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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有着光荣传统的地面油库，联勤保障部队无锡联勤保障中心某部，不仅见证了浦江两岸的沧桑巨变，也在党旗军旗
的辉映下书写了属于自己的光荣篇章。

其所属的某船运大队，历经 5次编制调整、数十次转隶，常年担负繁重的油料收发转运任务，多次参加并圆满完成各项演
训任务。进入新时代，该大队挺立潮头，乘风破浪，谱写了一曲转型奋进之歌。

让我们走进这个大队，感悟他们“逐浪精武写忠诚、斩浪劈波当先锋、击浪为歌抒豪情”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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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马未动，粮草先行。

“谁能送进坑道一个苹果，就给谁立二

等功！”这是上甘岭战役坚持坑道战阶段的

立功标准。虽然后方阵地到坑道距离不足

1000米，但运送补给进去要通过敌人 10道

封锁线，每走一步，都可能流血牺牲。为保

障供应，志愿军官兵采取“匍匐运输”“接力

运输”等方式，冒着敌人的炮火，将 3 万发

迫击炮弹和急需的食品、物资送入坑道。

2020年春节前夕，陆军首座自供能拆

装式边防哨所正式交付某边防旅使用。拆

装式营房模块化组装，施工简便，使用方便，

部队放下背包就能住，打起背包就能走，“铁

打的营盘”正在适应“动起来的部队”。

时空跨越，两个场景，折射着我军后勤

保障领域的变迁。强军制胜，必须以强大的

后勤作保证。战争的进程及结局始于保障、

归于保障，成于保障、失于保障。特别是随

着战争形态加速由信息化向智能化转变，战

场已无前后之分。从某种程度上讲，后勤不

但要“先行”，还要做好“先战”的准备。

后勤“先战”，就要牢牢把握后勤为战

而生、向战而行的本质属性，不断强化先

到位、后收场、全程用的使命担当，牢牢掌

握后勤保障的主动权。万米高空上演空

中加油，浩瀚大洋实施横向补给，大漠戈

壁“卫生列车”即停即救……纵观新时代

的演训场，后勤分队与作战部队并肩一

线，在战斗中保障，在保障中战斗已成为

常态。实践证明，只有按照打仗要求建后

勤、用后勤，努力确保后勤建设走得更早、

走得更远、练得更强，才能在未来战场上

做到快速响应、全维参战、精准保障。

改革创新是提高保障能力的有力“支

点”。不断创新突破，成就了新时代的新型后

勤。10年来，我军后勤保障模式正在由“心

中有数”向“网上有数”转变，保障方法正在由

“拖家带口”向“四海为家”转变，保障标准正

在由“五花八门”向“统一配置”转变。实践证

明，后勤插上了新思想、新技术的双翅，就

一定能使“军之大资”结出累累硕果，使我

军的保障优势进一步转化为制胜优势。

战场已无前后之分
■徐 磊

近日，南部战区海军青海湖舰、洪湖舰等多艘舰船相继解缆起航，奔赴远海大洋，持续展开高强度、跨

昼夜海上实战化训练。图为海军洪湖舰进行航行横向液货补给训练。 李俊霖摄

“ 人 在 、船 在 、使 命
在”，这不是一句口号，而
是一种默契

无锡联勤保障中心某船运大队“水

兵讲坛”开讲，二级上士王立中成为首位

讲述者。

王立中是该船运大队“金涛小组”成

员。小组的名字取自机电班班长朱金涛

的名字。发言中，王立中深情讲述着这

位船运老兵的故事。

2016年 5月，朱金涛与战友奉命去验

收某新型装备。进行某项性能测试时，油

管突然爆裂引发大火，火势迅速蔓延。

危急时刻，朱金涛冲进燃烧的船舱，

将战友马伟根背了出来。随后，受伤的

朱金涛被送往医院。脱离危险后，他急

切 地 问 ：“ 小 马 有 没 有 受 伤 ，任 务 顺 利

吗？”

完成任务回来，大队以“朱金涛”的

名字命名了一个小组。从那以后，“金涛

小组”就成了该大队的一张名片。

在王立中看来，这张名片铭刻着他

和战友引以为傲的精神内核：“心中始终

有任务，危险困难面前不退缩。”

如今，朱金涛已是一级上士。老班

长言传身教带出了一茬茬船运兵，他们

中许多人都成长为专业骨干。

“油船又称‘移动的火药桶’，危险无

处不在。”对朱金涛来说，只要上了船，就

相当于把生命和运油船放在了一起。每

次任务出发前，老兵都要走遍船舱机电

点位，检查设备。

朱金涛至今忘不了，刚入伍时跟随

老班长王金魁执行任务时的情景。

那 次 任 务 中 ，船 锚 灯 突 然 出 现 故

障。王金魁带着机电班全体战士奋战了

一整夜，终于将故障排除。清晨，王金魁

向上级报告了故障排除的消息，然后语

重心长地对大家说，“再过几个月，我就

要退伍了，请战友们守好我的战位。永

远记住：人在、船在、使命在……”

从此 ，老班长奋战的身影 ，定格在

朱金涛的心中。多年后，有人问“扑火

勇 士 ”朱 金 涛 ，是 什 么 让 你 冲 向 危 险 ？

他不假思索地说：“我只是在守好老班

长的战位。”

“人在、船在、使命在”对大队官兵来

说，这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默契。

大队船艇吨位小、抗风浪能力弱 。

近年来，官兵随艇出海演习次数越来越

多，经常连续数月战风斗浪。险情来袭，

没有一人退缩，他们像钉子一样铆在战

位上。

一次，某船运输一批汽油，返航时副

机突然失灵，全船断电，情况危急。只见

操作手、瞭望口、集控室等战位上，官兵们

沉着冷静、配合默契，迅速控制住油船。

“年轻一代担起了重任，这是传承的

力量。”该大队领导说。

以前，他们以单纯保
障为主；如今，他们是一支
“战斗队”

对于机电班班长张小安来说，每次

任务前的夜晚都是一个“不眠夜”。

起航前，他和战友们要进行最后一次

机电检查。每次完成检查回到宿舍，他的

脑海中还在一遍遍核准流程……张小安

形容机电兵就像“船艇医生”，必须对“油

水电气”等核心部位的性能和安全托底。

如今，张小安已经记不清经历过多

少个这样的“不眠夜”。

这几年，张小安多次外出学习，随艇

参与演训成了常态。面对使命任务转

型，本领恐慌时常困扰着这位一级上士。

“编制调整前 ，大队以单纯保障为

主，如今我们是一支‘战斗队’。”张小安

记得，以前每次参加演练，他所在的登陆

艇要么配属给别人，要么作为演练“背

景”，“如今大家已习惯了快节奏的备战

日常”。

挺立转型潮头，该大队坚持把“精准

投送、高效保障”放在首位，依据训练大

纲要求，立足自身实际，整合资源、区分

层次，常态化抓好各专业普训、动船动装

实训，每个月演练一次任务、每个季度轮

换一次岗位，锤炼官兵备战打仗本领。

因为数学功底不错，一级上士潘定

伟最初被分配到枪帆班，主要任务是：航

海计算。然而，首次跟船出海训练，他就

栽了跟头。

原来，潘定伟忽略了小数点后面的

数字。一个个“忽略不计”的数值，把舰

艇“带偏向”了。

痛定思痛。从那以后，潘定伟将每

天的作息时间“拨快”：早起半小时背记

海图数据、练习潮汐计算……

一 个 人 的 变 化 ，带 动 一 群 人 的 行

动。一股训练“精细风”在大队各个专业

领域掀起。他们对多个进出航门水道、

海区进行实地勘测，建立地理、水文、气

象等资料库，船艇在复杂条件下的航泊

能力逐渐提高。

那年，该大队组织船艇编队执行远

距离油料倒运任务。任务中，官兵们发

现了不少问题。“缺什么就练什么，差什

么就补什么。”任务复盘会上，大队组织

业务骨干畅所欲言、建言献策，有针对性

地修订完善训练方案预案，调整训练方

向。

任务有所需，官兵有所备。今年 7

月，大队受领为某大型舰船海上加油的

任务。准确对接、精准保障……从受领

任务到完成油料灌注，全程用时大幅缩

短，他们受到了海军兄弟单位的称赞。

一条条航迹，记录着
他们攻坚克难、向战而行
的历程

装甲车鱼贯而出、离艇泛水，先头部

队顺利抢滩登陆……

将陆军某部战友车辆装备送达目的

地后，某登陆艇船长庄义标缓缓收起登

陆艇舱门。

这一刻，庄义标心潮澎湃——经过

一段时间的训练，他对兵种协同越来越

得心应手。

数月前，陆军某部向大队提出协同

演练的需求。受领任务后，他们迅速敲

定方案。作为一线指挥员，庄义标提出

了数条操作性很强的建议，有效提高了

任务推进效率。

“体系练兵不仅是人员装备的简单

叠加，更是作战力量的有机融合。”多次

参与任务，庄义标对“融入体系”有着独

特视角。

那年 7 月，一次多兵种联合演练中，

大队一艘负责油料保障的油船，孤零零

“漂”在远处。“完全不能融入战斗。”导调

组的通报批评一针见血。

“我们一定要融入联合作战体系。”

这句话，深印在该大队大队长陆志杰脑

海。适逢装备更新换代，他深知这句话

背后的含义。

“精确保障，融入体系，同频共振。”

陆志杰说，为打造百里不停、千里不断的

保障线，他们定期对接片区内军兵种部

队的演练任务，根据部队实际需求，协同

开展全流程、全要素联演，研究探索战时

油料物资供应保障的高效链路。

盛夏，他们与陆军某部练协同，共同

研讨抢滩登陆的战术流程；初冬，他们与

海军某部练协同，共同完成战斗编组、防

御队形变换和海空防御……

为提高体系作战意识，他们组织新

毕业学员到陆军合成部队当兵锻炼，到

海空军部队参观见学，同时开办体系作

战理论讲堂，邀请各兵种部队官兵来队

授课……

一条条航迹，记录着该大队官兵攻

坚克难、向战而行的足迹。

近年来，他们创新船艇防卫、损害管

制、海上救生、油料收发等 10 多种课目

训法，探索了海上加油、快速登陆、无人

机起降运输等新课题，涌现出“第一舵

手”傅永祥、“跨界船长”蔡湘林、“机电大

拿”李彪等一批专业技术骨干人才。

合则强，联则胜。海天之间，该大队

融入多军兵种奏响了一曲体系融合的

“协奏曲”。

盛夏，某海域，数艘船艇劈波斩浪。

随着防空警报响起，船艇在旗舰指挥下，

迅速有序地变换编队队形，实施“对空防

御”。某船主射手徐凯，迅速完成目标锁

定，果断进行射击；海面上，一艘油船迅

速驶近登陆艇，一条黑色输油管如巨蟒

般从油船准确地伸向登陆艇，展开两船

对接加油……

一个船运大队的时代航迹
■尤昕南 本报记者 赖文湧

夜黑如墨，火炮轰鸣，一辆正在突击

的步战车突然“趴窝”。

这时，一个身影敏捷地钻入车内。看

零件、查表盘、分析数据，症结锁定、故障

排除，战车很快重新投入战斗……

在第 72集团军某旅官兵眼中，这是一

个熟悉的身影。他叫谭斌，是该旅一名响

当当的装甲技师——他总结的维修经验在

旅队推广，他编写的《水上驾驶训练指导手

册》，是战友们公认的“训练宝典”。

那年，上级配发新型两栖步战车。站

在新起点，谭斌主动请缨参加上级组织的

新装备攻关任务。演示现场，看到新战车

爬坡过坎，涉水越障的场景，谭斌心潮澎

湃。那一刻，他暗下决心：一定要打好转

型这场仗。

“金子之所以能够发光，是因为经受

了烈火的淬炼。”这是谭斌的人生格言。

他把宿舍搬到了驾驶舱，铆在狭小的空间

照着书本学操作。在上装操作中，他的综

合成绩名列前茅。回到单位，谭斌担起传

帮带职责，着手完善训练计划，编写训练

教案。半年后，新装备演练中，他和战友

们顺利通过了装载航渡、抢滩登陆等课目

检验。

那年，上级组织兵种营装甲水上训

练。此前，该课目大多在合成营部队展开

训练，并非兵种分队必训课目。“兵种联合

是大势所趋，未来作战，我们也是进攻战斗

的重要一环。”谭斌刻苦训练，反复琢磨，提

出了“穿插队形训练法”，受到上级表扬。

作为一名装甲技师，谭斌的想法很简

单：只有练精打仗本领，当冲锋的“接力

棒”交给自己时，才可以冲在最前面。

去年，谭斌驾驶战车冲锋在演训一

线。他的身后，还有情报侦察、电子对抗、

空中突击、远程火力等多种新质作战力量。

当无人机群飞越头顶，他看着广袤的

天空，一幅幅军兵种联合的场景，仿佛在一

瞬间映入脑海。“我看到了一流陆军的样

子。”谭斌说，“身处其中，我感到无比自豪。”

装甲技师转型突击
■杨智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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