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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定位之变
营房就要有营房的样子，

这个样子首先是打仗的样子

夜 色 下 ，一 辆 辆 铁 甲 战 车 鱼 贯 而

出，陆军某旅一场拉动演练紧张进行

中。

车辆编队，人员集结，快速出动……

对于该旅步兵三连指导员周浩来说，类

似的拉动演练已成为常态。

然而，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是连队

进驻新营区以来的首次演练。诸多变

化让周浩眼前一亮——

单兵携行战备物资和战斗装具随人

进班，宿舍走廊可同时让两名全副武装的

单兵并排行走，新的连队兵器室采用两门

流线设计，请领武器进出更加顺畅……

同 时 ，依 托 营 区 新 修 建 的“5 横 8

纵 ”道 路 ，他 们 实 现 车 辆 双 向 双 侧 编

组、双路通过营门，全员全装出动速度

相比过去大大提升。周浩深有感触地

说：“这是新营区带给我们最直观的变

化。”

调整改革以来，该旅由多支部队转

隶组成，分别部署在几个营区。过去全

旅组织拉动演练，不仅要提前谋划好各

分队的出动顺序，还要统筹规划编队地

点、时间。

不仅如此，以往车辆装备由全旅库

房统一集中部署，不仅影响出动速度，在

车辆出库时还容易造成拥堵。如今，装

备库靠近营连生活区配置，库室与宿舍

模块化组合，官兵出了营门第一时间就

能到达装备库，科学实现了人装的快速

结合。

“营房就要有营房的样子，这个样

子首先是打仗的样子。”该旅领导说，在

指挥办公场所建设上，他们突出指挥主

体功能，建有作战值班室、作战室、战备

资料室等指挥要素，以及机关兵器室、

弹药室、战备器材库等指挥保障要素。

机关战备车库紧邻机关楼东西两侧建

设，与战备器材库相通，实现快速装载、

快速出动。

通过把指挥保障要素集中建设，他

们将过去分散配置的战备车库靠拢部

署，大幅缩短平战转换时间。“如今，旅

指挥机构可在最短时间启动应急响应、

请领指挥器材、组织物资装载、构建指

挥体系。”该旅作训参谋葛江滨说。

训练条件之变
部队不出营门就能完成

从单兵到连排的所有专业训练

说起新营区的变化，该旅火力连副

班长陈俊涛的第一印象是：“从来没见

过这么大的训练场。”

陈俊涛的专业是迫击炮。过去组

织训练时，因为场地限制，迫击炮分队

往往比较分散，统一组训也只能进行常

规的操炮和瞄准训练。

如今 ，新营区建成 2000 多亩室外

综合训练场，按作战编组划分为情报侦

察、火力打击、防空反导、后装保障等专

业训练场地，部队不出营门就能完成从

单兵到连排的所有专业训练。

“过去组训，每个炮手只针对自己

的专业进行训练。”陈俊涛说，新的训练

场建成后，他们可以逐步展开“一专多

能”训练。“原来我们总说训练没场地，

如今再不能给自己找借口了！”

对此，该旅支援保障连指导员苟宇

深有体会。作为全旅专业最多、训练点

位最散的连队，过去，最让苟宇头疼的

事就是如何统筹兼顾好各专业的训练

计划。

新营区不仅有室外综合训练场，还

有室内综合训练场，设置有轻武器、迫击

炮、便携式导弹等多种专业训练场地，配

备有防空导弹、战伤员救治等几十种模

拟训练器材。

此外，营区还设立了“军体训练场”

“军中书苑”，既能保障战斗体能、共同基

础和专业技能训练，还可用于官兵学习

充电。

为 解 决 连 队 专 业 多 、训 练 进 度 不

好统筹的问题，旅队专门设置专业专

修室和 VR 模拟训练器材。利用新建

的室内专修室，官兵可随时运用模拟

训练系统展开实装操作 ；依托训练信

息系统实时统计、现场公布、量化分析

训练成绩，官兵可反复进行纠错练习

和巩固强化，既节约了资源，又提升了

训练质量。

“专修室投入使用以来，我们预计

可以缩短一半的培养周期。”苟宇说，官

兵们真切感受到了营区“两化”建设带

来的红利。

生活保障之变
变化体现在官兵生活的

每一个细节

住进新营区，防空营司务长朱辉开

心得合不拢嘴：“训练场有了新变化，我

们炊事班也有了‘新武器’。”

朱辉所说的“新武器”，是指最新配

发的炒菜机器人。走进烹饪区，只需在

操作屏幕前设定好烹饪时间、搅拌速度

等参数，倒入食材，机器人便开始自动

翻炒菜品。

过去，一个营只配备一个烤箱，如

今烤箱供应到连。新营区建设，还为炊

事班配发了油炸机、压面机、饺子机等

新设备。

食堂一楼副食品库，西红柿、菠菜、

黄瓜等蔬菜分筐存放，整齐摆放在不锈

钢货架上。库门口，一台迷彩色电子秤

引起了记者的注意。轻型高机动步兵

营炊事班长黄美龙说：“每次主副食出

入库，都要用这个电子秤称量。电子秤

具备拍照功能，将食材重量、图片实时

上传数据库，还能自动生成账目。这样

不仅杜绝了物资跑冒滴漏，也节省了人

员登统计时间。”

新食堂还配备了伙食一体化交互

终端。通过终端系统，官兵可对当天菜

品进行点评投票，得票率高的饭菜，纳

入下一周“伙食计划表”。

食堂和烹饪区革新，只是新营区生

活保障变化的一个缩影。该旅驻守高

原，过去只有卫生连才有吸氧设备，现

在输氧管道接到了营连卫生室；以前官

兵洗完衣服只能拿到室外晾晒，如今每

个连队都配备了洗衣机和阳光房……

“新营区的条件比原来好了，但是

连队勤俭节约、艰苦朴素的精神不能

丢。”邱少云生前所在连指导员杜欣然

说，“我们要从节省一滴水、一度电做

起，减少资源浪费，提升保障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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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的营房是什么样子？

全军营区基地化标准化建设试点单

位——陆军某旅，日前在一次观摩集训

中展示了营区“练兵备战基地化、建设管

理标准化”建设新样子。

从空中俯瞰营盘，“五横八纵”的营

区主干道、功能齐全的综合训练场、科学

规划营房库室一应俱全。

“营房就要有营房的样子，这个样子

首先是打仗的样子。”该旅领导告诉记

者，在军委后勤保障部指导下，他们按照

“两化”理念，让营区建设向基层全面建

设延伸、向生成战斗力拓展。

走进这座集指挥办公、军事训练、政

治文化、营连生活、后装保障、融合服务

6 大区域于一体的新时代营盘，打仗的

样子体现在每一处细节。

指挥办公场所，集成建设作战值班

室、作战室、战备资料室等指挥保障要

素，过去分散配置的战备车库，现在靠

近基层连队设置，在集中布设“三室一

库”基础上，合理安排弹药室、兵器室布

局。机关指挥所实现了“下楼进战位、

出楼上方舱、上车能指挥”的目标；连队

按照“建制同柜、模块存取、大件上架、

定位存取”的要求存放武器，以班为单

位同存同取、成套取用，官兵存取武器

弹药更加快捷。

“铁打的营盘”，必须适应流动起来

的部队。据了解，这座新营区从建设之

初就考虑到标准化问题。比如，以合成

旅编制人数上限设计宿舍楼和食堂，以

陆军现役地面装备尺寸上限设计装备库

房，确保“一个营区适应多型部队，一栋

营房满足多种需求，一间库房匹配多代

装备”。

“ 兵 者 ，战 、守 、迁 ，皆 施 于 营 垒 。”

作 为 部 队 赖 以 生 存 的 物 质 基 础 ，营 房

的发展水平与军队后勤保障能力紧密

相 连 ，更 与 部 队 训 练 、生 活 、战 备 息 息

相关。

在保障能力中，“住”是一项基础性

工程。追寻我军营房发展足迹，各个时

期的营区建设，为部队战斗力建设提供

了有力支撑，但仍存在布局分散、标准不

一、军事属性有所弱化等问题。

新时代赋予新使命，我军新一代营

区建设将继续坚持平战一体、以战领建，

立足现有、兼顾长远，分类实施、协调推

进，融合创新、讲求效益的原则，紧贴部

队作战样式、组训模式、保障方式的发展

变化，在集中部署、集成建设、集约保障、

科学管理上狠下功夫，坚决去除非军事

功能，科学设计高效建设，推动营区营房

保障更好地服从服务于军事斗争准备和

现代化建设。

新 时 代 营 房 什 么 样
■本报记者 陈小菁

营区基地化标准化建设

记者手记

图①：陆军某旅官

兵在新建成的室内训

练场进行训练。

图②：陆军某旅官

兵在高原习服室内进

行训练。

图③：某部官兵在

新建成的训练场进行

400米障碍训练。

图④：陆军某旅开

展群车加油作业。

图⑤：某部新建成

的现代军事物流储运

设施。

（本版图片由军委

后勤保障部军事设施

建设局提供）

2018 年 5 月，军委批准启动全军营

区基地化标准化建设试点。经过数年实

践探索，首批示范营区已建成。

在总结提炼试点经验成果基础上，

军委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推进营区基地

化标准化建设的意见》，旨在重塑发展理

念、重构布局体系、重立标准规范，为全

面推开营区“两化”建设、加快塑造新时

代营房的新样子，提供工作遵循和路径

办法。

日前，就《关于推进营区基地化标准

化建设的意见》，军委后勤保障部军事设施

建设局有关负责人接受了本报记者采访。

记者：请介绍一下《意见》的主要内

容。

负责人：《意见》主要明确开展营区

基地化标准化建设的总体要求、工作任

务和措施办法。构建基地化布局新体

系，包括打造攻防兼备的作战基地、屯训

一体的兵营基地、前推支撑的保障基地、

区域统建的生活基地；走开标准化建设

新路径，包括打通需求转化链路、规范营

区规划设计、实现通用兼容、统筹新建改

造；引入高科技发展新手段，包括运用

“四新”成果、数字赋能、绿色建造等手段

提升军事设施科技水平；推行专业型建

管新模式，包括深化代建改革、建立导调

机制、推进建管创新、优化管理质效；强

化全链路监管新秩序，包括引导市场主

体诚信参建、强化工程建设内控监督、加

强军地结合部联合监管。

记者：“基地化”“标准化”分别指的

是什么？

负责人：基地化，是指适应军队建设

发展需要，坚持集中部署、集成建设、集

约保障，强化平战结合、战训一体，突出

功能齐全、共享共用，利用建、用、管、保

方式提升综合保障能力，满足一定规模

部队开展作战、训练、驻屯、集结等军事

活动的建设管理模式。

标准化，是指按照需求牵引、规划主

导、计划执行、项目管理、监督评价科学

管理链路，紧紧围绕战法、训法、保法研

究建法，形成建设、使用、管理、保障各项

工作的标准体系，用于规范营区建设管

理全过程的方法手段。

营区营房建设推行基地化标准化，

但是不能狭义理解、照搬照抄、一成不

变。一方面，标准化不是一个僵化“标

尺”，建设理念、战技要求、指标定额、面

积标准等需要标准化，但落到具体营区

规划布局、营房建筑形式上，则应强调差

异化，要围绕部队使命任务，因地制宜、

科学设计，满足部队战备、训练、工作、生

活等功能需求。

例如，高原部队营区，幅员辽阔，平

时屯兵练兵、战时前出作战的特点鲜明，

因此强调的是模块组团、集约集成，便于

部队训练生活和应急出动。再例如，岛

礁部队营区，土地资源有限，规划布局以

点状分散式为主，就要更加注重综合防

护设施建设。另一方面，不是所有的营

区都适用基地化，例如医院、疗养院、科

研机构，以及边海防哨所岗楼等，营区功

能相对单一，主要通过连点成片、融入体

系来发挥保障效能。

记者：新时代“两化”营区营房有哪

些亮点？

负责人：聚焦在营战备，提升备战质

量。通过建强指挥中枢、建实基层战备、

建全保障支撑，发挥营区主战场、主阵地

作用，提升部队战备水平。坚持战训一

致，练就打赢本领。统筹调配训练资源，

保障全员额参训、全过程精训、全天候能

训，不出营区就能同时保障所有官兵专

业基础和班组协同训练。着眼快速出

动，优化流线布局。区分机关指挥流线、

分队组训流线、全员全装出动流线，规划

指挥办公楼、营连宿舍、装备库、训练场

地、营区道路等基础设施，部队紧急出动

时间大幅缩短。

突出动态兼容，拓展保障弹性。营

连宿舍标准化设计、装备库房前瞻式建

设、预留用地开放式使用、训练资源区域

化 共 用 ，满 足 部 队 驻 屯 和 装 备 发 展 需

要。传承红色基因，培塑强军文化。营

区政治文化着重重塑军史场馆体系、构

筑军旅文化阵地、打造军营文化氛围，实

现政治文化前移阵位、嵌进岗位、服务战

位功效。

创新保障模式，提升服务质效。与

部队转型和作风转变相适应，深化为兵

服务、引入专业服务、拓展代理服务，调

整配套设施提高官兵生活质量，深化融

合服务为部队减负释能。在家属临时来

队住房保障上，由 5 人周转 1 套调整为 4

人 1 套，每套建筑面积调整为 60 平方米，

可满足二孩家庭居住，并配备必要的家

具电器。

记者：新时代营区营房未来发展方

向是什么？

负责人：由旅团部队向其他单位拓

展。在前期试点基础上，集中力量研究

院校、医院、小散远营区等推广模式，逐

步构建形成门类齐全、科学完善的建设

标准和设计图集，将“两化”建设的理念

模式覆盖到全军所有类型部队，让更多

部队享受到改革红利。

由营区新建向既有营区升级拓展。

按照“体系建、建体系，宜大则大、宜小则

小”的思路，重点强化战训功能，完善指

挥作业场所、网信设施、专修室、体训馆、

文化礼仪等设施条件，提高营区设施保

障功能和技术水平。推行公寓住房综合

整治、区域统建统管和室内标准化装修，

发展军士保障性租赁住房，提升官兵的

幸福感、获得感。

由以建为主向建管结合拓展。紧紧

围绕支撑“四个秩序”，强化后勤科学管

理，一体推进建用管保，结合平时演训任

务，锤炼部队实战化保障能力，做到随时

能出动、随时能保障。

由平时建向战时保拓展。坚持战建

备一体推进，以战法牵引训法、保法、建

法，着力破解短板弱项，加大一线机场、军

港等基础设施保障容量，试点建设新一代

边防哨所，加快推进一线保障设施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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