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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关注 记者探营

编者按 给伤病员做病号饭、送病号饭一直是部队的传统，在基层再平常不过。一份热乎乎的病号饭，不
仅能给伤病战友补充营养，也传递着组织和战友的关心。随着基层伙食标准的提高，随着健康饮食、营养饮食
理念越来越深入人心，病号饭已不满足于一碗阳春面或者蛋炒饭了，“因人做饭”“对症吃饭”日益成为“刚需”。
本期“特别关注”着眼于此，看看现在的病号饭应该怎么做、怎么吃。

空中，战机呼啸，超低空突防；地面，

战车列阵，雷达昂首……仲春时节，南国

某地，第 75 集团军某旅与空军某部一场

陆空对抗演练激战正酣。

“又打了一场痛快的胜仗！”中军帐

内，该旅地空导弹营营长胡浩认真分析

研判态势，调整操作流程，大幅缩短导

弹 准 备 时 间 ，雷 达 短 促 开 机 即 锁 定 目

标，导弹直扑“敌机”。当晚复盘，他在

笔记本上详细记录下这场对抗的相关

数据。

翻 开 这 本 笔 记 ，里 面 满 是 密 密 麻

麻 的 计 算 公 式 、精 确 清 晰 的 作 战 部 署

图以及反复圈画的问题反思。这本被

誉 为“ 胜 战 台 账 ”的 笔 记 本 ，记 录 着 该

营 过 去 几 个 月 的 收 获 与 成 功 、挫 折 与

失败。

去年 9 月，胡浩从侦察科科长转任

地空导弹营营长。上任不到 3 周，他就

直面不小的挑战：进行陆空对抗和实弹

射击。胡浩第一次接触某型导弹，加之

部分发射、搜索专业号手刚刚退役，专

业人才“青黄不接”，能力恐慌顿时弥漫

心头。

胡浩深刻体会到，必须把工作方式、

生活节奏、精神状态都调整为“快进模

式”。这份压力，也倒逼胡浩养成一个习

惯：每次训练和执行任务，总不忘带一个

笔记本。从单装操作到专业协同，他带

领全营官兵逐个攻关，随时总结、随时记

录，一个个点滴心得汇聚成一本“胜战台

账”。

台账中有一页格外醒目，那上面用

红笔勾画了近 20 条反思教训——那是

一段刻骨铭心的经历。

当时，该旅与空军某部展开陆空对

抗演练。蓝方战机获知地空导弹营部署

位置，借助附近山体掩护，躲避雷达侦

察。因雷达长时间开机会暴露自身目

标，无奈之下，胡浩只能下令关闭雷达迅

速转移，眼睁睁看着“敌机”从头顶呼啸

而过，最终导致对抗失败。

“那场失利影响不小，大家都有些

消极。”胡浩告诉记者，复盘检讨会上，

他主动带头反思失败的原因教训，“防

空作战注重以快制胜，只有尽早发现、

尽远拦截、打完就撤，才能更好发挥作

战效能……”很快，在他的带领下，全营

掀起一股思战、研战之风。

一上训练场，该营主要号手扎进战

车便不愿出来，一个一个部件“捣鼓”，

一条一条线路摸索。胡浩几乎天天和

战士们挤在战车里，一边指导操作手一

边详细记录雷达显示参数，对比分析前

后训练数据。他们紧盯未来防空作战

需要，主动探索破解重难点课题，苦练

作战技能，研究创新战法，缩短了雷达

暴露时间。

而胡浩的这本“胜战台账”，也越写

越厚。

短 短 几 个 月 时 间 ，胡 浩 带 领 全 营

官 兵 攻 克 10 余 个 技 术 难 题 ，提 出 的 不

少训练“金点子”被纳入旅队课题研究

规划。

今年开训以来，在胡浩的推动下，地

空导弹营和驻地空军建立常态化陆空对

抗机制，官兵人人认领课题，通过反复高

强度训练，不断挖掘装备极限性能，全面

开展战法训法创新活动，带动战斗力快

速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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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 者 ，以 战 为 本 。 一 支 军 队 战 无

不 胜 的 关 键 ，不 仅 在 于 拥 有 让 敌 人 忌

惮 的 武 器 ，更 在 于 拥 有 令 敌 人 胆 寒 的

将 士 —— 军 人 的 专 业 是 打 仗 ，军 人 的

荣光是打赢。

营长胡浩的这本台账，记录的不仅

是学习的心得、失败的教训、成功的经

验，更是一名军人矢志奋斗强军的坚定

步伐。在这本台账上，我们看到了一名

新时代带兵人的职业追求，更看到一名

军人的胜战之心。只有每一名军人心中

都装着这样的“打赢账”，战争真正来临

时，我们才能底气十足地喊出“准备好

了”，才能迎敌亮剑、决胜战场。

心中应有“打赢账”
■陈典宏

记者感言

“这份病号饭，有我家乡的味道！”

3 月上旬，某旅战士小涂因患胃病正在

第 910 医院住院治疗，喝着专人送来的

皮蛋瘦肉粥，他感觉温暖从胃里一直

蔓延到心头。

今年是小涂服役的第 8 个年头。7

年前，他曾因伤在旅卫生院住院理疗，

当时顿顿清汤寡水的阳春面让他印象

深刻。因此，此次住院前，小涂一直以

为病号饭就像飞机上的航食餐一样，

给什么就吃什么，来到医院后的经历，

让他新奇又感慨。

“ 你 好 ，医 嘱 建 议 你 吃 半 流 质 饮

食，在这个范围内，可以随意点你想吃

的食物。”住进军人病房没多久，医院

营养食堂司务长刘群便专门前来征询

小涂对于饮食的意见，并告诉他营养

食堂的点餐号码。刘群告诉小涂，在

非普通饮食期间，想吃什么都可以随

时拨打军队伤病员点餐专线，会有专

人将食物送至病床前。

“ 做 一 份 病 号 饭 看 似 简 单 ，但 想

要 让 住 院 官 兵 都 满 意 其 实 并 不 容

易 。”该 医 院 保 障 处 负 责 人 左 红 亚 告

诉 记 者 ，伙 食 连 着 战 斗 力 ，现 在 住 院

官 兵 的 餐 桌 丰 富 了 ，如 何 吃 得 营 养 、

吃 出 健 康 是 他 们 关 注 的 重 要 问 题 。

目前医院采取两种保障模式：对于医

嘱交代饮食有特殊要求的住院官兵，

他 们 采 取 专 线 点 餐 、送 饭 上 门 ；对 于

正常饮食的官兵，他们采取集中自助

就餐，确保部队伤病员住院治疗期间

吃饱吃好。与此同时，部队官兵住院

治疗时，营养师会根据医嘱和患者病

情 ，交 代 住 院 官 兵 饮 食 注 意 事 项 ，纠

正不良饮食习惯，保证营养摄入均衡

等，助力官兵早日康复。

记者在该医院军队伤病员专用餐

厅 里 看 到 ，无 论 是 早 餐 、中 餐 还 是 晚

餐，每顿饭都有七八种菜可供选择，烹

饪方式兼顾各个地域人群的喜好。刘

群告诉记者，伙食费上调后，饮食保障

由 过 去 的 快 餐 盒 饭 变 为 如 今 的 自 助

餐，有效解决了众口难调的问题。“伙

食真的不错，出院后我要更加努力，精

武强能、建功军营！”因在住院期间经

常吃到海鲜，驻闽某部战士小陈十分

惊喜。

据了解，该医院目前联合地方单

位 开 发 的“ 军 队 伤 病 员 膳 食 管 理 软

件”，现在已进入调试阶段。投入使用

后，通过这个软件，住院官兵点餐时，

什 么 要 多 吃 、什 么 少 量 吃 一 目 了 然 。

对于与治疗疾病相冲突的食物，这款

软 件 还 能 够 根 据 病 患 信 息 进 行 自 动

“屏蔽”，从源头上保证住院官兵的饮

食健康。

上图：厨师兼营养师指导军队伤

病员取餐。 陈斌贵摄

病号饭，不再是简单的一碗阳春面
■巴 涛 本报记者 孙兴维

新闻延伸

前不久，因手指开放性骨折住院

治疗的战士肖忠海出院归队。我随炊

事班的战友一起为他送去红烧排骨、

筒骨玉米汤等利于康复的病号饭。透

过他惊喜又感动的样子，我好像看见

了 8 个月前的自己。

那时，我当兵已有 16 个年头，由于

常年的负重训练，我患上了颈椎间盘

突出，导致硬膜囊受压。我的手臂常

常失去知觉，所以不得不进行髓核摘

除人工椎间盘植入术。

手术进行得很顺利，经过半个月的

住院观察后，我回到了连队。我知道连

里向来有给伤病战友送病号饭的传统，

本以为只是走走形式，无非一碗面条，

顶多加个荷包蛋。所以，当连队干部带

着战友送来“五菜一汤”的病号饭时，我

十分诧异，而看到主菜是我从小就喜欢

吃的家乡名菜德州扒鸡，我更加惊喜。

虽然刚出院，胃口还不是太好，但那顿

饭我吃得格外舒心。

当天晚上就寝时，司务长郑保林

来到我床边，拿着食谱询问我还有什

么想吃的菜。我这才知道，早在出院

前，大家就开始遵照医嘱为我制订“康

复食谱”了。

我接受的这项手术要在颈椎上开刀，

刀刀贴着神经，难度系数非常高。虽然手

术很成功，但我在住院期间总是忍不住胡

思乱想，担心自己恢复不好、留下后遗症，

同时给战友添麻烦、给连队拖后腿。而归

队后的这第一顿病号饭，让我紧张的心情

一下子放松下来。看着食谱上一道道既

营养又富有家乡特色的菜品，我感到，父

母虽在远方，但身边战友都是家人。

通过一个多月的静养，我的身体

逐 渐 恢 复 ，内 心 也 充 盈 起 一 股 力 量 。

我主动担任连值日员，让战友们中午

多休息；连队里的热水器坏了，我找来

扳手前去检修，让战友们训练后能洗

上热水澡；战友外出驻训，我把损坏的

门窗全部维修一遍……

药疗治病，食疗养心。这段时间，

我愈加深刻体会到，病号饭不仅仅是一

顿饭，它承载着组织的关心，饱含着战友

情深，是密切官兵、兵兵关系的重要载

体。有感于此，我暗下决心，好好珍惜在

部队的时光，把自己所学毫无保留地教

给年轻战友，为旅队建设贡献力量，以回

报组织的关爱。

（本报记者孙兴维、通讯员李 仙

整理）

可口又暖心的营养餐
■东部战区陆军某旅四级军士长 孙启武

3月中旬，空降兵某旅“雷神突击队”在鄂北腹地开展要点夺控演练。图为

狙击手掩护队友前进。

郭 帅摄

“各排出 3 名公差，整理物资器材。”

“不去！太累了！”这天，连队单兵综合演

练考核一结束，我就要求值班员组织恢

复正常战备秩序，安排人员整理物资器

材，不承想却听见楼道里传来“拒绝”的

声音。

这次考核，战士们个个拼尽全力，表

现可圈可点。我知道大家一定很疲惫，

但听到连队值班员的指令被大声拒绝，

还是气不打一处来。我没有多想，循声

走 进 宿 舍 ，质 问 道 ：“ 刚 才 的 话 是 谁 说

的？”“报告，是我！”见战士小孙一脸无辜

地站起来，我心中火气更大，立即批评

道：“连队是你想干啥就干啥的地方？你

说不去就不去？立刻向值班员道歉！”面

对我的怒火，小孙不仅没有道歉，还反而

问起我来：“道什么歉？”

在平时的工作生活中，我与战士们

相处融洽，威信很高。本以为自己如此

严词厉色，小孙一定会承认错误，谁知他

竟公然顶撞。于是，火冒三丈的我，要

求他立即到会议室对照条令条例好好

反思。

回到宿舍，我仍心绪难平，准备再找

小孙谈话，就在此时，有人敲响了房门。

来人是小孙的班长段伟。“连长，就

刚才的事情我有话想说。”我以为他是来

帮小孙求情道歉的，没想到他接下来的

一番话让我既后悔又羞愧。

“ 您 误 会 小 孙 了 ，他 刚 才 说 的‘ 不

去’，不是针对值班员的。”原来，考核结

束后，战士小鹏见小孙回到宿舍，便在楼

下喊他去打篮球。小孙累得不想去，便

大声回绝了他，谁知当时正赶上值班员

安排公差，又恰巧被我听到了。

听到这里，我再也坐不住了，赶忙

找到小孙，向他道歉。晚点名时，我向

全 连 官 兵 讲 述 了 事 情 经 过 ，并 当 众 作

了检讨。

事后反思，我告诫自己，遇事不要冲

动，务必了解清楚后再下定论，决不能主

观臆断，更不能随意发脾气。沉稳、耐

心，何尝不是一个合格带兵人的必备素

质呢？

（庄小好、宋 琢整理）

一句话引发的误会
■陆军某部勤务保障营运输连连长 王龙飞

从心理学角度看，一个人在受伤

或者生病的时候，最渴望得到别人的

关心关注。此时，如果每天都能吃上

既营养又可口的饭菜，其作用无异于

雪中送炭。从这个意义上说，病号饭

绝不是简单的一顿饭。

过去，因条件所限，病号饭充其量

多 加 个 荷 包 蛋 或 者 牛 奶 什 么 的 。 如

今，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病号饭的伙

食标准也在提高，官兵对病号饭的需

求更加多元，如何把病号饭做好、把伙

食费用好显得日益重要。

比如，刚做完手术的病号常常需

要吃流食，每天的伙食标准可能用不

完，那就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采取

个性化区别化保障，不一定非得凑够

标准。正确的做法是，科学调剂、统筹

安排，因人因时因病而异。再如，对住

院官兵个人而言，术后前几天吃得少，

病号饭就少做，等身体慢慢恢复了，再

多做一点、做精一些，实现其整个住院

期间的总体伙食达标；就住院官兵群

体而言，可与其他病号合并在一起考

虑，统筹用好标准，互相贴补，实现总

体伙食达标。这样一来，既让大家吃

够了标准，又避免了浪费。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

半缕，恒念物力维艰。”病号饭不一定

是价格昂贵的菜肴，关键要促进病号

尽快康复、早点出院。因此，各级保障

部门一定要多动脑筋，科学制订病号

饭伙食保障方式方法，在制作上多用

心尽心，做到能吃什么就做什么，需要

补什么就提供什么，能吃多少就做多

少，使病号饭吃够标准、吃出健康，把

组织的关爱落到实处。

吃够标准 科学调剂
■孙兴维

带兵人手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