武部政委曹军介绍说，新时代

全民国防建设的深入推进，为这个栏目

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生动素材。经过军

地双方共同努力，《军歌嘹亮》成为全省

第一个开播、开办时间最长的县一级电

视国防节目。

征兵工作社会关注度高，特别是

“一年两次征兵两次退役”改革调整，

让适龄青年及家长产生这样那样的疑

问。《军歌嘹亮》栏目组邀请县人武部、

县退役军人事务局等相关单位工作人

员与适龄青年一同走进演播厅，以面

对面的形式宣讲最新政策、解答各类

问题。

身边人身边事最有说服力。为了

说明“从军一次，受益终生”的道理，《军

歌嘹亮》栏目组开辟 2 个专栏，其中一

个是“军中西峡兵”。他们通过军事机

关协调相关部队，将镜头对准正在部队

建功立业的西峡籍官兵，制作播出多期

人物专访节目。如今，优秀飞行员仵少

鹏、顽强拼搏考上军校的孤儿徐果、二

等功臣王晓冬等，都已是该县干部群众

津津乐道的名字，成为适龄青年竞相学

习的榜样。

另一个是“退役军人创业之星”。在

这个专栏中，观众既可以看到在商海打

拼保持军人本色的企业家，又可以看到

坚守平凡岗位作出突出业绩的普通老

兵，还可以看到与命运顽强抗争、成为优

秀国防教育辅导员的残疾退役军人……

“是军营让他们百炼成钢，我也要报名应

征。”看完节目，许多适龄青年对从军入

伍的意义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此外，《军歌嘹亮》报道了“拥军奶

奶”王笑娟、好军嫂张荣、讴歌国防建设

的音乐教师万远召等一大批拥军先进

个人，持续营造全社会关心国防、支持

部队、尊崇军人的浓厚氛围。《军歌嘹

亮》还设有“国防动员”“兵器大观”“战

争灾害与人民防空”等知识性栏目，吸

引大批国防爱好者按时观看。

县一级开办电视国防节目，会遇到

不少困难。为此，西峡县委议军会将提

高《军歌嘹亮》节目质量作为一项议题

进行研究，拿出多项具体举措，使栏目

开办工作“事有人管、活有人干、编稿有

标准、经费有保障、节目有质量。”

“在县融媒体中心的协助下，2020

年起《军歌嘹亮》上线，群众观看更方

便。”西峡县人武部部长卢成轶举例说，

该县最偏远的寨根乡，曾连续几年不出

兵。县、乡干部引导乡亲们收看《军歌

嘹亮》节目，不到一年时间，该乡就有 3

名大学生走进军营。

国 防 意 识 增 强 ，国 防 建 设 增 效 。

2022 年上半年、下半年征兵工作中，西

峡 县 入 伍 新 兵 中 大 学 生 占 比 均 超 过

90%。近年来，该县人武部先后被表彰

为“先进团级单位党委”“练兵备战先进

单位”“征兵工作先进单位”，各项工作

和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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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为者，譬若掘井；掘井九仞而不

及泉，犹为弃井也。”河南省西峡县电视

国 防 节 目《军 歌 嘹 亮》坚 持 开 办 10 多

年，如同掘井及泉，涵养着广大群众的

国防情怀，其做法值得思考与借鉴。

实际工作中，少数单位今天一个“新

主意”，明天一个“金点子”，经常随地凿

井，终因挖掘不深、难见甘泉而成弃井，

不仅浪费了资源，而且影响官兵士气。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一个单位

坚持多年抓一项工作，而且形成品牌、

赢得认可，确实不易。要将难事做成，

至少要在两个方面下功夫。

一方面，要围绕“如期实现建军一

百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

界一流军队”这一战略要求谋篇布局、

排兵布阵，“不采华名，不兴伪事”，确保

单位建设正确方向。

另一方面，要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既要有

一任班子抓好几件事的干劲，又要有几

任班子抓成一件事的韧劲，绵绵用力、

久久为功，使所做工作经得起时间、实

践和实战的检验。

掘井须及泉
■叶 伟

河南省西峡县人武部组织民兵，参加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主题

演讲比赛。图为《军歌嘹亮》节目播放女民兵王慧诗演讲画面。马春歌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