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后装保障是战斗力的重要组成部

分，是能打胜仗的重要基础。战争离

开了保障，人无粮草、车无油料、炮无

弹药……部队就不可能形成作战能力。

兵法云：“军无辎重则亡，无粮食则

亡，无委积则亡。”战争实践表明，一场

战争不仅考验前方作战的实力，同时更

考验后勤补给能力。放眼古今中外战

争史，谁的保障能力强，谁就拥有更大

的胜算。

第四次中东战争，刚开始处于劣势

的以色列军队，由于具备强大的战场抢

修能力，成功修复720辆坦克，结果左

右了战争胜负的天平。

在中东战场上，还曾发生过这样一

幕：一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在战斗中发

现他的“巴雷特”狙击步枪打不出子弹，

他马上给巴雷特公司的一名售后客服打

电话。售后客服在45秒内教会这名士

兵如何调整机匣，使枪恢复了正常使

用。随后，这名士兵迅速投入到战斗中。

翻开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我军后

装保障能力建设始终是围绕“能打胜

仗”展开的。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提

出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口号，“南

泥湾好地方，家家户户纺线忙”就是当

时的真实写照；解放战争时期，人民群

众用肩挑、车推、驴驮、船运等方法，将

大量粮食、弹药等军需物资运往前线，

有力地保障了战略决战的胜利；抗美援

朝战争，我军构筑了一条“打不垮、炸不

烂的钢铁运输线”，源源不断地向前方

运送物资，创造了世界战争史上后勤保

障的奇迹。彭德怀曾多次讲：“抗美援

朝战争的胜利，百分之六十至百分之七

十应归功于后勤。”

我军保障能力建设今非昔比，但

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有的部

队保障筹划不精细，关注作战行动

多，考虑保障行动少；有的部队保障

链路不顺畅，作战力量不知道保障

力量在哪里，保障力量不知道作战

力量有啥需求；有的部队保障行动不

及时，装备抢修率低，后勤供应跟不

上……这些短板弱项不解决，势必影

响部队战斗力。

这些矛盾和问题，正是改革的关注

点。后装保障作为作战体系中的重要

一环，作用在于为作战体系联“网”、通

“脉”、供“血”。在信息化局部战争中，

小编组、大合成、模块化、多能化成为

作战编组新样式。我们的后装保障

必须顺应集成多能的发展趋势，按照

机动作战、立体攻防要求，构建适应

性强、反应灵活、精干高效的保障力

量。如第 80集团军某旅勤务保障营

的战场实践，给我们提供了新的观察

样本、新的启迪思路。

从一片绿叶，可以观察一个春天。

各级领导要自觉做到仗怎么打、保障就

怎么建，作战需要什么、保障就发展什

么，以只争朝夕、时不我待的紧迫感使

命感，与时俱进加快推进后装各项准

备，确保一声令下，能够快速反应、保

障有力。

从一片绿叶观察一个春天
■崔海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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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日的朱日和冷风袭人。
战斗的硝烟已散，中校康海春登上了一

列满载装备和官兵的火车。
列车缓缓启动。透过车窗，望着眼前这

个渐渐远去的亚洲最大演兵场，一幕幕战斗
场景，再次浮现在他的眼前。

两年前，随着部队规模结构和力量编成改
革的推进，勤务保障营首次亮相，康海春被任
命为第 80集团军某旅勤务保障营首任营长。

自这个新生营诞生以来，他和战友们随同部队
两次在朱日和演兵场与专业蓝军交手。勤务
保障营的保障能力，也在磨砺中实现跃升。

此时此刻，坐在返营的列车上，康海春的思
绪不时在“平时”和“战时”两个频道上切换着。

新体制编制下的勤务保障营，集修理、医
疗、运输、供应于一体，不同的工作岗位多达
百余个，平时需要长期独立执勤的点位多，人
员相对分散，训练与保障的矛盾较为突出，兵

力、时间、内容、质量难以有效落实，组织合成
训练更不用提了。

在康海春的眼里，朱日和是个全方位锻
造勤务保障营保障能力的地方，也是让他无
法忘怀的地方。这里，给他带来胜利的喜悦，
也给他留下失败的“耻辱”……

凝望着渐渐远去的朱日和“地标”——通
信铁塔，尤其是铁塔上“从这里走向战场”那
几个鲜红大字，康海春仿佛听到了勤务保障

营拔节成长的声音。
如何使后勤资源像“血液”一样，运转在

信息化战争体系之内？这个攸关打赢的问
题，萦绕在包括康海春在内的各级指挥员的
脑海里。

今天，随着军队规模结构和力量编成改
革中勤务保障营的组建，部队后装保障有了
一个怎样的转变？这是此次调查试图回答的
问题。

一辆步战车受损，一

名副营长可调度八个抢

救抢修组——

指挥权限增大的背

后意味着什么

两年前，该旅参加“跨越-2017·朱
日和”基地化训练。部队千里机动过了
黄河后，向集结地域有序开进。

突然，一辆步战车“发生事故”。
副营长孙长海接到报告后，一边赶往
“事故”现场，一边通过电台调度卫生
救护、装甲器材和修理方舱等 6个类型
8辆车，奔赴现场保障。

孙长海到达现场时，先期赶到的抢
救抢修力量已开始对“事故”车辆进行
抢修，其他保障力量也紧随其后陆续赶
来。

经过紧急抢救抢修，“伤员”得到
有效救治，“受损”步战车恢复战斗状
态。车组人员与所在建制单位取得联系
后，驾车火速跟进编队，实现了当天受
损、当晚归建。

一名副营长即可直接调度 8个抢救
抢修组？谈起演练中指挥员的指挥权
力，孙长海兴奋之情溢于言表。这次基
地化训练，他带有车辆修理组、装甲修
理组、后勤装备修理组、救护组等 10
余个小组，所有保障模块都归他一人指
挥调度。

这在过去演练中不可想象。以往，
这些保障力量专业种类多、人员成分
杂、布局高度分散，且分属不同部门，
不易协调使用。可以说，人、车、弹、
油料、卫勤，包括热食前送等保障，都
需要层层下达指令，逐个部门去协调，
协调好了还得逐级传达……
“特别是在紧急情况下，打遍电

话资源难聚拢、喊破嗓子力量难调
配的现象尤为突出，指挥员在指挥
时总觉得隔座山头。”经历了以前保
障力量编配的各种无奈，在装备保
障战线工作 30 多年的原勤务保障营
技术室主任、装甲工程师张德有感
触颇深。

的确，新成立的勤务保障营，将
过去后勤和装备原本高度分散的力
量，整合在同一个营的建制下。这恰
如散落的棋子归于同一棋盘之中，营
指挥员可根据当前任务，汇总多方情
况，评估手中力量，科学调配资源进

行模块化编组，直接实施指挥，形成
精确保障。

战场上，一名指挥员指挥权限增
大的背后意味着什么？从新体制编制
下的勤务保障营不难看出，指挥员指
挥权限的增大，使指挥层次缩减了，
让指挥链条更加通畅了，使战场保障
更加得心应手。

一辆运输车“趴窝”，

两名装甲车辆修理工伸

出援手给修好了——

保障力量不再只盯

着自己那“一亩三分地”

四级军士长唐维群是勤务保障营运
输连的一名驾驶员。

今年 7 月，在漠北草原的一次对

抗演练中，唐维群驾驶着一辆运输
车 ， 冒 着 炮 火 硝 烟 给 前 方 运 送 弹
药。没承想，他的运输车在途中遭
“ 敌 ” 炮 火 袭 击 ， 导 致 车 辆 “ 趴
窝”。更让唐维群没想到的是，他通
过电台向后方请求抢救抢修后，不
一会儿，一个装甲车辆抢修组火速
赶到了现场。

那天，经过两名装甲修理工的快速
抢修，“趴窝”的运输车很快修好了。
由于车辆抢修及时，唐维群为前方运送
弹药赢得了“黄金时间”。
“当兵 10多年，大小演习参加过七

八次，从来没有这么痛快！”谈起这次
演习经历，唐维群感慨颇多：这要是以
前，即使装甲车辆抢修组看到战损的运
输车也不会帮你修，因为各个抢救抢修
分队的指挥员，都只盯着自己那“一亩
三分地”，战损车辆的驾驶员只能干着
急。

原来，在以往演练中，由于后方
保障力量是由多个部门临时“捏”到
一起的，虽然隶属于后方指挥所管
辖，可在实际保障过程中，各种保障

力量都配属到各个梯队，有的甚至直
接归各个梯队指挥了。这样一来，不
是他抢救抢修范围内的活，他当然就
不干了。

勤务保障营教导员汪勇说，过去还
有一个大的弊端，就是临时合在一起的
后方保障群，指挥员对各种保障力量的
功能作用发挥不清楚。比如，战场上同
时有多个点位需要抢救抢修，指挥员难
以做到科学分工、合理调配，很容易贻
误战机。
“这次演习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变

化，当然是得益于新组建的勤务保障
营：以往的所有保障模块如今都归属
于同一个营建制下，指挥员在调整、
调度各种保障力量上，都是‘自家’
的事，自然就好办了。”修理一连连长
孙灏说。

在这次演练中，勤务保障营根据实
际情况，编配 10 多个伴随保障小组，
派到各个梯队，所有物资按需精准配
给，各保障模块结构合理、相互衔接、
功能互补。这些小组谁能干什么活、哪
个小组都配备了什么器材，营指挥员的

心里都一清二楚。
现如今，编配到各个梯队的伴随保

障组，除了负责自己梯队的保障任务
外，若有紧急情况，一旦其他梯队的保
障力量忙不过来，勤务保障营指挥员还
可以根据任务的轻重缓急，评估所辖保
障力量，进行科学调配。

像跟踪快递物流一

样实时掌握弹药、食品等

补给物资——

精准保障让指挥员

“轻松加愉快”

两年前的那场演练让人大开眼界。
在实兵对抗演练中，负责弹药供

给的勤务保障营弹药供应组组长程天
祥，通过车载物联网监控系统，发现

前方两辆战车弹药缺乏，迅速按照监
控系统上显示的位置，派出一辆弹药
供应车。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辆弹药供
应车派出后，所行驶的位置能实时显
示在程天祥所在车载物联网监控系统
的屏幕上。他说，给战车安装了物联
网监控系统，指挥员就可像跟踪快递
物流一样，随时掌握弹药、食品等后
勤补给物资的实时位置、运输状态、
分发信息。
“物联网系统不光用于监控车辆位

置，还可预判车辆故障。”程天祥介绍
说，通过战车上安装的传感器，实时把
车辆油温、转速、水温等状况信息采集
后传送到指控中心，指控中心通过实时
记录分析这些信息，能够预判分析车辆
故障。

面对物联网监控系统，被誉为
“铁甲神医”的勤务保障营修理一连
装甲修理技师、二级军士长成守平尤
为感慨：“以前判断车辆故障，修理
工需要‘望闻问切’，使出浑身解
数，才能判断出故障，但‘病因’在
哪儿不好判断。这种情况下，指挥员
接到抢救抢修的命令后，不仅要派出
修理工，还得把装满各种部件的综合
保障车派过去。因为不知道哪个部件
能用得上。”

成守平说，现在根据安装在战车上
不同位置的多个传感器，油压、气压、
电压等数值都可以通过传感器显示在终
端，哪里不对劲都会有提示和预警，最
大的好处就是提前研判、提前排除，使
战场保障更加精确了。

演练场上，物联网的强大功能让成
守平感到“轻松加愉快”。
“这次演练只在部分装备上安装了

物联网监控系统，主要检验各级指挥员
在实战中运用该系统的能力，以及系统
在作战中的效能发挥。”助理员张钰浩
介绍，未来战场上，物联网监控系统将
会安装到每一辆战车上，那时的物联网
监控系统经过不断改进，功能将会更加
强大。

贴上了电子标签、装上了感知系
统，原本静默的装备就成了一个“有
机生命体”。指挥员可以随时查看并
申请附近的火力打击和后勤运输设施
支援。
“可以预见，物联网将使未来战

场更透明、行动更智慧、保障更精
确、管控更安全。”该旅领导说。

细数勤务保障营战场新景观
■本报特约通讯员 仲崇岭

在一次联合战术兵团演练中，第80集团军某旅勤务保障营通过武装直升机后送“伤员”。 仲崇岭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