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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的愿望就是我
们一家人的愿望”

“胡良平同志，请于 12 月 1 日前赴联

勤保障部队三亚康复疗养中心进行疗

养，预祝行程愉快！”

去年 9 月初，刚执行完任务回到营

区，第 72 集团军某旅教导员胡良平就接

到 人 力 资 源 科 干 事 王 新 新 送 来 的“ 惊

喜”。

椰风海浪，白云沙滩。在疗养中心

的闲逸时光里，胡良平常常感到此行很

“梦幻”。曾几何时，疗养在他眼中是一

项“可遇不可求”的福利。

“就是要将服务保障重心向一线倾

斜，提高一线官兵的获得感荣誉感。”该

旅领导介绍，去年 7 月中旬，胡良平带领

全营官兵执行抗洪抢险任务，连续奋战

30 多天。任务结束，他被评为“抗洪抢

险先进个人”。连续高强度的工作，胡良

平的身体状况不太好，被上级推荐参加

抗洪专项疗养。

“ 一 直 想 带 家 属 和 小 孩 出 去 散

心。这次疗养我终于如愿以偿。”胡良

平说，自己担任营主官已有 4 年，演习

驻训、学习集训等任务接连不断，以往

休 假 还 要 回 老 家 处 理 家 庭 琐 事 ，全 家

人旅游的事只能“搁置再搁置”。

作为军属陪伴丈夫到三亚疗养，胡

良平爱人刘恩星既感到意外、又感到光

荣。她说：“最开心的是孩子，每年生日

都会许愿希望爸爸多陪陪自己，孩子的

愿望就是我们一家人的愿望。”

同时接到疗养通知的，还有某旅营

长程李。因在无人机险难课目成果研究

攻关中成绩突出，他被推荐到桂林参加

专项疗养。

“多亏了妻子一直无怨无悔支撑着

‘ 大 后 方 ’，我 才 有 机 会 在 军 营 安 心 工

作。”说起这场“说走就走”的疗养，一直

对妻子满怀愧疚的程李，期待着这份“迟

到的补偿”能给妻儿带来团圆的欢乐。

放松身心，全情投入；既是疗养，亦

是陪伴。在和爱人出发前，程李还专门

从网上找来旅游攻略，细致安排疗养行

程，定制专属“爱的旅行”。

踏上旅途，惊喜不断。疗养中心悉

心安排、贴心服务，让程李和妻子倍感温

暖。

在桂林古色古香的老镇里，程李牵

着妻子的手，漫步在银杏林荫下，看尽沿

途风景，幸福溢满心间。

“疗养‘加满油’，返
回战位更要勤练本领”

“这是一次疗养，更是一次‘加油’！”

翻开疗养安排表，某旅四级军士长张历

同感受特别明显：安排科学合理，服务细

致入微。

参加演训任务，张历同辗转多地连

续奋战 7 个多月，期间发生右踝关节韧

带损伤。但他坚持轻伤不下火线，出色

完成任务。

“ 不 能 让 官 兵 小 伤 成 隐 患 。”该 旅

人 力 资 源 科 科 长 年 四 炎 告 诉 记 者 ，了

解 张 历 同 的 伤 情 后 ，他 们 专 门 向 上 级

申 请 到 一 个 康 复 疗 养 指 标 。 最 终 ，张

历 同 如 愿 踏 上 了 前 往 云 南 腾 冲 的 列

车。

“官兵为国奉献，我们倾力做好服

务保障。”据陆军某疗养中心负责人介

绍，他们配备专职医生、营养师等力量，

既可以提供专业的医疗服务，又能针对

疗养员个人情况量身定制个性化疗养

套餐，通过“私人定制”加快官兵战斗力

恢复。

对张历同来说，这次康复疗养来得

及时。入院后，疗养中心运用物理疗法，

并辅以针灸、推拿等传统手段，使张历同

的病痛得到缓解。同时，配合水疗放松

与保健操，他的身体机能也得到较大幅

度提升。

“疗养‘加满油’，返回战位更要勤

练 本 领 。”在 三 亚 康 复 疗 养 中 心 ，胡 良

平 同 样 感 受 深 刻 ，有 专 职 诊 疗 医 生 为

他 定 制“ 专 属 ”疗 养 方 案 ，通 过 健 康 宣

教、伤病矫治、心理干预、合理运动等，

从生理心理、工作生活、营养运动等方

面 提 出 专 业 建 议 ，对 他 的 身 体 健 康 状

况进行全方位诊疗。在三亚的这段日

子里，胡良平的身体状况逐渐好转，渐

渐找到了自己刚刚走上主官岗位时的

那股“冲”劲儿。

对 某 防 空 旅 雷 达 技 师 戴 才 彬 来

说 ，到 腾 冲 疗 养 还 是 另 一 种 精 神 上 的

“加油”。

“1944 年 5 月 11 日，中国远征军渡

江反攻，经过殊死战斗全歼日军……”

来到滇西抗战博物馆，聆听这段战斗历

史，戴才彬驻足在一块写有“腾冲光复”

展板前，久久不愿离去。

“历经 70 多年风雨，如今的腾冲依

稀还能看到昔日战场的痕迹。作为军

人 ，更 要 铭 记 历 史 ，苦 练 本 领 、保 家 卫

国。”戴才彬说。

“关爱送到心坎上，
既暖心又励志”

疗养结束前，参加疗养的官兵都会

填写一份《疗养意见反馈表》。

“ 要 让 一 线 官 兵 们 真 切 感 受 到 ，

他 们 才 是 政 策 福 利 的 享 受 主 体 。”该

集 团 军 人 力 资 源 处 干 事 靳 浩 洲 说 ，每

次 疗 养 结 束 后 ，他 们 都 会 及 时 收 集 意

见 建 议 ，以 便 下 步 为 官 兵 提 供 更 加 贴

心细致的服务。

王 维 是 该 集 团 军 某 部 高 级 工 程

师 ，种 种 原 因 让 他 数 次 与 疗 养“ 失 之

交臂”。

“军队疗养工作是平时保健康、战时

保打赢的重要一环。”靳浩洲介绍，这一

次，他们科学统筹年度疗养规划，采取分

批集中疗养与个别分散疗养相结合的方

式，见缝插针组织实施，让疗养保障惠及

更多基层官兵。

此次如愿踏上疗养旅途的王维在

反馈表中写道：“今天，我感受到无上荣

光，作为一名老兵，更应当为强军事业

全力以赴！”

“自己的默默付出与努力，组织始终

看在眼里，从未忘记。”谈起这次参加疗

养活动，张历同心里还是“热乎乎的”。

作为一名士官，身边其他疗养员很

多都是团以上干部。张历同说：“此次疗

养，让我更加感受到组织的温暖与人民

军队官兵一致的优良传统。”

“要将各类优质疗养资源向战斗力

建设聚焦，竭力为官兵服务。”据联勤保

障部队三亚康复疗养中心负责人介绍，

为让一线官兵们安心、舒心，他们提前

了解掌握疗养对象的身体、思想状况，

区分疗养对象不同工作性质和身体状

况，精心安排康复、特勤、保健等疗养内

容。

由于任务中的一次意外，某旅班长

刘俊毅患上了严重的腰伤。

手术后，他来到该中心进行康复疗

养。为照料他，医护人员全程进行陪护，

几乎寸步不离。“他们用真心真情把关爱

送到我的心坎上，既暖心又励志！”刘俊

毅说。

“每当想起组织上时刻惦记着咱们

基层官兵，身上就有使不完的劲儿。”胡

良平刚疗养完回到单位，就投入到新一

轮的冲锋中——备战上级组织的“四会”

政治教员比武。

续航加油，信心满满。胡良平计划

将疗养经历作为教育素材融入课堂，激

励广大官兵投身练兵备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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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一项关系军人切身利益的政策落

地了。7 月 16 日，新修订的《军队疗养工

作暂行规定》开始施行。

军队疗养工作起源于红军时期，疗

养机构因战而生、为战而建，为恢复、再

生和提高战斗力发挥了独特作用。

“这次修订，重点是系统构建新型

疗养工作体系，不断维护与促进军人身

心健康，巩固提高部队战斗力，提升军

人职业荣誉感获得感。”军委后勤保障

部卫生局相关负责人向记者介绍。

2016 年，全军医院疗养院为部队服

务工作会议召开。有关部门在听取各方

面意见建议基础上，对军队疗养工作内

涵外延、保障重点、待遇标准、保障范围

等进行研究论证。新规定坚持军队疗养

工作的“向战为战”保障导向，进一步强

化巩固提升战斗力核心职能，立足现有

规模、保障急需急用、保证供需平衡。

新规定进一步将服务保障重心向部

队覆盖、向战场延伸，首次将“专项疗养”

写入规定，并明确：无论是执行重大任

务、获得战功荣誉的优秀官兵，还是驻守

艰苦边远地区、坚守特殊岗位的普通军

人，都可以带上家人一起疗养。

据悉，2017 年我军疗养政策有过一

次调整。此后，有关部门不断拓宽疗养

保障范围，从干部到战士、再到军属军

娃、又拓宽到军人家庭的其他亲属，如今

这项红利已经惠及军人家庭全部成员。

采访中，记者听到这样一件事——

某旅一名中校营长因执行重大任务

长时间未能休假，今年部队专门安排他参

加保健疗养。没想到，刚收到疗养通知旅

队就接到上级任务命令，这名营长二话不

说，再次要求随队上高原！

按照新政策，疗养官兵因工作需要

不能及时参加保健疗养，“其疗养指标明

确的随员可以继续参加疗养”。部队随

即给这名营长的父母开具证明。不久，

他的父母高兴地踏上飞往桂林某疗养中

心的航班。

电话采访中，这位战友的父母恳切地

说：“这次疗养安排让我们深刻体会到祖

国对军人‘舍小家为大家’的高度认可。”

认可是一种鼓励，更是一份荣誉。

军人常年在外，不能在父母身边尽

孝。此次疗养政策的调整，让军人亲属

切身感受到“一人参军，全家光荣”。

“这是祖国送给军人家庭的温暖礼

物。”一位边防军嫂在电话中自豪地说，

“这份关怀有关荣誉，有关幸福。嫁给军

人很光荣。”

军嫂，理应收获这份自豪。都说军嫂

不易，嫁给军人就意味着担当更多家庭责

任。给予军属关怀就是给军人的“大后

方”托底，也是国家给予他们的敬意。

不久前，西藏军区组织年度评选出

的“优秀指挥员”和“十大标兵”分批次到

三亚和临潼疗养，每名军人带配偶和 1名

子女参加疗养的同时，还可增带其他未

成年子女。一位参加疗养的连长说：“能

和全家人一起疗养，对我们来说太幸福

了！”

一次疗养，既是让官兵身心得到放

松，也是为备战打仗蓄力。目前，军委机

关有关部门正在积极构建新型疗养体

系，完善惠兵疗养政策。有关负责人介

绍，未来，疗养政策将进一步发挥激励作

用，不断为部队战斗力注入充沛活力。

给 军 人 家 庭 的 温 暖 礼 物
■本报记者 陈小菁

记者：此次修订《军队疗养工作暂

行规定》主要规范了哪些内容？

答：主要规范了以下方面内容：在

服务备战打仗方面，将疗养资源重点

投向备战打仗，明确将执行作战和其

他重大军事行动任务罹患战创伤的官

兵作为康复疗养首要保障对象；明确

将执行重大任务、获得战功荣誉的官

兵作为专项疗养重点安排对象；明确

可以根据战斗力生成的关键、特殊岗

位需要拓展特勤疗养对象范围。

在服务部队官兵方面，将服务保

障重心向任务一线、基层一线、艰苦边

远地区一线倾斜，对作战部队疗养计

划落实率提出刚性要求；明确将专项

疗养对象范围覆盖至全体军队人员；

明确把驻海拔 4000 米以上高原、一类

以上岛屿的军人，以及驻海拔 3000 米

至 4000 米高原 45 周岁以上的军人纳

入特勤疗养对象范围，切实发挥疗养

工作服务战斗力基本功能。

在加强工作规范方面，将在职军

官和离休退休干部的疗养周期、随员

数量调整一致，规范优化疗养计划下

达、指标申请、出入院办理程序办法，

保证官兵方便顺利参加疗养。

在体现激励尊崇方面，科学设计

疗养待遇制度，在不额外增加疗养保

障负担的基础上，减少随员限制范围，

充分体现以人为本、荣誉尊崇，为官兵

实现难得的家庭团聚创造更好条件。

记者：康复疗养的对象主要有哪些？

答：康复疗养对象主要为执行作战

和其他重大军事行动任务中罹患伤病

的军人；罹患训练伤和其他伤病的军

人，以及罹患伤病的军队管理的离休退

休干部，也可以安排康复疗养。参加康

复疗养，应当经医疗机构评估和鉴定。

记者：特勤疗养对象主要有哪些？

答：特勤疗养对象主要为航天员、

飞行人员、潜艇潜水人员、水面舰艇人

员等，驻海拔 4000 米以上高原和一类

以上岛屿军人，以及驻海拔 3000 米至

4000 米高原 45 周岁以上军人。

军兵种和武警部队可以结合兵力

运用、特殊岗位和特殊作业条件实际，

研究提出特勤疗养拓展对象的范围标

准 ，以 及 保 障 的 项 目 内 容 、时 间 周 期

等，经军委政治工作部、后勤保障部审

核，纳入特勤疗养保障范围。

记者：保健疗养对象主要有哪些？

答：保健疗养对象主要为待遇级

别十三级以上指挥管理军官（含享受

相应医疗待遇的专业技术军官）和军

队管理的离休退休干部。

记者：专项疗养对象主要有哪些？

答：专项疗养对象主要为执行重

大任务、基层部队获得二等功以上奖

励或者驻艰苦边远地区达到一定年限

的军人，以及年度考核结果为优秀的

高衔级军士；对军队建设发展作出重

大贡献、执行重大任务表现优秀、获得

国家和军队重大荣誉的其他人员，也

可以安排专项疗养。

记者：军队人员同一周期内能否

参加不同类别疗养？

答：参加康复疗养的疗养员，在本

人 相 应 疗 养 周 期 内 不 再 安 排 保 健 疗

养；保健疗养和专项疗养，在规定的周

期内一般不予重复安排；参加特勤疗

养的疗养员，符合规定条件的，可以安

排参加其他类别疗养。

记者：疗养员带随员有哪些规定？

答：参加康复疗养、保健疗养、专项

疗养的疗养员可以按照规定带随员，随

员限于配偶、子女以及其他亲属，但义

务 兵 和 军 队 院 校 供 给 制 学 员 不 带 随

员。已带子女随员的疗养员，可以增带

未成年子女随员。参加康复疗养的疗

养员的随员，可以含 1 名陪护人员。军

队管理的离休退休干部根据本人离休

退休前待遇级别（职级），按照相应待遇

级别现役军官标准带随员。

参加特勤疗养的驻海拔 4000 米以

上高原和一类以上岛屿军人，以及驻

海拔 3000 米至 4000 米高原 45 周岁以

上军人，可以按照规定带随员，但是其

他军队人员参加特勤疗养不带随员。

记者：疗养报到手续如何办理？

答：参加疗养的军人应当持本人

有效身份证件和军人保障卡，随员持

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办理入院。对证件

不全、信息不符或者随员不符合规定

的，疗养机构可以不予办理入院。疗

养员应当于入院前 1 周、出院前 2 日确

认行程安排，由疗养机构安排接送站。

记者：各类疗养周期和疗养时间

如何规定？

答：康复疗养每次时间不超过 30

天。

航天员、飞行人员和潜艇潜水人

员每年安排 1 次特勤疗养，每次时间为

30 天；水面舰艇人员，驻海拔 4000 米以

上高原和一类以上岛屿军人，以及驻

海拔 3000 米至 4000 米高原 45 周岁以

上军人，每 2 年安排 1 次特勤疗养，每

次时间为 15 天。

待遇级别五级以上指挥管理军官

每年可以安排 1 次保健疗养，待遇级别

九级至待遇级别六级指挥管理军官每

2 年可以安排 1 次，待遇级别十三级至

待遇级别十级指挥管理军官每 3 年可

以安排 1次，每次时间为 15天。军队管

理的离休退休干部根据本人离休退休

前待遇级别（职级），按照相应待遇级别

现役军官疗养周期安排保健疗养。保

健疗养不得连续安排至同一疗养机构。

专项疗养每次时间为 10 天，疗养

周期通常不低于 3 年。

记者：参加疗养是否占个人假期？

答：军人参加康复疗养天数计入

病假时间，因执行作战和其他重大军

事行动任务罹患伤病参加康复疗养天

数不计入病假时间。

参加特勤疗养天数不计入年度休

假时间，但是驻高原、海岛军人参加特

勤疗养且带随员的，参加疗养天数计

入年度休假时间。

参加保健疗养、专项疗养天数计

入年度休假时间。

记者：参加疗养是否需要个人支

付费用？

答：疗 养 员 及 其 随 员 参 加 疗 养 ，

可 以 按 照 军 队 差 旅 费 管 理 有 关 规 定

报销差旅费，疗养期间食宿由疗养机

构保障。

记者：军队人员如何申请参加疗养？

答：军人参加康复疗养，由经治医

疗机构提出转诊建议，个人填写《疗养

审批表》，附经治医疗机构出具的“病

情 摘 要 ”，按 照 建 制 渠 道 办 理 指 标 申

请；参加保健疗养，由个人填写《疗养

审批表》，卫生部门组织日常医疗保障

机构审核禁忌证、适应证，确认健康状

况符合条件，经所在团级以上单位政

治工作部门审核，按照规定渠道申请

疗养指标；参加特勤疗养和专项疗养，

无需个人申请，由团级以上单位依据

分配的疗养计划指标下达、办理。

记者：疗养员本人不能参加保健

疗养的，其随员能否继续参加疗养？

答：军人确因工作需要不能参加

保健疗养的，经其所在师级以上单位

批准并出具证明，其疗养指标明确的

随员可以继续参加疗养，视为军人本

人已参加疗养，实际疗养天数计入军

人年度休假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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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联勤保障部队北戴河康复疗养中心组织飞行员进行缺氧耐受训练；

图②：空军杭州特勤疗养中心工作人员和疗养员一家散步聊天；

图③：海军青岛特勤疗养中心组织海军舰员进行上肢功能训练；

图④：海军青岛特勤疗养中心组织飞行人员进行航空卫生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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