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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郭校、记者李建文报道：
隆冬时节，寒风凛冽。漫无边际的苍茫
戈壁上，一排排箱体井然有序。“此次演
训，空军首款‘移动营房’正式亮相。”据
介绍，空军结合部队演训任务，着力探
索恶劣天候条件下复杂陌生地域野战
机动宿营保障新模式。

演训期间，空军部队区分不同模块
功能需求，成体系运用箱式组合板房、
钢结构板房、集装箱房、简易方舱等，部
队进驻周期明显缩短，战备保障效能得
到提升。

近年来，随着空军建设发展步伐加
快，部队成建制驻训、成体系出动日益
常态化。传统野战宿营主要依靠野战
帐篷保障，往往还需配套建设指挥办公
用房和水电暖、卫勤保障等设施，用时
长且耗资较多。

为有效破解野战宿营保障难题，空
军对部队成体系出动时所需保障设施
模块，进行系统梳理、分块归类、打包融
合。他们区分指挥通信、会议办公、生
活住用、卫勤保障、围挡防护等 5类，与
现有保障条件进行点对点匹配，探索形
成以“移动营房”为基础的野战机动宿
营保障新模式。

2018 年底，空军参与设计的首批
新型箱式组合板房在某机场投入使

用。该型箱式组合板房，具有配套齐
全、高度集成、功能互通、拆装便捷等
功能特点。此次演训在模块设置、水
电接口预留、打包运输方式等方面，结
合官兵前期住用反馈，对其进行了再
次改善。

演训现场，一组组箱体按办公、宿
舍、餐厅、盥洗、医疗救护等不同模
块，灵活拼接成大小各异、有序排列
的独立单元。据悉，大空间单元使用
的是钢结构板房；前出和观察分队点
位等使用的是简易方舱和集装箱房；
炊事单元、临时观察哨等模块，采用
野战帐篷；营区外围采用的则是具有
快搭快收、填充方便等特点的锁扣式
隔爆屏障。

空军后勤部军事设施建设局助理
员肖鹏介绍，为适应未来部队机动作战
部署特点，进一步提升“移动营房”保障
效能，空军按照“使用寿命 15年、反复
拆装 50次”标准，继续探索完善全过程
包修、全寿命维护管理的野战机动宿营
保障模式，努力实现野战宿营保障集约
高效、机动战场建设综合保障能力显著
提升的目标。

上图：营区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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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魏寅、记者邵龙飞报道：
1 月中旬，军事科学院举行首届“最美
军科人”评选活动颁奖典礼，张树德、
王祥山、谭凤旭、强晓刚、姜涛、刘瑞
朝、王锐华、郭修起、徐凯旋等入选者
登台领奖。为落实疫情防控有关要
求，颁奖典礼采取“云播放”方式，全院
人员在线观看。

本次评选活动于 2020 年上半年启
动，经各单位遴选推荐，拟定 14名候选
人。通过对大众投票、集中评审进行加
权计分排名，该院评选出首届“最美军

科人”。
据了解，这些入选者来自该院所属

单位不同领域、不同岗位，既有军事理
论、军事科技领域的学者，也有军事工
程、军事标准方面的专家；既有躬耕多年
的前辈师者，也有崭露头角的后起之秀。
“我们将人才队伍视为最宝贵的战

略资源，作为最大的‘家业’来经营。”该
院政治工作部领导介绍说，为抓好人才
队伍建设，他们采取一系列务实举措，推
动人才队伍激“能量”、盘“存量”、拓“增
量”，涌现出一批先进典型，“最美军科

人”就是其中的优秀代表。此次评选是
该院对人才队伍建设成效的阶段性检
验，旨在表彰模范人物、激励创先争优、
推动强院兴研。

据介绍，该院党委始终将铸魂育人
摆在突出位置，在广泛讨论的基础上形
成以“忠诚、研战、创新、求实、情怀”为内
核的新军科精神，有效发挥了凝心聚力
作用，增强了全院人员的身份认同感和
集体归属感。

采访中，官兵们普遍反映，新军科精
神在“最美军科人”身上得到了集中体现。

激励创先争优 推动强院兴研

首届“最美军科人”评选结果揭晓

本报讯 李志林、记者牛辉报道：指
挥车内，一道道指令飞越千里直达末端；
雪原深处，一支支战斗分队闻令而动、迅
速出击……数九寒冬，第 78集团军一场
指挥通联演练悄然打响，参演的百余名
指挥员千里联动，吹响新年度大抓练兵
备战的号角。
“未来战争是体系与体系的对抗，打

赢的核心在指挥，而指挥的关键在通
联。”该集团军领导介绍，为确保演练取
得实效，他们将地域较广、气候恶劣等复
杂艰苦条件，作为锤炼远程指挥通联能

力的磨刀石；将各型指挥通信装备开进
训练场，带战术背景构建指挥通联网络，
多频次、全方位采集各类数据，促进各级
指挥员摸清通联装备底数、练强指挥通
联硬功。

演练开始，相隔千里的各旅指挥员
依托指挥方舱车载通信系统迅速组网，
在参谋人员密切配合下，成功构建军旅
两级指挥通信枢纽。随后，军旅两级在
严寒条件下进行通信指挥、隐蔽机动和
干扰与反干扰等 10余个课目的一体化
演练。

据了解，此次演练中，该集团军指挥
所向参演各旅指挥所发出指令数百条，
检验各型通信装备 10余种。“我们不仅
摸清了各型通信装备严寒条件下性能参
数，也有效锤炼了自身指挥通联能力。”
某旅领导说。

第78集团军组织严寒条件下指挥通联演练

百余指挥员千里联动练硬功

强国强军必须强后勤。自今年1

月1日起施行的《军队后勤条例》，适应

战争形态发展和使命任务拓展，重塑

军队后勤体系，理顺后勤保障关系，健

全后勤工作制度，为进一步规范军队

后勤工作、建设强大的现代化后勤提

供重要遵循。

“军无辎重则亡，无粮食则亡，无

委积则亡。”强大的战斗力离不开强大

的保障力。从某种意义上讲，打仗就

是打保障。世界上任何一支军队，没

有后勤保障都不可能取得胜利。拿破

仑统率的法军、希特勒指挥的德军，一

度所向披靡，势不可挡，然而先后兵败

莫斯科，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后勤保障

跟不上。

随着战争形态发展和我军使命任

务拓展，后勤建设越来越成为影响战

争胜负的重要因素，越来越成为赢得

战略竞争主动的重要力量。聂荣臻元

帅曾深刻指出：“严格地说，我们是从

抗美援朝战争中，才充分认识到后勤

工作在现代战争中的重要性的。打一

场现代战争，在很大程度上是人力物

力的竞赛。”叙利亚战争中，俄军在参

战前数月就开始扩建港口、整修机场，

短短两周内建成数十座加油站、物资

仓库、野外补给站，战时又开辟了被称

为“叙利亚快车”的后勤保障线，确保

部队、装备和物资能够源源不断地从

本土输送到战场。

特别要看到，随着能源、生物、信

息科技迅猛发展，新技术新装备广泛

应用于后勤建设，衍生出不同于以往

的保障方式和作战方式。可以说，后

勤建设上先行一步、走得更远，未来战

场上才能更好掌握主动、赢得优势。

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胜利，

是我军后勤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

点。我军要的是打仗型后勤，不是

“过日子”后勤。为提高后勤战备水

平和保障打赢能力，《条例》以制度创

新固化改革成果，进一步理顺后勤融

入联合作战指挥体系的制度机制，规

范新的后勤保障指挥和保障关系，创

新提出后勤保障方式方法，规范保障

行动组织实施，具有很强的前瞻性、

针对性和指导性。

没有现代化后勤，就不会有现代

化军队。打现代战争，后勤必须先到

位、后收场、全程用，必须快速响应、全

维参战、精确保障。各单位要认真学

习贯彻《条例》，牢固树立战斗力标准

和战斗队思想，按照打仗要求建后勤、

用后勤，坚决纠治重生活轻战备、重平

时轻战时的和平麻痹思想。要进一步

厘清领导和指挥、平时和战时、通用和

专用的职能界面，不断健全联合作战

后勤指挥体系，提升后勤管理科学化、

法治化、精细化水平，为有效履行新时

代军队使命任务提供有力保障。

（作者单位：南部战区总医院）

建设一切为了打仗的后勤
■邹瑜桥

本报讯 王勇、蔡永连报道：“敌机扔
下炮弹便狡猾地飞走，当我从尘土里爬起
来时，身边6名战友已经血肉模糊……”近
日，安徽省军区合肥干休二所将“三家三
史”战斗故事集发放到官兵手中。一个个
感人至深的战斗故事，让官兵真切感受到

革命先辈的铁血风采。这是该省军区开展
“传家风、承家训、立家规，讲军史、讲战史、
讲家史”活动的喜人成果之一。

该省军区休干系统共保障老干部
300余名，平均年龄超过90岁。他们大都
是从烽火硝烟中走过来的战斗英雄。“老

前辈们的战斗经历是宝贵的精神财富。
深入挖掘他们的战斗故事并汇编成册，是
开展教育的鲜活教材。”该省军区领导介
绍，活动启动后，各干休所先后访谈5000
余人次，采集影音素材近万条，汇编战斗
故事数百个。他们还协调驻地高校参与

进来，聘请党史军史专家进行审读考证，
确保战斗故事真实准确。目前，这些战斗
故事已被纳入安徽革命军事馆红色基因
库，成为铸魂育人优质资源。

此外，该省军区还采取“红色+网
络”“云端+国防”等形式，让老英雄们的
战斗故事从笔端走向“云端”。根据抗
美援朝老战士徐光等老英雄的战斗故
事改编的《圆梦》等作品，在网络引发热
烈反响。

战斗故事震撼心灵，激励有志青年
踊跃参军。连日来，安徽省百余所高校
学生入伍意愿强烈，江淮大地掀起春季
征兵热潮。

安徽省军区休干系统深入开展“三家三史”活动

数百个战斗故事成为育人教材

本报讯 朱宇伦、特约通讯员高骏
峰报道：“我们要学习运河支队先辈与
敌人血战到底的战斗精神……”前不
久，第 71集团军某旅组织官兵来到运河
支队抗日纪念馆参观见学，革命先辈的
战斗故事，让坦克七连指导员徐明亮深

有感触。
“驻地是一片红色热土，革命先辈

们的战斗故事是生动教材。”该旅领导
介绍，他们充分利用驻地丰富的红色资
源宝库，将运河支队抗日纪念馆、淮海
战役纪念塔、无名烈士陵园等 10余处红

色场馆列为教育基地，组织官兵前往参
观见学，让大家直观感悟红色历史，在
潜移默化中不断深化教育质效。

在淮海战役纪念塔，该旅组织官兵
敬献花圈、集体默哀、参观纪念馆……
活动结束，某营中士陈和燃仍心绪难

平：“作为党员，我要以身作则，发挥好
带头作用，积极投身练兵备战实践。”
在某无名烈士陵园，该旅邀请为牺牲
战友守护陵园的老兵孔祥科，为官兵
现场讲述战斗故事。某营下士张宇杰
前期比武考核成绩不理想，工作训练
一度劲头不足。孔祥科的讲述，让他
深受触动。返营后，他加班加点苦练，
在新年度开训比武中获得基础体能课
目第一名。

红色教育激发练兵动力。前不久，
该旅官兵在演训活动和比武考核中表
现突出，10人考取专业特级证书，3人获
评战区陆军“十佳狙击手”。

第71集团军某旅充分利用驻地红色资源宝库

十余处红色场馆列为教育基地

※ ※

强军论坛

1月20日，空军航空兵某旅组织对抗空战训练。 吴高明摄

隆冬，海军某勤务船大队组织

舰艇编队开展多科目训练。

上图：编队行动。

左图：小艇训练。

张 丹、本报特约记者 薛成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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