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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治 进 行 时

部队实战化训练不断深入，官兵体能消耗日益

增大，对膳食营养的需求也更加丰富。今年初，中央

军委制定下发《关于调整部队基本伙食费标准的通

知》，对增强官兵身体素质、激发官兵练兵备战热情、

推动部队战斗力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

餐桌连着战场，保障关乎胜负。严格执行调整

后的基本伙食费标准，依法提升基层伙食保障质

效，既是满足官兵身体营养必需，更是保障战斗力

建设的基础。各级要围绕官兵训练需求科学配餐，

合理调剂伙食，充分发挥新增伙食费的质量效益，

努力提升官兵膳食营养水平，切实让伙食保障服务

实战化训练。

7月下旬，

北京卫戍区某

警 卫 团 开 展

“送法到基层”

活 动 ，采 取 理

论 授 课 、宣 讲

法 规 、典 型 案

例剖析等多种

形 式 ，营 造 学

法守法用法的

良好氛围。

任发源摄

8月8日，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组织炮兵分队在某临海地域开展实弹射击演练，检验炮兵分队遂行作战任

务能力。图为火箭炮分队对海上目标实施打击。 杨 超摄

酥脆的点心、雪白的馒头、金黄的
油条，还有各式各样的自制甜点……8
月初，第 76 集团军某旅装步三连战士
陶家伟早操后，和战友来到外训地餐厅
帐篷就餐，餐桌上种类多样、丰盛美味
的早点，令大家胃口大开。

该旅军需营房科科长邓春海告诉
记者，新的基本伙食费标准实施后，他
们充分发挥军人委员会和经济民主组
作用，坚持每周制订食谱、每月公布伙
食账目，科学合理调剂伙食，让官兵吃
出强健体格，以旺盛的精力练兵备战。

“标准高了”不代

表“更加可口”

前段时间，在旅里组织的一次伙食
保障满意度问卷调查中，合成四营的伙
食保障满意率与上个月相比，非但没有
提升，竟还有些下降。营教导员许耕源
有些诧异：“伙食费明明上涨了，为何官
兵对伙食的满意度不升反降？”

此前，为抓好伙食保障，许耕源叮嘱
炊事班长张经业，要将新增伙食费花在
改善营养搭配、增加主食花样、丰富餐后
水果等方面，并在夜训、野营拉练等任务
后适当加餐。看着官兵们在饭堂有胃
口，许教导员的心里也踏实了一些。

可没过多久，他发现一些战士饭量
又开始减少，私下去服务社买泡面、周
末订外卖“打牙祭”的现象有所增加。
一天晚饭，藏族战士尼玛坚参走到餐车
前打了一点饭就离开了。许耕源跟上
去与他谈心，尼玛坚参说：“营里伙食
‘油水’确实有提高，但总是大鱼大肉，
时间一长，‘老花样’怎能不吃腻。”

炊事班长张经业也有苦恼：官兵来
自天南海北，还有少数民族，饮食习惯差
异大，很难做到让每个人都吃得满意。
“伙食费涨了，饭菜质量比过去有

了提高，有时却很难称得上可口。”装
步三连四级军士长孙科坦言，酷暑时
节训练回来，就想吃点清凉爽口的，可
一看到油水十足的排骨和羊肉汤，顿
时就没了胃口；有时夜训结束，正是饥
肠辘辘的时候，可炊事班的加餐不是
炒米饭就是小米粥，还不如自己泡碗
面更可口。
“个别炊事班制订食谱一厢情愿，

经济民主组审查食谱时也很少征集意
见，容易导致官兵吃得不合口，热量摄
入也不科学。”在营里的交班会上，装步
二连指导员罗岭道出了大家心声。

围绕吃出战斗力

开展精细服务

要让官兵吃饱吃好，必须做好伙食
精细化管理。该旅围绕“吃什么、怎么
吃”，着力抓好伙食调剂，推广营养配餐
和标准化制作。他们按照“早餐重营
养、午餐重质量、晚餐重调剂”的思路，
紧贴部队训练任务，明确主副食原料比
例、数质量等，科学制订营养食谱，并由
各分队经济民主组审查，经军需营房科
审定后公布实行。

走进该旅防空营食堂，电子屏幕上
详细罗列着本周的食谱，除了最近一周
内每天供应的主副食种类、数量外，还

记录着各连训练强度、伙食保障方案等
内容。
“为了让食谱更加科学合理，我们

不仅参考了营养膳食资料，还特意对
照了每周的训练计划安排。”邓春海介
绍说，该旅共有 30多个兵种专业，每个
专业不同训练阶段的训练强度也不相
同。为了使伙食保障能精准满足官兵
训练需求，他们坚持各营连、各专业兵
种差别化、精细化的伙食管理，确保官
兵训练消耗和能量补充平衡。记者在
浏览食谱时发现，火力连近期训练强
度较大，司务长在制订食谱时，特意增
加了牛肉等高能量以及黄瓜、绿豆等
防中暑的食物。
“官兵们来自五湖四海，口味偏好

各有不同。”该旅领导介绍，为解决众口
难调的问题，他们聘请 4名地方专业厨
师，为炊事人员现场讲解、示范，结合不
同地域官兵的饮食习惯，围绕炒、蒸、炖
等多种烹饪手法，传授官兵制炊技能。
定期组织炊事员到军地餐饮机构培训，
确保基层各伙食单位至少保持一名具
有等级厨师水平的炊事员在岗。目前，
该旅已有20余人获得厨师等级证书。

每日每餐双主食、夜训当晚有夜
宵、瓜果牛奶品质好……科学调剂的饭
菜品种，让大家吃得满意，有效保障了
官兵的训练需求。

改进保障模式寻

求效益最大化

有一次，机关工作组到某连吃碰
饭，发现当日食谱上写的明明是“红烧
排骨”，而战士菜盆里盛的却是“土豆鸡
块”。原来，近期当地市场猪肉价格涨
幅较大，司务长为减少开支，便自作主
张修改了食谱。
“条令规定‘基层伙食单位每周制

订 1次食谱’。经审定后的食谱，不仅
要按时公布，更需精准落实。”对此，旅
有关部门定期组织问卷调查，征求官兵
意见建议，严格监督各营经济民主组食
谱审查程序，切实改进伙食。在基层月
终结账时，重点审查“伙食账目公布表”
“食谱表”和“逐日消耗登记簿”等表册，
确保账目公开透明。
“提升保障效益，必须从改善采购

模式入手。”邓春海介绍，他们借助地
方企业资源，建立军地生鲜副食品供
应平台。军需部门只需依据食谱计
划，将各类副食品需求定期发至相关
平台，物流企业就会根据需求完成采
购，按时配送到各伙食单位，较好解决
了小散远点位运输难、野战环境下后
勤保障难等问题。

招标过程中，该旅组成评标组和监
督组，由风气监督员全程参与、动态督
导副食品供应、采购等事务，确保全过
程公开、公平、公正。通过公开招标，副
食品供应价格明显低于市场零售价，提
高了伙食费使用效益。

该旅安排基层风气监督员担任各
营经济民主组成员，全程监督伙食管理
与经费开支，确保伙食费标准落实到餐
桌上。前不久，风气监督员尹超发现某
供应商供应的羊肉不新鲜、食品采购程
序不规范等问题，及时指出并监督整
改，有效维护了官兵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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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管股参谋袁××，军帽佩戴不符
合规定要求……”8月 6日，武警山东总
队滨州支队机关干部小袁走进机关办公
楼，就看到电子大屏上红色字样的检查
通报。他没想到，自己作为检查组成员，
竟然也在“曝光台”上亮了相。

上周，该支队机关成立由部队管理
股牵头组成的联合检查组，对全支队官
兵进行军容风纪抽查。小袁并没有太当
回事，因为在他的印象中，鲜有机关干部
因为这种“小事”被查纠通报，更何况自
己还是检查组成员。

然而，检查组从基层返回后，支队在
没有提前通知的情况下，集合全体机关

干部进行军容风纪检查，并在内部进行
互查。这让很多人措手不及，其中就包
括小袁。本以为自己是检查组成员，会
被“网开一面”。没想到，几天后检查结
果公布，其中就有他的名字。
“落实条令没有特殊人员，执纪者应

该带头守纪、互相监督，你要吸取教训。”
带队股长吴心正告诉小袁，检查前支队
领导强调，制度落实要从“中军帐”严起，
机关基层一碗水端平，坚持违者必纠。
这次检查，有 4名机关干部被通报批评，
其中包括个别机关股长和检查组成员。
听完这番话，小袁心服口服。

检查组成员被通报，在官兵中引起

热议，大家为支队从严执纪的做法叫
好。勤务保障大队战士褚林涛说：“以
前，机关检查通报问题，总是基层的多、
机关的少，如今一视同仁、不搞特殊，让
一些‘灯下黑’见了光。党委机关执纪严
格公正，我们基层官兵感到心里亮堂。”

法规如铁，执纪如钢。年初以来，该
支队党委坚持落实规章制度没有“局外
人”、执纪拒绝“灯下黑”。他们落实机关
考勤制度、严格管理营院私家车，不给领
导“留情面”；落实手机使用规定和请销
假制度一视同仁，不给干部“开后门”。
近期，该支队组织的一次问卷调查显示，
基层官兵对机关满意度明显提升。

武警滨州支队从严执纪不留情面

检查组成员上了“曝光台”
■杨 帆 林 杰 张 振

“这次被批准到青岛疗养，真是太激
动了……”8月 13日，新疆军区某团导弹
连上士王昌泽怀着激动的心情，赴青岛
疗养，他是该团确定的 27名士官特勤疗
养中最后一个离队的。

军委下发的《关于改革期间调整驻
高原、海岛部队相关政策的通知》，首次
将驻高原、海岛部队纳入特勤疗养范
围，规定在海拔 4000 米以上驻地执行
任务半年以上的官兵均可按规定申报
特勤疗养。今年来，该团官兵一直在海

拔 4000 米以上高原执行任务。为落实
好这一凝聚兵心士气的福利政策，鼓舞
官兵扎根艰苦环境练兵备战，该团按照
规定，严把推荐审核源头，重点从战备
训练实绩突出、综合能力素质过硬、个
人健康状况需要的人员中选派。他们
按照个人申请、营连上报、机关审核、党
委研究的程序，最终遴选符合条件的 27
名士官，分批次前往广州、青岛、烟台、
厦门等地疗养。前段时间，团里组织千
兵百项比武竞赛，榴炮三连驾驶班长蔡

旭在特种驾驶项目中夺得驾驶组第一
名。连队党支部听取班排意见后，及时
上报了他。
“部队量身制订的疗养计划，让我感

到身心放松。”王昌泽高兴地说，疗养院
将为他们组织健康会诊、海水浴、水疗等
一系列疗养活动。

参加疗养的官兵表示，越来越好的
福利政策体现了组织对高原官兵的关
怀，归队后一定要全身心投入到练兵备
战中去。

新疆军区某团把官兵福利政策落到实处

安排27名士官特勤疗养
■杨清悦 刘 召 史永刚

“加大手机实名制实时监管力度，是
防范网络衍生问题、堵塞安全管理漏洞
的有力举措……”近日，西藏军区青藏兵
站部某大站采取机关和沿线分队同步推
进的方式，对所属官兵电话卡实名制落
实情况进行清查，督导官兵健康上网，防
范网络安全隐患。

该大站所属单位大多地处海拔
4000米以上的高原，官兵上网用网需求
大，但单位点多线长面广、人员高度分
散，官兵上网用网面临着常态检查督导
难、网络安全风险大等问题。

站长杨浩介绍，今年他们着眼“手机
号码实名制”这一监管监控突破口，坚持
一人一卡定向监管，纠治个别官兵“账外
机”、一人多机、一人多号、非实名登记等
问题，让官兵在自我检查、挂号销账中，
筑牢依法上网防线、立起安全用网底线、
划实违法违纪红线。

他们根据部队担负任务特点，在“一
人一卡、一人一机”定向监管清查中，及
时梳理问题隐患、对照规章制度厘清用
网风险，组织官兵查找用网漏洞。同时，
坚持从拧紧思想“阀门”入手，利用“每周

一课”法治教育平台，以专题授课辅导、
典型案例学习、警示教育片观看、群众性
讨论交流为载体，持续教育警示，强化官
兵法纪观念和自律意识，引导官兵熟知
网络常识、遵守网络秩序、抵御网络风
险，养成依法上网、安全用网的自觉。
“对基层官兵来讲，网上违法违纪问

题大多不是发生在‘故意’上，而是发生
在‘无知’中。严格落实手机号码实名
制，实行一人一卡、一人一机定向监管，
让大家上网用网更加安全，这是对我们
的负责和关爱。”四级军士长吕文龙说。

西藏军区青藏兵站部某大站

定向监管防范用网风险
■朱伊丹 李金龙

大数据时代个人隐私如何保护？农
村宅基地征收拆迁，家人的合法权益怎
么维护？7月 26日，石家庄军事检察院
全体人员来到陆军某旅野外驻训地，就
官兵关注的涉法问题进行深入浅出的讲
解，受到官兵欢迎。

石家庄军事检察院聚焦备战打仗，
深入一线服务官兵，推进法治军营建
设。今年以来，他们以“和平积弊怎么
看、备战打仗怎么办、对表职能怎么干”
为主题，联合地方检察机关，开展“送法
进军营”活动，为提高部队战斗力提供法
治保障。该院采取领导带头、人人上讲
台的办法，到集团军、武警部队、国防大

学、省军区等单位开展教育宣讲近 40场
次、座谈调研 20多场次，提供法律咨询
2000 余人次，解决官兵涉法问题 50 多
起。年初，该院派出人员到驻山西、河北
部队走访调研，为某部队农场土地争议、
陆航某旅营区边界不清、武警某部军用
土地被侵占等问题出主意想办法，提供
法律服务。

该院坚持结合部队特点创新开展工
作，以某旅为服务备战打仗试点单位，成
立军地法律咨询团，开展普法宣传活
动。笔者在该旅野外帐篷里看到，检察
长姚罗灿和 3名检察员围绕战时违抗作
战命令罪、战时自伤罪、遗失武器装备罪

等，通过真实鲜活的案例，剖析战时犯罪
因素，引导官兵平时养成依法治训、依法
管理的好习惯，并就相关案例与官兵进
行现场互动。宣讲既有理论又有实例，
生动活泼，通俗易懂，取得良好效果。

该院还通过军地协作机制，积极主
动担当作为，依法维护军人军属合法权
益。某部干部一位亲属被人伤害致死，
该院接到求助后，第一时间派出两名检
察员赴案发现场实地了解案情。根据有
关规定，积极函请协调驻地人民检察院
关注相关案情，依法维护了军属合法权
益。目前，犯罪嫌疑人已被逮捕，军属获
得相应赔偿。

石家庄军事检察院组织“送法进军营”活动

为备战打仗提供法治保障
■刘松峰 丁爱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