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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方 机 动 部 队 急 需 600 人 次 热
食”、“后方运输物资遇敌袭击”、“后勤
指挥系统受敌干扰”⋯⋯在某野外驻训
地域，面对突如其来的道道指令，保障
旅从容应对。

只见油料分队在浓烟沙尘中抢占有利
地形，迅速铺设野战加油平台，20管群车
加油车开始对过路车辆实施接替保障。

物资分队在水源地带迅速支起野外
炊 事 车 ， 开 展 起 热 食 制 作 。 2 小 时 后 ，

1000 多 份 热 食 及 时 送 到 了 一 线 官 兵 的
手中。

突然，指挥部与作战部队无线通联中
断，敌军开始强磁干扰。只见粮草官运用
某型无线网络加密设备，搭建起公网密语
通联系统，迅速开通网络。

保障旅旅长赵显民告诉记者，他们对
现有装备、设施保障载体进行信息化改
造，采取革新与研制相结合的方法，研究
出了“快、变、避、骗”4 种通信保障方

法，能在野战条件下 10 公里范围内解决
有线可视通联难题。

战场瞬息万变，保障过程必须环环相
扣，无缝衔接。

在探索战役后勤保障训练方法过程
中，他们把“对接训练”作为重头戏，先
后开展了“保障旅与战役既设后勤保障力
量衔接”、“保障旅与战术后勤力量衔接”、

“战时后勤保障手段与部队实战需求对接”
等课题的研究。为使战时后勤保障手段与
部队实战需求对接，保障旅先后组织几十
名指挥员走进被保障部队和地方相关部门
调查论证，先后修订了 11 份后勤战备方
案，重点探索战时后勤应急保障组织与实

施的程序、方法，细化信息传输等各类保
障要素。每次部队演练，都可以看到保障
旅官兵在一线作战部队的“中军帐”内参
加联席指挥。

随着研究攻关的深入，该旅针对无缝
对接保障，依托一体化指挥平台自主开发
了后勤物资“三色”消耗监控系统，实现
对前方部队物资消耗实时动态感知；展开
一体筹划、一体保障、一体防卫等一体化
保障课题研究；开展接替保障、伴随保
障、越级直达保障等课目训练；并与陆海
空、二炮等多个兵种部队开展了 20 多次
实兵联演，探索出一系列紧急情况下对接
保障的新训法、新路子。

编者按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将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专门列

为一个重要部分，勾画了今后一个时期国防和军队改革的蓝图。《决定》提出，推进联合作战训练和保障体制改革。为此，记者

走进沈阳军区某应急保障旅，探寻这支预编的部队在信息化条件下提升综合保障能力的创新实践。

“影子部队”走出综合保障新路径
——沈阳军区某应急保障旅紧盯强军目标训练纪实

本报记者 曹红艳 通讯员 高盛宽 戴 岳

20分钟，一个具有群车加油功能
的野战加油站开设完成，一座多功能
野战弹药库拔地而起；40 分钟，一座
具备手术、洗消、远程会诊等 10 余种
功能的现代化野战医院展开完毕，开
始接收伤员；60 分钟，主副食加工方
舱里的饭菜已然飘香⋯⋯

这是预编于沈阳军区联勤某分
部保障旅演练时的场景。保障旅由弹
药营、油料营、物资营、卫生营、汽车营
和给水连整合而成。“五营一连”都是
从分部所属的仓库、医院抽调组建的，
单位是“预编”的，官兵是“预任”的。
尽管被人们称为“影子部队”，他们却
按照战斗化、模块化、综合化要求，优
化整合为指挥快捷、协同顺畅、保障高
效的综合保障实体，最大限度地满足
信息化条件下综合保障需求。

战机转瞬即逝，紧急转换要与时间
赛跑。

为了提高应急保障旅平战转换的速
度，保障旅建立起战、管、修、供、训
有机融合的联勤保障战备常态化机制。
同时，运用自行研发的集保障指挥、物

资管理、人员管控于一体的保障旅指挥
管理平台，对保障旅人员及装备技术状
况实现了由概况了解转变为精确感知；
采取改进方法、精简内容、优化物资器
材补充等方法，将应急保障旅平战快速
转换流程由过去的 20 余项精简到现在的

不足 10 项。
野外驻训转场过程中，运输车上不再

是散发的各类物资，取而代之的是堆放整
齐的箱组。据保障旅政治部主任李铭介
绍，针对平战转换中物资领取快速准确的
问题，他们将零散战备物资划分为通信、
医疗、军需油料、野营装具等 6 大类，制
作了外线工具箱、多功能医疗箱、野战政
工箱等 21 种 49 个箱包囊袋，形成了一套
一旦遇到紧急突发情况即领即走的箱组化

配载模式。
据介绍，这个保障旅组建 20 年来，

先后完成了抗震救灾、援外维和、中俄
联演、跨区机动等 30 余项重大演习和实
战性保障任务，并完成了一整套保障法
组 训 课 题 研 究 和 数 十 种 应 急 预 案 的 编
写，探索出在营训练、营连合练、抽组
训练、综合演练等 10 余套全新后勤保障
训练模式，为保障打赢未来战争开辟了
快速通道。

“命令你部对红军穿插分队实施油料补
给，并配送热食保障。”那年深秋的一场演
练，保障旅配属“红军”某师战役后勤，
油料营和综合物资营闻令而动，从不同配
置地域向“红军”穿插分队途径区域转移。

15分钟后，物资营最先与“红军”穿
插分队相遇。然而，分队官兵刚接过热食没
吃几口，油料营也抵达保障地域。为了不影
响下一轮进攻，大家只得放下手中饭菜，跑
回装备进行油料补给，眼看热腾腾的早餐在

寒风中变成“冷面”。
与此同时，弹药营按照导调指令正向

某炮兵团配置地域前行。由于携带弹药数
量较多，辎重装备在泥洼道路机动缓慢，
结果比原定时间晚了 20 分钟。随着弹药
补充完毕，问题接踵而至：原来，炮兵群
只需 1 个基数弹药补给，而弹药营所带数
量供过于求。粮草官不得不把大批剩余弹
药重新运回。

保障考核最终被判不合格。败走麦城

归来，复盘演练轨迹，旅政委张文教一语
破的：多种专业类型的保障分队组成的综
合后勤保障集群固然强大，但是，现代战
争时不我待，要想在最短时间内满足一线
作战部队的大批量保障需求，必须实现同
一时间、多种地域、多项任务保障，用最
优组合方式产生1+1>2的保障效能。

随后，他们综合分析联合集群行动特
点，考虑未来战争环境下联合行动一线兵
力投入巨大、纵深攻击时间紧凑的特性，
及时研究确立了“提前预置与主动配送一
体，一站直达与网络聚焦一体，伴随机动
与立体投送一体”的保障原则，深度切合
战役决心，真正实现决策同步、行动联

合、保障一体，消除了“时滞”。在此基
础上，坚持信息流引导物资流，加大智能
辅助决策运用深度，全时野战目标跟踪定
位，运输平台全数加固伪装，进而初步达
到了精确感知需求、精确调配物资、精确
控制行动，使保障按需前送、按时抵达、
按量补充。

2013 年深秋，保障旅再次亮剑军区
“联合—2013”实兵演习战场。那天夜里，
大雾弥漫，旅预备保障群接到联合集群指
令，保障群指挥员轻点鼠标，打开一体化保
障信息平台，很快完成了人员、装备、保障
物资抽组编成。10 分钟后，全副武装人
员和一车车保障物资便直奔保障地域。

平战转换没有“休止符”

协同优化实现 1+1>2

战场保障无缝衔接

“我是化武专家，不要害怕！”

“中国是化学武器受害国。”谈到日遗
化武，北京军区军训部副部长兼核生化防
护所所长喻胜跃面色凝重，“日本战败后试
图销毁证据，掩盖罪行，将大量化学武器或
掩埋地下，或投入江河，现查明的就有 40
多万枚，多数已生锈腐蚀，有的毒剂泄漏，
对我国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生态环境构成
严重威胁，近年直接受到日遗化武伤害的
人员，就达数千人。”

在面临核生化危险时，人们避之不及，
他们却必须将生死置之度外。天津港主航
道疏浚作业期间，曾挖出侵华日军投下的 4
枚 50 公斤的化学航空炸弹和 2 枚化学炮

弹，泄漏的毒剂致多名作业工人中毒受伤，
如不能及时有效处置，整个港区就可能陷
入瘫痪，天津滨海新区也会受到影响。

喻胜跃带领应急救援队迅速赶往事
发海域。只见一枚航弹卡在挖泥船铰刀
吸入口处悬在空中，副所长王东升和工程
师谢德富站到铰刀上，用气割将航弹与铰
刀切割分离。几枚化学炸弹虽然经过安
全化处置，但还带有引信，稍有不慎将引
起爆炸，地方司机战战兢兢不敢运送。喻
胜跃坐到副驾驶位置上说，“我是化武专
家，不要害怕！”

10 多年前，河北省藁城中学建楼挖地
基时，挖出了 51 枚日遗化学炮弹，其中有
装有光气的青白弹，这种毒剂沸点只有 8摄
氏度左右，一旦泄漏，瞬间致人死亡。由于

当时受技术条件限制无法回收销毁，被转
移深埋到了山坳里，成了当地群众的一大
心病。

核生化防护所的官兵没有忘记这批光
气弹，进行了 10 余年技术攻关后，终于将
其全部挖掘并安全回收。对这次世界上首
次成功挖掘并安全回收光气弹，国际禁止
化学武器组织视察团给予了高度评价。

用先进技术维护国家利益

喻胜跃介绍说，生物疫病及核电、化工
事故一旦应对不及时，都可能大规模伤人
生命和破坏环境。处置不当，也可能造成
群众恐慌。

2011 年 3 月 21 日下午，毗邻首都北京
的河北省承德市滦平县城区，一工地突发
化学危险品伤人事件，20 平方公里范围疑
似染毒，5 万多群众被封控。核生化防护所
接到救援命令赶到现场，发现附近的老百
姓已跑光，储存化学危险品的铁桶也被转
移到废品收购站埋了起来。挖出来的铁桶
已严重破损，化学危险品已泄漏。官兵们
对铁桶及疑似染毒废品进行处理后密封转

移，对消毒后的土壤进行了清理，经进一步
复检，涉毒区域没有化学危险品残留。

考虑到受污染的环境已经安全，喻胜
跃建议立即解除对 5万多群众的封控，恢复
当地正常秩序。然而，许多群众仍惶恐不
安，不敢出门。喻胜跃建议将当地干部和
住户代表集中到废品收购站，亲自告诉大
家，经过科学有效处置，这里已经安全了。
当地党政领导对防护所官兵处置行动给予
了充分肯定：“关键时刻还得靠解放军！”近
年来，他们还先后完成了北京奥运会和国
庆阅兵安保、抗击“非典”、中国化工沧州大
化集团有毒有害气体泄漏等化学危险品应
急处置救援任务。

该所与某防化分队组成的我军唯一国
家陆上核生化应急救援队，是我国反核生
化恐怖袭击的“拳头”。近年来，该所 75 项
成果荣获国家和军队科技进步奖成果，其
中 38项被总部及军区推广和列装。成果之
一的“日遗化武安全管理技术保障系统的
研究与应用”，为我国与日本关于日遗化武
托管设施建设谈判提供了战略性决策依
据，有关部门称赞道，“核生化防护所用先
进技术维护了国家利益！”

特 殊 战 场“ 降 魔 尖 兵”
——记北京军区司令部核生化防护所

本报记者 张 忱 通讯员 张坤平 刘占青

用“第一”回报祖国
——记空一师某团飞行一大队“双学”活动

本报记者 张 忱 通讯员 张 松 孟庆宝

武警湖北孝感支队订《经济日报》到中队

吉林省边防总队白山市支队临江大队六道沟边防

派出所管片民警宁忠伟和妻子李丽扎根大山，为长白

山深处的 6000 余居民排忧解难。近 6 年时间里，他们走

访群众 2.4 万余人次，解决困难 150 余件，宝山社区各类

案件和群众纠纷逐年减少，今年实现了“零案件”、“零

纠纷”。图为宁忠伟（左二）和妻子向常年患病的留守

老人赠送药品。 管清江摄

被称为“影子

部队”的沈阳军区

某应急保障旅给参

加军演坦克实施拦

路油料保障。

郭 冰摄

西北大漠，碧空如洗，空军航空兵第一师一大队在空
军第三届自由空战对抗考核中再次夺魁。参战官兵说，
是持续开展的“创建学习型飞行大队、争当学习型飞行人
员”活动，让大队续写了“第一”的光荣。

开展“双学”活动，缘于两年前空军首届对抗空战考
核中败走麦城。那一次，一大队自恃装备精良，选择了

“制敌千里之外”的战术。然而，在对手频频施展的信息
战法面前，一大队飞行员全无还手之力。较量中，对手有
效发射导弹 31 枚，而他们仅发射了 8 枚。悬殊的比分，
令一大队无地自容。

驾驭着新型战机，怎会败得如此不堪？战后视频回
放、飞参判读、网上推演后发现：对抗中，一大队 6 架次全
程没有调用电子战画面，而对手采用的却是信息、火力一
体攻防。一大队参战飞行员忽视电子对抗、对新装备研
究不深不透的情况一目了然。大队长崔小勇深刻反思：
不取得信息对抗优势，再好的装备也难以大显身手。“信
息时代，不注重信息化知识的学习研究和运用，到了天上
就是睁眼瞎！”就这样，一场信息化知识学习研究热潮在
一大队掀起。

“双学”活动中，官兵们构建了内容、方法、目标、保
障、评估等 5 套学习体系和实施细则，特别是在学习内容
上更加突出信息化知识、电子战研究、武器装备全功能开
发，以及战法和训法创新等 4 个方面。从大队学习室到
飞行员宿舍，从讲评室到空勤休息室，从楼梯、走廊到作
战研练中心，不仅有“双学”网络学习平台、琳琅满目的信
息化书籍，还有信息化模拟机。

在一大队学习室，飞行员王远栋向记者演示了他们
结合飞行训练自创的“搞清需求、制订计划、学习研究、验
证飞行”等“七步学习法”。记者看到，在一重点训练课目
上，他们根据需求制订学习研究计划，依托信息系统资源
库形成理论成果，通过模拟机进行验证飞行后，在“双学”
软件系统实施智能研判评估，找出的问题放在网络平台
进行交流研讨，最后把集体总结的成果充实到信息资源
库中，供下一步学习研究和飞行训练借鉴。

2012 年 4 月，在“双学”成果观摩会上，来自沈阳军
区空军的精英们对一大队立足“敌情、我情、战场环境”取
得的《突防中的电子对抗作战研究》等数十项研究成果，
以及 10余套创新战法大加赞赏。

2012 仲秋，大漠戈壁。空军第二届自由空战对抗考
核如期展开。复杂的电磁干扰环境下，一大队飞行员将
战机的作战效能和数套战法发挥得淋漓尽致，一次次先
于对手截获、锁定、攻击，以大比分获胜，2 人被评为“空
战优秀飞行员”，1人摘得“金头盔”。

参战官兵自豪地说，祖国用“第一”为我们命名，我们
就要用“第一”回报祖国。

本报讯 武警湖北孝感支队结合基层中队常年担负
维护驻地社会稳定，保障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的任务特点，
坚持将《经济日报》订到基层中队，并组织开展读报评报
活动，使基层官兵在第一时间了解国家经济发展动态，引
导官兵正确认识社会安全稳定与经济建设发展相互影响
的道理，教育官兵以站岗执勤、干好本职工作的实际行动
为驻地经济建设保驾护航。 （黄 峰）

“核生化”令人闻之色变。北京军区司令部核生化防护所，就是一支拼杀在
这个特殊战场的部队。他们在全军率先开展日本遗弃化学武器突发事件应急处
置、核生化救援等数十个新课题研究与训练，研发的“便携式等离子体消毒机”等
75项成果获国家和军队科技进步奖，处置侵华日军遗弃化学弹药10万余枚，完
成抗击“非典”、日本福岛核事故辐射监测等数百次核生化救援重大任务，国际禁
止化学武器公约组织对该所工作给予“无与伦比”的高度评价。

为确保地方社会安全稳定，武警安徽安庆支队坚持

在多种近乎实战的条件下进行针对性训练。图为官兵训

练场景。 纪 元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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