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键词① 军种联合保障

空军运输机“喝上”联勤航油

隆冬时节，空军驻豫某场站战机轰
鸣。“空军机场储油设施遭袭，请前出支
援。”接到空军某场站求援信息，联勤保
障群立即派出机场油料保障队，机动至
配置地域。

少顷，10余名油料保障队员迅速选
址，相继展开铁路油料装卸装置、软质管
线和组合式野战油库。官兵快速完成装
配组合，战时机场油料保障的收发、输
转、储油等功能得到及时恢复。

这是郑州联勤保障中心首次与空军
场站进行保障“对接”，探索联勤与军种
联训联保新路。联勤保障群提供的“战
场血液”能否畅流演兵场，成为检验保障
力生成的重点。

第一批航油流入野战油囊，化验员
唐政利用野战油料监测仪对油品进行检
验。“品质合格！”经过多重监测、化验，联
勤航油注入飞机管道加油车。

机场跑道上，某型运输机起飞在
即。油料保障队员与空军场站地勤人员
协同配合，迅速完成油料加注任务。10

多分钟后，加满航油的运输机“满血复
活”，再次振翅蓝天。
“仗在一起打，油要一起供，联战联

训呼唤更加深入的联合保障。”郑州联勤
保障中心参谋长周济雄说，他们积极与
空军建立同类专业协同训、联合保障一
体练的联训机制，与空军保障力量联合
组织机场设施抢建、跑道抢修等演练，实
现联训联保在末端落实。

关键词② 军地融合保障

军用食品“搭上”物流专机

“3号货运站，迅速转向军事运输。”
接到紧急空运物资指令，某投送基地立
即协调驻地民航机场展开行动。

此前，某投送基地与驻地民航机场
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在该机场建成 3号
货运站，为兵力和物资投送提供集结、安
检、装载“一站式”服务。货运站常态储
存帐篷、单兵食品、炊事用具等物资，遇
有紧急情况可直接装机转运。

演练中，采购服务站紧急采购战时
物资。一箱箱满载蔬菜、粮食等给养物
资的货车，直接运抵 3号货运站。物资
安检、拖车转运……由投送基地和驻地

机场临时编组的战时装卸队，迅速完成
物资装载任务。随后，搭载物资的地方
物流专机安全起飞。
“我们联合地方供应仓库、机场、物

流企业等多方力量，建立‘筹、运、供’一
体的快速补给链，制订战时应急支援保
障方案。”郑州联勤保障中心领导介绍，
抽组地方力量参与演练，就是为了探索
军地联合训练运行方法，确保军地保障
力量尽快形成合力。

陆军某部官兵远程机动，途经某高
速公路服务区。他们提出联勤保障需求
后，采购服务站立即组织地方企业配合
机动保障力量，为过境部队提供服务。

负责饮食保障的某地方企业副总经
理刘军才说，他们成立“野战食品保障中
心”为部队提供饮食保障，还可根据部队
需求上门服务。

关键词③ 高效战伤救护

无人机“加盟”伤员搜救

由中部战区总医院抽组的野战医疗
所，依托新型帐篷医院，在配置地域展
开。该野战医疗所利用无人机、全地形
救护车快速搜救伤员，令人眼前一亮。

“6号区域出现伤情，放出‘山鹰’，
‘山猫’就位。”命令下达后，无人机“山
鹰”迅速起飞，前往 6号区域搜索伤员。
与此同时，军医翁雁鸣带领搜救小分队
登上“山猫”全地形救护车。无人机传回
的画面显示——找到 5名伤员。“山猫”
旋即出发，准确到达伤员所在位置。
“以前搜救伤员，容易重视‘救’忽视

‘搜’。与实战对表，迅速完成伤员搜索，
才是实现高效救护的关键。”翁雁鸣说。

伤情通报传来，批量伤员即将送
达。医护人员立即对伤员进行检伤分
类，一名腹部受伤的伤员被送入手术
帐篷。手术组组长甘国胜快速对伤员
进行麻醉，实施“手术”。“这组手术设
备，以往由 4个箱子组成，现在整合为 1
个箱组，展开时间较以往大大缩短。”
甘国胜说。
“手术”结束后，病人被送入野战监

护帐篷接受治疗。走进帐篷，只见呼吸
机、监测仪等装备一应俱全，室内设有暖
风机，气温保持在 25℃左右，确保伤员
得到全方位救治。

据介绍，野战医疗所配备急救、药
材、复苏、手术、检验 5类集成卫生背囊，
可由 5人小组携带前往指定区域实施战
场救护，战伤救援更加贴近一线，伤员救
治效率进一步提升。

记者探访“联勤力量-2018B”实兵演练一线，感受联勤保障

部队职能任务向保障打仗转型的脉搏—

一体协同升级 多方联动“换挡”
■本报记者 陈小菁 赖瑜鸿 特约记者 王均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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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陈小菁、赖瑜鸿报道：豫中腹地，硝烟四起，郑
州联勤保障中心组织的“联勤力量-2018B”实兵演练近日打响。

机场油料保障队与空军场站联合为飞机加注燃料，地方物
流企业与联勤力量共同开设补给站，野战医疗所运用无人机、
全地形救护车搜救伤员……37支军地力量异地同步探索平战
时军种联合、军地融合联训联保新模式。

联勤力量调整改革以来，郑州联勤保障中心聚力加快联勤
保障体系升级，推动保障模式由军队自主保障向军地融合保障
拓展。该中心采取“基地保障与机动保障联动、联勤与军种联
合、军队与地方融合”的方法展开联训联保，内容涵盖“供、救、
运、修、防”等保障类别，全面检验评估部队保障能力。

该中心积极研究探索“骨干在军，主体在民”的军民融合保
障模式，动员地方物流、餐饮、消防等力量参与保障，构建“筹、
运、供”一体的军地快速补给链、区域综合补给网、联防协作区，
为战时动员地方力量参与联勤保障积累经验。

演练中，空军运输机将野战帐篷投送至某指定地域，中部
战区总医院抽组的野战医疗所，迅速开设集多功能保障要素为
一体的帐篷医院。医护人员利用信息智能手段快速搜救伤员，
同步展开检伤分类、野战手术等课目演练，战伤救治能力得到
全面检验。

右图：飞机批量转运伤员。 王皓宇摄

“联勤力量-2018B”实兵演练拉开帷幕

37支军地力量异地同步探索联训联保新模式

本报讯 特约记者贺军荣、通讯员
张歆报道：一伙“恐怖分子”潜逃到山区，
武警特战队员接到捕歼命令后，迅即展
开搜剿……连日来，从陕北到秦岭，尽管
气温相继降至-10℃左右，但武警陕西
总队组织的“魔鬼周”极限训练开展得如
火如荼。

在这次“魔鬼周”极限训练中，该总
队紧贴反恐实战要求，构设极限条件，不
断为特战队员出“难题”、设“障碍”、布
“迷阵”。他们精心设计山地捕歼、战术
投弹、伪装潜伏、运动狙击等 45个课目，
11支特战分队的特战队员人均负重 30
公斤，每天冒着严寒训练 10多个小时，
武装奔袭30多公里。

18 日凌晨，黄土高原腹地，武警延
安、榆林、铜川支队特战队员在寒风中进
行手枪左右手射击、手枪限时快速射击、
步枪利用掩体射击，紧急避险、专注力训
练等课目穿插展开。20日清晨，渭北山
区，某机动支队特战队员克服疲惫，连续
进行 10公里武装奔袭、武装秘密渗透、
夜间观察监视等课目训练。

据总队领导介绍，此次“魔鬼周”极
限训练全程贯彻实兵、实弹、实训、实装
和对抗要求，立足艰苦、复杂和恶劣环
境，迫使特战队员在应变上下功夫、在决
断上练胆识。每名特战队员在实战氛围
中持续锤炼极限体能、心理素质，不断增
强反恐作战能力。

武警陕西总队广泛组织“魔鬼周”训练

锤炼严寒条件下特战硬功

晨曦微露，营区一片寂静。伴着由远及近的
脚步声，一个身影愈加清晰。

清晨 5点准时起床，跑步 5公里，这是第 79
集团军某防空旅二级军士长李政的习惯。他
常说，做人做事贵在坚持，耐住寂寞方有成。

在战友眼中，李政“坐得住、钻得进、研得
深”。入伍 24年，他潜心钻研装备维修技术，最终
成为全旅技术革新先锋。

1994年 12月，怀着对军营的憧憬，李政从四
川大巴山来到辽南渤海湾。一年后，他被选送到
军队院校学习维修技术。学成归来后的李政，在
对某型装备进行维修时“犯了难”，只得向老班长
请教。在老班长的耐心讲解下，他认识到自己技
术方面的欠缺。

接下来，李政给自己制订学习计划，白天练
操作、看挂图、记数据，晚上学习新理论、默记电
路图……半年后，他熟练掌握了新装备维修技
术，成为战友眼中的“技术能手”。

那年，旅里进行某型装备改装，李政受领核
心部件的研发任务。跨专业、零经验……李政顶
住压力，接连“啃下”13本专业书籍，自学 5种计算
机设计软件。一年下来，他参与研发的某型雷达
系统获得军队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心中有责任，创新有动力。一次偶然的机
会，李政在新闻中看到一条介绍“远程医疗会诊
系统”的消息。他萌生一个想法：能不能研发出
让远在千里之外的技术专家同步“会诊”装备故
障的系统？随后，李政连续数月铆在实验室，最
终研发成功，提升了装备维修效率。

由于经常伏案工作，李政患有严重的颈椎
病，经常疼痛难忍。但每次受领科研项目，他都
会没日没夜地钻研，时常废寝忘食。

有一次，李政听闻一种新型指挥信息系统正
在试用，他多方协调装备厂家拿到培训教材，先
学一步。有人不解地问他：“新装备还不知何时
配发，这不是好高骛远吗？”李政却说：“早一天做
好准备，新装备就能早一天形成战斗力。”

两年后，新装备下发部队，李政主动担负起
培训任务，编写教案 31份，手绘教学挂图 13幅，
总结要领口诀 20 余条。多年来，经他培养帮带
的技术骨干，先后有 42 人次在旅级以上的军事
比武中夺得名次，他自己也两次荣获全军士官优秀人才奖，多次荣获军队科
技进步奖。
“天才，无非是缜密的思索和长久的忍耐。”李政把这句话写在日记本上。

通过多年的刻苦钻研，李政熟练掌握各类装备操作、维护和检修技术，攻克 50
多个装备保障难题，成为专业精通的“兵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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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张斌、胡屹东报道：“周
末父母出门郊游、看话剧，晚上回家时
扫地机器人已将屋子清扫干净，老两
口不但吃得好、穿得暖，还追求丰富多
彩的精神生活，这一切都得益于改革
开放。”12 月下旬，北京卫戍区“老虎
团”上士李鸿鹄讲述近年来父母生活
方式的转变，引发官兵热议。这是该
团将改革开放故事搬进教育课堂的一
个缩影。

据该团政委冯俊峰介绍，他们制
订专项教育计划，将改革开放故事纳
入教育内容，让官兵在聆听故事中感
悟改革光辉历史，在追寻改革历程中
铸牢强军信念。他们充分利用首都教
育资源，号召官兵利用周末外出时间，
自发前往国家博物馆参观大型展览，
直观感受改革变化；邀请列兵走上讲
台，让“新生”力量解读“传统”变迁；借
助短视频、漫画等形式，以生动故事讲

述改革精彩……系列活动引发官兵情
感共鸣。
“看完展览，回顾 9年军旅岁月，从

过去难寻‘精神食粮’，到如今坐在数
字图书馆就能畅游知识的海洋，改革
开放让军营生活多姿多彩。”二营上士
韩文阳在“共话改革路”交流会上话变
化、谈感悟。连日来，该团年终考核佳
绩频传，官兵用练兵备战实绩为庆祝
改革开放40周年献上独特的贺礼。

北京卫戍区“老虎团”运用驻地资源开展专题教育

讲述改革故事 激励精武强能

本报讯 祁祺、林旭报道：“1992
年，政府出台了不少优惠政策，我响
应政府的号召，组建村里第一个工程
队……”12 月下旬，海军某试验训练
区九分站学习室内，上等兵徐嘉乐同
官兵分享父亲寄来的家书，共同感受
改革开放 40 年来的辉煌成就。利用
官兵家庭资源开展思想互动，是该试
验训练区紧贴热点开展针对性教育
的一个举措。

该试验训练区领导介绍，青年官兵
在改革开放中成长，但在享受优越生活
的同时，对 40年前党和人民为什么选
择改革开放，为什么选择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道路等问题了解不深、不透。

为此，他们以改革开放 40年的生
动实践为鲜活教材，采取“解析一个历
史阶段、学习一个历史经验、讲述一个
历史故事”的办法，用家书这种通俗
化、大众化的形式让官兵感受改革开

放成果来之不易。同时，他们邀请驻
地企业代表、脱贫先进个人、党校专家
教授进军营，与官兵面对面交流改革
开放的光辉历程。

听罢徐嘉乐的家书，一级军士长
程红跃感慨万千。他走上讲台，讲述
20多年前自己作为新兵刚下连时的情
景。对比鲜明、感情浓郁的讲述感染
了现场官兵，他们纷纷表示要珍惜军
旅生涯，用精武强能回馈党的恩情。

海军某试验训练区将改革辉煌成就引入教育课堂

回顾改革历程 增进情感认同
本报讯 王子冰、特约通讯员黄宗

兴报道：前不久，新疆军区某边防团下发
通报，将在陆军“精武-2018”军事比武
竞赛中取得优异成绩的 10名官兵姓名
和事迹写入团史。而此时，参赛官兵刚
踏上归程，尚在返营途中。

精武标兵未归营，名字已写入团
史，官兵纷纷为团党委趁热打铁进行荣
誉激励的做法叫好。一名机关干部告诉
笔者，数十封寄往参赛官兵家乡的贺信

已经准备就绪，待他们回营后，将附上合
影照和立功喜报第一时间寄出。“远隔数
千里，还能感受到组织的关怀，真暖心！”
刚下赛场，上等兵任沛听说自己的名字
被写入团史，兴奋之情溢于言表。
“让崇尚荣誉者荣耀，让流血流汗者

留名。”该团政委李玉柱说，为树起练兵
备战的鲜明导向，他们注重发挥荣誉激
励作用，在团史馆内树起“精武墙”，张贴
参加大项竞赛官兵的训练影像和人物小

传，把官兵使用过的染血的手套、练兵场
上磨破的靴子摆上展台……这些成为官
兵逐梦强军的最好见证。浏览该团强军
网主页，一部反映官兵备战风采的微视
频《热血尖兵》被置顶展播。

荣誉激励源源不断，辐射效应持续凸
显。积雪覆盖的训练场上，新战士们在零
下20多摄氏度的严寒中爬冰卧雪、苦练本
领。新战士谭名乘说：“大家都想争第一、
当先锋，我也要让自己的名字进团史！”

新疆军区某边防团注重发挥荣誉激励作用

精武标兵未归营 名字已写入团史

12月 20日，青藏高原某地气温

下降到-21℃，西部战区空军地导某

旅组织战斗演练，锤炼严寒条件下实

战本领。

薛 浩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