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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 班 长 ，下 周 的 训 练 表 已 经 发

给 你 了 ，记 得 查 收 。”这 天 晚 上 ，连 务

会一结束，第 77 集团军某旅防空营文

书 余 萍 便 将 刚 制 订 好 的 训 练 周 表 通

过强军网发送给了炊事班班长许坤，

他告诉记者，这样的做法已经持续了

几个月。

“ 炊 事 班 要 训 练 周 表 干 啥 ？”在

好 奇 心 驱 使 下 ，记 者 来 到 炊 事 班 宿

舍 。 此 时 ，许 坤 已 带 着 几 名 战 友 坐

在 了 电 脑 前 。 只 见 他 们 在 一 款 软 件

的 帮 助 下 ，很 快 便 根 据 训 练 强 度 计

算 出 官 兵 每 天 所 需 摄 入 的 各 类 营 养

成分比重。

“我们现在每餐都严格按照训练消

耗数据进行配菜，确保战友们吃得健

康。”许坤告诉记者，这一做法，源于他

们今年三次修改食谱。

第一次发生在今年年初。那时新

兵刚刚下连，许坤对新兵们的饮食格外

关注。他发现这批新兵中有不少人来

自云贵川渝地区，对营里以西北菜为主

的饮食不太习惯。为解决这一问题，那

段时间，许坤和炊事员们找到全旅有名

的“川菜大厨”拜师学艺，专攻精练川菜

做法，重新制订食谱，这才逐渐“征服”

了新战友的胃口。

可没过多久，许坤又发现了新的

问题——同一桌饭菜，有的菜品次次

被战友一扫而空，而另一些菜品几乎

每次都会剩下，个别的甚至无人动筷。

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许坤发现

了 规 律 ：类 似 水 煮 牛 肉 、辣 子 鸡 丁 等

“硬菜”从来不会剩下，素菜的“销量”

则明显要差一些。与此同时，同样是

素菜，油炸爆炒等做法就比清炒和醋

熘更受欢迎。

为了印证这一规律，许坤随后做了

一次问卷调查——他让战友写下“最希

望炊事班做的 10 道菜”。结果不出所

料：东坡肘子、毛血旺、红烧肉、炸鸡、烤

鱼等菜品榜上有名，而一些口味清淡的

素菜则很少被提到。

“战友们喜欢吃啥，咱们就做啥。”

在许坤的提议下，第二次修改食谱拉开

了帷幕。因为符合官兵喜好，接下来的

小半年时间里，营里几乎没有剩菜剩

饭。不仅如此，在伙食满意度调查中，

许坤所在的炊事班也评分很高，被旅机

关评选为“红旗食堂”。

然而好景不长，不久前的年度体检

宣告了这次修改食谱的失败——因长

期的重油重盐饮食，不少官兵的甘油三

酯、胆固醇等指标都接近“临界值”，还

有个别官兵体重已悄然超标。

“只顾想着大家爱吃什么，忽略了

大家需要吃什么，差点吃出问题来。”得

知此事，许坤懊恼不已，主动在营军人

大会上作出深刻检讨。

灶台连着战位，伙食关乎打赢。为

了让战友既能吃饱吃好，又可以吃出健

康吃出战斗力，许坤又牵头开始了第三

次修改食谱。

以前，许坤“拜师”大多去的是餐

厅、酒店，这次学艺，他却把目光转向

了医院和体校。为了让官兵饮食更加

科学健康，他利用空闲时间，拜访驻地

医院医生，详细请教科学饮食相关知

识，并前往驻地某专业体校取经，学习

借鉴他们根据训练强度调整伙食的做

法。不仅如此，爱“折腾”的许坤还通

过自学考取了营养师证书，成为全旅

首 个 具 备 等 级 厨 师 和 营 养 师 资 质 的

“双料”大厨。

这一次修改食谱成效如何？有 3

组数据可以说明：一是在近期的检查

中，机关发现防空营饭菜几乎没有剩

余，基本做到“每日光盘”；二是营里部

分官兵体检复查结果显示，曾经异常

的指标均已恢复正常；三是在刚刚结

束 的 年 终 考 核 中 ，防 空 营 官 兵 在“ 体

型”一项全员合格。

第77集团军某旅防空营按照官兵训练消耗数据科学配餐——

一年三次修改食谱
■本报记者 徐 雯 通讯员 贾文鑫 左超超

潜望镜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伙食保障工

作是部队的一项基础性工作，事关官兵

身体健康和部队战斗力建设。

从长征时的草根树皮到如今军营

餐桌上的“六菜一汤”，我们早已将目光

从“吃饱”转向“吃好”。在此过程中，我

们应注意，所谓的“吃好”绝不能仅仅停

留在满足官兵口腹之欲这个层面。

“官兵动物性食品应达到每人每天

280 克 ，动 物 性 蛋 白 占 比 不 少 于

26%……”前些年，我军进一步调整了食

物定量标准，提高了各类食物营养标准，

并将定量精确到“克”。这对我们改进伙

食保障工作提出了新要求——在物质相

对丰富、提倡科学饮食的今天，如何向

“吃”要战斗力，已成为新的时代课题。

只有聚焦“保障打赢”要求，科学制订食

谱，才能真正实现“吃好”这一目标。

“吃好”不能停留在“好吃”层面
■徐 雯

微议录

谢谢 岩岩绘绘

新兵下连已有一段时间，但在第 73

集团军某旅三连指导员刘拓眼里，新兵

张克宁显得有些特别。因为在新兵连

时，张克宁的各项成绩都十分亮眼，但下

连后，他的成绩却下降了一大截。以 3

公里轻装越野为例，在新兵连时，他一直

稳定在“优秀”水平，如今却总在“良好”

线上下徘徊。

对新兵中几名成绩拔尖的战士，刘拓

一直比较关注，令他疑惑的是，下连后的

几次考核，唯有张克宁的成绩出现“断崖

式下跌”。刘拓开始担心张克宁的身体出

了问题，但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并未发

现他的训练状态和身体状况有何异常。

他又怀疑张克宁的家中有什么特殊情况，

于是联系了张克宁的父母，可得到的答复

是“家中一切正常”。不仅如此，张克宁的

父母还告诉刘拓，张克宁入伍前就有跑步

的习惯，身体素质一直很好，现在的成绩

相比入伍前已经算慢的了。

几番探查都没能找到原因，刘拓心

头的问号越来越大。这晚，他直接找张

克宁询问，而得到的答案是他之前怎么

也没想过的——成绩退步，是张克宁故

意为之。

起初，面对刘拓的询问，张克宁只说

这就是自己的正常水平，之前在新兵连

是 因 为 有 班 长 战 友 帮 带 ，所 以 超 常 发

挥。直到刘拓提起他入伍前的跑步水平

就不止于此时，他才讲出自己的小心思：

“刚到新兵连时，紧张的训练节奏让我状

态很差，包括跑步在内的训练成绩都不

尽如人意。过了适应期以后，我的各项

成绩开始稳步上升，一直得到带兵骨干

的表扬。下连之后，我不想再承受刚到

新兵连时那样的压力，便想着‘留一手’，

一方面训练没那么累，另一方面也给以

后的进步留下空间……”

这样的回答让刘拓啼笑皆非，他没有

批评张克宁，而是开导道：“想得到表扬没

有错，但必须靠实打实的进步。你这样

‘留一手’看似走了捷径、轻松不少，但也

错失了突破自我、追求卓越的机会。”

听了刘拓一番话，张克宁羞得面红

耳赤，表示今后一定不给自己“留余地”，

要向更高的标准发起冲击。

近日，连队举行了一次长跑小比武，

张克宁一改往日的“无精打采”，从起跑

开始就冲在队伍前列。经过十几分钟的

“鏖战”，张克宁在第一梯队里一直死死

“咬”住跑在最前面的班长杨国仰。虽然

在冲刺阶段，他因体力不支没能超过杨

国仰，但走下赛场却满脸笑容，像是打了

一次胜仗。

“跑在前列的感觉怎么样？”“当尖子

果然累！”听了刘拓的问话，张克宁一边

喘着粗气一边回答，“太久没有拼尽全

力，身体机能退步了很多。下次比试，我

一定要超过杨班长！”

一名新兵的“小算盘”
■牛伟萌 葛 斌

营连日志

王龙彬是连队年轻军士中的佼佼

者，不仅能说会道、思维开阔，而且在工

作中善于推陈出新。今年老兵退伍后，

八班班长岗位出现空缺，经连队党支部

推荐，他开始担任八班班长一职。

然而，王龙彬上任不到一周，班里就

接 连 出 现 抱 怨 的 声 音 ，工 作 落 实 也 频

频出现问题。“王龙彬这是怎么了？”对

此，我既不解又担忧，于是私下找到几名

八班的同志了解情况。

“都说‘新官上任三把火’，但王班长

这火烧得太旺了，每天工作安排一大堆，

大家忙得晕头转向”“连队要求的事项，

到了班里经常加码、盲目求新，由于精力

有 限 ，到 头 来 只 能 是 部 署 多 、落 实

少”……八班战友的心里话让我明白了

王龙彬的问题所在。正当我考虑如何与

他讨论此事时，王龙彬却找上门来，述说

自己担任班长以来的困惑：“指导员，我

本想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在各项工作

上都有所创新，给班里建设增添亮点，可

战友们似乎不太理解我，越来越不愿意

配合我的工作……”

看来，王龙彬也意识到自己的工作

出了问题。我立即抓住时机，将这段时

间了解到的情况告诉他，并向他讲明，

点子多、方法新固然是好事，但安排部

署工作时还是要考虑班里的实际情况：

“你刚上任，想带领大家作出新成绩，这

不难理解。但部队工作大多不是一日

之功，一味追求出奇出新，不仅难以达

到预期目标，还会影响班内团结、损害自

身威信……”一番谈话后，王龙彬若有所

思地离开了。

很快，我就看到了他的改变——在

上级组织开展的“安全管理集中抓”活动

中，王龙彬不再“拍脑袋”搞创新，而是认

真学习相关部署要求，并结合实际与班

里几名老军士研究制订落实计划。随

后，八班齐心协力、有序推进，取得了很

好的成效。前不久，连队组织月查考评，

八班在王龙彬的带领下一举夺得“军事

训练”和“安全管理”两面流动红旗。

看着王龙彬干劲十足的样子，我欣

慰 之 余 也 不 忘 通 过 这 件 事 总 结 经 验 。

在 行 政 例 会 上 ，我 组 织 干 部 骨 干 围 绕

“应该以什么样的心态干工作”这一主

题展开自我剖析；紧接着，在政治教育

时间，我又以“我心目中的干部骨干”为

题组织讨论交流，通过画像分析、对照

检 视 ，帮 助 全 连 干 部 骨 干 端 正 工 作 态

度，提高履职能力。

（胡亚楠、刘 洋整理）

履新之初，不要急于求成
■海军陆战队某旅机步三连指导员 周昕晨

指导员之家

最近连续几天都是阴天，灰蒙蒙

的 天 空 让 我 本 就 郁 闷 的 心 情 更 加 压

抑。

前段时间的一次早操，教导员来检

查训练情况。其间，他发现宿舍二楼有

一个房间没有关灯。我想起应该是班

长回去取腰带时忘了关灯，又觉得这不

是什么大问题，于是主动代替班长承认

错误，说是自己忘了关灯。果然，教导

员虽然对没有随手关灯的做法提出了

批评，但也对我主动认错的态度表示了

肯定。

我美滋滋地回到班里，觉得班长

就算不说声谢，也会在日后对我多加

照顾。没承想，迎接我的却是一通批

评：“我犯了错自己会承担责任，你为

什 么 要 撒 谎 ？ 以 后 不 要 再 耍 这 种 小

聪明！”

这让我委屈又不解——按照过往

“经验”，事情不该这样发展。

入伍前，父亲曾叮嘱我：“军人是要

牺牲奉献的，到了部队不要怕吃苦，也

不要斤斤计较，吃亏是福。”新训结束

时，班长也说过类似的话：“到了连队，

吃点亏不是坏事。”

“哪有人会爱吃亏呢？”当时的我对

此不以为然，直到下连后的一件事改变

了我对“吃亏”的看法。

那是一次公差任务，连队负责清

理车炮场周围的杂草。由于区域划分

时考虑不周，最后还剩下一小块区域

无人问津。见此情景，值班排长没有

强 求 ，组 织 大 家 先 集 合 带 回 吃 饭 午

休 。 但 走 在 队 伍 中 ，我 却 有 些 想 法 ：

“其实就剩下那么一小块地方，没必要

下 午 再 集 体 返 工 ……”于 是 ，吃 完 午

饭，我便利用午休时间将剩下的杂草

清除干净。这一做法恰巧被查铺的指

导员发现，晚点名时，他点名表扬了我

补位意识强。

“原来吃亏真的是福。”意料之外的

表扬让我尝到了甜头，此后，我便喜欢

刻意找点“亏”吃：打饭时主动站在队伍

最后，看准机会就为班长骨干整理内

务，特意利用休息时间打扫卫生区……

而吃了这些“亏”后，即使没有受到点名

表扬，也能收获战友一声“多谢”，我在

连队的口碑越来越好，也越发相信“吃

亏是福”。

这次也是一样，我觉得自己替班长

挨了批评，他总得念我的好，没想到他

如此对我。

几天下来，我还是觉得气闷，决定

找班长聊聊：“班长，我是为你好才‘冒

名顶替’的，你却当众批评我，是不是对

我有什么意见？”面对我的疑问，班长似

乎早有准备：“是为我好还是为了让我

念着你的好？”简简单单一句话，直接戳

中我的内心。我知道班长已经清楚我

的那点小心思，便将自己的想法和过往

经历和盘托出。

这次，班长没有像之前那样生气，

而是语重心长地向我讲明他批评我的

原因：“吃亏是福，是指肯担当、多奉献，

不为个人得失斤斤计较，但你这种刻意

‘吃亏’，看似在帮助战友，其本质却是

为了自己。不仅与真正的‘吃亏是福’

背道而驰，还可能带坏风气，影响战友

间纯洁友爱的关系……”

与班长的这番谈话，让我对“吃亏

是福”这句话端正了认识。

这 两 天 ，为 浓 厚 学 习 氛 围 ，上 级

组 织 板 报 墙 绘 评 比 活 动 。 因 为 我 有

一 定 绘 画 基 础 ，这 项 任 务 便 落 在 了

我 身 上 。 按 照 以 往“ 吃 亏 是 福 ”的 思

路 ，我 一 定 独 立 承 担 ，加 班 加 点 凸 显

自 己 的 作 用 。 但 这 次 ，我 与 其 他 几

名 有 绘 画 爱 好 的 战 友 一 起 完 成 了 这

项 任 务 ，并 在 评 比 中 拿 到 了 第 一 名

的好成绩。

（刘 念、本报特约通讯员孙 晨整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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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新疆军区某团组织开展实

弹射击演练，提升部队全天候、全地域

作战能力。

左图：测量风速。 陈 明摄

下图：火炮齐射。 沈春强摄

高原砺剑

闪耀演兵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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