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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外驻训后的第一次战备拉动检
验，竟有两成官兵战备物资携带不全。

不久前，对照机关给出的问题清
单，北部战区陆军某旅三营六连连
长周勤悦专门召集骨干开会，要求
每名骨干制订整改计划、明确整改
时限。

接下来的两周，除了督促骨干做
好跟踪检查，周勤悦自己也是逢会
便讲、反复强调，之后几次战备拉
动，连队再也没出过类似问题。然
而，正当他准备松一口气时，新情况
又出现了。

连续 3 天时间，连队快递数量激
增。包裹里装的究竟是什么？调查
后，周勤悦发现，其中绝大多数是官兵
购买的生活用品。
“野外驻训不是过日子，这么多快

递实在不像话。”晚饭后，周勤悦召集骨
干，打算解决快递泛滥的问题。然而会
开了没一会儿，就出现了另一种声音。
“野外驻训毕竟不是打仗，两个

多月的时间，人总要生活！”中士庄俊
伟说，“虽然我们总强调备战，但生活
上的事也要有人管，驻训地周围没有
商店，洗发水香皂用完了只能从网上
买。”

对于之前机关指出的问题，下士
赵建涛也觉得很委屈：驻训期间，制式
背心、衬衣这类战备物资自己可能根
本不会用到，如果急需也可以临时找
到替代品。相反地，背囊里腾出空间
放些剃须刀、充电宝等物品，能让生活
方便不少。

该旅领导很快也注意到这个问
题。如何处理“利于战备”与“方便生
活”之间的关系？对此大家众说纷纭。

几经讨论后，声音逐渐归于一
致：野外驻训，“训”字当头。在战备
和生活发生冲突的时候，必须尽最大

努力优先保障战备落实，毕竟打起仗
来，快递很难送到战场。他们规定野
外驻训剩下的时间里，禁止接收快
递。

讨论告一段落，可接下来发生的
两件事却让该旅领导感到有些疑惑。

机关检查军容风纪，不少战士因
头发太长受到通报。旅里的理发员只
有一个，很难满足官兵们的需求。无
奈之下，三连文书冯弈晨只得冒着风
险再次网购，买了一个推子，给连队战
友理发。

一次训练中，二连连长金御的对
讲机由于前一晚电站意外停电而没
有及时充满，到了训练场不一会儿就
电量耗尽自动关机。战术课目演练
马上就要开始，关键时刻，下士常昊
拿出随身携带的充电宝，解了他的燃
眉之急。

仿佛一枚硬币的两面，战备和生
活都真真实实地存在于这片驻训地
上，贯穿于官兵们的每一天，任何刻意
割裂二者的行为，似乎都是违背客观
规律的。这两件事让该旅领导再次陷
入思考：他们的做法是不是太绝对了，
是否还有更好的解决办法呢？

参谋长张海滨想起不久前和老战
友的一次通话，电话里老战友介绍了
他们单位在物资携带方面的经验做
法：从旅长到普通一兵，每个岗位都有
一份属于自己的物资清单，上面详细
写明了需要携带的各类物资。到达驻
训地后，再根据物资种类，在各个范围
内进行统一调配。
“也许这就是问题的答案。”张海

滨告诉记者，如今，他们还在进一步调
研，广泛征求官兵意见，努力寻找科学
合理的解决方案。野外驻训，个人物
资到底该带啥？相信在该旅很快就有
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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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外驻训进行时·漠北探营②

野外驻训协调会上，作训参谋周
鹏受领了拟定携带物资清单的任务。

野外驻训不同于搬家，物资带多
了无用，带少了误事。虽然过去物资
携带习惯宁多勿少，但是这次装载物
资的车辆数量有限，物资清单必须精
益求精。

考虑到各分队的专业和装备不
同，在拟定物资清单时，周鹏尽量结合
各单位任务特点。勤务保障营负责携
带车场围栏和电镐电锯；作战支援营
因为负责电缆铺设和掩埋，所以要多

携带各类工程机械……
几番协调沟通，就在周鹏将审批

通过的物资清单下发基层后，电话
突然响起：野外驻训期间要组织军
官编组作业和高射机枪实弹射击，
演示分队马上抽组，相关物资要立
即准备。不用说，物资清单也要随
之修改。

清单容易改，可落实起来却很困
难。各营的物资都已经装满，很难腾
出足够空间。最终，周鹏将编组作业
的沙盘和地图分别交给两个营携带，

高射机枪射击的靶标和地段指示牌也
采取同样的办法落实。等到了驻训
场，各营再统一调配，以实现携带物资
的最大化利用。

部队即将出发，周鹏的电话再次响
起，他得知今年的沙盘堆制不再使用原
有的沙盘箱，需要利用考核场地堆制野
战沙盘。于是周鹏再次拨通了携带沙盘
箱的二营营长胡峰的电话，然而此时车
辆已经完成编队封车，沙盘箱装在车厢
靠里位置，不便卸车。于是，胡营长婉拒
了他的好意。

野外驻训携带物资

参谋周鹏拟制清单几经波折难定稿

野外驻训开始前半个月，班长曹
儒贤就反复叮嘱列兵左龙平：在野外
买东西不方便，除去规定要带的战备
物资外，个人该带的、想买的要提早准
备，想细想全。左龙平特地在笔记本
上单独空出一页，看到什么想到什么
就马上记下来。

站夜岗需不需要穿大衣？天热之
后要不要铺凉席？野外蚊子多要不要

带蚊帐？下雨天要不要穿雨靴和雨
衣？接下来的几天里，曹儒贤被左龙平
问得哭笑不得，最后只好列出一张物资
清单，让左龙平照着准备。虽然有清
单，但左龙平的心里还是不托底，接下
来的几天里，光是超市他就跑了十几
趟。

蚊香、头灯、防沙面罩、护目镜……
出发前的那个早上，战友们的背囊都

装得满满的。看着自己的背囊，左龙
平感觉好像还能再塞点东西。慌乱之
中，他再次赶到超市，却又不知道该买
些啥。最后随手抓了几个面包、几瓶
水，草草结了账。

机关提前一周就通知连队准备好
个人物资，可直到出发前，左龙平都不
敢拍着胸脯说自己已经完全准备好
了。

野外驻训出发在即

列兵左龙平的个人物资依旧没装完

野外驻训地的帐篷里，看着自己
的枕头包里有些泛黄的制式衬衣，二
级军士长张新昌很纠结：这件衬衣在
背囊里静静地躺了 4年，从未穿过一
次，今年依旧如此。

战备物资永远要保持齐全，这是
多年来各级高度重视、反复强调的。
单兵自热食品、背包绳……这些物资
都能在野外派上用场。可当了 20多年
的兵，张新昌始终不明白携带制式衬

衣是干啥用的。虽然搞不懂，但大家
的背囊里却从来没有少过。

战备物资要服务战备，照理说实
用管用的物资必须带齐带够，不起作
用的物资就坚决不带。几年来，张新
昌和战友们一同见证了战备物资发生
的变化，从蚊帐和白床单一类的生活
化物资被赶出背囊，再到睡袋和充气
气垫取代了传统的被褥，官兵心里都
明白，变的是物资种类，不变的是实战

导向。
“首长，我觉得携带制式衬衣不符

合实战需要，应该被移出战备物资清
单。”打开旅常委的办公信箱，张新昌
在战友的见证下写下了这条建议。虽
然制式衬衣依旧装在背囊里，但官兵
们相信，将其移出背囊的日子已经不
远了。
（以上稿件均由本报记者宋子洵

采写）

多次参加野外驻训

老兵张新昌的制式衬衣从来没穿过

野外驻训开展这么多年，携带物资不该还有“糊涂账”。既要丢掉与打仗无关的“坛坛罐罐”，也要兼顾官兵的日常必

需，这个问题的解决说难也不难，关键在于要结合任务实际，坚持实战牵引，逐人逐岗逐装逐单位进行规范。只要做到心中

有数，自然就会知道该带什么、不带什么。

快评三两句 ■林艺伟

前段时间，武警云南总队昆明支队
政治工作部主任隋辉到基层查看官兵学
习情况，第一站便来到图书室。

没想到的是，图书室中只有寥寥数
人。这让隋辉十分纳闷儿：过去基层图
书室图书比较陈旧，让基层官兵坐不下
来、看不下去。但支队刚刚专门挤出资
金，开展“图书送基层”活动，给基层配了
不少新书好书，为何同样遇冷？

谈及原因，官兵打开了话匣子：“图
书室的新书，每次也就增加十几本，很快
就看完了，何况其中不少书，我们以前都
看过”“我学计算机的，书虽然是新的，内
容却太基础，满足不了需求”……
“‘图书送基层’本就是服务官兵的

暖心工程，但由于用力不准，结果事倍功
半。”隋辉组织机关的同志现场办公，根
据官兵意见重新制订改进方案，并报请
支队党委批准。

随后，支队与驻地图书馆联系，在各
中队开设流动图书箱和专属“数字图书
馆”，将10万册正版电子图书、1万种有声
读物、1000多种期刊、10万分钟时长各类
视频课程和 200多个精品政治教育课等
资源一并“装”进图书室，官兵可通过手机
等电子设备，扫取二维码即时阅读。

除此之外，支队还定期组织读书交
流会，鼓励官兵走上讲台，分享自己所
学、所思和所得。不久前，勤务保障大队
上等兵钟柏仪和战友一起走上讲台，分
享《苦难辉煌》片段，兴奋地体验了一把
“军营版”《朗读者》。

图书室不再“门前冷落”
■吴绍健

8 月中旬，笔者踏访第 83 集团军
某旅野外驻训场，刚一走进某连二班
帐篷，一番别致景象映入眼帘，只见
一个个单人迷彩垫子整齐摆放在床
上，曾经又重又大的棕垫不见了踪
影。看到笔者好奇，班长杨林凑上来
说道：“这是旅里配发的野战充气式
折叠床垫，既防潮又防寒，躺在上面
很舒服。”

笔者坐在软软的床垫上听着杨林
介绍，一旁的上士卢鹏展接过话头补
充道：“以往我们使用的棕垫不便携
带，只能用车装运，现在这个垫子放完
气后，可以直接塞进背囊，便于我们单
独执行任务。”

塞北戈壁，冷风呼啸。正当大家
你一言我一句聊得热闹时，连队文书
华双虎拿来一套野战装具，他指着一
件迷彩色圆形物品说：“这是野战脸
盆，与背囊一个颜色，重量很轻，不仅
便于携带，还有利于伪装，不像以前的
脸盆都是黄色的，从很远处就能瞧见，
容易暴露目标。”说着，便向我们展示
起来，野战脸盆外沿安装有几个小支
架，一收一合伸缩自如，放在背囊上一

点儿也不占地方。
充气式折叠床垫、迷彩可压缩睡

袋、野战脸盆……谈起野战装具的变
化，大家共同的感受就是“比以前更轻
巧、更便捷、更实用”。

下午，杨林带笔者参观了野战车
场。一辆物资车上，除了日常战备物
资外，还有几块正在工作的太阳能
板。“发电机的噪音曾是大家的‘噩
梦’，供电不稳定，容易暴露行踪，现在
有了它，问题迎刃而解。”杨林介绍，戈
壁环境中，由于日照时间长，太阳能板
不仅可以基本保证为对讲机、北斗手
持机、蓄电池等设备供电，还便于装载
运输。
“野战装具和物资器材携带既要符

合实战要求，又要满足官兵需求，成了
‘瘦身’的一大难点。”笔者了解到，他们
充分调动官兵主观能动性，对表实战化
要求，组织演训经验丰富的官兵，针对
不同任务、不同环境，探索研究野战条
件下背囊防雨套、单兵帐篷、太阳能板
等实用功能。现如今，野战背囊“瘦身”
的同时，野外驻训场也发生了变化，少
了生活上的坛坛罐罐，部队实战味更足
了。

返回的路上，笔者看到侦察班携装
带弹正在组织定向越野，他们脚步轻
盈、行动快捷，不一会儿就消失在茫茫
戈壁中，朝着目标潜行而去。

野战背囊“瘦身记”
■殷 杰 本报特约通讯员 任 帆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
缕，恒念物力维艰。崇尚节俭是中华
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党我军的优
良传统。

实话实说，虽然部队在厉行节约、
反对浪费方面走在了社会前列，但不

可否认，个别人仍不同程度存在饮食
浪费现象。比如，有的单位“光盘行
动”落实不彻底，饭菜打得多、吃不完；
有的追求制作所谓“精品菜肴”，择菜、
削皮“下手过重”，造成不必要的浪费，
等等。

古有诗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
苦”，时至生产力相对发达的当下，依
然如此。不能因为经济发展了、生活
改善了、腰包有钱了，就随意浪费挥
霍、予取予求，别忘了还有很多人吃不
饱饭、营养不良。

越是物质条件改善了，勤俭建军的
原则越要坚守、艰苦朴素的思想越要树

牢。我们不仅要继承和发扬革命前辈的
优良传统作风，养成勤俭节约的良好美
德和生活作风，更要用战斗力这个唯一
的根本的标准来衡量花钱用钱，把钱花
在刀刃上，“一个铜板”也不能浪费。这
理应成为所有官兵的坚定共识和行动自
觉。

战友们，行动起来，从杜绝“舌尖上
的浪费”做起，从节省一粒米、一滴油开
始，以自身的模范行为带动厉行节约、反
对浪费在部队蔚然成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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