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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西藏寄至重庆，又辗转寄回西

藏。春节前夕，第 77集团军某旅四级军

士长、导弹射手李文祥此前寄回家的行

李包裹，兜了一圈后又回到他的手中。

“这些行李包裹又原封不动地回到

部队，我也没想到自己还能继续在部队

服役。”李文祥一边整理包裹中的个人

物品，一边对记者感慨，“我之前做好了

退役的心理准备，把一些‘家当’提前寄

回去了。”

据了解，李文祥所在专业岗位没有

设高级士官编制，达到四级军士长军衔

的最高服役年限后只能退役。尽管李

文祥在业务岗位上是独当一面的技术

骨干，曾因表现优异两次荣立三等功，

但去年年底服役期满后，他不得不面临

“转身”。然而，就在李文祥准备为自己

16 年的军旅生涯画上句号时，一项新

政策的落地，让他重燃希望。

“按照最新规定，部分优秀军士在

服役期满后若因编制原因不能晋升到

更高一级军衔时，仍可以通过延期服役

的方式继续在部队发光发热。”谈及这

项改变自己人生轨迹的政策，李文祥满

心欢喜。

和李文祥一样，延期服役的相关规

定下发后，该旅不少与他情况相似的老

兵纷纷咨询并报名。

在与老兵们交谈中，记者得知，延

期服役政策让人才成长路径更科学：若

军士在延期服役期间表现优秀，仍有机

会晋升更高一级军衔，有了“进”的希

望；延期服役军士中断服役时，仍可依

照政策进行退役安置，有了“退”的保

障；若本人提出申请且各项考核考评优

秀，军士可选择最高延期服役至 55 周

岁，这为他们职业生涯选择提供了“另

一种可能”。

“延期服役政策的施行，进一步激发

了单位人才队伍活力。”该旅人力资源科

科长相磊明介绍，以李文祥为例，他所在

的专业岗位人才培养周期较长，若因编

制所限导致骨干服役期满后无法继续留

队，很容易造成人才流失。而延期服役

政策的出台，破解了这一难题。

一方面是单位人才队伍建设的现

实需要，一方面是众多军士希望延期服

役的强烈意愿。经研究，该旅党委决定

在严格执行上级有关文件要求的基础

上，结合单位实际，进一步规范细化军

士延期服役规定，切实发挥这项新政策

的效能。

针对申请延期服役军士人数较多

的实际，该旅一方面综合考虑练兵备

战、人才培养和战斗力建设需要，确定

延期服役的专业岗位和名额；另一方面

严格按照个人申请、基层推荐、资格审

查、考核遴选、党委批准的程序，严把延

期服役“关口”。

“当然，获批延期服役也并非一劳

永逸。”相磊明介绍，该旅对军士延期服

役期间的工作表现、年度考核及综合评

价等进行标准细化，建立延期服役淘汰

机制，确保既要把优秀人才留下来，也

要鞭策留下的人才保持优秀。

根据岗位实际需要，日常表现优

异、专业素质过硬的李文祥在提出延期

服役申请后一路“绿灯”，很快便重返热

爱的工作岗位。如今，作为该旅首批延

期服役军士的一员，他在新年伊始被任

命为所在营队某专业教练员，负责新兵

集训工作。

“这既是一段旅程的结束，更是另

一段征程的开始。”谈话间，李文祥小心

翼翼地从包裹中掏出此前寄走的两枚

三等功奖章，将它们摆放在内务柜中，

“部队给了我继续追梦的机会，我一定

用过硬成绩回报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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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军之道，要在得人。实现党在新

时代的强军目标，关键要有大批优秀人

才作支撑。近年来，随着军事政策制度

改革深入推进，一项项有利于军事人才

队伍建设的新政策、新规定相继出台，

为实现人才强军战略提供了制度保证，

为强军兴军注入了活力动力。

一分部署 、九分落实。政策效能

发 挥 多 少 ，取 决 于 落 实 力 度 的 大 小 。

新政策出台后，各级应当主动作为，绝

不能只做“收发室”“传声筒”，避免出

现“两头热、中间冷”的现象。同时，各

级还应该在吃透政策精神的基础上做

好建章立制工作，结合实际制订具体

化 、可 操 作 的 落 实 措 施 ，做 好 配 套 工

作，唯此才能充分释放政策红利，让好

政策惠及官兵，为强军事业汇聚磅礴

力量。

切实让好政策惠及官兵
■张竞文

短 评

2 月上旬，某海域波涛汹涌，南部

战区海军舰艇编队一场实战化演练激

烈展开。指挥员一声令下，舰艇编队迅

即根据导航信号出击，精准锁定“敌”

舰。追溯导航信号源头，却是来自大山

深处的南部战区海军某导航台。

与大山为伴，同铁塔为伍，这群深

山里的水兵常年不见大海，却是舰艇

驰骋大洋的“指路明灯”。台长李志国

自 豪 地 说 ：“ 我 们 导 航 兵 就 是 军 舰 的

‘眼睛’，目光始终朝着战场的方向。”

记者了解到，作为海军较早开工

建 设 的 导 航 台 ，他 们 承 担“ 全 天 候 导

航 、授 时 信 号 ”保 障 工 作 。 在 看 不 见

的 电 磁 空 间 ，该 导 航 台 发 出 的 每 一

个 信 号 ，都 关 系 着 舰 艇 在 海 上 航 行

的 安 全 。 一 代 代 导 航 兵 扎 根 深 山 ，

时 刻 铭 记“ 高 精 度 、高 稳 定 信 号 发 射

率”的要求。

“虽没有见过大海，但时刻关注着

大海。”发射控制班班长、二级军士长

李芝刚这样解读自己的战位。他扎根

导航专业岗位 24 年，凭借着一股倔劲

钻劲，成为导航领域的行家里手。

一个深夜，导航设备因受雷雨影响

发生故障，信号被迫停发。李芝刚第一

时间查明故障源，及时更换配件，以最快

速度使信号收发恢复正常。此后，他针

对这一设备故障问题展开攻关，钻研改

进方案。3 个月时间里，他完成了 60 余

台设备配件的改造，大大提高了信号持

续收发的稳定性。

夜色深沉，导航台宛如一座海上灯

塔。“能守卫祖国，为军舰导航，是我们的

幸福、更是我们的使命！”正在值班的三

级军士长程家林目光如炬，望向远方。

导航兵是军舰的“眼睛”
■危 瑶 倪子纯 本报记者 陈典宏

1 月下旬，新疆军区某团一场风雪

严寒条件下战术演练在昆仑山麓展开。

行进梯队进入戈壁滩不久，就接

到导调组下达的指令：“前方道路‘损

毁 ’，迅 速 开 辟 通 路 。”初 步 判 定 情 况

后，梯队指挥员孙子龙却犯了难：利用

刚配发的某型工程桥车架桥通过省时

省力，是最佳解决方案；但该型工程桥

车作为新装备，尚未经过风雪严寒条

件检验，一旦中途“趴窝”，只会让情况

雪上加霜。

记者暗暗担忧之时，孙子龙坚定

的 声 音 传 来 ：“ 命 令 工 兵 分 队 迅 速 前

出，尽快在遭到破坏的道路左侧架设

简易桥梁。”

闻令而动，工兵分队立即前出至目

标地域。然而在架桥过程中，新装备果

然不出所料发生状况：桥体支撑能力不

达标，被导调组判定为“不合格”。

本以为稳操胜券的演练，没想到

竟然在工程桥车使用上受挫，孙子龙

懊 恼 之 余 进 行 深 刻 反 思 ：“ 战 场 没 有

缺省项，打仗没有选答题。在体系作

战中，忽视任何一个要素都可能导致

失败。”

其实早在出发前，该团就对是否

启用某型工程桥车进行过讨论：有人

建议“新装备性能还没摸透，能不动就

不动”，有人认为“工程桥车不是主战

装备，参加演练意义不大”。“大力推进

战训耦合、体系练兵，必须立足战场实

际做最全面、最扎实的准备。”最终，该

团 党 委 决 定 全 员 全 装 全 要 素 参 加 演

练，接受风雪严寒考验。

戈壁滩头，风雪渐息。“新装备要

在风雪中‘体检’！”孙子龙告诉记者，

他们将扭住薄弱环节，着力摸清不同

环境条件下新装备的性能参数，在硝

烟淬炼中不断挖掘新装备作战潜能。

新装备在风雪中“体检”
■本报记者 李 蕾 通讯员 冯 毅 刘 程

本报讯 吴景硕、特约记者张新凯

报道：“有了‘智能选餐机’，夜间执勤再

也不用提前自备食品了！”前不久，火箭

军某团引进的 8 台“智能选餐机”一经投

入使用，便受到官兵点赞。

该团点多面广，驻防点位分散，官

兵夜间执勤时间长、体力消耗大。一些

夜间执勤官兵下哨后常常感到饥饿，因

不忍心打扰炊事员休息，只能提前自备

食品。

“保障力连着战斗力，必须解决夜间

执勤官兵的饮食保障难题！”该团保障处

专门召开会议，在反复调研和充分论证

的基础上，协调地方生产厂家，在严格遵

守保密规定的前提下，引进 8 台由“自动

售卖机”改造成的“智能选餐机”。他们

采集官兵个人信息编入后台程序，实现

“刷脸”购买，打造“全天候服务的食堂”。

记者了解到，随着“智能选餐机”落

户该团，夜间执勤官兵下哨后，可以按照

保障标准，“刷脸”免费选购 20 元加班食

品。在其他时间段，官兵也可以自费购

买零食和生活用品。为丰富食品种类，

机关与地方超市合作，精心挑选面包、牛

奶、自热火锅等 40 余种食品摆进“智能

选餐机”，满足官兵不同口味需求。

在此基础上，该团还随机抽检“智能

选餐机”内的食品、定期统计食品消耗数

量，确保食品在采购、供应、存放等环节

安全有序。

小小选餐机，浓浓爱兵情。该团党

委机关倾情解难题办实事，激发了基层

官兵练兵备战动力。新年度开训以来，

该团野外组网训练、大项任务通信保障

等任务压茬推进，官兵斗志昂扬，圆满完

成各项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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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下肢离断伤造成失血性休克，立

即用留置针进行颈内静脉穿刺补液……”

1 月中旬，在联勤保障部队第 988 医院创

伤显微骨科病房内，医护人员正为一名

训练中不慎受伤的战士展开急救手术。

与以往不同的是，护士不再往返多次申

领医用耗材，而是直接从科室智能耗材

柜中选取。

经过近 4 个小时的抢救治疗，手术

顺利完成。创伤显微骨科护士长江小萌

告诉笔者：“医院统一配备的智能耗材

柜，让我们取用医用耗材更方便快捷，使

得手术时间比以往明显缩短。”

提高医用耗材使用效率和管理水

平，是增进医疗保障实效的重要环节。

该院领导告诉笔者，近年来，他们探索制

订医用耗材智能化管理方案，联合地方

医疗保障单位，建成集医用耗材使用、结

算监管等环节于一体的“医用耗材智慧

供应链”，有效提升了医用耗材精细化管

理水平。

追溯医用耗材来源，实时监测使用

情况；准确掌握医用耗材存储情况，做

到及时补货；降低无用损耗，及时清点

库存……“医用耗材智慧供应链”通过

大数据、云计算等信息技术，让医用物资

供应商和医院物资管理部门、临床科室、

财务部门等各方处于实时通联状态，实

现了医疗物资从需求计划到汇总采购、

从入库验收到上架仓储、从拣货配送到

科室消耗、从成本统计到财务结算的全

流程闭环管理，降低耗材管理成本及运

营成本，有效提升临床医疗服务效率。

“智慧供应”覆盖全院，服务质效广受

好评。该院麻醉科管理员成盈盈告诉笔

者：“过去，遇到急诊患者就医时，我们必

须从库房紧急抽调医用耗材，耗时费力。

如今有了智能耗材柜，医用耗材型号多、

种类全，既便于取用，还能及时补充。我

们应对突发情况的诊疗效率明显提升。”

充当“管理员”角色的智能耗材柜，

还能更好解决医用耗材使用信息的统

计问题。该院主管护师刘梦敏说：“此

前对留置针等医用耗材的使用情况，统

计起来比较繁琐。如今智能耗材柜可

准确统计取用数据，医护人员可以将更

多时间精力投入到诊疗中，提升为兵服

务质量。”

据悉，该院计划将“智慧供应”的方

法手段运用到战时应急医疗保障中，着

力提升战场伤病员救治效率。

联勤保障部队第988医院提升物资管理精细化水平—

医用耗材实现“智慧供应”
■刘会宾 楚香林 本报特约通讯员 胡 楠

1月中旬，南部战区海军某基地

开展实战化演练。

本报特约记者 薛成清摄

2月 9日，中部战区空军航空兵

某旅组织飞行训练。 高德泉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