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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4月3日电 军委政治工
作部近日发出通知，对解放军和武警部
队组织参加第七届全国道德模范评选表
彰活动作出部署。

通知指出，按照中央文明委工作安
排，今年评选表彰第七届全国道德模
范。军队系统参加评选表彰活动，要坚
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
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
强军思想，着眼培养“四有”新时代革命
军人、锻造“四铁”过硬部队，推出一批作
出贡献大、群众口碑好、事迹突出感人、

体现崇高精神、典型示范性强的道德模
范，引导官兵以道德模范为榜样，不断激
发投身新时代强军事业的精神动力。

通知要求，按照发动官兵推荐、组织
择优推荐、审核评选、媒体公示、推荐上报
的程序，逐级搞好评选推荐。官兵也可向
军队系统评选表彰活动组委会推荐候选
人。各大单位和军委机关各部门政治工
作部门分别向军队系统评选表彰活动组
委会推荐“助人为乐模范”“见义勇为模
范”“诚实守信模范”“敬业奉献模范”“孝
老爱亲模范”五个类别的全国道德模范候
选人预备人选，总数不超过 5名，每类最

多 1名，每个人选只能参加一个奖项评
选。往届全国道德模范当选者不再参加
评选，提名奖获得者可参加本届评选。

通知强调，要把评选表彰道德模范
作为加强部队思想道德建设的重要举
措，切实把军队候选人选树好、推荐好、
宣传好。要深入搞好思想发动，加强组
织审核，严格评选标准，优先推荐投身强
军兴军实践的重大典型，确保推荐人选
经得起实践和群众的检验。要把学习宣
传活动贯穿评选表彰各环节，引导动员
广大官兵立足本职、努力工作，以优异成
绩迎接新中国成立70周年。

军委政治工作部发出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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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习主席深刻指出，打仗在某种

意义上讲就是打保障。新时代，建设强大的现代化后勤，

必须答好习主席的“胜战之问”。

初春的滇北马龙，草长莺飞，我军建制旅史上一场

特殊的“战斗”在这里打响。“特殊”，缘于参与者是我军野战

饮食快餐化保障试点单位，这场“战斗”对我军战场保障由

生活型向打仗型转变具有风向标意义。正如有关专家指出，

从吃上解决战斗力问题，不亚于一场自我革命。

蜜4月 2日，在清明节即将来临
之际，中部战区陆军某团来到驻地

革命烈士陵园举行缅怀先烈仪式，

激励官兵牢记职责使命，积极投身

强军实践。 尚星良摄

缅怀先烈
牢记使命

蜜4月3日，第72集团军某旅组织
官兵徒步拉练至革命烈士纪念碑陵园，

开展清明祭扫活动。

石云辉摄

问之一：战场上吃饭

是谁的事？

今年 2月，演习中“战斗”持续了 3
天，第 75集团军某旅战士李渊晟和战
友已连续吃了 3天特种作战食品。然
而，“战斗”还在继续，考验还在继续。
“指导员，野战食品黏黏糊糊的，

现在真的没有一点食欲，能不吃吗？”
李渊晟问指导员简友。
“你不想活命了？”简友大声斥问。
简友的责问源于 5年前的一次抗

震救灾经历。那年，简友带领官兵挺
进云南鲁甸地震重灾区时，就是靠压
缩饼干和几瓶葡萄糖支撑体力，完成
了救灾重任。对关键时刻能保命的野
战食品，简友有特殊的感情。
“野战食品肯定不如家常菜，但打

起仗时不可能有热菜热饭，不好吃才
要训练，这是生存的需要，战争胜利的
需要，不是好不好吃的事。”简友说，现
在旅里每月组织野战食品训练，就是
让官兵慢慢适应野战食品，适应未来
战场需要。

对于简友的观点，陆军研究院特
种勤务研究所野战军需研究室专家王
万平认为，野战食品以补充能量为主，
体积小、能量密度高是最重要的标准，
所以口感上相对差些。任何食品连续
吃几天，接受起来都会比较困难。

在王万平看来，各国的野战食品
都存在口感与能量的矛盾，“不好吃”
几乎成为各国野战食品的代名词。尽
量让其可口，是科研部门的事，不是部
队的事。
“战场上吃饭历来不是自己的

事！战场上，官兵的身体不属于自己，
而是属于军队。”陆军勤务学院教授龚
战胜指出，从远的看，红军长征途中挖
草根吃树皮是中国革命的需要；从近
的看，上世纪 60年代，新疆军区神仙湾
边防连开展“吃饭比赛”，体现的是戍
边官兵使命高于天的责任担当。一些
官兵认为吃饭是个人的事，把战场上
的吃与平时的吃混为一谈，这个观念
必须转变，要把战场上的吃作为提升
战斗力的任务来完成。

问之二：怎样练出

军人“特殊的胃”？

问：好吃吗？
答：吃一天还行，第二天就不想

吃了。
关于野战食品的提问，不少官兵

这样回答记者。
“官兵感觉有的野战食品不好吃，

是因为用过日子的标准品味，忽视了
军人要有适应战场的‘特殊的胃’。”第
75集团军某旅保障部部长任友总告诉
记者，野战食品有热量高、易携带、营
养均衡等特点，符合战场需求，但在口
味上的确比不上餐桌上的饭菜。
“这次连续 3天不见一滴热水，有

的官兵受不了，说明我们对‘特殊的
胃’，训练不够！”任友总说。
“有的战士讲，没有热汤咽不下去

饭。连野战食品都不能吃？还能打仗
吗？打起仗来，谁给你烧热汤？”多年
从事后勤保障的任友总说，“四菜一
汤”在营区保障没问题，但军队是要打
仗的，吃惯了热饭热菜的胃，上战场怎
么办？能不能尽快适应？这些都是对
战斗力的考验。

电视剧《士兵突击》中，许三多怀
揣两个煮熟的热鸡蛋，被侦察直升机
发现，热源是“祸首”。在某旅组织的

一次夜间侦察对抗中，一名战士随身
携带一壶温水，潜伏快结束时悄悄打
开喝了一口，结果热源影像数据被对
方热成像仪和激光测距机牢牢锁定，
导致对抗失败。

对此，国防大学联合勤务学院教授
唐斌认为，军人的胃和老百姓的胃是不
一样的，军人的胃是特殊的胃，特殊的
胃要靠训练，既训练生理心理的适应能
力，还训练顽强的意志品质、不屈的战
斗精神。在朝鲜战场上，志愿军指战员
靠一把雪一把炒面支撑体力，赢得战争
的胜利，靠的正是坚强的“胃动力”。

拿破仑有句名言：“部队靠胃行
军”。唐斌认为，军人的适应能力决定
战争的持续能力。练就军人特殊的
胃，必须从重塑官兵饮食结构，从习惯
吃野战食品开始。
“吃饭”成为全军共同训练课目。采

访中，部队领导告诉记者，军委有关部门
对这项工作进行了专题部署。野战食品
训练列入军事训练大纲，进入年度军事
训练计划，写入军事演练方案，纳入训练
督查范围，部队结合野外驻训、军事演习
和重大军事行动开展野战食品适应性训
练，各级机关都要训，作战部队每年至少
组织一次连续7天的实吃实训。

问之三：怎样进行

“吃”的革命？

哪些地方可以吃热食，哪些地方
不行，如今都有明确区分。午饭时间
到了，记者转了一圈，没见一缕埋锅造
饭的炊烟。正在纳闷之际，任友总把
记者请进帐篷，端出一盒热气腾腾的
鱼香肉丝盖饭。
“尝尝，看看比饭馆的味道如何？”

没火没电也能吃上热食？记者左看右
看也没找到热源，最终在饭盒底部发
现了一块烟盒大小的灰色固体。任友
总告诉记者，这种加热包，浇几十毫升
清水，10分钟就能加热预制饭菜包，看
似不起眼，却解决了大问题。

引进快餐盖饭一小步，保障模式改
革一大步。新技术威力在战场初显。
“在准备战斗阶段，让地方优秀餐

饮企业担当战场‘火头军’，制炊时间
大大降低，既减轻了部队保障压力，又
提高了官兵饮食质量，对军队后勤来
说，省时省心省力，着实是一场饮食革
命。”第 75集团军某旅领导说，以前演
训活动，各种保障从头到尾都靠部队
自办，累不说，还影响战斗力。
（下转第三版）

压题图片：近日，陆军第75集团军

某旅作为野战饮食快餐化保障试点

单位之一，通过组织战备演练，检验多种

保障方法和组织程序。 李汉平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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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上海4月3日电 廖刚斌、记
者安普忠报道：在“五四运动”100 周年
到来之际，2019年全国征兵宣传教育进
高校活动今天下午在上海交通大学举
行，标志着今年全国征兵宣传工作正式
启动。

青年强则国家强。习主席对青年学
生非常关心、寄予厚望。2017年，习主席
亲自给南开大学新入伍大学生回信，在全
国全军产生强烈反响，极大鼓舞了高校学
子的从军报国之志。全面推进国防和军
队现代化，召唤青年学子投身国防和军队
建设，也为青年学子实现青春梦想提供了
更加广阔的人生舞台。党中央、国务院、
中央军委高度重视大学生征兵工作，先后

出台一系列政策规定，为鼓励高校学子参
军报国、安心服役提供了有力保障。

启动仪式上，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
国家教育部领导向广大师生宣讲了实现
强军梦对高素质人才的时代召唤，上海
市兵役机关介绍了 2019 年度高校征兵
工作有关安排和相关政策，优秀退役大
学生士兵代表介绍了从军报国的先进事
迹和成长成才经历，激励青年学子积极
响应祖国号召，携笔从戎投身强军事业。

仪式结束后，与会人员共同观看了
上海市征兵宣传片和“青春梦·强军梦·
中国梦”主题文艺演出，参观了上海市高
校大学生征兵成果展，现场进行了政策
解读，发放了《上海市征兵宣传手册》。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
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大学生
们纷纷表示，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学生，一
定要牢记习主席的谆谆教诲，以国家安
危、民族复兴为己任，把热血挥洒在实现
强军梦的伟大实践之中，在军队这个大
舞台上施展才华，在军营这个大熔炉里
淬炼成钢。

据悉，今年的全国征兵宣传教育进
高校活动以“传承红色基因、携笔从戎报
国”为主题，通过重温习主席回信嘱托、
观看爱国文艺演出、公众人物代言、全媒
体跟进报道等形式，进一步激发大学生
参军热情，鼓励引导更多优秀青年到军
营实现梦想。

传承红色基因 携笔从戎报国

2019年全国征兵宣传教育进高校活动启动

本报讯 孙中锋、王大力报道：“先
辈们用生命在青石山上染红一条通道，
把这面战旗插上了制高点……”3月下
旬，在第 81集团军某旅六连荣誉室，上
等兵朱同乐为前来参观的新兵讲起了橱
窗内半面连旗背后的故事。
“这是我们用好红色资源，深化主

题教育实践的一个举措。”该旅领导介
绍说，他们前身是桐柏山红军游击队，
83 年的光辉历程赋予了旅队厚重的红

色历史。主题教育开展以来，他们深
挖红色资源，为每个连队第一时间颁
发荣誉旗荣誉匾，设计制作连谱和走
廊荣誉展板，推进旅史长廊和旅史陈
列馆建设，让官兵时时受教育，处处受
熏陶。

为进一步深化主题教育质效，这
个旅广泛开展“人人讲连史，个个当主
角”实践活动，将先进典型写入连史，
引导官兵赓续光荣传统、履职尽责。

修理连班长陈海军去年参加上级比武
夺冠，连队随即举行“入连史”仪式，将
他的荣誉记录在册。前不久，陈海军
又主动请缨出征海外维和战场，并在
意外受伤的情况下，打着石膏参与工
程抢进作业，让一同执行任务的外军
维和官兵钦佩不已。面对赞誉表扬，
陈海军谦虚地说：“当年张楼攻坚战，
老指导员身负重伤，肠子都流出来了，
仍然紧握武器冲入敌阵……比起他
们，我受这点伤算不得什么！”

随着主题教育的深入推进，该旅官
兵训练热情日益高涨。在刚刚结束的第
一季度阶段性比武考核中，该旅 10余名
官兵打破训练纪录，被载入连史。

人人讲连史 个个当主角
第81集团军某旅深化主题教育引导官兵赓续光荣传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