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6人完成“一条龙”服务
阅兵对于官兵服装、 鞋靴

的整洁度、 平整度、 舒适度要
求很高， 被装保障中心承担着
这项重要作用。

被装保障中心共有人员46
人 ， 设立着调号组 、 修补组 、
干洗组， 实现被装、 鞋靴 “发、
换、 洗、 熨、 补、 修” 一条龙
式的服务。

“被装保障工作是从4月份
开始， 第一批人员是4月9日入
驻 ， 4月12日展开保障工作 。”
被装保障中心主任李洪升说 ，
“截至目前 ， 共修补鞋靴1.6万
双 ， 缝补衣物 、 被褥 1.1万件
（套 ） ， 干洗熨烫被服 2.3万件
（套）。”

叮叮当当……8月26日下午
3点， 兵站被装修补服务点传来
一阵阵敲打的声音。 走进一看，
原来是被装保障中心修鞋组的
战士正在修补鞋靴。 剪皮、 黏
胶、 钉掌、 修补……如今， 修
鞋组的12名战士技术很是熟练，
修补一双作战靴全掌仅仅需要
六七分钟， 但谁能想到几个月
前， 他们还是没有任何经验的
“门外汉”。

为迅速让人员掌握相应的
技术， 早在被装保障中心成立
之前， 兵站机关协调安排6名官
兵赴某集团军参加干洗岗前培
训， 邀请军需装备研究所工程
师到一线保障地点视察指导 ，
协调干洗厂家到保障点对干洗
机进行安装调试并对相关人员
组织针对性培训， 并发挥 “三
帮一带” 活动的作用， 以老带
新， 确保每名人员技能达标。

54岁的赵军剑是鞋靴修补
组的一名老职工， 在被装保障
中心战士们都会亲切地叫他
“师傅 ”。 刚参加保障任务时 ，
有很多战士没有接触过修鞋工
作， 不是被锤子砸伤， 就是不
小心将胶水弄到眼睛里。 赵师
傅总是手把手的教， 耐心地指
导。

废布料补鞋防磨脚
为确保鞋靴修补质量， 一

双鞋后掌至少钉9个钉子、 前掌
至少钉13个钉子 ； 每次钉完 ，
要将手伸入鞋中摸摸， 不能扎
到战士的脚……在完成保障工
作中， 大家一边摸索一边总结，
逐渐完善技术。

修补组组长聂鑫第一次参
与阅兵保障工作， “我以前没
干过缝补工作， 刚开始接任务
时， 心里也没什么底。 开始保
障工作后， 自己逐渐思考需要
用什么设备， 比如缝鞋机、 使
用工具、 耗材。 我们在工作中，
做到不断完善技术 、 不断思
考。”

“衣服缝补将它改合体看似
简单， 只是在衣服里面缝一道
线， 但是既要达到美观还不能
改变被装的制式， 所以很要求
技术。” 聂鑫说。

聂鑫说， “在修补的过程
中， 大家想出不少办法。 比如，
新鞋刚发时会磨脚， 师傅们想

办法， 在缝补处用裁剪下来的
废布料做成布垫， 然后粘在脚
后跟的内侧。 这样穿起来很软
和、 不会磨脚。”

一天半修补800余双鞋
每天早上8点， 被装保障中

心的人员开始一天的忙碌， 而
这样的繁忙状态一直要持续到
晚上9点。 为了更好地服务 官
兵 ， 中 心 人 员 现 在 分 散 在 3
个保障地域5个保障点位 。 每
周都没有休息， 根据任务需求，
还经常加班加点， 但被装保障
中心的人员依旧保持标准不降
低。

5月28日， 被装保障中心收
到要修补 800余双鞋的任务 。
“800多双鞋往地上一放， 基本
上都没有人站的地方。” 李洪升
说。

集中所有修补组人员二十
余人， 在一天半的时间里， 将
800余双鞋修补完成 。 李洪升
说： “早上8点开始修补， 一直
忙到晚上12点。 中午饭也是派
人打来， 大家吃完接着干。”

节奏快 、 强度大 、 标准高
是这次被装保障的鲜明特点 ，
为了更好的服务受阅官兵， 被
装保障中心引入一体化的被装
服务保障机制， 在保障模式上，
由 “被动” 变 “主动”， 按照方
队需求 “量体裁衣”， 以驻点保
障和伴随保障相结合。 “方队
给我们打电话， 我们就会派车
去取 ， 修完给他们再送回去 ，
或者我们会派人去宿舍修补。”
李洪升介绍。

“衣服缝补的任务由11位女
工完成， 配有电脑缝纫机12台。
任务多的时候， 最多一天， 3个
人改衣服500余件。” 李洪升说。

“战友， 鞋子要注意后面的
钉子”、 “战友， 在晾衣服时要
注意通风。” ……中心的工作人
员经常将一些字条塞进修补的
鞋子和口袋中。 而衣服和鞋子
被修补过的战士们， 也将一些
小纸条塞进衣服口袋和鞋子里，
上面写着 “战友， 您辛苦了。”

“这些修鞋师傅， 我们经常
一个电话就把他们叫来了。 我
们一个中队100多双鞋， 他们一
个中午的时间就修完了。 我觉
得这些师傅也特别可爱， 特别
辛苦， 希望大家在关注我们的
同时， 也能多关注他们。” 来自
“东北抗联” 英模部队方队的战
士岳强告诉记者。

“从事后勤保障工作， 我们
的任务是能够让受阅官兵在全
国人民面前展现出威武之师的
士气。 在修补的时候， 感觉自
己就像是出现在阅兵场一样 ，
每次看到战士训练， 心里同样
很激动， 听到他们每个人穿的
鞋子踢出的声音， 看到他们衣
服笔挺， 自己感觉很自豪 。 这
是我们整个修补组共同的心
声。” 聂鑫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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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兵保障兵站探秘

阅兵式那些
不亮相的人

□本报记者 盛丽 陈曦 通讯员 冯杰 文 陈艺 摄

“你们也为阅兵做出了贡献， 很不容易。 受阅官兵们不会忘记你们这些幕后英
雄。” 阅兵保障兵站政委韩宪瑞评价道。 有这样一群人， 他们虽然没有出现在受阅
的队伍中， 但是他们以另一种方式， 完成着肩上的使命， 保障着阅兵任务的顺利
完成。 他们就是阅兵保障兵站的全体官兵。

阅兵保障兵站下设财务结算中心、 被装保障中心、 生活服务中心、 营房监管
中心4个保障中心， 还有油料保障队、 医疗保障队、 公路运输队和一个直属勤务分
队， 主要承担着军粮、 副食集中采购配送， 阅兵被服发放、 调换、 洗涤、 缝补、
鞋靴修理， 伤病员紧急救治、 短期治疗等任务。

根据受阅部队需求， 兵站实际展开18类64项服务。 截至目前， 兵站累计为受
阅部队供应主副食品5400余吨， 燃气146吨， 发放被装物资38万余件套。

理疗组“上门服务”

“我们理疗组是首次加入
咱们医疗防疫队。” 北京军区
总医院理疗科副主任医师、 理
疗组组长欧阳颀介绍说。

记者了解到， 以往的阅兵
保障工作中， 医疗防疫队关注
的是医疗和防疫， 在理疗和康
复方面存在缺陷。 今年5月初，
保障兵站决定在医疗防疫队里
成立理疗组， 并迅速从北京军
区总医院、 白求恩国际和平医
院、 天津疗养院等十几个单位
抽调了17位医生加入。

“那天我正好休息 ， 正陪
儿子在广场玩， 就接到了科室
主任的电话。 第二天， 我们就
来了。”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
五一医院康复理疗科医生金筝
回忆。

“接到医务处任务通知的
时候， 我正在给病人看病， 没
多 想 就 来 了 。 ” 欧 阳 颀 说 ，
“我记得， 来的那天， 正在下
大雨。”

石家庄、 邯郸、 天津、 太
原……这些原本在不同地方工
作， 从事理疗、 康复、 推拿、
整脊、 中医、 针灸等不同专业
的医生便集结到了保障兵站，
聚集到了受阅官兵的身边 。
“可是， 大家一来， 就傻眼了。
我们17个人要保障1.2万官兵
的理疗。” 欧阳颀说。

为了能更好地开展工作 ，
欧阳颀提议， 分组开展工作。
“最开始， 我们分了4个组， 每
个组保障两到三个方队。 我想
这样的工作方式， 不仅容易跟
方队的官兵、 随队军医都熟悉
起来， 对官兵的伤病也能尽快
了解。” 为此， 他们还制定了
“走出诊室、 走向训练场、 进
到官兵宿舍、 走进官兵心里”
的工作方针。

早上， 受阅官兵早到达训

练场 ， 理疗组也驻守到场边
了。 晚上， 受阅官兵休息了，
理疗组又赶到宿舍， 开始提供
“上门服务”。

防受伤自创“激活操”

欧阳颀告诉记者， 阅兵训
练伤， 更多的是软组织损伤和
慢性积累性伤病。 “因为每天
重复同样动作， 肌肉会劳损，
而且一般情况下， 没有大的伤
病， 都是小的伤病， 但是训练
官兵都希望能够迅速愈合。”

记者了解到， 受阅官兵压
力很大 ， 一天不练就怕跟不
上。现在， 队员跟队员之间，已
经形成了一种默契了， 队友一
个微小的眼神， 对方就会意识
到动作哪里有问题 ， 如何调
整。

在这种情况下， 欧阳颀和
他的伙伴们， 想出了第一个办
法———培训。 培训对象就是随
队军医、 卫生员。 “军医是临
床医生， 更加注重急救和药物
治疗， 对康复和理疗， 并不在
行 ， 为了使他们发挥更大作
用， 我们先对他们进行培养，
无形中增加了我们工作的人
手。”

第二个 办 法 就 是 ———预
防。 “任何疾病， 发生了， 再
治疗都需要一个愈合过程， 但
是如果从根本上减少发病率，
就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
于是， 他们编排了一个 “激活
操”， 专门用于官兵每天训练
前的准备活动， 同时还编排了
一个 “拉伸操”， 用于训练后，
肌肉的放松， 这样他们的肌肉
就不会僵硬， 第二天可以照常
训练。

现在， 这两套操的小册子
《阅兵训练防治操》 就放在训
练场里， 让训练官兵可以随时
拿走阅读、 学习。 另外， 欧阳
颀还与理疗组同伴 ， 北 京 军
区 总 医 院 的 同 事 叶 超 群 合
作 ， 利用晚上时间 ， 加班加
点写出了 《阅兵训练保健手
册 》、 《阅兵训练防治手册 》
两本书。

将军伸起大拇指
在训练场上为训练官兵做

理疗保障的日子， 这些理疗组
的医生们也收获了不少感动 。
“我曾经接待过一位膝关节肿
痛的士兵， 当时， 他的膝盖已
经肿成面包了 ， 还在坚持训
练 。 我问他， 为什么不早来？
他说， 不想错过这次去天安门
受阅的机会， 这次实在是痛得
受不了， 才来看的。” 欧阳颀
说， “没有其他， 唯有尽心为
他治疗， 让他早点回归队伍。”

“一位成都军区的将军 ，
他对我技术的肯定， 也让我记
忆犹新。” 金筝说。 原来， 那
位将军患有足底筋膜炎 ， 之
前，已经请了很多名医来看病，
都没有看好。 这次，由于训练，
每一次启动， 足跟都钻心般的
疼， 正在考虑是做手术， 还是
或者打封闭针的时候， 叶超群
推荐金筝为他治疗。

经过金筝的治疗， 这位将
军当时下地就能活动自如了 ，
但是嘴上却并没有说什么 。
“很多时候， 这种治疗是当时
有好转， 但是过后就不行了 ，
所以我想将军还不太确定我的
技术怎么样。” 金筝说。 果然，
第二天早晨， 这位将军再看到
金筝， 直接伸起了大拇指， 夸
奖他 “你真是金牌理疗师”。

由于工作量较大， 理疗组
中不少人 ， “旧病 ” 也复发
了。

“我的腱鞘炎最近就犯了，
但不敢跟首长们说， 怕他们心
疼， 不找我做理疗了。” 白求
恩国际和平医院的李德成说。

一天， 理疗组工作马上结
束， 要回兵站。 华南游击队的
将军领队训练完， 从队伍里一
溜小跑来找李德成做治疗。 将
军说， 他是怕影响训练现在才
跑来的。 李德成说： “当时 ，
我的心情很复杂， 我觉得这对
我来说是一个鼓励。 虽然我们
没有机会进入方队 ， 接受阅
兵， 但是我们的工作保障了阅
兵的顺利进行， 我依然自豪。”

怎么穿

怎么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