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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开心“扫货”；图②：暖心阅读；图③：冰饮酣畅；图④：“唱吧”
圈粉；图⑤：VR梦幻体验。 图片由官兵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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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部队任职之前，我怎么也想不

到，营区还有这么现代的“兵之家”。

军营超市，咖啡屋、照相馆、洗衣

房，战友餐厅、休闲书吧，还有年轻人

都喜爱的按摩椅、VR体验室……

其实这里更像是梦想之家。除

了购物“扫货”，这里也是我们放松

身心、休闲娱乐的地方。每逢周末，

官兵们热衷于三两结对一起前往

“兵之家”购物或者休闲。

“兵之家”的每个功能区都很优

惠。比如干洗衣服，价位比外面便

宜不少，理发只需要 5元，“唱吧”都

是免费开放。年轻人的减压方式很

多，唱歌就是大家的首选。值得点

赞的是，“唱吧”的歌曲曲目由地方

企业供应商定期更新，能够充分满

足大家需求。

超市扫码结账、餐厅线上下单、书

吧平台预约……这些都是采用“无人

服务”。相比于传统的军营超市，我们

的“兵之家”也是科技智能之家。

科技智能“兵之家”
■火箭军某旅宣传科干事 雷 柱

在深山哨所，军营超市就是战友

们的“梦”。边防部队驻地偏远，官兵

们想网购点啥，少说也得等个20天。

所以大家最大的期待，就是连队能有

个像样的军营超市。

到团场的路不好走，外出的战友，

通常要搭上牧民的马车一路颠簸到团

场。只是偏僻的团场商品也不全，很

多时候“希望越大失望越大”，负责“带

货”的战友，往往带回的是失望。

从“带货”到“送货”，如今每逢周

末，我们都在哨所门口踮着脚尖，盼着

团队的“移动超市”早些上山。上级保

障部门通过问卷调查，了解每个人的

购物需求，各类生活用品、小零食、饮

料“对号入座”，样样合我们心意。

有了“移动超市”真方便。团队

通过市场调研，遴选有实力的驻地超

市，定期将官兵需求的商品送上山。

我们的购物需求，也可以直接告诉送

货人员。下次“移动超市”上山，带来

的会是更多惊喜。

“移动超市”送惊喜
■新疆军区某边防团副连长 刘郑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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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饮食保障社会化项目主要

有哪些？

负责人：驻大中城市军以上机关
和院校、医院、科研、训练机构等实行
饮食保障社会化单位开办的日常基本
饮食保障食堂；公寓区内方便生活的
主副食供应点；公寓区内可视情保留1
至 2个点餐餐厅，为军队人员误餐、加
班提供补充保障。

记者：商业服务社会化项目主要

有哪些？

负责人：主要为提供日常用品的超
市；生活必需的理发、洗浴、银行、邮局、
通信基站、照相、干洗店等项目；与学习
紧密相关的电脑服务、书店、复印打印等
项目；提供文化体育服务的体育馆、游泳
馆等项目；军事博物馆、海军博物馆、航
空博物馆可保留面向观众的简餐、停车
场管理等必要的服务配套项目；报中央
军委后勤保障部核准后，营区周边门面
房可保留1家本单位开户的银行，以满
足军队需要为主。

记者：物业管理社会化项目主要有

哪些？

负责人：包括房屋和水电气热等
附属设施设备维修、养护和管理；供热
运行管理；水电气热等使用费用收缴；
绿化管理；消防管理；环境卫生管理；
停车场地管理；营院秩序管理；生活垃
圾处理等项目。

记者：医疗机构相关服务项目主要

有哪些？

负责人：面向病员和陪护人员开放
的银行、营养灶、餐厅、生活及康复用品
超市、病区保洁、病员陪护、停车场管理、
被服洗涤等项目，可作为医疗服务的辅
助配套项目予以保留，以满足基本需要
为主。

记者：生活保障社会化项目有什么

优惠措施？

负责人：生活保障社会化项目，
所售主要商品和提供服务的价格应
低于营区周边市场同类品种的价格
水平。实行生活保障社会化的单位
除明确规定收费项目外不得收取其
他任何费用。不收取房屋设施和场
地使用管理费的项目，服务供应方必
须为军队人员提供相应的价格折扣
优惠。服务优惠的范围主要包括军
官、士官、义务兵、文职人员、军队正
式职工、非现役公勤人员，以及军队
离退休人员。服务供应方经营过程
中消耗的水电气热费、经营场所及设
施维修费等费用自理。

记者：落实对官兵优惠的措施有哪

些要求？

负责人：实行生活保障社会化的单
位选取服务供应方时，要将对军队人员
的价格折扣幅度、优惠额度作为主要依
据条件，通过双方订立的合同将对军队
人员的优惠作出约定，最大限度保障官
兵的利益。严格实行优惠公示，将服务
供应方名称、优惠内容、享受对象等，采
取网络、公告栏等多种方式向全体官兵
公布，接受公开监督，确保阳光运行。
军队人员凭有效身份证件、军人保障卡
享受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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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清明节小长假越来越近，南沙
永暑礁，守备部队中士詹鉴松的心里已
经按捺不住激动。

他和战友约好假期第一天要在宿舍
开个“联欢会”，战友们早早就开始预备
各种吃食，他也列了一个购物清单。

刚下哨，詹鉴松便兴冲冲地来到守
备部队永暑生活服务中心的军营超市采
购一番。不一会儿，2个塑料筐便被琳
琅满目的水果、零食和饮料塞得满满当
当，詹鉴松还新添购了一台“迷你榨汁
机”，“到时候为每位战友现榨一杯果汁，
健康又美味！”

在詹鉴松这位 90后小伙子看来，能
随时到超市“扫货”，让岛礁的生活质量
提高了一大截。

遥远岛礁并不远。去年底，南沙守
备部队首家生活服务中心在永暑礁落
户。随后，美济礁、渚碧礁生活服务中
心也相继建成。如今，超市附属的电子
书阅览室、咖啡吧、洗衣房、唱吧等功能区，
一到周末就“人气爆棚”，官兵们把休闲时
光留在这里，也把快乐时光留在这里。

在官兵口里，这里被叫成“超市+”；在
官兵心中，这里更像一个“家”。

官兵期待之一：种类丰富

与其天天盼包裹，不
如有家“便利店”

永暑礁守备部队上士汪术奎清晰记
得，过去每次休假返回时，总要大包小包
采购生活物品。牙膏、洗发水、香皂等洗
漱套装，一次能买十几套。

南沙岛礁远离祖国大陆交通不便，
就在几年前，官兵日常生活用品还主要
依靠大家休假时带回。

后来，往返岛礁的补给船通航。从
地方冷链补给，再到海军补给舰艇补给，
礁上生活供应难题得到有效缓解。但由
于海运周期较长，年轻官兵喜爱的新鲜
食品、时尚零食等，在礁上仍难得一见。

航空交通的发展，拉近了南沙岛礁
与祖国大陆的距离，加之空中运输机应
急补给模式的出现，官兵们日常生活所
需能够更快运输上岛。
“也有特殊情况。去年疫情期间，海

上突发寒潮，民航无法通航，大家左等右
盼的物资运不上来，心里那个急啊！”在
官兵们看来，“与其天天看海盼包裹，不
如礁上有家‘便利店’。”

遥远的南沙，这个想法可以有！
在很多基层部队，军营超市的经营

模式已经产生较好的服务效益。去年夏
天，南沙守备部队展开深入调研，并与上
级机关沟通，在借鉴兄弟单位经验做法
基础上，一个“在南沙岛礁开办军营超
市”的方案开始付诸实施。

岛礁缺乏社会依托，开办现代超市
难度可想而知。
“一成不变地引入地方超市经营，

与岛礁现行管理规定相矛盾；依靠部队
自身经营，又牵扯太多战备精力……”

经过反复论证，他们借鉴“无人超
市”运行理念，明确官兵不参与超市经
营，只负责超市日常维护管理，每件商品
的结算“不支持现金流转”，由官兵扫码
直接向商家支付。

永暑礁守备部队四级军士长洪海
明，是永暑生活服务中心的“超市管理
员”。没有值班和巡逻任务时，每天下
午 5点至 7点，他便和战友一起去超市
维护设备、整理货架上的商品。
“超市中的 300多件上架商品，每天

都要清查整理。如遇缺货、断货等情况，
我们第一时间向商家提出补货需求。”洪
海明说，为更好满足官兵需求，他们采取
“菜单式”供货模式，各礁每月组织一次
商品需求调查，向供应商针对性拉出“补

货清单”。
“军营超市运营以来，每个月的营业

额都在增长。”参与军营超市组建运营全
过程，南沙守备部队采购供应部门领导
周江告诉记者，“如今各岛礁军营超市的
商品销售，基本没有积压，甚至有些商品
刚上架就被抢购一空……”
“能在岛礁随时‘扫货’，我打心眼里

高兴，其实岛礁离家并不远。”汪术奎说，
超市供货源自官兵需求，但在日前的一
份问卷调查中，“希望超市商品种类更丰
富”成为多数守礁官兵的期盼。

官兵期待之二：物美价廉

既让官兵得实惠，又
避免超市成包袱

漂洋过海而来，永暑礁上的货品是否
会加价而售？

走进生活服务中心，记者用手机软件
扫描商品二维码，发现内地超市卖3元一
瓶的可乐，这里只卖 2.8元；内地卖 18元
一盒的某品牌香烟，这里只卖16元。
“我们超市的商品，绝对是‘加料

不加价’，价格比内地超市平均优惠 5%
至 13%不等。”周江笑着告诉记者，军营
超市人气高，是因为大家“实实在在得
实惠”。

为什么这么便宜？
周江说，军营超市的上架商品，全部

通过公开招标遴选优质供货商。同时，对
供货商货物质量、运输渠道等作出具体规
定，剔除了中间流转环节，一方面确保价格
低于市场价格，另一方面确保了商品质量。

那么，这样微利润的超市，怎么吸引
供货商入驻？

当初，这一问题着实困扰守备部队：
部队一分一厘的预算都有用途，军营超
市如果不赚钱，商家无利可图不愿来，部
队就只能用家底经费去保障超市运行，
这显然不是长久之计。

早在超市筹建之初，守备部队就派
人进行市场调研，确定国内某大型供应
商提供货源，双方商定依托南沙岛礁补
给舰船定期组织货物前送。

他们采取免收供货商租金的方式提
供场地。由供货商直接经营，部队制定
管理措施和细则，对超市货物流转、运行
模式、管理人员等进行规范。
“节约了场地租赁、人力工资等费

用，超市在微薄利润条件下运转，既让官
兵得实惠，又避免超市成为包袱。”周江
掰着手指头介绍。

如此，官兵在军营超市可以买到比
网上还便宜的商品，又让超市有一定的
利润积累，经营实现良性循环。地方供
应商还承担了场地装修、设备配备、调试
安装等运营工作。
“超市价格优惠，何必舍近求远去网

购？”中士林锦堂过去一直在网上购买生
活用品，包裹运输时间平均要二三十
天。如今，他对比礁上军营超市的价格
和运输周期，果断选择在这里采购。
“我们通过问卷调查，定期向供货

商提出商品需求，明确商品名称和厂
家，质量便有了保障。”林锦堂告诉记
者，为了更好服务官兵，各礁军营超市
不断拓展功能作用，相继推出了免费接
收快递、免费理发等直接面向岛礁官兵
的服务。

在渚碧礁军营超市采购完生活用

品，下士张平一脸笑意地告诉记者，“希
望更多惠兵服务更快落地。”

官兵期待之三：时尚多元

时代元素注入，这里
成了官兵“周末打卡地”

3 月 27日上午，美济礁生活服务中
心好不热闹。

在超市买了一瓶饮料，下士杨波走进
服务中心军营超市旁的一个“咖啡吧”。
伴着婉转的音乐，他旋开饮料喝了一口。

窗外骄阳似火，杨波的身边，几名战
友正在排队购买冰咖啡。一口冰镇饮料
下肚，杨波的心情就像这天的春风荡漾。
“年轻人崇尚个性，看电影要选自己

喜欢的明星，唱KTV也有自己的主打歌，
部队的硬件设施、软件服务跟不上，战士
一不小心就‘落伍’。如此，不利于战士
成长，也影响部队吸引力。”永暑礁守备
部队领导笑着说，时代发展那么快，服务
必须要赶上。

在建设岛礁生活服务中心时，南沙守
备部队领导在要求保证建设质量的同时，
增强服务内容、服务方式的时代性，满足
青年官兵前沿、前卫的休闲娱乐需求。

许多 80后、90后、00后从小习惯和
家人朋友一起庆祝生日。遇到战友过生
日，官兵们喜欢利用课余时间唱歌庆祝。

唱歌是减压好方法，有些战士心里
有解不开的结，也喜欢去海边“吼”一
曲。如今南沙各礁都组建了乐队，唱歌
也是官兵的一大放松方式。

官兵的生活需求，可否让生活服务中

心来满足？就这样，“军营唱吧”落户各
礁。每到周末，“唱吧”包间总是间间爆满。

关注生活需求，更关注精神需求。守
备部队主动与驻地合作，在生活服务中心
创办“岛礁书吧”。由上级协调订阅的数
万册电子图书可以通过手机APP扫码阅
读。部队还定期开展“读书之星”评选，让
生活服务中心多了“书香味”。

时代元素的持续注入，让这里成为官
兵“周末打卡地”——阅览室里，有木藤椅、
暖色灯光、盆栽、轻音乐，深受官兵青睐；
VR体验室、电子竞技室、数字电影院……
让不少官兵们感叹周末时间过得太快。

官兵的合理合规需求，就是生活服务
中心服务的方向。永暑生活服务中心设
有洗衣熨烫、运动健身、心理咨询等服务
区域，昔日“买买东西、打打电话、理理头
发”的军人服务社，如今成为时尚多元、服
务多样的“兵之家”。
“新时代南沙军人，不能成为时代的

落伍者。奉献青春守护海岛，我们同样
需要快乐守礁。”南沙守备部队领导说。

日前，3家军营超市以“生活服务中心”的崭新面貌落户南沙岛礁，守礁官兵们说—

遥远岛礁，身边有了“超市+”
■洪 雪 本报特约记者 黎友陶

▲

烈日当空，走下训练场买瓶冰镇

饮料痛快畅饮；闲暇时间，买几包零食

回宿舍和三两战友快意“海聊”……对

于70后、80后军人来说，从踏入军营那

天起，身边就有一个“老朋友”：军人服

务社。

然而，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改革

的深入推进，今天在许多部队，“军人

服务社”逐渐成为一种青春记忆，或是

一种特殊的时代符号。

军队停止有偿服务活动后，军队

营区生活保障社会化项目按照“营区

内开设、面向军队人员开放”的原则予

以保留。在为官兵工作生活提供优质

优惠服务的同时，其保障职能不断延

伸，服务范畴更加多元。

走进现代军营，集“购物、生活服

务、休闲娱乐”等服务于一身的新型超

市，正在成为官兵身边的温暖驿站。

在许多部队，它们被赋予这样一个温

馨的称呼——“兵之家”。

家，是温馨、温暖的代名词。面

对“兵之家”这个军营“新朋友”，除了

众所周知的日用百货销售、主副食供

应，还有理发、衣物干洗等功能，在一

些缺乏社会依托的偏远部队，“以人

为本的服务理念，丰富多彩的休闲功

能”，正在成为年轻官兵的“心心念”，

抑或“暖期盼”。

就像趋光向阳是植物本能，对温

暖的追求亦是人之天性。

“每一种对温暖的需求，都应得到

暖心的回应。”近年，在军委机关有关部

门和部队各级推动下，“兵之家”的模样

正在不断地“刷新”：军营唱吧、数字影

院、电子借阅室、VR体验馆等一批新

的时代元素，开始悄无声息地融入“兵

之家”，为90后、00后官兵提供更青春、

更时尚的休闲娱乐服务。

一些部队，还依托“兵之家”成立了

军营乐队、阳光书社、边关诗苑等，其人

文关怀和文化氛围，也正在被越来越多

的官兵所接纳。

“更优惠、更优质。”放眼座座军

营，一个个“兵之家”如雨后春笋，既承

载着一茬茬官兵的时代情怀，又在满

足官兵日益增长的服务需求的牵引

下，向前奔跑，用力生长……

时代进步，改革深化，站在一个新

的起点，如何更好满足基层官兵物质

文化需求，让“兵之家”这个“新朋友”

成为官兵的“好朋友”？就让我们透过

南沙永暑礁守备部队生活服务中心这

个窗口，寻找些许答案。

说说身边的“暖期盼”
■本报记者 陈小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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