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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 野 砺 兵 催 生 新 技 术
——沈阳军区探索严寒条件下训练保障模式纪事

本报记者 曹红艳 通讯员 杜善国 李大勇

家住某团附近的刘大娘今年多少有
些意外。每年元旦一过，她就把屋子收
拾得干干净净，专门为路过村里的冬训
部队提供落脚地。可是 1 月快过去了，
连官兵的影子都没见着。她一打听才知
道，今年部队冬训大部分都是野外宿营，
这个“老房东”头一次没等着“房客”。

多少年来，部队冬训一直沿用过去
的老传统——“白天行军练打仗，晚上
夜宿百姓家”。真正上了战场，能一直
住在老百姓家里吗？今年冬训伊始，沈
阳军区领导就强调，仗怎么打，兵就怎
么练，未来战场上需要什么样的保障方
式，就锤炼什么样的保障能力。

记者踏访东北雪原中的冬训部队看
到，乡野村庄里的官兵少了，深山密林
中的部队多了。伪装帐篷、猫耳洞、雪
窝子、地窨子、运输车厢等成为官兵宿
营 的“ 主 阵 地 ”，野 战 炊 事 挂 车 伴 随 保
障、制式给养器材全程保障、速热野战
食品应急保障等方式成为部队饮食保
障的“主模式”。

社会化，军民融合显神威
1 月 26 日下午，记者走进某旅冬训

场，看见两名战士正用电镐和钻机钻土
挖洞。“两种工具配合使用，两小时就能
挖出一个双人猫耳洞，作业效率提高了
8 倍多。”身旁的战士告诉记者，猫耳洞
挖完后，内壁还要涂抹一层叫“聚氨酯”
的材料，不仅能保温、隔潮、防尘，还能
降低被热成像侦察装备发现的概率。

“冬训场上，民用技术和力量为部
队所用的例子并不鲜见。”旅长卢士国
告诉记者，在高寒条件下，信息化装备
等一些精密仪器容易失灵，他们利用地
方太阳能充电技术和温度传感器技术，
研究制作成卫星天线保护套、便携式电
脑加热罩、各类电台加热箱等，使信息
化指挥中枢不会被冻僵。

从北极漠河到渤海之滨，从辽西古
战场到鸭绿江畔，火热的冬训场上，到
处能看到民用技术和力量的影子。

针对严寒条件下，车辆启动难的问
题，某旅与地方公司合作研究制作了体
外幕风加热法、高能强制启动法、油路
电阻预热法等车辆启动措施，保证在极
寒条件下能够打得着、开得动。

某通信团为提高部队官兵野外宿营
的耐寒能力，为班组台站配备了防风帐
篷、羽绒睡袋、防潮气垫等户外运动装

备，同时，他们还研制了低压电热毯，确
保官兵能够睡得着、睡得暖。

某集团军领导说，现在，军地通用
技术差异越来越小，民用技术和资源具
有直接转化为作战实力的充分条件，军
民兼容、军民共享的特点为军民融合式
保障提供了广阔舞台。

记者在某通信团采访时，恰逢一辆
地方车辆驶进该团冬训场，一箱箱的新
鲜蔬菜、禽肉蛋、水果送到官兵的餐桌
上。该团团长姜志军告诉记者，他们与
地方副食品公司签订了供货合同，冬训
部队走到哪，他们就把水果蔬菜保质保
量送到哪。

“社会化保障对部队来说可谓是一
举多得，既提高了效率，又保证了质量，
但要是打起仗来还能行吗？”面对记者
的疑虑，姜团长也无可奈何地摇摇头。
他说，和平时期的社会化保障，地方公
司有利可图，可要是冒着枪林弹雨提供
保障，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既要强化国
防教育，提高国防动员能力，还要有相
关的法规制度来约束，否则的话就只能
是纸上谈兵。

记者在冬训场听到一个令人鼓舞的
好消息，某师与驻地国家大型企业“一
汽”集团携手，借助其雄厚的技术资源，
建立了驻地定点服务与异地网络服务
相结合的保障新路子，并正积极探索从
随机协调融合步入依靠制度法规约束
的深层次融合。

精确化，保障实现点对点
茫 茫 雪 野 ，硝 烟 弥 漫 。 1 月 25 日 ，

一场严寒条件下的实兵实弹战术演习
激战正酣。

“3 号地域西侧请求油料补给！”随

着“噼噼啪啪”的键盘敲击声，一道道指
令穿冰破雪，飞向油料保障小组⋯⋯指
挥所的大屏幕上，2 个“小红点”全部按
时到达指定地域。在指挥所观战的记
者掐表一看，从接到需求信息，到保障
组精准到位，前后只用了不到 15 分钟。

“严寒条件下训练，我们之所以能
实现战场油料点对点的精确供应，得益
于野战油料数字化保障。”交谈中，旅长
陆岳向记者介绍说，近年来，着眼军队
信息化建设需求，他们着力打造高度集
成的测、控、管一流系统平台，初步建成
了信息化油料保障体系，将“数字化油
龙”逐步推向了信息化战场。

像油料保障一样，弹药补给效能也
大大提高。在由某集团军后勤系统组
织的严寒条件下野外综合保障演练中，
接到弹药调拨请求后，坐镇后勤保障席
的某师保障部战勤科长李洪安，轻点鼠
标，野战物资库站的库容、库存情况跃
然眼前，各种标准参数一目了然。从拟
制 调 拨 计 划 、下 达 指 令 到 组 织 弹 药 前
送，短短 2 分钟全部完成。8 分钟后，所
需弹药全部保障到位！

原来，后勤指挥中心对各级可能遭
遇的“敌”情，在每个战术环节需要多少
弹 药 、油 料 供 给 等 情 况 进 行 了 定 量 分
析。李科长介绍说，以往那种凭感觉、
靠经验的概略化保障已成“过去时”，现
在经过计算，精准保障到一人一物、一
枪一弹、一车一炮。

记者了解到，着眼探索建立“精确
保障”模式，近年来，沈阳军区一方面加
强了覆盖后勤业务的诸多分布自动化
可视系统的“硬”、“软”件建设，一方面
加大了对既懂军事、又懂后勤的复合型
后勤人才的培养。

本报讯 130 多 名 机 关 干 部 下 队 代 职 ，
1100 多名干部上“年夜哨”。春节期间，武
警湖北总队开展“转变作风、服务基层”系
列活动，让基层官兵开开心心过年。湖北总
队所属两级机关 100 多名将校纷纷赴基层，
为官兵送去以“八个一”为主要内容的“精
神福利大礼包”：与基层官兵普遍谈一次心、
合一次影、吃一顿“团年饭”、赠送一份慰问
品、参加一次联欢会、给受表彰官兵的家人
打一个报喜电话、给已婚官兵家属打一个拜
年电话、给每名新兵家长写一封慰问信。

（曹英华 蒋 勇）

武警湖北总队

让基层官兵开心过年

武警湖北总队

让基层官兵开心过年

肩章上金光闪闪的“四道拐”，讲述着
第 13 集团军某陆航旅一级军士长芮银超
的“兵王”传奇。25 年军旅生涯，他用超乎
常人的坚韧，从入伍时只有初中文化、看着
仪表盘就眼晕的机务兵，成长为全军陆航
部队多型直升机特种设备维护的全能专
家。

“其实，我最初对自己的岗位也没有认
同感。”热血男儿芮银超的军营梦想是驾战
车、开坦克、操枪弄炮驰骋疆场。新兵训练
结束被分配到陆航机务中队时，他还有些
失落。“咱们机务专业，一手托着国家巨额
财产，一手托着战友宝贵生命，肩头的担子
重如山，容不得心存一丝杂念啊！”老班长
的话如一记重锤，砸在芮银超心头。从此，
他心无旁骛。直升机上特种设备大大小小
的各种仪表和上千个电门，他逐张图纸背、
逐个电路画、逐个螺钉摸，几年下来，他修
炼得对仪表电路和电气元件“一摸准”，对
主要参数和技术性能指标“一口清”，对查
找和排除故障“一手灵”。飞机哪儿有毛
病，他用眼一扫、竖耳一听、伸手一摸，就能

“八九不离十”。
1998 年夏天，一架刚刚起飞的直升机

出现故障，紧急降落，芮银超登机检查。任
务紧急，团长大声喊道：“不行就换飞机”，

芮银超应声：“十分钟就能搞定”。结果，不
到 6分钟，换了一个器件，飞机腾空而起。

说起芮银超对直升机的痴迷，陆航旅
机务官兵告诉记者，“部队列装的各型直升
机，在芮银超就如庖丁解牛，构造和原理了
然于心，错综复杂的电路图都印在脑海
里。只要不是无件可换，几乎没有难住他
的问题。”

2001 年 7 月的重庆，酷热难耐。飞机
起飞前保险电门发出的一声轻微异响，没
能逃过芮银超的耳朵。经过检测，判断是
尾梁舱一处导线短路所致。身高 1 米 87 的
芮银超拿着工具，叼着电筒，爬进了直径不
到 1 米的尾舱。空间狭小，温度高达 60 度，
故障排除后，他已经没有力气爬出尾舱，是
战友们用绳子将他拖出来。

“芮银超来了没？”这些年，每逢执行急

难险重任务前，飞行员们都会不由自主地
问一声。已有 30 多年飞行驾龄的藏族飞
行员多么秀坦言：只要看见放飞单上写着

“芮银超”三个字，心里就像吃下一颗“定心
丸”。

“拿望远镜看未来、拿显微镜看问题”
是芮银超贴在床头的座右铭。和芮银超同
年出生、同年入伍的该旅旅长栗国告诉记
者，芮银超“拥有一手绝活”和“极爱钻研问
题”一样，全军闻名。

芮银超说，他是与中国陆军航空兵一
起成长的。25 年前团队只有 9 架单一型号
直升机，而今陆航旅停机坪上整齐排列的
多型直升机一眼望不到头，直升机核心技
术也从过去完全依赖进口到如今的独立自
主研发。因此，紧盯直升机技术发展前沿，
才能跟上陆航强军梦的脚步。

考军校，当将军，也曾是芮银超的梦
想。阴错阳差，他几次与军校擦肩而过。
2004 年，因编制所限，已在特设专业“干到
头”的四级军士长芮银超面临退伍了。他
把 15 年来积累的 37 本业务笔记整理成《直
升机疑难故障排除汇编》，准备留给部队。
没承想，这本《汇编》让总部首长眼睛一亮，

“人才啊，这个兵不能走！”随即，特批编制，
“兵升一级”。芮银超一留又是 10 年，直至
成为全军陆航部队机务特设专业唯一的一
级军士长。

而今，他安全保障军事训练和抢险救
灾重大任务 100 多次；带出的 400 多名弟
子遍布陆航；研发的多项技术成果定型列
装；主编的《某系列直升机故障分析手册

（特设分册）》成为全军全国直升机特种设
备维护宝典。

“兵王”的强军梦想
——记陆军第 13 集团军某陆航旅一级军士长芮银超

本报记者 李争平 通讯员 罗未然 周 锐

军 旅 人 生

5 层高楼，一条绳索，飞身而下；跃入泥沼，
钻过火障，神枪毙敌⋯⋯5 年的军营历练，清华
园走出来的南海舰队某陆战旅护航特战队副队
长李振华，完成了从文弱书生到特战尖兵脱胎
换骨的转变。

2004 年云南楚雄州理科状元，2008 年清
华大学机械工程及自动化专业毕业生，为什么
会选择海军陆战队？“没什么可奇怪的，我是国
防生，我渴望成为一名血性军人，而海军陆战队
是离战争最近的地方。”李振华说得很简单。

海军陆战队担负登陆作战撕开口子、杀出
血路的使命，是“陆地猛虎、海上蛟龙、空中雄
鹰”。当一名合格的海军陆战队员，必须具有极
限体能，超常技能。“没啥可怕的，练呗！”不到半
年，李振华精通了深海潜水、崖壁攀爬、机滑索
降、丛林潜伏等所有特战技能。2011 年，被任
命为“海军陆战猛虎连”连长。

要当领头虎，必须有雄风。刚到连队，实弹
射击，李振华卧倒出枪干脆利落，瞄准击发一气
呵成，5 发 5 中打了 50 环。心中得意，却无人喝
彩。诧异间，只见班长夏友权一声令下，“前方
100 米处占领阵地！”5名战士快速跃进，利用障
碍物交替掩护，前进中各自打出 4 发子弹，到达
指定地域后快速卧倒射出最后一弹。检查靶
标，李振华发现，25 发子弹全部命中，尽管没有
发发命中靶心，但每一发都足以致命。

“我们要的是战场上一枪毙敌，不是射击运
动员计算环数。”夏友权的话振动了李振华。“从
此，我想得最多、抓得最紧的就是培养连队官兵
打仗意识，尽最大努力解决自己能想到、能解决
的问题。手榴弹投掷是传统课目，过去训练考
核时着装要求只是戴帽子、扎腰带。我就想，打
仗的时候这样能行吗？我一试，在全副武装左
手持枪时，投弹的感觉完全不一样。我要求大
家必须全副武装进行立姿、跪姿和卧姿投弹训
练，刚开始，训练成绩不理想，一些人有牢骚。
但我坚信，真上了战场，能不能趴在地上把手榴
弹投出去，而且够远、够准，就会关系到生死和
胜败。”

海军陆战队刚成立护航特战队时，在远洋
护航和海上特种作战方面缺乏经验。不到一个
月时间里，李振华啃下 12 本外军反恐作战方面
的训练书籍，结合国内特警城市反恐战术，形成
了一整套护航特战战术、训练教案以及“营救被
劫货轮”的战术行动方案，并展开相关训练。

2012 年，李振华被任命为特战分队中队
长，率队奔赴亚丁湾。几番与海盗交手过招，李
振华发现了特战队员部署就位中存在一些问
题。他果断调整就位路线，规范具体流程，使反
海盗部署时间明显缩短。

2012 年 9 月 17 日，中美两国海军在亚丁湾
举行护航以来首次联合反海盗演练。细心的李
振华发现，第一水面突击队队员攀爬商船时，由
于前面几名身材高大的队员动作较慢，影响了
整体速度。他率队出发时，按照突击队员登船
攀爬速度先快后慢的顺序重新作了调整。看似
微小的临机调整，让训练指挥员大加赞赏，他们
清楚，登船时的一分一秒，都可能决定营救任务
的成败。

由于在亚丁湾护航期间的出色表现，李振
华被表彰为“护航尖兵”。

清华走出护航尖兵

本报记者 李争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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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边军分区
防川哨所位于中
国 版 图“ 鸡 嘴 ”
处，地处中、俄、
朝三国交界，素
有“鸡鸣闻三国，
犬吠惊三疆”之
称。春节前夕，记
者走访了驻守在
这 里 的 戍 边 官
兵。

从东北边境
城市珲春向东驱
车至防川哨所，
要经过一段铺在
一块狭长形国土
上的公路。右侧
不远处便是图们
江，中国与朝鲜
的界江。左侧连
绵的群山中，清
晰可见中国和俄
罗斯的界山。防
川这块国土的最
窄 处 只 有 几 百
米。

“ 祖 国 利 益
高于一切”，哨所
塔楼上这 8 个红
色的大字，诠释
着哨所的神圣使
命。登上哨楼的
最高处，两个士
兵正警惕地观察
边 境 的 一 举 一
动。哨楼下，巡
逻的士兵健步走
过国境线上一块
制于清光绪年间
的象征守边将士
寸土不让的“土”
字牌。

以独特地理位置和美丽江景而闻名的
防川，几年前入选“吉林八景”，当地的旅游
业随之得到快速发展，大量游客纷至沓来，
而防川哨所的戍边装备也实现了信息化升
级。

在勤务指挥室，战士李胜振不错眼珠
地盯着大屏幕，密切注视着边境线上的风
吹草动。他告诉记者，过去沿边境线徒步
巡逻一次要三四个小时，现在用视频监控
系统每 15 分钟就能巡视一次。在晚上，边
海防监控系统可以开启红外线，能更清晰
地看到人员是否活动。红外监控系统晚上
发亮，人和动物都能看清楚，边境线上实现
了 24小时全天候监控。

百姓过年，部队过关，哨所对重点地段
实施了重点监控，划分了重点区域，用轮扫
或者增加人员和视频相结合的方式，避免
过节期间出现人员越界的情况。

今年是士官唐超在哨所过的第三个春
节。当记者问及想家不想家的时候，他回
答，想家倒是想家，但是组织把自己放到一
眼望三国的地方，地理位置重要，要干好本
职工作，就得放弃一些东西吧。“在哨所，站
好每班岗，值好每一班勤，对于我们边防军
人来说，就是过好了年关，所谓一家不圆万
家圆，为了让更多人过好年，就必须坚守在
自己的岗位上。”

站好岗就是过好了年

本报记者

曹红艳

本报讯 在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日前
组织的首批国家临床重点专科军队建设项目
遴选中，解放军第 302 医院中西医结合肝病
诊疗与研究中心成功获批中医科建设项目。
302 医院中西医结合中心是集“医疗诊治、
预防保健、中药供应、科研开发、人才培
养”于一体的综合性学科平台。通过近年来
的不懈努力，中西医结合已成为广大肝病患
者最为依赖的治疗方式之一。

（戴 欣 李媛媛）

302医院中西医结合肝病诊疗

入选国家重点项目

女兵与男兵武装奔袭比武。 盖旭辉摄

家国情 边防行

米饭香糯可口，红烧肉炖粉条、木耳炒白菜色香味俱全，“自立袋”装的西红柿鸡蛋

汤要先放一放，等温度适中开盖即吸⋯⋯这是茫茫雪原上冬训战士们的一顿午餐。

当环境温度降到零下 20 摄氏度至零下 30 摄氏度时，部队整体的作战效能就会下

降 40%至 60%。而温度高、热量充足、可食性强的热食保障能更好地缓解生理和心理上

的压力，维持和提高官兵战斗力。沈阳军区联勤部某分部部长王春赋介绍说，该部通

过探索严寒条件下热食保障实践课题，在克服保温难题的基础上，让色、香、味回归饮

食保障，提升了热食保障能力和标准。

现在，“冷冻饺子”、“速冻虾仁”、“骨肉相连”等食品都已纳入应急保障副食名录，

做到紧急情况下可迅速“补位”。该部热食保障组合拳，打出了寒区热食保障能力。除

温度标准之外，色、香、味的回归，成为寒区热食保障的新标准。 文/孙延坤 王 辉

寒区野战热食香喷喷热乎乎
新 闻

链 接

执勤中的防川哨所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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