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①：陈萌（左四）身着07
式丛林迷彩服与战友分享她拍

摄的照片；图②：身着85式军服
的陈萌父亲与母亲；图③：身着
50式军服的陈萌姥爷与姥姥。①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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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威解读

■他和战友最大的
愿望，就是穿上全军统一

配发的新军装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套制式服装诞
生于 1950年。第二年，19岁的李静参军
入伍，穿上50式军服。

那个时候，受服装材料生产能力
影响，发放的军服只有概略号型。
“穿在身上又肥又大。”李静回忆，女
兵夏天还发过裙装，翻领黄上衣、蓝
裙子……

穿上这身军装，李静跟随队伍踏上
奔赴新疆的征程。她和战友从山东启
程，一路走走停停，两个月后到了兰州，
又过了一个月抵达新疆。漫长征程中，
李静认识了比她早 5年入伍的军医周维
华。

3个月时间，李静对周维华的了解
逐渐加深。来到新疆后，李静到农学院
上学，周维华被分配到部队卫生部门。
生活在同一个小镇的他们经常见面，两
颗心越走越近。

爱情的生长，让那段日子成为李静
一生难忘的记忆。

50式军服只能穿两季，新疆部队一
般在 5月更换夏装，10月更换冬装。在
新疆部队服役的大多数时间，李静都是
穿着 50式冬装度过的。后来周维华被
派往兰州执行任务。临别之际，两人穿
着这身军装留影。后来，这张身着 50式
冬装的黑白照片，成为两人共同的幸福
见证。

50式冬装没有罩衣，外观上看就是
一件棉袄。李静记得，有一次，一位男战
友在劳动时不慎跌入水潭，泥水渗进棉
花里，拆洗特别费劲。

在她的记忆中，女兵们冬天还会穿
个“大毡筒”（一种及膝长靴），由于号码
不齐又无法调换，很少有人穿着适体，经
常走着走着就摔跤。

历史车轮滚滚向前，随着军衔制的
出现，55式军服诞生了。

那一年，李静和周维华结婚了。
不过李静在 1954 年部队精简整编时已
经转业回到兰州，她始终没能穿上这
身人民军队首次实行军衔制、突破单
一服饰体系的军服。这也成为李静一
生的遗憾。

但和 1947年入伍的周维华相比，李
静还算是幸运的。那时，50式军服还没
有下发部队，人民军队还没有统一的军
服。

入伍之初，周维华和战友最大的愿
望，就是穿上全军统一配发的新军装。

在战火纷飞的年代，这个愿望实现
起来并不容易——军队人员基数大，配
发统一军装，对服装材料、生产保障能力
都提出较高要求。

考虑到生产统一军服的实际困难，
周恩来总理曾作出指示：部队帽子要统
一式样。就这样，大名鼎鼎的“解放帽”
诞生了。新一代军帽外观上为“圆形短
檐帽”，材料为“棉平布”，佩戴“八一”红
五星金属帽徽。

1949年，军委相关部门研究对军服
的标准式样进行统一。然而受条件所
限，即便紧急赶制军装，开国大典上的受
阅部队也没能等来“统一军服”——那一
年，受阅陆军部队头戴钢盔、身着黄绿色
深浅不一的军装……

李静并没有见过周维华穿 50 式军
装前的模样。往后的岁月，每当她看到
解放战争时期的影视作品，她便会想，
周维华那时应该和视频中的官兵一样
吧——戴着“解放帽”，“八一”五角星帽
徽闪闪发光。

■结婚那天，他们特
意穿上军装拍照

军服的更新换代从未止步。
从陈萌的姥姥脱下军装到她的妈妈

穿上军装，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服已从“55
式”变为“65式”。

1965年军衔制废除后，65式军服出
现在人们的视线里。65 式军服配发部
队 20年，穿过这身军装的军人，对其都

有深深情感和满满回忆。
1979年 11月，陈萌的妈妈周敏到了

部队，她穿的就是65式军服。
周敏对这身军装的第一印象就是

“一身绿，三点红”——帽徽为全红的五
角星，衣领处佩戴两个红色领章。
“红色领章是缝上去的，洗涤时候容

易掉色，每次换洗都要拆领章，再用热水
缸熨平。等衣服晒干了，再缝上去。”陈
萌的父亲陈海辉回忆，当年每个军人都
会准备一个针线包，包里珍藏一根红线，
专门缀订红领章。

65式军服整体呈“草绿色”，也被称
为“国防绿”。

陈海辉格外珍视这身军装，时常穿
上军装留影，寄给远方的家人。“穿军装
在当年代表着一种时尚、一种荣誉。当
年这身军装设计新颖，战友们穿上一个
比一个精神！”陈海辉笑着说。
“65式军裤比较肥大。”周敏笑着回

忆，女兵们为了穿着好看，有时会偷偷把
裤腿改小几寸。

在 65式军服问世的 20年间，中国国
力不断增强，对外交往更加频繁。品种
单一、没有设计军衔标识的 65式军服，
开始退出历史舞台。

新一代军服出现在 1984 年的国庆
阅兵场上。当年，受阅部队提前换上 85
式军服，这也是 85式军服的首次亮相。

当时，陈海辉和战友们别提多向往
新式军装了。在大家心里，能看一眼新

军装也是幸福的。
为了收看盛大阅兵仪式，陈海辉和

战友们一起凑钱，委托连长家人从附近
镇上买来一台电视机……

也是在那一年，在医院工作的周敏，
认识了在医院对面团部服役的宣传干事
陈海辉，两人很快相知相恋。

1985 年，部队开始换发 85式军服，
周敏对那身冬装的小立领印象深刻：“大
家会在立领内缝一条白领衬，看上去别
提多精神了。”

1988年，87式军服配发部队。
这是军服史上的一个转折点——87

式军服设计多个款式，可较好满足执行
多样化任务的穿着需求。干部春秋常服
小翻领、系领带……

周敏至今记得 1987 年新军装下发
时，刚好休假的她跟着姥姥一同回山东
老家探亲。身着军装的她，让乡亲们投
来羡慕的眼光……

87式换装前一年，周敏和陈海辉登
记结婚了。他们特意穿上新军装拍摄结
婚照……照片中的他们，笑得很甜。

■在她心里，穿上军
装是家风的传承

70年，三代人，初心从未改变。
姥姥李静从小在部队长大，妈妈周

敏也选择军营……到了陈萌这一代，在
她心里，穿上军装是家风的传承。

2007 年，人民军队换发新一代军
装。这一年，陈萌考上军校，在她印象
里，07式军装的夏裙亮眼而特别。这一
身她穿了 12年的军装，给陈萌留下许多
青春记忆。

2015年，第 76集团军某连连长吴建
在高原伞降训练时突发特情，英勇牺
牲。那一年，部队邀请吴建的家人来连
队看看，作为营区里唯一一名女干部，陈
萌负责陪同安抚吴建的亲属。

从此，吴建的父亲母亲把她当作亲
人一样看待。每隔一两年，陈萌都会穿
着军装去吴建家中看望两位老人。在老
人家中，她总能看到桌上摆着吴建的军
装照。

上次到老人家还是在去年夏天，那
天，吴建的母亲拉住陈萌的手，和她坐在
床上说话。老人把陈萌军装上的“配饰”
看了又看——姓名牌、资历章、肩章上的
军衔……老人含着眼泪说：“你穿这身军
装真精神、真亲切，看到你就像看到了儿
子。”

2018 年 5月，新修订的内务条令将
“军人非因公外出应当着便服”的规定，
修改为“军人非因公外出可以着军服，也
可以着便服”。

至此，军人身着军装外出又成为
街头的一道亮丽风景。在物质生活极
大丰富的今天，中国军人的军装形象

深入人心，军装设计理念更加注重功
能性、美观性，更利于野外驻训和实战
演练。

今天列装全军的 07 式军服拥有较
多品种。与 87式军服相比，07式军服首
次引入单兵军服设计理念，让军队军服
迎来历史性跨越。

■明天，军装的故事
一定更精彩

这是贺兰山下一条不起眼的小
路——路面坑洼不平，道路两旁的路灯
间隔很远，平时很难看到车辆途经此地。

深夜，道路两侧，刚刚结束“魔鬼
周”训练的战士正在休息。作为旅机
关宣传干事的陈萌，将镜头对准这些
熟悉的面孔。为了不影响战友休息，
她关闭了相机闪光灯，调高感光度、调
慢快门、增大光圈。

皓月当空，陈萌和镜头中的演训
官兵一样都穿着 07 式丛林迷彩服。
这身衣服，是陈萌最喜欢也是穿得最
多、最久的。

如今，像陈萌一样的年轻军人，
对未来军装“走向”格外关注。训练
之余的休息时间，关于军装的话题自
然少不了。

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阅兵备受
瞩目。第一时间收看了关于阅兵的各种
新闻，陈萌和战友们对阅兵场上首次亮
相的几款新式军服，印象格外深刻。

那天，不知谁聊起这个话题，大家瞬
间打开了话匣子。

下士周俭眼睛一亮，兴奋地说：“阅
兵场上的新式军服帅呆了！穿上这身参
加野外驻训，肯定浑身都是劲儿！”一旁
的中士姚强接过话茬：“军服上的迷彩色
块是渐变色，受阅官兵看起来一个比一
个精神。”

有褒奖，亦有期待。19岁的上等兵
李健快人快语——“未来军装不是‘花架
子’，应该实用耐穿好穿，关键还需具有
实战功能性。军人生来为战胜，能为战
斗力服务的军服，才是我们期盼的。”

明天的军服什么样？陈萌亦有属于
自己的畅想。
“期待新式军服，尽快走进普通军人

训练生活。”陈萌笑着说，那应该是一款
符合国际审美标准、具有更多实战功能
的军服……

梦想照进现实，明天并不遥远。
适应战场需求，是新时代军服发展的
“关键词”。

从统一军服到军衔制恢复，再到
军服系列化、体系化，陈萌一家三代人
见证了 70年军服发展沧桑变迁。陈萌
有个打算：等到将来新一代军服列装
部队时，她一定会穿上那身新军装留
个影，让这个家庭关于军装的故事延
续下去……

（本版照片与数据由陈萌本人、联勤

保障部队供应局提供）

军装见证：三代军人的青春模样
■吴永杰 本报特约记者 王钰凯

军服是官兵生活的必需品，是军

队形象的重要体现，是军人身份的重

要标志，也是国威军威的象征。

官兵身上衣，连着战斗力。军服

的改革，见证着中华人民共和国70年

辉煌和人民军队的发展壮大。

记者：请介绍一下我军军服改革

的简要历程。

负责人：我军军服从红军时期开

始，革命战争年代，受当时诸多客观

条件的限制，主要是粗布军装，军服

式样单调、品种单一，基本上只能维

持最低的保障需要。土地革命战争

时期，标准的红军服装是灰色的中山

装、红领章、红五星、八角帽，但各部

队服装颜色差别较大。抗日战争时

期，八路军、新四军着国民革命军军

服，佩戴“八路军”“新四军”臂章。解

放战争时期人民解放军服装与抗战

时期基本相同，战争后期改戴解放

帽，佩戴“八一”五角星帽徽和“中国

人民解放军”胸章，军服品种、数量

少，保障标准和水平也比较低。

新中国成立后，我军军服先后进行

了十余次改革。50式军服，首次在全军

统一了制式；55式军服，为实行军衔制

奠定了基础；65式军服，“一身绿、三点

红”特色鲜明、影响深远；87式军服，制

式系列基本成型；97式军服，为新一代

军服深入改革进行了有益探索；07式军

服，实现我军军服的历史性跨越。

每一次军服改革，对满足官兵作战

训练和生活需要，促进我军革命化现代

化正规化建设，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记者：伴随共和国的成长发展，我

军军服取得了哪些成就？

负责人：统一全军服装制式，形成

完整配套的现代军服系列；运用高新

技术改进材料和制作工艺，军服质量

显著提升；系统研制单兵防护服装，部

队战场防护与生存能力不断增强；建

立服装号型系列和适体范围，军服适

体水平明显提高；创新服装供应保障

机制，军服保障方式取得重大突破。

记者：我军军服在供应保障上都

有哪些变化？

负责人：以往，军服主要依托军工

企业、军队编设的被装修理所加工生

产，成品军服发运到军需仓库后，按照

部队需求，采取部队自领、军需仓库配

送等方式供应到部队，部队再分发到

官兵手中。

联勤保障部队成立后，紧跟军委

机关被装精确申领改革步伐，依托地

方物流力量，探索实践“工厂-物流企

业-部队官兵”保障路径，用于当季发

放的军服通过物流企业中转、分拣、包

装，直接配送至官兵手中。下步将突

出精确化保障，运用现代物联网技术，

实现从工厂到个人的直达供应，减少

供应环节，缩短供应周期，提高军服保

障效率效益。

记者：请谈一谈未来军服的发展

方向。

负责人：军服的发展历史就是一部

浓缩的军队发展史。当前，国防和军队

建设发展进入新时代，未来军服应更加

体现一体化防护，适应未来战场大规模

杀伤武器、全天候和多频谱侦视技术、

恶劣环境条件对军服的更高需求。

未来军服更加强调集成化配套，按

照综合集成思路，功能上做加法、品种

上做减法，优化配套、减少数量、提高质

量，体系更加完善、功能更加齐全。

未来军服更加注重人性化设计，

运用大数据建立中国军人体型模型，

展现中国军人的体型美；适应军人作

战训练特点，从军服的款式设计、新材

料、新工艺等方面入手，改善军服的吸

湿性、透气性、保暖性，研制装备舒适

型、保健型和防护型军服。

未来军服更加突出精确化保障，运

用先进技术与数字化装备，实现立体化

测量、无纸化设计、自动化制作；运用现

代物联网技术，实现从工厂到个人的直

达供应，降低军服生产成本、缩短供应

周期，提高军服保障效率和效益。

版式设计：梁 晨

官兵身上衣，连着战斗力
—联勤保障部队供应局负责人就军服改革与发展答记者问

■本报记者 赖瑜鸿 通讯员 王晓伟

特 稿

小镇一如往日般宁静。无论商场、纺织厂还是汽车修理厂，生活在这
里的人们都身着“同款”服装——草黄色、上衣有翻领、前身 4个衣兜，戴着
圆顶棉帽。

穿着这身“同款”服装的两个人，在照相馆前停下脚步。“走之前拍张合
影照吧。”男孩提议。女孩默默点头，白皙的脸庞漾起绯红。

66年时光匆匆，当年的“女孩”如今已是 86岁的老人，依旧笔挺的身板
散发着军人独有的气质。聊起往事，老人笑容慈祥——她叫李静，是陈萌

的姥姥。
此刻，李静戴着花镜翻看一本红色影集。一张张她和丈夫周维华在建

设新疆时拍摄的老照片，再一次打开回忆的闸门。老人说：“从相识相恋到
结婚，我和他最喜欢穿这身50式军服，它见证了我们的爱情和青春。”

对于出生在军人家庭的陈萌来说，姥爷姥姥、父亲母亲，长辈们与军装
的故事，她从小听到大。

长大后，陈萌时常翻看影集，那些被家人小心珍藏的闪光记忆，深

深吸引着她——从黑白照到全彩照，从 50 式军服到 07 式军服，从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到 70 年后的今天，一家三代人的青春模样，浓缩在一
张张军装照里。

如今，已是第 76集团军某旅宣传科干事的陈萌，习惯用手中的相机记
录新时代军人的青春与梦想。

在这位女军官眼中，军装是时尚靓丽的，带着革命浪漫主义情怀。这
一家人对于军装的情感，历经岁月洗礼不曾褪色，也不会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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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官兵“衣食住行”看70年巨变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