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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形势下如何推进军民融合发展和军粮供应工作
张红梅

（曲靖市军供粮油管理站，云南 曲靖 655000）

0 前言
军粮供应工作必须坚持“以兵为本”，把军民融合推向纵深

发展、改善基础设施、狠抓质量安全、提升服务质量、提高保障

能力、日常供应和应急战备两者兼顾，才能做好全天候的保障

工作。

1 认清形势，主动调整和适应军粮供应工作
随着部队的改革和战区的调整，面对军粮供应的新形势和新

任务，必须科学谋划新思路，把握发展新方向，紧贴部队现代化

后勤建设需求，把握军民融合发展主攻方向，推进军粮供应体系

提质升级，全面提高军粮供应综合保障能力，才能为军粮供应的

现代化发展提供保障[1]。

1.1 有效满足全面实施改革强军战略对军粮供应工作
的新要求
按照国防建设和军队改革的总体部署，要在军队领导管理体

制、联合作战指挥体制改革上取得突破性进展，要在推动军民融

合发展等改革方面取得重要成果，那么军粮供应部门就必须主

动适应这种新变化和新要求。①部队后勤部门机构和职能需要
进行适当调整。由于军委、战区机关改革完成后，军种及军委、战

区的体制编制改革正在有序推进，因此，军粮供应部门需要紧盯

军队改革新变化，认真做好服务和对接工作；②强化军粮供应规
模和布局规划[2]。随着军队规模调整和结构优化，军粮供应总量
会有所减少，一些地方大米、面粉供应量可能会明显下降，但部

队官兵对馒头、米饭、快餐等熟食及肉、禽、蛋、奶等副食品的需

求量在大幅增长。同时，随着部队后勤管理的规范化增强，对副

食物资的采购需求增加，这为军供单位带来新的发展机遇，军粮

站（点）要积极主动对接，组织力量，承接部队副食供应相关工

作；③紧跟部队应急和集约化保障需求变化。新时期军事斗争的
形势多样，部队进行多样化军事任务成为常态，军事演习、维稳处

突、抢险救灾等重大行动和突发事件日益增多，对军粮应急和集

约化保障提出更高的要求，军粮供应部门需要加强军地联动机

制建设，灵活运用多种保障手段，构成“点与面结合，动与静兼

备”的全方位保障方式。加快建立能够满足平时服务、急时应急、

战时应战要求的全天候军粮保障服务体系，为军队忠实履行捍卫

国家安全的神圣使命提供坚强保障。

1.2 有效利用现代粮食流通产业发展为军粮供应创新
发展提供的新机遇
粮食流通现代化建设着力打造粮食安全保障制度、产业经

济、仓储物流、国际合作、产品供应等“五大体系”，为军粮企业提

供较大发展空间[3]。同时，国家已经把大豆和植物油纳入军粮供
应范畴，以后军供主食就不再是大米和面粉，这为军粮企业创新

发展提供了强劲动力，促进军粮供应加快提质升级。经济社会发

展进入新常态后，催生一批新业态、新模式，军供单位作为保障

“军需民食”的坚强堡垒，要勇于承担粮食流通工作赋予的新任

务，抢抓机遇，加快制度供给和机制创新，积极培育供应工作新

的增长点，促进军粮供应保障方式的创新发展，推动军粮供应事

业持续健康发展。

1.3 军粮企业需要改进“散、小、弱”的现状以便适应部
队改革和发展需要
军粮企业机制不活、实力不强、市场竞争力弱是长期困扰我

们的老问题，军粮供应网点布局还没有从根本上摆脱“散、小、

弱”的状况，这是制约军粮供应工作发展最大的“短板”。因此，要

按照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部署方针，以军队现代化后勤建设要求

摘 要：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军委后勤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要聚焦保障打赢，加快转型重塑，努力建设强大的现代
化后勤”，这样才能为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繁荣发展提供保障。 而且在中央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中，还重
点强调了“要把军民融合发展理念和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到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全领域全过程”，这为军粮供应事业的发展
指明了方向，并做出了明确要求。 为此，国家军粮办号召动员基层军粮供应单位和职工，紧紧围绕“如何适应国防和军队改
革新形势，积极推进军民融合与军粮保障创新，加强建设‘平时服务、急时应急、战时应战’的全天候保障体系？ ”这一主题
进行了大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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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导向，加快推进军粮企业改革，完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建

立现代企业制度，激发企业内部的生动力和发展活力，努力打造

新型军粮供应保障体系。

2 强化发展，走军民融合产业化发展路子
军粮供应工作是一项严肃、特殊、政策性极强的政治工作。在

新形势下军粮供应工作不但要做好传统的政策性军粮供应工

作，更要立足于时代变化，要拓展服务职能、强化军民融合，提

高综合保障能力，形成具有市场性、品牌性、产业化的军粮供应

体系[4]。

2.1 建立军粮保障中心，做好人员、网点基础融合工作
军粮供应单位要由单纯的政策性供应拓展到市场化、品牌

化、产业化的军粮供应模式，就必须整合现有的资源，改变军粮

网点布局，发挥整体优势和产业效益。改变军供站散、弱、小的状

况，全面推进人员、基础融合。在整合后供应工作可以分为两个

部分：①做好军粮供应；②做好市场经营。依托军粮供应网络，创
新军粮供应方式，形成军粮供应、放心粮油和应急保障、区域配

送中心等为一体的新格局。提高基础融合、加强功能，维修改造

军粮仓库和供应门点，促进扩容增量，功能提档升级，建立军供

超市，突破“米、面”的传统供应模式，既保障官兵“米袋子”，又丰

富官兵“菜篮子”。改进传统单打独斗的经营方式，包括单薄基

础设施、单纯政策性业务、单一品种经营等，从一个成品粮供应

点有效转变为放心粮油、副食、应急保障、区域配送完整的军粮

供应体系，建设专业化的军民融合综合保障队伍，使军粮有品

牌、有质量保证、有军供授权、有特种粮储备的一个现代化军粮

企业。

2.2 树立军粮品牌、做好质量、服务融合
质量是军粮供应的生命线，在质量建设方面既要严格按军粮

标准来执行军粮供应，又要注重其商业性品牌价值。①要制定品
牌内控标准；②依托检验机构严把质量；③严格落实业务流程中
每个环节的责任；④实行质量一票否决和质量监督员制度。注重
充分发挥“百强军粮站、全国放心粮油示范店”军供品牌优势，健

全军粮供应“一站式”配送服务体系、质量检验机制和追溯机制。

延伸军供服务领域，积极参与部队大宗副食品和食用油脂的社

会采购。同时，发挥粮食企业仓储保管专业技能，上门为驻地部

队提供粮油储存技术和服务。依托军粮这个金字招牌，点粮成

金，从而有效借助该载体提升农副产品的标准，为驻地部队提供

更好的服务，为当地群众提供放心粮油和食品。并借助这个载体

将军粮品牌推进学校、社区、医院、企业和机关单位。用服务军队

的标准服务社会，让军粮走进千家万户。让军粮具有品牌价值，

充分发挥行业优势，推动成品粮储备—军供超市一体化发展，实

现既动态储备又有效满足“平时服务、急时应急、战时应战”的需

求，促进军粮供应工作的发展。

2.3 改变思想观念，推动创新发展，做到思想融合
坚持“以兵为本、以军为先，服务至上”的理念，严格按照“执

行政策，严守纪律，规范操作”的要求，做好观念创新、职能创新、

形象创新融合新思路，最终达到从跟跑状态到领跑位置的转变[5]。
按照推进军民融合式发展的指导意见，打造新平台，依托军粮供

应保障体系，构建“军民通用、平战结合”国防经济动员平台，着

力打造经济动员基地、国防教育基地、双拥共建基地、军民融合

式发展示范基地。

3 强化功能配置，建设应急保障体系，做好全天
候的军粮应急保障工作
近年来，随着生态的破坏和气候的变化，自然灾害时有发生，

加之国际国内形势变幻莫测，驻地部队随时有外出训练和执行

任务的可能。为此，加强军供应急保障能力建设势在必行，要积

极完善各项措施，强化保障措施，提高服务水平，平战转换能

力，突出应急保障和伴随服务工作，大力推进粮食应急保障体系

建设。

3.1 加强应急网点建设，提升应急能力
积极向当地党委政府汇报，通过汇报请示，让政府悉知军供

工作的严肃性和重要性、军供保障在抢险救灾中的关键性。尤其

让政府知道“军粮供应工作由各级人民政府负责。各级粮食部门

是本级人民政府军粮供应工作的职能部门。地方政府要做好对

中央军粮差价补贴款不足部分的弥补工作”，“完成军粮供应任

务”是粮食安全行政首长责任制的考核内容之一。通过沟通协

调，争取政府的支持，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和应急设备的配置，尤

其要加强军粮仓库、军供超市的建设、军粮送粮车的配置，从而

通过功能提升来提高应急保障和服务能力。

3.2 建立应急机制，完善应急预案
要建立切实可行的应急机制，就要制定或修改完善应急预

案，做到组织有机构、应急有预案、处突有手段、操作有规定、联

动有机制、保障有队伍，确保应急时需。适时开展应急培训和演

练，重点围绕野外保障、伴随服务等不同应急保障模式开展演

练，积累平战转换经验，坚决做到部队开赴到哪里、军粮供应就

保障到哪里，确保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军粮供应不断供、不

断档。

3.3 建立应急储备，落实成品粮油应急储备
加强与政府及相关部门沟通联系，在当地财政的大力支持

下，加强储备规模，认真做好成品粮油应急储备工作，将成品粮

油应急储备全部落实到位。同时建立特殊储备粮储备制度，按一

个月的需求加强应急食品储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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