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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课题

每次驻训，恨不得
把“家”都搬过来

夜已深，第 78 集团军某旅机关楼仍

亮着灯光。

看着电脑屏幕上的“驻训物资统计

表”，该旅作训参谋陈强不由叹气：“看来

今晚又是一个不眠之夜。”

这两天，陈强睡了不到 10 个小时，

“没办法，驻训物资定不下来，就没法睡

个安稳觉”。

陈强负责全旅驻训物资的汇总统

计 。 旅 里 先 后 下 了 2 次 通 知 ，陈 强 也

打 电 话 催 了 几 次 ，可 直 到 现 在 ，个 别

科室和营连的物资还没有敲定下来。

其实，对于大家的“精打细算”，陈强

也能理解。毕竟，部队每次野外驻训，少

则一两个月，多则半年以上，要是少带了

哪样生活“硬件”，或是少带一件训练“必

需品”，官兵在外遭罪不说，可能某个训

练课目都没法高效开展。

那年驻训，还在坦克连任连长的陈

强，想多带点生活用品，与兄弟连队商

议，两家带一套模拟训练器共用。没承

想，到了驻训场，训练节奏加快，两家训

练时间发生冲突，只能眼巴巴等兄弟连

训练过后才能使用，连队整体训练进度

耽误不少。

“每次驻训，我们恨不得把‘家’都搬

过来，可仍不托底。运力摆在那儿，枪

柜、电脑、床不带就办不了公，靶架、模拟

弹不带就影响训练，有时候真的很难取

舍。”陈强说。

深 夜 难 眠 的 不 止 陈 强 一 个 人 ，机

关的许多战友都在加班赶工。每年这

段 时 期 ，都 是 他 们 最 忙 的 时 候 。 到 了

驻 训 地 ，安 营 扎 寨 更 是 让 他 们 焦 头 烂

额，常常加班加点连夜抢工，饭都顾不

上吃……

对于陈强的经历，北部战区陆军某

训练基地装备保障科科长陈栋体会颇

深。这些年，一直负责组织协调驻训部

队卸载安营工作的陈栋发现，来基地驻

训的部队，普遍存在“搬家式”驻训、

“逢训必买”、设施大拆大建的现象，驻

训时间越长，现象越明显。“有时候，

一支部队安营扎寨下来要好几天，才能

完全展开训练。”

“ 说 实 话 ，谁 都 不 想 带 这 么 多‘ 瓶

瓶 罐 罐 ’。”某 旅 作 训 科 科 长 尚 龙 文 坦

言 ，这 些 年 ，旅 里 区 分 任 务 类 型 ，按 照

实 战 要 求 ，不 断 细 化 规 范 物 资 携 带 标

准、删繁就简，大部分外训部队都按照

打 仗 标 准 携 带 物 资 ，轻 装 简 行 。 可 是

考虑到有时可能会接受临时任务或遇

到工作冲突，延长野外驻训期，于是在

面对跨区驻训、长周期驻训时，索性一

次性把东西带全。

尚龙文记得，那年，他们旅跨区到

该基地野外驻训，原计划 9 月下旬返回，

没承想因任务调整，临时延长 2 个月。

天气逐渐转冷，部队紧急雇佣地方车辆

前送防寒物资。结果，部队撤收返营，

因运力不足，陷入不少物资无法带回的

“尴尬”。

好在通过协调，该基地帮忙解决了

困难。可这件事引起了基地党委的反

思：近年来，部队驻训频次增加、时间延

长，作为保障演训“供给侧”，如何让部

队“轻装上阵”，从驻训物资采购、装备

物资运输和日常保障找渠道、走程序中

解 脱 出 来 ，把 更 多 精 力 放 在 练 兵 备 战

上，是摆在他们面前一个无法回避的现

实课题。

全新尝试

乘着政策东风，带
给部队真正便利

去年，一则消息让该基地党委一班

人喜上眉梢：基地被选为军委首批“公物

仓”试点单位之一。

何谓“公物仓”？从字面上理解很

直 观 ：一 个 存 放 综 合 性 公 共 物 品 的 仓

库，能够为野外驻训部队提供物资需求

保障。

“终于找到了解决‘老大难’的好办

法。”仔细学习上级法规政策，该基地党

委一班人愈发兴奋。可冷静下来，大家

不觉陷入沉思：“政策只是前提，重点是

如何让政策落到实处，乘着政策的东风，

带给部队真正的便利。”

“这是一次全新的尝试，对我们每个

人来说，都意味着摸着石头过河。”回望

建设之初，该基地保障部部长季旭东仍

然激情满怀。

挡 在 面 前 的 第 一 只 拦 路 虎 是“ 经

费”。他们经过精准计算，“公物仓”建设

开支不是一个小数目。令人欣喜的是，

上级划拨了专项经费，算上自己筹措的

“家底”，经费问题迎刃而解。

有了经费，说干就干。他们对现有

营房设施进行升级改造，很快，一座大型

存储仓库初见雏形。

四梁八柱搭了起来，然而，在“公物

仓”到底存放哪些物资的问题上，基地党

委委员的意见却并不一致——

有人提出，既然是“帮忙”，那就不如

“一帮到底”，只要是涉及部队驻训期间

生活、训练各类保障物资，都进行存放。

有人认为，基地最主要的任务是保

障部队训练，训练器材战备器材普遍占

空间比较大，运载不便，“公物仓”应该以

战备训练物资为主。

“争议的产生，源自对新生事物的

意义理解不深。”季旭东说，基地党委广

泛收集资料，兵分多路实地考察调研，

深入研究探索部队“公物仓”的职能定

位。

不久，再次坐在桌前，大家达成了共

识：设立“公物仓”不是降低部队战备标

准，其主要功能在于对部队作战生活物

资的保障。一言蔽之，就是战备规范以

外的物资，“公物仓”能保尽保。

随即，他们按照携运行标准之内的

适度预置、标准之外的集中保障的思路，

累计筹措购置野营、办公、文体、炊事、医

疗 和 训 练 、营 产 营 具 等 10 余 类 物 资 器

材。

硬 件 设 施 和 器 材 器 件 一 应 俱 全 ，

摆 在 该 基 地 党 委 面 前 的 还 剩 最 后 一

关 ：如 何 管 理 使 用 才 能 为 部 队 提 供 便

利服务？

数量基数如此庞大、物资种类如此

繁杂的“公物仓”，传统登记发放的人工

管理模式难以行得通。他们依托军队现

代资产管理及现代军事物流信息系统，

打造资产管理信息平台，录入资产器材

数量、型号、图片、质量等图文信息，实现

“可视化”动态管理保障模式。驻训部队

只需在营“线上”下单、到位“线下”领取

即可。

首 批 试 用 部 队 之 一 ，第 79 集 团

军 某 旅 第 一 个 尝 到 了“ 甜 头 ”。 抵 达

驻 训 地 后 ，官 兵 迅 速 前 往“ 公 物 仓 ”

保 障 点 ，按 照“ 网 上 订 单 ”请 领 住 宿

帐 篷 、办 公 器 材 、炊 事 用 具 等 生 活 工

作 必 需 物 资 ，战 士 们 当 天 就 吃 上 了

热 乎 饭 。

该旅炮兵营教导员刘文正深有体会

地说：“过去提起炊事、办公这类大件易

损物件就头大，如今有了‘公物仓’，线上

对照条目，现地直接领取，再也不用被繁

琐的物资准备困扰了，部队卸载、安营速

度大幅提升。”

完善升级

“ 公 物 仓 ”不 仅 仅
是公共物品的大仓库

盛夏时节，朱日和草原骄阳似火。

烈日下，负责“公物仓”物资管理的

该基地保障部副部长张建军带着管理

员，对交还的物资种类、数量、损坏情况

逐件检查统计。此时，张建军身上的迷

彩服已被汗水浸透。

“不敢大意，前一家借的东西清点统

计不好，就会影响下一家单位的借取使

用。”在张建军看来，“公物仓”不仅仅是

公共物品的大仓库，还是驻训物资的统

筹统供平台，更是盘活资源的有效途径，

让“旧”资源再生“新”效益。

筹 措 物 资 过 程 中 ，他 们 分 赴 驻 辽

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等 4 省（自治

区）15 市的部队进行现地物资核查，对

各 单 位 闲 置 、待 处 置 、超 标 准 配 置 、报

废 可 堪 用 等 可 调 剂 资 产 统 计 归 类 ，进

行集中返修维护处理。

张建军算过一笔账。“公物仓”上万

件器材器具中，有 5 类近千件项为部队

闲置资产，涵盖文件柜、保密柜等硬件设

施，通过翻新检修后重新投入使用，使闲

置资产利用率提高近 40%，节省了大笔

经费。

物资保障难在管理和维护，旧资产

更是如此。该基地对借用申请、借用审

批、借用交接、借用归还、报废处置等 7

项内容进行了细化规范，最大可能确保

物资的完好率，提升使用率。

看着一个个换了“新颜”的旧资产得

到再利用，张建军感慨地说：“条件再好，

过‘紧日子’的光荣传统也不能丢，这样

才能确保每一笔经费都花在保障部队练

兵‘刀刃’上。”

对于“公物仓”的功能，北部战区陆

军机关有着更高期待。从库室设计到物

资统筹，他们全程参与了基地“公物仓”

的建设指导工作。

“ 现 如 今 ，部 队 跨 区 化 驻 训 、基 地

化 演 习 成 为 常 态 ，对 物 资 保 障 要 求 越

来 越 高 。”北 部 战 区 陆 军 领 导 说 ，“‘ 公

物 仓 ’的 保 障 领 域 ，不 能 止 步 于 床 架 、

帐 篷 这 类 简 单 的 生 活 设 施 ，必 须 延 伸

扩展至弹药、油料、实体靶标等战备训

练 物 资 范 围 ，这 也 是 我 们 下 阶 段 努 力

推 进 的 方 向 —— 为 部 队 提 供 体 系 化

‘一揽子’服务。”

今年第一季度，吉林省长春市疫情

形势严峻，需要大量医学器材和营房场

所保障防疫工作。经驻地政府申请，北

部战区陆军批准，长春驻地部队提供了

多个招待所作为“隔离点”，为驻地抗击

疫情作出了贡献。

这段经历让北部战区陆军领导萌生

一个想法：随着保障范围的不断延伸扩

展、管理模式的不断升级，“公物仓”也可

以成为部队支援地方应对突发事件的一

个“预置仓”。

按照部队驻地进行区域划分，他们

将卫生、食品等非战争行动所需物资器

材，区分抗洪抢险、疫情防控等任务类型

进行“模块化”存储，一旦遇有任务，通过

铁运、机载直接远程投送。

“平时可以减轻部队存储负担，战

时提升快反能力。”北部战区陆军领导

说 ，“ 无 论 从 保 障 方 面 ，还 是 功 能 拓 展

上 ，‘ 公 物 仓 ’未 来 的 发 展 都 存 在 无 限

可能。”

野 外 驻 训“ 轻 装 上 阵 ”
—北部战区陆军某训练基地探索试行“公物仓”建设新闻观察

■董 雷 张光轩 本报记者 宋子洵

看着手上的运输运力表，第 78 集团

军某旅战勤计划科科长刘岐自言自语：

“该带的物资都带全了，再带点啥呢？”

这是属于刘岐的“幸福烦恼”。

“放在以前，这种情况想都不敢想。

每次驻训，运力都很紧张，经常出现车不

够用的情况。”作为该旅保障部战勤科

长，刘岐主要负责驻训物资的统计汇总

和运力统筹分配工作，亲历了这些年的

巨大变化。

“曾经，统筹分配运力是一件挺难的

事。”刘岐至今记得，有一年驻训准备，两

个科因为运力问题发生了争执。

那次驻训，由于任务冲突，保障装载

物资的车辆数量有限，每个科都出现用

车“缺口”。经过反复计算，刘岐千方百

计 省 出 一 台 车 ，本 打 算 补 给 最 需 要 的

科。让刘岐没想到的是，就因为这台车，

引起了军需营房科与装备维修科的争

执。

军需营房科科长说出了自己的理

由：“我们负责全旅的伙食、营区规划工

作 ，物 资 带 少 了 ，保 障 的 标 准 就 会 降

低。”

装备维修科科长同样有自己的难

处：“我们带的是保障基层装备维修的

必须器材，少带一样，装备可能就修不

了。”

各有各的理由，各有各的难处，谁也

说服不了谁。问题反映到该旅保障部领

导那里，保障部随即召开协调会，各科抓

住机会提出了自己的需求。

最终，该旅保障部决定，马上协调地

方车辆来保障物资运送，争执总算告一

段落。

“今年咋就有了富余运力？”见记者

疑惑，刘岐道出了原因。原来，他们今

年野外驻训的地点——北部战区陆军

某 训 练 基 地 ，探 索 试 行 了“ 公 物 仓 ”建

设：过去办公、炊事、医疗、帐篷等部队

必须携带的物资，都改由“公物仓”供应

保障。

“没有这些‘瓶瓶罐罐’的困扰，运力

自然就省了下来。”刘岐说。

战勤科长的“幸福烦恼”
■张光轩 本报记者 宋子洵

后勤保障是战斗力的重要组成部

分，是部队练兵备战的重要基础。没有

强大的保障力，部队很难练出强大的战

斗力。

强军制胜，必须以强大的后勤作保

证。近年来，全军将士心怀忧患，拧紧

备战打仗的思想发条，以箭在弦上、盘

马弯弓的紧迫感矢志强军打赢。部队

跨区基地化演习、实战化对抗、长周期

驻训成为常态，也对后勤保障工作提出

了更高要求。

应该看到，当前部队在演练中，“搬

家式”驻训、器材大供大补、设施大拆大

建等问题仍不同程度存在。这不仅造

成资源浪费，也容易分散官兵练兵备战

的精力，影响部队战斗力建设。北部战

区陆军某训练基地探索试行“公物仓”

建设，推进演训保障基地化、物资配置

集约化、公共服务社会化的保障模式，

目的正是为了让部队腾出更多精力练

兵备战。

统筹盘活资源增强保障质量。资

源 保 障 在 部 队 练 兵 打 仗 中 具 有 不 可

替 代 的 作 用 。 应 着 眼 部 队 野 外 驻 训

演 习 保 障 现 实 需 求 ， 继 续 深 化 探 索

“ 公 物 仓 ” 建 设 ， 建 立 健 全 保 障 体

制 ， 科 学 调 配 力 量 资 源 ， 打 造 跨 军

兵种跨专业的训练保障平台，构建多

兵种联训联保体系，实现对训练场地

统一规划、重点开发、共同使用；对

训练器材、生活设施、油料弹药等物

资进行集中供应，基地化、规范化保

障，逐步推动大型训练场地、新型训

练装备器材、生活型资源等统建统管

共用，从而减轻部队人力、运力、财

力负担。

运用科技手段提升保障效益。借

鉴近年来展开使用的无人仓储、智能视

觉等技术，进一步增设信息网络基础设

施，研制完善训练保障信息化管理系

统，加强对现有资源的实时状况、使用

情况、保障标准的精细化管控。通过一

系列技术手段，精确掌握受保障对象、

保障需求、保障能力信息，让保障物资

信息请领能够多网互联、掌上办理，进

而精确控制训练保障资源的流向和流

量，使得保障“供给侧”与“需求侧”无缝

衔接。

加强军地协作拓宽保障模式。充

分利用各方优势资源，进一步发挥地方

人才、资源和技术优势，与驻地政府、科

技公司共同探索最优保障方式，建立可

长效运行的保障机制。用好各方面优

质力量和资源，加强国防教育普及和法

规制度支持，改变以往依靠关系协调、

感情照顾的被动做法，动员地方党委政

府支持练兵、用政策制度保障练兵，在

全社会形成爱军尚武氛围，努力营造军

地资源开放共享、合理流动、优势互补

的发展新局面。

让部队腾出更多精力练兵备战
■季卫星 季旭东

锐 视 点

本期话题：野外驻训后勤保障

图①：北部战区陆军某训练基

地“公物仓”为部队提供驻训所需生

活训练物资器材保障。

石 敏摄

图②：北部战区陆军某训练基

地依托现有库房，改建成“公物仓”。

欧阳欢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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