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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威解读

特别关注

聚焦一线保障·一批新设施落户高原

34号军事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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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如何为高原官兵顺利过冬

提供高效热食供应？

负责人：入冬前，明确部队过冬给

养保障标准，将所有上高原遂行任务

部队统筹纳入高原主副食品供应范

围，任务部队建立不少于12个品种的

冬储冬备副食品。与地方政府建立副

食品应急筹措保障基地和物流配送体

系，副食供应企业拓展至80余家，确保

了物流渠道顺畅。采取无人机投送、

车辆运输、单轨传送等多种方式，源源

不断向山脊一线前送物资。按需为高

原部队补充高原野战给养器材和保温

器材，新型营炊事车、移动式无源冷藏

集装箱、高平一体野战给养器材单元

等新型装备器材陆续亮相高原，指导

部队购置小型防风炊具，改善食品保

温和加工手段。一线部队采取“山下

制作、成品上送、复热就餐”等方式，为

官兵持续坚守、顺利过冬提供有力给

养保障。

记者：采取哪些举措提升高原部

队冬季副食品存储保障能力？

负责人：利用标准化菜窖、基地化

菜窖和野战化菜窖，采用臭氧保鲜、气

调保鲜等技术，采取“墙面挂储、顶棚

吊储、多层架储”等方式，提高储备能

力、增加储存体量；在高原高寒地区引

入现代冷藏保温技术，建成一批恒温

保鲜、移动便携等新样式、新功能菜

窖，延长保存时间、提高设施机动性。

指导部队盘活利用现有生产设施，宜

种则种、能养尽养，做到储菜于棚、储

菜于圈；借助副食品区域化筹措渠道，

探索合同储备、供应商代储等冬菜冬

储模式。

记者：哪些创新技术保障了高原

官兵新鲜蔬菜供给？

负责人：军委每年安排专项经费，

建设改造温室大棚、畜禽圈舍等生产

设施，官兵吃上新鲜肉菜、看到绿色希

望。在极寒地区部队建设蔬菜工厂，

蔬菜生产周期缩短，实现绿色洁净叶

菜全年不间断连续产出，实现新鲜蔬

菜现吃现摘；在高原连队建设阳光温

室，使绿色植根于“生命禁区”。

记者：下一步，如何持续为远离大

电网高原哨所提供可靠电源？

负责人：去年以来，为高原边防

一线部队建成新能源项目，给相关部

队全天候全时段提供可靠电能。下

步，军需能源局将结合国家和军队

“十四五”规划，探索集分布式智能微

电网群、先进储能电站、电能管理系

统等于一体的多元军事能源保障建

设应用。

记者：采取哪些科学技术，不断满

足官兵饮食保障需求？

负责人：就给养而言，研制试用专

用野战食品。针对驻高原高寒地区部

队官兵能量消耗大、水分流失多、食欲

不振等饮食保障难题，研制成功高原、

寒区专用单兵自热食品。单兵战斗口

粮采用生物工程新技术，选取青稞、汉

麻和莜麦等耐高寒成分主粮，辅以肉

脯、冻干果蔬等体积小、营养全的副

食，增加能量块、泡腾片、电解质固体

饮料等抗缺氧、抗疲劳食品，提升极度

恶劣环境下应激反应和抗疲劳、耐饥

饿能力；采用高温灭菌保鲜新技术，精

选牛肉、菌菇等低脂肪、优质蛋白食

材，增加姜蜜、谷物棒等食品，改善包

装和加热技术，可在海拔3000米以上、

气温-30℃以上条件下有效自热。官

兵试吃试用测试反映，血氧饱和度显

著提升，耐寒、抗疲劳功效明显。

记者：下一步如何开展高原保障，

激发官兵战斗意志？

负责人：加快高原特需军需能源保

障问题的研究探索，解决高原官兵保障

急难问题。紧盯作战急需，持续推进高

原前运粮供应模式改革、副食品区域化

筹措试点，优化高原主副食品供应，引

入新型保障手段方式，构建形成资源共

享、快捷高效的保障格局。

按照野战饮食快餐化保障要求，

集聚军地优质科研资源开展高原保障

器材食品技术攻关，着力在丰富品种、

改善营养、提高功能、灵巧携运、保质

保鲜等方面改进野战食品，适应高原

环境加快新型野战饮食装备器材研发

配备，提高高原饮食保障质效。高原

高寒环境被装保障，坚持“功能化”方

向。针对特殊气候环境、特殊防护需

求，重点研究解决防寒保暖、防风沙紫

外线、特殊环境下伪装等问题。

为官兵持续坚守提供有力保障
—军委后勤保障部军需能源局负责人答本报记者问

■本报记者 孙兴维 通讯员 袁自鹏 洪海涵

祖国西陲，喀喇昆仑，风雪弥漫。

70年前，一支136人的进藏先遣连

闯进这片“生命禁区”。那时，通往藏北

阿里高原地区还没有路。物资匮乏的情

况下，畜力运输补给收效甚微，官兵们凭

着惊人的毅力，以生命为代价将五星红

旗插上藏北阿里高原。

今天，在狮泉河烈士陵园，常有驻训

部队官兵前来祭拜进藏先遣连的英烈

们。官兵们在学习前辈英雄事迹的同

时，也能真切感受着部队后勤保障能力

的时代跨越。

“高海拔、高寒地区环境恶劣，保障

度大、覆盖面广。提高保障水平，是势在

必行的一项系统性工程。”军委后勤保障

部相关负责人说，想方设法为官兵完成

戍边守防任务提供有力支撑，成为他们

工作的重中之重。

路，被称为“保障生命线”。新藏公路

通车，让远方不再遥远。这条路，成为连

接高原哨卡、保障战备交通的“主动脉”。

冬天来临之际，驻高原部队过冬的急需物

资及时、源源不断输送边防一线连队。

这个冬天，在军委后勤保障部和各

级关心推动下，更多关键设施集中落户

高原边防一线。守防官兵们说，“暖心的

保障，让我们更加安心戍边。”

新型保温方舱让官兵住得温暖舒

适，活动板房遍布一线巡逻点位，一系列

供氧设备的推广使用实现了从“静态吸

氧”到“动态吸氧”的转变。

科技保温菜窖的落户，让部队菜窖

里储存的土豆、萝卜、白菜等“老三样”，

被鲜菜、水果、菜干等“新三样”和肉类、

禽蛋、牛奶等“精三样”取代；一批新型防

寒被装陆续配发，提高了官兵执勤防护

效能，贴身暖意温暖兵心。

高原热食供应模式更新换代、多款

单兵即食食品列装哨所，官兵巡逻快速

补充能量消耗、恢复体能；不同餐谱配备

满足众多口味，“特色菜品”让官兵吃得

健康、吃得便捷。

时代进步，带来保障升级。看似并

不复杂的保障设施，闪耀着科技之光。

某部司务长王庆泰在筹备过冬伙食

时，精准计算肉、菜、蛋、奶需求量，逐一

采购、提前上送。在一线哨所，上级配发

保温集装箱存放蔬菜，将肉类储存在地

下菜窖，最大限度保证伙食储备，满足偏

远点位日常所需。

某边防连炊事班配发高原蒸箱、压

力锅，餐食成品做得“香喷喷”。他们还

将各种食品快速送上一线，让官兵在雪

山之巅吃上热气腾腾的食物。部分边防

部队还配备了高原炊事车，让野战伙食

保障更加高效。

“后装保障的目的，是要为备战打仗

服务。”军委后勤保障部军需能源局相关

负责人说，如今在高原部队，随着新一代

炊事装备广泛应用，边防哨卡保障能力

大幅提升。

有好装备、用好装备，更要保养好装

备。在某团运输连，为了抵御低温对装

备影响，官兵利用保温棉套、保温阻燃

棉，对装备蓄电池等重要部位进行包裹

保暖，确保装备始终处于良好状态。

并非所有事情都有经验可寻，提高

保障能力也要有“创新思维”。

某营为了保存好携行弹药，他们详

细查询弹药存储参数，在机动过程中外

部加盖保温层，利用活动板房分类存储

各型弹药，并配备夜视仪、电子报警器等

进行监测，让弹药存储更放心。

部队的中心任务是备战打仗。高原

保障要聚焦实战需求，克服思想上的“冬

眠症”，“战”的底气才能夯实。

今天守望高原，依然要“粮草先

行”。有了这样的新变化，戍边守防官

兵们表示：“吃得好穿得暖，我的战位我

来守！”

“吃得好穿得暖，我的战位我来守”
■本报记者 陈小菁

编辑手记

西北向西，藏北阿里。
这片环境恶劣的雪域高原，平均海

拔达到 4500 米以上，被称为“高原中的
高原”。

漫长边防线上，官兵坚守人迹罕至
的苦寒之地，翻达坂、蹚冰河，守护着祖
国边境的安宁和平。

艰苦的环境时刻考验着边防军人，
“衣食住行”的保障决定部队战斗力、官
兵执勤效能。

随着时代进步、科技发展，守边戍防
的各种设施设备一步步升级换代，如今
边关保障条件已发生了天翻地覆变化。

“扛不住也要扛！这

里是祖国”

“宁啃白菜帮，不喝罐头汤。”这是昔
日“老边防”口中常说起的一句话。

通往边防的山路崎岖险要，受风雪
影响，物资补给时常会延误耽搁。

南疆军区某边防连四级军士长柳东
虎至今记得，多年前他带的新兵田振民
曾将珍藏的一块面包作为生日礼物送给
自己。

在当时的艰苦条件下，官兵外出巡
逻迷路，多一点食物意味着生存的希
望。这份战友情谊，始终被柳东虎铭记。
“取暖靠抖、交通靠走、通信靠吼”，

曾是形容昔日边防艰苦的一句“顺口
溜”。每一名“老边防”都有着属于自己
的戍边故事。

早些年巡逻的时候条件简陋，四级军
士长穆虎不慎被冻伤了腿、染上了风湿。
一到冬天，高原上衣物保暖效果有限，他
经常用塑料薄膜将腿裹上，减轻疼痛。

在氧气供应并不充分的日子里，某
卫生连四级军士长赵敬波，总是提醒战
友“平时多吸氧”。作为连队“氧气保障
员”，他精心计算着氧气储存量，及时调
整氧气补充计划。

某边防连上士马林深说：“这里天
寒地冻的时候呵气成冰，室外温度能
跌破-30℃，外出巡逻腿冻得失去知
觉，吃上一口热饭、喝上一口热水简直
是奢望。”

对此，某边防连上士康凯印象深刻：
“连马都上不来，所有的物资全靠人背。”

“扛不住也要扛！这里是祖国。”十
几年前，某边防营教导员都晓旭刚从军
校毕业，分配到边防连。他至今记得，第
一次参加巡逻前，连长对他们慷慨激昂
地作出发动员。

雪山点位上，战友们将一面五星红
旗展开。那一刻，都晓旭认识到边防官
兵扎根在此的意义。

“守边戍防，不能全

靠官兵用身体去扛”

守边戍防的日子是寂寞的。
“出门一片山、四处无人烟”是雪域

高原官兵生活的写照。
如今，虽然边防保障条件改善了，但

恶劣环境并不会改变。
一次，某边防连干部杨锋锋和战友

们乘车执行巡逻任务。距离某巡逻点位
还有一段距离时，官兵们下车改为步行
前进，却在途中遭遇暴风雪。

风雪模糊了视线，杨锋锋招呼大家

手拉着手，慢慢往回走。等到了车里，大
家冻得说话都打颤。
“暴风雪如果持续时间长，大家有可

能被冻死在这里。”杨锋锋急得直搓手。
那天，暴风雪持续了不到 1个小时。待
风雪减弱，他招呼大家下车铲雪，赶在天

黑前返回连队。
无独有偶，扎西岗边防连中士张钱

勇也有着相似的遭遇。
从连队哨所到某点位的路，要经过

一处山沟。冬季，这里积雪最深处，能没
过胸口。每次送物资，这道雪沟是躲不

过的坎。
曾听老班长讲述雪沟有多难过，年轻

气盛的张钱勇，初生牛犊不怕虎。背着物
资，他迈开步子一头闯进雪沟。走到一半
时，他身上的汗水渐渐冷却。低温袭来，
张钱勇眼前一黑，栽到雪沟里。

醒来时，张钱勇已经躺在温暖的医
疗站内。班长对他说：“大家把你从雪堆
里刨出来，你身上都凉透了。”
“守边戍防，不能全靠官兵用身体去

扛。”某边防团政委说。
边防部队配属医疗保障力量曾是保

障“短板”，如今，在上级支持下，边防部
队通过人才和资源的整合，基层医疗能
力有了全面提升。

一线边防部队按照地域分布建立
“野战救护所－医疗站－体系医院”的三
级医疗救治体系。遇到危重症病号，他
们还可协调友邻单位派遣直升机运送伤
病员，抢夺病号救治的“黄金时间”。

边防部队医疗保障能力的全面提
升，是我军加快现代化保障体系建设的
一个缩影。

在军委后勤保障部支持推进下，每
年各级都会为边防部队调拨充足的被
装、给养、油料等保障物资。

除了依托本级出动运力外，边防部
队还积极协调兄弟单位和地方物流公
司，紧前推进运输任务。

某部驾驶员上士张福强，已连续 10
年参加高原运输任务。边防部队后装保
障的点滴变化，张福强既是参与者，也是
见证者。
“跑一次高原路，都能看到边防不一

样的风景。每次，我都会把所见所闻记
录下来。”张福强掏出一个本子说，“戍
边生活大变样，反映了我军现代化保障
能力的提升。”

“放眼明天，更多温

暖、更多改变在路上”

随着我军高原边防现代化后装保障
体系初步形成，许多过去不可想象的幸
福事正在变为现实。

看！这个冬天，高原哨所官兵住进
了新式板房。房间内架设了电暖炉，官
兵们配发了电热马甲、电热鞋垫和新型
保暖羽绒被装。外面气温降至-30℃以
下，可房间里却温暖如春。

巡逻路上复杂的环境考验人，也考
验着装备。前不久，无人机等高科技设
备亮相高原保障，为官兵们巡逻执勤运
送物资。

在某团政委吴仕磊看来，后装保障
条件变好了，官兵的幸福感提升了。

某边防连官兵水资源短缺。该团了
解情况后，聘请专业钻井队前来勘探选
址，并将净水设备送进连队组装。
“这水有点甜。”水井打好后，经过净

化，指导员任宗兵拿起碗喝了第一口这
样评价。

连队一旁的空地上，该边防连官兵
自行建造了两个温室大棚。“我们正在为
第三个温室建设做准备，尝试种植不同
种类的蔬菜。”连长丁涛信心十足。

急官兵之所急，想官兵之所想，是南
疆军区各级为基层一线解难的工作作风。

去年，某军分区最后一个“与世隔
绝”的连队连通了手机信号。该军分区
还组织巡修队走遍每一个哨所，修缮更
换了所有的温室阳光板，确保边防官兵
住得舒适。
“放眼明天，更多温暖、更多改变在

路上。”该军分区领导说。

高原寒风啸 暖意满兵心
■本报特约通讯员 王雪振 索延客 潘 昭

图①：巡逻路上，南疆军区某
边防连官兵穿戴新型单兵供氧系

统，随时补充体力；图②：官兵踏雪
跋涉运输物资；图③：雪山之上，某
部官兵在巡逻间隙吃上热食。

刘小东、索延客、李国涛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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蜜红其拉甫边防连官兵在巡逻途
中吸氧。

图片由连队官兵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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