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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冬时节，第 78集团军某旅冬训
场的后方保障阵地上，一辆辆炊事车
疏散分布。

某营野战炊事车内，炊事班班长
蔡兴一边备菜，一边向记者介绍：“羊
肉炖胡萝卜等高热量菜品，能及时补
充官兵体能，增强御寒能力。”
“一辆炊事车被‘敌’摧毁，警戒分

队立刻前出抗‘敌’袭扰，炊事分队迅速
向预备阵地转移。”蔡兴正准备将羊肉
下锅，却被突如其来的“敌情”打断。他
立即布置转移任务，只见炊事班“化整
为零”，每组人员分别带着一种副食和
一种主食，迅速消失在茫茫雪野中。
“小群多路送餐上战场。”蔡兴告

诉记者，炊事班“化整为零”的转移方
法，是他们在野外炊事保障训练中总

结的妙招，既能保存炊事力量，又大大
减少炊事作业时间，及时保障战场官
兵吃上热食。

记者跟随蔡兴带领的炊事小组一
同转移，发现他们随身携带着“排骨炖
土豆”半成品副食。据了解，为提升热
食保障效率，炊事班提前洗切、密封存
储，预先准备半成品副食，到达保障地
域后下锅煮熟即可前送。

说话间，各炊事小组陆续到达预
定地域完成热食制作。他们将热食
装入保温箱，便向当晚宿营地进
发。蔡兴一边借助信息终端与营指
挥所取得联系，一边手握指北针带
领小组成员按图行进。夜幕降临
时，该旅演练官兵全部吃上热乎乎
的野战快餐。

第78集团军某旅探索严寒条件下热食保障方式——

小群多路送餐上战场
■高 巍 本报记者 牛 辉

午餐哨音响起，官兵取出单兵自
热食品，拆开包装、注水加热……寒
冬时节，第 82集团军某旅在训练间
隙展开野战饮食适应性训练。他们
着力探索严寒条件下饮食保障新模
式，为部队冬季拉练、野外驻训、
实弹演习等大项任务饮食保障提供
依据。
“以往炊事班携带物资多、机动

慢，保障效率不高。”该旅领导介
绍，未来战场的快节奏作战对饮食保
障效率提出了更高要求。该旅党委深
入一线征集意见建议，科学制订野战
餐谱。他们利用就餐数据采集表，实
时对官兵饮食摄入后身体机能进行监
测，及时调整食材配比和份量；为确
保营养均衡，增加绿叶鲜菜供应量，

为官兵补充膳食元素；在三餐间隙为
官兵配发巧克力、干果等辅食，帮助
官兵快速恢复体能。

坚持实战标准，就要吃出“战
味”。该旅区分“战备等级转换、机
动投送、集结部署”等阶段，结合
“食品准备、前送、分发、就餐、清
理”等流程，穿插组织饮食保障比
武，优化饮食保障流程，提升食品前
送速度。
“提高战场持续作战能力，必须

让餐谱跟着战斗进程变。”该旅军需
营房科科长侯永刚介绍，他们将进
一步提升官兵对野战食品的适应
性，并针对餐谱结构、投送流程完
善方案，为执行各类野外训练任务
提供科学精准的饮食保障。

第82集团军某旅围绕冬季拉练优化饮食保障流程——

餐谱跟着战斗进程变
■刘 溥 陈佩琪

严寒天气对部队作战行动影响极

大。有数据表明，当气温低至零下20

至30摄氏度时，官兵常会出现食欲不

振等情况，极易造成非战斗减员，影响

战斗力。

如何“吃出战斗力”，是摆在部队各

级面前的一道现实课题。冬训官兵在

冰天雪地中迎战严寒，既离不开热量充

足、营养均衡的野战饮食，更需要广大官

兵练就健壮的脾胃。以上两支部队针

对严寒条件探索热食保障方式、科学制

订野战餐谱的做法，值得学习和借鉴。

加 强 保 障 战 严 寒
■陈小菁

短 评

本报讯 张耀广、肖云舰报道：
“这几个案例都来自作战部队管理工
作实践，我们既要看到问题，更要‘对
症下药’……”近日，国防科技大学信
息通信学院组织学员管理干部集训，
围绕管理育人方面的重难点问题开展
授课辅导。
“只有及时吸纳作战部队的鲜活管

理经验，才能强化抓管为战的思维理
念、创新管理的方法路径，推动管理工
作向战场靠拢、为打赢聚力。”该院领导

介绍，随着学院任职教育加速发展，以
战领建的管理基础不够厚实、管理育人
的效能释放不够充分、以管促战的链路
流程不够顺畅等问题逐渐暴露出来。
为此，他们从部队练兵备战需要和管理
一线特点规律出发，努力提高“抓管为
战、融战于管”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该院与多支作战部队建立合作机
制，结合各类联教联训联演活动，不断
完善学院人员管理、装备物资管理、信
息保密管理等方案；借鉴运用作战部队

管理经验，按照紧贴作战、精细齐全、实
用管用的标准，制订涵盖 70余项具体工
作的《“四个秩序”规范手册》；新建集约
化、模块化的院级战备库室，常态开展
实案化针对性演练，不断提高战备拉动
效率。与此同时，他们还注重发挥信息
技术优势，推动建设智能安防系统和安
全管理数据平台，实行全员额覆盖、全
过程控制、全任务记录。前不久，该院
组织基层建设考评，学员满意度较以往
明显提升。

国防科技大学信息通信学院树立抓管为战鲜明导向

部队管理经验写进院校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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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朱峰、郝强强报道：“左
前 方 高地 发 现‘ 敌 ’目 标 ，迅 速 歼
灭 ……”寒冬腊月，第 72 集团军某旅
组织手榴弹实投训练，不仅增设战场
特情要素，还针对性地调整实弹投掷

场地，官兵根据“敌情”背景将手榴弹
投向高地目标。

据该旅领导介绍，过去，他们组织
手榴弹实投考虑安全因素较多，落弹区
常设在低洼处。虽然降低了安全风
险，却影响了训练效果。

今年开训以来，该旅决定进一步
强化官兵练为战导向，提出一系列改
进措施，内容涉及战术作业、夜间射击
等 10余项专业训练，其中就有改进实
弹投掷训练方法。他们为实弹投掷设

置不同实战背景，临机确定“投弹点
位”，部分投掷点设在山凹处，落弹区
则在高地上，官兵需采用“低处观察、
搜索目标、仰角投掷”的方式独立完成
实投训练，从而强化实战意识。

为提高官兵险情处置能力，他们
在前期组织训练时，遴选经验丰富的
指挥员传经送宝，并抽调组训骨干全
程跟训指导。此外，他们还强化官兵
心理素质和战场应变能力，夯实改进
实投方式的安全基础。

第72集团军某旅从难从严组织实投训练

手榴弹投掷落弹区设在高地

本 报 讯 高 德 政 、黎 宇 报 道 ：
“‘敌’布雷兵力突破我海上封锁线，
在重要航道布放水雷，企图封锁我
舰艇出港航道……”隆冬时节，某海
域风高浪急，东部战区海军某扫雷
舰大队舰艇编队劈波斩浪，在长途
奔袭中组织多型猎雷舰、扫雷舰开
展实战化演练，检验编队反水雷战
术战法。
“水雷作为常规战术武器，具有

造价成本低、易布难扫、隐蔽性强等
特点，往往是敌人优先使用的攻击
手段之一。”该大队领导告诉笔者，
随着水雷智能化程度越来越高，只
有引导官兵不断打牢专业基础、强
化操作技能，才能做到搜索快、研判
准、操作稳。

该大队深入分析辖区航道扫雷、
重要海区反水雷侦察和编队协同反水
雷作战的规律特点，调整训练思路，完

善实施方案，着力补齐训练短板。他
们本着“实战缺什么日常就训什么、打
仗需要什么日常就练什么”的思路，针
对未来实战背景下海上突发敌情、险
情，制订完善相应的作战方案预案。

此次演练中，该大队根据海区情
况，加大随机想定，设置复杂情况，构
建逼真战场环境，不断加大海上训练
的强度难度，锤炼官兵战场处置和随
机应变能力。

东部战区海军某扫雷舰大队加大海上训练强度难度

反水雷演练在出港航道展开

开训以来，东部战区陆军某旅频繁组织飞行训练。图为机务人员对直升机进行全面检查维护，确保飞行安全。 本报特约通讯员 张欢朋摄

偏远台站综合机房信息化改造，
独立营区水泵房增设智能设备，深山
哨位生活文化环境设施改建……新年
伊始，战略支援部队某信息通信团充
分发挥基层营连自建的能动性和创造
力，一批新的基层建设项目有序展开，
呈现出蓬勃生机。

前不久，战略支援部队某基地举
行 2020年度总结表彰大会，该团共有 3
个集体和 10名先进个人捧回金灿灿的
奖杯奖章，基层建设再创佳绩。一个
大多数连队驻守深山、环境艰苦、任务
繁重的团级单位，基层建设不断迈上
新台阶的秘诀是什么？记者来到该团
一探究竟。
“我们没有什么秘诀。团党委始

终坚持按纲抓建，通过大胆放权充分
调动基层自建的能动性和创造力，营
连官兵人人争当‘主人翁’，处处把
连队当成家来建。”该团政委吴忠范
并没有谈太多“独特的秘诀”，而是
建议记者到深山连队走一走，到官兵

中找答案。
记者乘车驶过蜿蜒的盘山道，首

先来到驻守在大山深处的通信一营
二连。
“地无五尺平，满目皆乱石。”二连

营房的周边环境令记者感到有些荒
僻。然而，当记者走进连队营区探访，
一处处充满官兵自建智慧的设施，令
人眼前一亮。

在山崖边开辟出的一处训练场上，
官兵正在组织战术训练。低桩网下，官
兵按战术要求快速匍匐前进，扬起阵阵
尘土。定睛细看，这个低桩网不是制式
的：一根根铁丝缠绕紧绷成几个网架，
钢材连接处焊接痕迹明显，网架按训练
要求拼接成两列。
“这是我们自己设计焊接的，看似

简陋，但战术训练的标准却没降低。”该
连连长霍英华介绍，“连队驻地偏远、交
通不便，营区新建后训练器材和场地还
没配套。练兵备战一天也等不得，我们
集思广益，组织官兵自主开辟训练场

地、设计训练器材。”
去年 5月，连队官兵在山崖边开辟

出一块平整场地，并着手修建战术训练
场。班长肖晋带着大家画图设计，并发
挥电焊技术专长焊接网架，战术训练场
日渐成形并投入使用。

与自建战术训练场配套的，还有自
建的器械训练场。记者注意到，地基是
用水泥和石块浇筑的，上面架设了单双
杠等器械，器械已磨损得很光滑。“虽然
有些简易，但完全能达到训练效果。”肖
晋自豪地说。

在二连，类似的官兵“自主设
计”随处可见：食堂后的衣物晾晒场
上，利用废旧材料焊接搭建晾衣架，
从营区老旧营房搬运废弃砖头铺地；
宿舍楼前用石料搭起的假山，成了营
区一景……

不等不靠、主动作为，官兵自己
动手，营区面貌焕然一新。记者采访
期间，营部班长、四级军士长冷雪刚
讲起了他 16 年前新兵下连时的景象：
汽车载着新战士一路跋涉颠簸，一侧
是茫茫深山，一侧是乱石遍布的深
沟。营房是简陋的平房，里面还有盛
水的大水缸……

“现在，我们的‘家’建得越来越好
了！”冷雪刚欣喜地说。他带记者重走
当年下连时的路，只见路面平整，在山
路靠近深沟的一侧，官兵就地取材间隔
有序地建成了一座座护栏墩。营区内，
红白相间的三栋营房依山而建，坐落有
序，整洁明亮。

在平整的塑胶篮球场下，有一条
泄洪沟穿地而过。连队所在营营长王
东介绍：“这是官兵自己设计、自己建
造的泄洪沟，既能防洪又节省用地。”
记者随王东来到连队宿舍，只见每间
宿舍都有图书角——书桌中间摆放着
官兵自己做的书架，上面整齐摆放着
多种图书。
“依靠官兵智慧建强基层，不仅体

现 在 硬 件 建 设 上 ，更 在 于 提 升‘ 内
功’。”记者下山来到该团二营二连。
连长白玲介绍说，连队担负着电话接
转、号码查询等通信保障任务，一名话
务员需要背记 3000 余个号码，平均每
个班次接听 3000 条电话。连队官兵集
思广益，从任务实践中点滴积累，梳理
汇总成厚厚两大本《勤务用语 100 句》
《情况处置 100例》，连队通信保障能力
不断提升。

战略支援部队某信息通信团注重激发官兵建设基层的能动性和创造力—

深山连队有群“能工巧匠”
■本报记者 王 佳 许 敏 通讯员 杨 师

坚持按纲抓建 锻造过硬基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