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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戓斗疗养模式在新形势下军队海勤与业疗养中癿应用 

王 芳 

海军青岛特勤疗养中心疗养四区十二科，山东 青岛 266071 

 

摘要：“4+1”戓斗疗养模式是为保障戓斗力生成与业化疗养模式。目癿 增迚官兲健康，保障戓斗力生成。斱法 “4+1”戓
斗疗养模式运用。结果 通过“4+1”模式运用，强化了疗养陊癿效能，提升了官兲疗养癿内涵，为戓斗力癿生成，为保障打
赢注入了正能量。 结论 “4+1”戓斗疗养模式癿运用效果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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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军队编制体制改革的深入，疗养院的服务效能、服
务对象、服务模式悄然的发生着变化。我院转隶海军后，面
临着保障服务对象的转变，与之呼应的是疗养模式需要更深
入的进行探索。我院与时俱进，在我们疗区展开了适应海军
官兵疗养新模式的探索，做法如下： 

1 海勤专业战斗疗养模式的概念 
战斗疗养模式，顾名思义，是为了保障官兵战斗力生成，

保打赢为目的创建的一套疗养模式。这种疗养模式，既能让
官兵身心得到疗养、放松，又能为战斗力生成打下基础，针
对海勤专业战斗疗养创立适应其特点的疗养模式，即“4+1”
战斗疗养模式。 

2 海勤专业战斗疗养模式服务对象 
2.1海勤官兵 
摈弃传统疗养概念，将部分干部入疗养院疗养扩大疗养

对象范围，使基层海勤官兵的疗养工作加大力度，海勤基层
官兵疗养建立长效机制

【1】
。 

2.2 海勤亲属 
作为海勤官兵前方战斗的大后方，亲属团的作用不可小

觑，海勤官兵疗养将其列为辅助其疗养，效果明显。 
3 “4+1”海勤专业战斗疗养模式应用 
3.1 海勤专业战斗疗养模式内容之一——体能训练 
海勤官兵，尤其是基层官兵，从事的是高风险、高负荷

的军事活动，作为海勤官兵必须具备强健的体魄，虽然入我
院疗养，但是体能训练也是必修课。我院针对海勤官兵的体
能训练创建了小运动场，购置了专业运动器械，每天有专业
体疗训练师给予指导训练，使海勤官兵的体能得以恢复；我
们还配有太极拳、八段锦、易筋经的图解和指导训练，使海
勤官兵的训练张弛有度；我们针对海勤官兵训练制订了日程
计划表

【2】
，使训练逐步实施。实施效果显著，通过日程化的

体能训练，使疗养院成为了海勤官兵体能加油站，恢复了体
能，维护了健康。 

3.2 海勤专业战斗疗养模式内容之二——心理训练 
据资料统计

【3】
，海军官兵的心理健康水平较好，相比较

而言，驻高山、荒岛官兵健康水平低于海岛和岸勤官兵，应
进行针对性的心理干预

【4】
 。针对这一结论，我院针对性的，

有目的的对高山、荒岛的海勤官兵进行心理疏导和训练，使
海勤疗养官兵的心理得到专业的疗养。通常我院在疗养员入
院当天会发放一份心理测评量表，三天后会收回送交到专业
心理咨询师，由心理咨询师出具心理测评报告，针对 SCL—
90 各因子中的强迫症、焦虑症、偏执症 等心理潜在疾患进
行心理行为训练，并且心理咨询师会教授疗养员排解的方法。
通过这种定向的心理咨询，提高了海勤官兵的抗挫折能力，
为海勤官兵心理成长奠定了理论基石，保障了战斗中海勤官
兵强大的心理。 

3.3 海勤专业战斗疗养模式内容之三——景观治疗 
海勤官兵疗养的机会非常难得，我院秉承“疗养一次，

受益终生”的服务理念，对景观治疗的景点选择进行了实地
的考察、筛选、认证，既选取具有地方特色的著名景点，如
“海上第一名山——崂山”；又针对海军官兵选取了“疗养
文化圣地——中华养生文化园”；“疗养生活体验大餐——
参观绿色蔬果生态保障基地；”“海军历史——海军历史博
物馆”等，景点选择上，体现了对海军官兵人文，地理，历
史，生活的关怀。通过青岛特色文化和红色文化的穿插，触

动了海勤官兵爱国、爱民、爱祖国的大好河山，愿意为守护
祖国的山山水水奉献自己力量的情怀，有效地提升了战斗力。 

3.4 海勤专业战斗疗养模式内容之四——沙盘训练 
海水、沙滩作为海滨城市特有的疗养因子，对疗养员身

心健康，提高疗养质量都具有很高的价值。据报道
【4】
，沙盘

游戏疗法在加强人及沟通、人及协调，提高意志力、学习力、
创造力等方面作用明确，适用于目前部队军事训练现实需求，
在海勤疗养员心理训练中也发挥着很好的作用

【5.6】
。我院得

天独厚的地域优势便于沙盘游戏的开展。我院开展沙盘游戏
以来，深受海勤官兵的喜爱。通过开展收盘训练使海勤官兵
放松了心情，愉悦了身心，从而提升了疗养效果，增强了战
斗力。 

3.5 海勤专业战斗疗养模式内容之“+1”——一个个性
化保障服务 

海勤官兵疗养员有其特殊性，为提高疗养效果，使为其
战斗力生成提供更好的保障服务，我院采取了个性化的保障
服务，每一名来院疗养的官兵可以带上一名直系亲属 ，因为，
海勤官兵的服役地一般是较偏、较远、较险的地区，作为海
勤官兵的亲属在后方默默的无私的奉献，默默的支持者他们
保家卫国的这份事业，但是他们长期的分居异地，又难免有
些遗憾，为了创造性的探索海勤专业战斗疗养模式，我院将
海勤官兵的直系亲属一名随行疗养员疗养，并且参与到我们
的疗养工作中来，与疗养员家属共同制定针对疗养员的健康
教育处方，我们对海勤疗养员采取阶梯式健康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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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式

将海勤官兵最关心的常见病、多发病、职业病等的防护知识
渗透到他们的心理，将科学的健康生活方式传播给他们，提
高其自我保健能力

【8】
，从而有效地减少了非战斗性减员，保

障了有效战斗力。 
4 小结 
通过“4+1”战斗疗养模式的初步运行，海勤官兵在我院

疗养真正享受了“疗养一次，受益终生”的专业疗养服务，
短短半个月的疗养，海勤疗养员的体能得以恢复，心理得以
梳理，精神得以振奋，心情得以放松，精神食粮得以补充，
家属得以满意，海勤官兵疗养员对我们的疗养服务给出了满
意的打分。虽然我院率先尝试探索新的海勤专业战斗疗养模
式，但是还存在一些不足，需要我们进一步改进，更需要我
们疗养工作者不断地进行探索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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