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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 评

科学合理的营养膳食，既是能量

补给之需，也是维持和增强部队战斗

力的保障“基石”。先进科技“赋能”餐

饮保障，让“炒菜机器人”走进军营后

厨，是优化官兵饮食结构和质量，提升

保障效能的创新方法，有利于部队战

斗力提升。

军 营 的“ 柴 米 油 盐 ”关 乎 战 斗

力。无论平时餐饮保障，还是野战炊

事保障，都应依据官兵执行任务、训

练课目的不同类型，设计满足官兵营

养需求的餐谱体系，逐步实现饮食保

障科学化，既营养可口，又有助于补

充训练消耗，真正“吃出营养健康，吃

出战斗力”。

从海滩种蔬菜到雪域建温室，从清

洁能源落户戈壁哨所到高原军营24小

时供氧……保障力的提升，离不开科技

创新的支撑。随着越来越多的创新科

技渗透到军营生活的方方面面，部队战

斗力保障力必将不断迈上新台阶。

让科技为保障力“赋能”
■陈小菁

本报讯 石芝鹏、特约记者赵欣报
道：7月下旬，第 73集团军某旅在战鹰
前举行新机务兵入连仪式。刚经过专
业培训回到连队的新战士彭玉城，从指
导员林遵手中接过象征机务兵保障战
鹰荣誉的“银扳手”，使命感和责任感油

然而生。这是该旅运用仪式教育强化
使命责任、激发官兵斗志的一个镜头。
“我们已经连续 8年在入连仪式上

给每名新机务兵颁发‘银扳手’，目的
是激励他们上岗后苦练本领，为保障
战鹰高飞贡献力量。”据该旅领导介

绍，“银扳手”由部队老兵亲手制作，并
刻有个人姓名、编号、所保障战鹰编号
等信息，象征着机务兵的使命任务，极
具激励作用。

为增强新机务兵的责任感与使命
感，鼓励他们尽快融入岗位并建功立

业，该旅还在入连仪式中融入迎连旗、
宣读入连誓词、参观战鹰等内容；组织
连队主官为新兵介绍旅史、连史和主战
装备等，让他们对本职工作有直观认
识；开展传帮带活动，安排业务骨干与
新机务兵结成对子，帮带新战士尽快掌
握专业技能。此外，该旅每年都会举办
“金扳手”专业比武竞赛，比武冠军将获
颁“金扳手”，这成为大家的奋斗目标和
前进动力。

短平快的仪式教育，产生深远持久
的激励作用。新机务兵郭琦在入连仪式
结束后，特意捧着“银扳手”在战鹰前留
影。他动情地说：“‘银扳手’激励我不断
向前，我相信通过努力，一定能成为一名
优秀的机务兵。”

第73集团军某旅组织为新机务兵颁发“银扳手”活动

仪式教育激励新兵岗位建功

本报讯 记者宋子洵、通讯员蔡婉
芃报道：“我 10岁那年，长江流域发
生特大洪水，是人民子弟兵挽救了我
的生命。如今，很荣幸我也成为这支
光荣队伍中的一员……”建军节前
夕，北部战区陆军某旅修理六连连长

王冬松讲述了自己遭遇洪灾被救的故
事，激励连队官兵在本职岗位上建功
立业。这是该旅开展“身边人讲述身
边事”活动的一个缩影。
“抗击灾情险情既是锤炼战斗本

领的‘试金石’，也是淬砺血性胆气

的‘磨刀石’，官兵的亲身经历就是
政治教育的鲜活教材。”该旅领导告
诉记者，活动开展以来，先后有百
余名参加抗击灾情险情的官兵走上
教育讲台，畅谈心得体会、分享心
路历程。

“只要风雨同舟、共克时艰，就
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攻不下的
‘腊子口’……”曾在一线抗击新冠
肺炎疫情的该旅卫生连卫生员、志
愿者刘小琼运用自制的视频短片，
为官兵讲述“最美志愿者”的感人
瞬间；四级军士长邵宝林讲述汶川
地震发生后，他与战友奋战在抗震
救灾现场的感人故事……一个个亲
历故事增强了教育感染力，激发了
官兵的训练热情。

为深化教育效果，该旅还组织
“抗击重大灾情险情，我们该做什么、
怎么做”主题讨论活动，并收集整理
官兵的感言感悟，让官兵在互动交流
中增强使命感、责任感。

北部战区陆军某旅开展“身边人讲述身边事”活动

亲历故事淬砺官兵血性胆气

※ ※

8月上旬，空降兵某旅组织武装集群跳伞训练，锤炼复杂环境下空降作战

硬功。 刘冰冰摄

盛夏时节，骄阳似火。空军军医大
学口腔流动诊疗车从西安出发，赴南部
战区开展“口腔健康南疆行”巡诊服务。

去往空军某场站通信连途中，陡峭
险峻的山势阻碍了医疗队车辆通行。医
疗队员们肩扛手抬，攀越 488级台阶，把
诊疗椅位搬到石山之巅的哨所。步入营
区，他们顾不上休息，立即为驻守在此的
3名战士进行诊疗服务。当得知四级军
士长庄进尚未洁过牙，牙周科主任马志
伟立即为庄进认真检查口腔、洁治牙
齿。庄进激动地说：“我真没想到，深山
台站迎来口腔专家服务！”
“不休息了，先给战士们看牙。”当

晚 9 点，口腔流动诊疗车内灯火通明。

经长途飞行后转抵某营区，年过花甲
的世界军事齿科学会主席、教授赵铱
民顾不上休息，立即为官兵开展口腔
健康知识宣讲，随后又为官兵开展诊
疗服务。

伏天湿热难耐，医疗队员们经常
周身被汗水湿透。据了解，医疗队平
均每天洁牙 120 人次，补牙及牙体治疗
达 70 余人次，日均工作量是在医院坐
诊时的 3倍以上。工作一天，队员们常
常累得胳膊都抬不起来，但大家毫无
怨言。

听说医疗队来巡诊，一位军嫂带着
9岁的军娃子霁来到某场站医院。子霁
活泼开朗，就是不敢张嘴大笑，因为平时

每次张嘴，露出的“黑牙”都会被同学笑
话。医疗队员崔玮为子霁补好坏掉的乳
牙，并告诉他注意事项。走下诊疗椅位，
子霁向崔玮敬了一个标准的少先队队
礼。子霁与崔玮约定，要好好保护自己
的牙齿，长大后考军校，做一名光荣的解
放军！

短短一个月时间，“口腔健康南疆
行”医疗队深入部队调研走访，送医送
药、开展口腔诊疗，服务官兵和家属万余
人。贵阳、遵义、长沙等多地军营，都留
下了医疗队员们忙碌的身影，也留下了
许多真挚感人的故事。

行进一路、服务一路、感动一路，在
为军服务的征途上，医疗队步履铿锵。

军营驶来口腔流动诊疗车
—空军军医大学医疗队赴部队开展巡诊服务见闻

■梁 夏 李西军

8月3日，武警桂林支队开展擒敌对抗训练，砥砺官兵血性胆气。 张宸硕摄

练兵场上号声如雷，炊事班里
饭菜飘香。盛夏晌午，北部战区海
军某技术保障大队炊事班，一派繁
忙景象。

然而，此刻本该在灶台上“大显身
手”的铁锹、饭勺等炊具，却静静躺在厨
房一角，炊事班战士们忙着洗菜，忙而
不乱。
“‘炒菜机器人’上岗，炊具们就闲

下来啦。”炊事班班长王春程一键启动，
将事先准备好的佐料倒入锅中。根据
预先设定的程序，“炒菜机器人”开始翻
炒，很快香气四溢的“鱼香肉丝”就要出
锅了。

说起落户炊事班的“炒菜机器人”，
还要从大队探索集约化保障模式、精心
打造“科技厨房”说起。改革调整后，保
障大队人员编制增加，大队食堂每天的
饮食保障任务更加繁重，但人手很紧
张，这下可愁坏了王春程和炊事班的 9
名战友。

一开始，王春程将炊事班分成两
组，分别负责不同种类菜品和面点的烹
饪。一星期后大家发现，不仅前期备菜
程序繁琐，炒菜过程也相当费力：由于
每锅菜要翻炒近百斤，战士们使出浑身
解数，也难以保证每道菜都翻炒均匀、
火候到位。

炊事班的“挠头事”，很快摆到了
大队党委一班人的案头。一次党委
会上，他们商讨决定向科技要保障
力。了解到市面上有几款“炒菜机器
人”，在研究了解其性能后，经报上级
机关批准，他们多方联系生产厂家协
商询价。最终，经过公开招标，他们
采购了一款具有电磁旋转功能的“炒
菜机器人”。
“我们采购的‘炒菜机器人’智能

化程度相当高，不仅能自动调节火候，
还具备不粘锅、少油烟功能。”王春程

告诉记者，“炒菜机器人”让炊事员从
体力活中解放出来。如今炒菜，他和
战友们只需站在一旁调整程序，并根
据翻炒进程添加佐料，不仅省时省力，
还安全便捷。

走进整洁的后厨，由 10 余个自

动化料理设备打造的“科技厨房”令
人耳目一新。灶台边的“炒菜机器
人”忙着翻炒菜品，一旁的炊事员有
条不紊地备菜；水池边的自动洗碗机
轻松运转，为官兵提供清洁健康的餐
饮保障；橱架上一字摆放着水饺机、

电子蒸笼、电子高压锅……在“科技
之光”装点下，大队的餐饮服务变得
快捷高效。

炊事班的战士笑着告诉记者，炒菜
只需 1至 2名炊事员值班操作，出菜时
间明显缩短，可高效保障数百人用餐；
他们将更多精力投入提升菜品质量、参
加野战炊事保障研究中。

曾被繁重的炊事任务占用的军事
训练时间，如今被王春程和战友们安排
到一日生活制度的“C”位。王春程说：
“灶台战位要守好，军事训练成绩也要
跟上！”

科技投入让餐饮保障更高效，
大队的后勤保障理念也由“吃饱吃
好”向“吃出营养健康、吃出战斗
力”转变。

6菜 1 汤，至少 2种时令水果……
午饭时分，大队食堂内，官兵餐桌上丰
富的菜品色香味俱全。“如今我们更关
注‘卡路里’。饮食保障更加科学，助推
战斗力不断提升。”王春程说。

左上图：智能灶台操作。

谢 博摄

北部战区海军某技术保障大队探索集约化模式，打造“科技厨房”高效保障
数百人用餐—

“炒菜机器人”上岗啦
■本报记者 许 敏 通讯员 郑文君 陈 强

近日，第75集团军某旅野外驻训的一

段视频在网上火了。战士们在泥泞的芦苇

荡里摸爬滚打、艰难行进，连长边指挥边鼓

劲：“我在这个地方让你们疼，敌人在战场

上才夺不走你们的命！优秀，你才能上阵

杀敌！”网友纷纷点赞留言：“这样的硬核连

长，是真正对战士负责的带兵人，粉了！”

高层次的爱兵，不局限于生活上的嘘寒

问暖、工作上的扶持提携，更要体现在训练场

上的千锤百炼。战争是最不讲仁慈与温情

的，一名合格的带兵人要对战士的生命负责，

要对战斗的最终胜利负责，平时就要做到对

战士严格要求。徐向前曾经说过：“爱兵主要

的要讲战术爱兵，讲战术，就可少死人，甚至

不死人。”相反，如果带兵人一味担忧战士在

训练场上磕着碰着、累着伤着，这样的“爱”并

非真爱而是真害。因为一旦上了战场，失败

的沟壑往往是用血肉之躯来填平。

一位著名指挥官曾说过：“对部队来说，

最好的‘福利’是第一流的训练。”所谓“福

利”就是打胜仗、少牺牲。赢得“福利”，没有

别的办法，唯有平时多流汗，接受更加严格

的训练，战时才能少流血。古往今来，凡是

攻无不克的军队，都离不开带兵人慈其心、

不慈其行的“战术爱兵”。岳家军在训练时

“皆重铠以习之”，把“滂沱雨、大雪降、狂风

怒之日”作为练兵之时；把“崎岖路、河溪沟、

荆棘处”作为练兵之地。实践证明，只有一

流的训练才能换来一流的战斗力，从而最大

限度地保存自己、消灭敌人。

和平时期，决不能把兵带娇气了，威武

之师还得威武，军人还得有血性。俗话说，

兵随将转。消除战士的骄娇二气，带出血性

之师，带兵人责任重大。率军者披坚执锐，

执戈者才能战不旋踵。刘伯承曾严肃指出：

“一个指挥员不仅要负歼敌三千之责，而且

要负自损八百之责，我们不能随便多死一

人。”带兵人只有紧盯强敌练精兵，从实战需

要出发从难从严训练部队，敢于叫响“跟我

上、打胜仗”，才能带出响当当、过得硬、有血

性的优秀士兵。

“老好人”不是好的带兵人。战争是实打实、硬碰硬的，来不得半点漂浮和虚

假。如果带兵人打着“爱兵”的幌子，对管理、训练中的问题视而不见，该批评的不批

评，该严格的不严格，这样的“爱”只会让官兵变成“温室里的花朵”。严管就是厚

爱。各级指挥员应强化实战先要实训的观念，只有把战术原理搞熟练、战术动作练

精通、战斗作风练顽强，才能既避免个体损伤，又保全整体优势。

（作者单位：69240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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