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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面分一半……”朱光对毛泽东

说。

毛泽东作气恼状：岂有此理！

面对《哈姆雷特》《奥赛罗》《李尔王》

《仲夏夜之梦》，还有《石索》《三希堂》残

帖等书，朱光和毛泽东“争”了起来。

这几本书是作家舒群来延安的途

中，在日军狂轰滥炸的废墟中捡到的，

一 路 上 当 宝 贝 带 着 ，硬 是 把 它 们 带 到

了 延 安 。 他 到 延 安 后 ，时 任 中 宣 部 副

部 长 凯 丰 派 中 宣 部 秘 书 长 朱 光 接 待

他。朱光领着舒群去见毛泽东。舒群

见 到 毛 泽 东 ，激 动 地 把 自 己 珍 藏 的 那

几 本 书 拿 了 出 来 ，送 给 毛 泽 东 。 酷 爱

文 学 与 书 法 的 毛 泽 东 一 见 这 些 书 ，非

常高兴，却没想到，站在一旁的朱光不

依不饶，非要“见面分一半”。

谁也说服不了谁，结果还是毛泽东

让步，平分秋色，朱光索走了《奥赛罗》

《李尔王》《石索》碑帖。

后来，在延安《解放日报》担任副刊主

编的舒群，一直记得 1938 年春天毛泽东

与朱光“争书”这件事，并把它写在《胜

似春光》一文中。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延安

创办了抗日军政大学等 30 多所学校，把

延安建成了一座“大学城”。延安的革

命者为革命而读书，成立了许多“读书

会”“读书小组”。其中著名的有：哲学

小组，由毛泽东发起，艾思奇主持，每周

一次，研究康德、黑格尔等。中央学习

组，主要读《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

幼稚病》《新哲学大纲》《辩证唯物论教

程》等。

延安的“读书热”，遇到的最大困难

是缺书。1937 年 4 月 24 日，在清凉山的

一个窑洞里，新华书店诞生，不过当时

书架上的书实在太少，连一本《大众哲

学》都没有。

有 一 天 ，抗 日 军 政 大 学 政 治 部 主

任 莫 文 骅 得 知 毛 主 席 那 里 有 一 本《大

众哲学》，连忙来到毛主席住处借书。

毛 主 席 把 这 本 书 交 给 他 ，叮 嘱 他 尽 早

送 还 。 莫 文 骅 拿 起 书 一 看 ，毛 主 席 已

经认真读过这本书，书页里圈圈点点，

画 了 许 多 杠 杠 。 莫 文 骅 取 回 书 后 ，不

敢耽搁，立即找人用蜡纸刻写、滚轮蘸

墨 印 刷 。 因 为 纸 张 奇 缺 ，只 好 在 废 旧

文件的背面上印刷，虽然粗糙，但总算

给每个小组印了一本。大家拿到这本

散发着油墨香的《大众哲学》，如获至

宝，争相阅读。

为 了 解 决 缺 书 问 题 ，陕 甘 宁 边 区

政府 1937 年 5 月开始筹建延安中山图

书 馆 ，林 伯 渠 任 馆 长 。 为 建 这 个 图 书

馆 ，毛 泽 东 捐 了 300 元 ，彭 德 怀 捐 了

200 元，边区政府捐了 300 元。爱国人

士续范亭捐赠了《古今图书集成》。冯

玉 祥 也 捐 赠 了 许 多 图 书 。 1940 年 7

月，延安中山图书馆正式开馆，馆藏图

书 5000 多种，还有边区和大后方的报

刊百余种。

当 时 ，延 安 比 较 有 名 的 图 书 馆 还

有 ：1939 年 冬 在 大 砭 沟 建 设 的 鲁 迅 图

书馆；1941 年 12 月在杨家岭建设的中

央图书馆（初名图书室）。比较大的单

位也建立了自己的图书室。鲁迅艺术

学 院 美 术 系 比 较 骄 傲 的 是 ，他 们 有 一

套 30 多册的《世界美术全集》。这套书

是 华 北 八 路 军 在 战 斗 中 获 得 的 战 利

品 ，整 套 送 给 了 鲁 艺 。 鲁 迅 艺 术 学 院

文学系的冯牧说：“鲁艺虽然有一个藏

书 颇 丰 的 小 图 书 馆 ，但 是 要 借 到 想 看

的书籍并不容易。于是我们就抄写和

摘 录 ，这 是 一 个 笨 拙 的 却 常 常 是 效 果

昭著的办法……”

鲁迅艺术学院成立了平剧研究院，

排戏没有剧本，他们听说毛主席的藏书

中有一套《戏考》剧本集，就向毛泽东

借，用后归还。因为排戏需要，一借再

借。毛泽东说，既然你们有用，就送给

你们吧。

借 书 ，是 那 个 年 代 革 命 人 的 问 学

之道。雕塑家王朝闻说：“江丰同志有

一本曾觉之翻译的罗丹的《美术论》，

我 多 次 借 阅 ……”延 安 青 年 艺 术 剧 院

的白凌回忆说：“书少人多，大家轮流

排队等着看。青艺图书室里的小说都

被一抢而空，我性子又急，怎么办？忽

然 想 到 出 去 借 ，便 想 起 叶 剑 英 同 志 的

书 架 上 有 大 量 的 文 艺 书 籍 。 在 女 大

时 ，通 过 同 学 认 识 叶 剑 英 同 志 的 夫 人

吴 博 ，于 是 我 去 女 大 南 边 王 家 坪 总 参

谋部，直奔吴博住处，借了厚厚一摞中

外名著。真开心……”当时，有个同志

向作家柯蓝借了俄国文学家果戈理的

《死魂灵》，却把书弄丢了。于是，他在

《解放日报》1941 年 7 月 19 日发表启事

“寻找‘死魂灵’”：“13 日下午失《死魂

灵》一本，内有柯蓝署名，携去者希与送

回。如有此书的同志愿割爱者，请寄王

家坪。本人愿以重价或书籍交换。”

因为图书缺乏，大家借书，抄书，交

换书，在报上刊登启事征书，还不停地

编书，传出不少佳话。

1941 年 5 月 29 日 ，《解 放 日 报》刊

登 了“ 中 央 秘 书 处 ”的“ 征 求 文 献 启

事”：本处急需一九三○年九月、十月

间 中 共 三 中 全 会 决 议 案 ，及 一 九 三 一

年 中 央 苏 区 党 代 表 大 会 决 议 案 各 一

件 ……当以解放社出版之任何书籍五

本奉酬。这则启事是毛泽东吩咐刊登

的 。 五 本 书 的 奉 酬 ，是 一 笔 不 小 的 奖

励。毛泽东为何急着找那些文献？为

的是编书《六大以来》。

鲁迅艺术学院在周立波的主持下，

开了一个“名著选读课”。周立波指定

的书目有鲁迅的《肥皂》、托尔斯泰的

《安娜·卡列尼娜》、高尔基的《我的旅

伴》等，学员先按指定书目阅读，上课时

发表读后感，最后周立波作总结。

《安娜·卡列尼娜》当时只有周扬翻

译 出 来 的 半 部 书 ，成 为 延 安 的 流 行 读

物 。 鲁 迅 艺 术 学 院 图 书 室 有 两 本《安

娜·卡列尼娜》，预约这本书的登记者超

过 200 人。作家方纪跑到杨家岭中央图

书馆，借到一本《安娜·卡列尼娜》。他

打开一看，上面有毛泽东亲笔眉批的许

多文字。

作家冯牧回忆说：“我们每个人都有

许多笔记本，在那上面用蝇头小楷抄满

了自己所喜爱的但图书馆中只有孤本的

一些文学名著。……我曾经有一本手抄

的梅里美的散文《西班牙书简》（全文大

约有五万字）和都德《磨坊书简》的选本，

直到解放战争时期才遗失掉。”

延安的书，有革命者带过来的，有

通 过 各 种 渠 道 买 进 来 的 ，还 有 自 己 编

印的。中央出版局在延安出版了几百

种 书 。 周 恩 来 每 次 从 重 庆 回 延 安 ，都

搜 罗 大 量 大 后 方 的 图 书 带 回 来 ，还 专

门为边区保育院小学购买了几百本适

合小朋友阅读的图书，如《洋铁桶的故

事》《吕梁英雄传》等。渐渐地，延安的

书 多 起 来 。 在 清 凉 山 下 的 新 华 书 店 ，

可以买到《列宁选集》、毛泽东著作、鲁

迅著作等。

历史学家范文澜曾说：“目前全中

国找不到像边区那样安静的地方，能让

读书人无所顾忌，有吃有穿，平心静气

进行读书和研究。”力群说：“过去在国

民党统治区，要读一点马列主义的书还

得偷偷地读，弄得不好就有坐监牢的危

险 ，现 在 来 到 延 安 可 以 光 明 正 大 地 学

了。在这方面我真是如饥似渴。”

延河边上的读书生活，改造了许多

人的世界观。木刻家古元回忆说：“我

最先读到一本很好的书——《共产党宣

言》，这本书虽然字数不多，道理却讲得

非常深透，比较容易看懂，我接受了这

个学说……”作曲家冼星海来到延安，

立即融入到延安的学习热潮中。他说：

“为学习浪潮所推动，我也学习理论，最

初只限于与音乐有关的东西，后来知道

还不行，我就也来一个学习社会科学的

计划。我看了一些入门书之后，觉得不

至于落在人后了。但慢慢发生了兴趣，

我竟发现了音乐上许多的问题过去不

能解决的，在社会科学的理论上竟得到

解答。”

1947 年，中央机关及所有院校都忙

着转移，迎接战争，大家把杨家岭中央

图 书 馆 的 藏 书 秘 密 地 藏 在 几 个 窑 洞

里。一年后，党中央已经转移到河北西

柏坡附近，中宣部的曾彦修建议把埋在

延安的书挖出来，拉回西柏坡。中央办

公厅采纳了这个建议，派人去延安，把

书挖出来，找了几十匹毛驴，把书驮到

河北。不久，这些书跟随党中央一起进

了北京。

延河边的读书生活
■胡松涛

2023 年 12 月 18 日深夜，一场地震

将全国人民的心都凝聚在了甘肃积石

山 。 有 困 难 的 地 方 就 有 人 民 子 弟 兵 。

武警甘肃总队官兵第一时间赶赴灾区

开展救援。作为一名“兵记者”，我也临

危受命赶赴灾区一线。回想这次特殊

的任务，有危险、有忙碌，也有挑战、有

收获，更有温暖和希望……

地 震 发 生 时 ，我 刚 整 理 完 当 天 拍

摄 的 照 片 准 备 休 息 ，房 间 突 然 剧 烈 震

动。几分钟后，甘肃积石山发生 6.2 级

地震的消息便传遍了网络。我所在的

兰 州 市 距 离 震 中 102 公 里 ，震 感 也 十

分 强 烈 。 我 随 即 拨 通 了 领 导 的 电 话 ，

请求跟随总队前指赶往灾区一线。我

一 边 准 备 拍 摄 器 材 ，一 边 联 系 正 在 兰

州出差的中央电视台国防军事频道记

者秦然。前后不到 10 分钟，我正式接

到奔赴积石山抗震救灾的命令。

从兰州市到临夏州、从临夏州到积

石山县的高速路上，警灯闪烁、车流滚

滚，消防、公安、救援、医疗等车辆连成

长龙，点亮了通往积石山的救援通道。

那一刻，我看到的是“中国力量”，是一

方有难、八方支援的团结互助，是人民

子弟兵坚决听从号令、全力抗震救灾的

众志成城。

凌晨 3 时许，我们到达积石山县刘

集乡。由于道路一侧多处山体滑坡导

致 道 路 中 断 ，加 之 前 几 日 低 温 降 雪 天

气的影响，道路结冰、山路陡峭，车辆

难 以 通 行 。 但 官 兵 一 刻 也 不 敢 耽 搁 ，

在余震不断和零下十几摄氏度低温的

冰 雪 山 路 上 徒 步 约 3 公 里 ，赶 往 等 待

救援的刘集乡阳洼村。到达救援地点

后 ，官 兵 立 即 投 入 工 作 ，抢 救 被 困 群

众 、抢 修 中 断 道 路 。 官 兵 争 分 夺 秒 开

展 救 援 ，但 看 到 不 远 处 一 座 座 倒 塌 的

房屋，大家的心情愈加沉重，顾不得个

人 安 危 加 快 了 各 项 工 作 ，竭 尽 全 力 早

救一人、多救一人。

官兵最先救助的是一个被倒塌砖

墙 砸 伤 的 小 男 孩 ，他 胸 、腹 部 都 受 了

伤。由于道路受损，一名“00 后”战士毫

不犹豫把孩子背起来，走了半个多小时

送他紧急就医。我用手中的相机拍下

了这感人的一幕。这张名为《最值得信

赖的肩膀》的照片，后来被各大媒体转

载。事后，面对媒体记者采访，那位小

战士只是淡淡地说：“我尽量让自己腰

弯得更低一点，好让孩子趴在我背上舒

服一点。”

在 余 震 不 断 、呵 气 成 霜 的 寒 冷 冬

夜，战友们即便双手冻得生疼，饥寒交

迫，也没有人退缩，反而越干越起劲，在

废墟中奋力搜救受伤群众、转移伤员，

努力与时间赛跑。因为他们知道，灾难

面前，人民群众需要他们。看到高效的

救援速度，有网友感慨：“天灾依然无

情，但今天人民子弟兵的攻坚抢险能力

上了一个大台阶，为受灾群众带来了安

全感。”

在 社 会 各 界 共 同 努 力 下 ，19 日 下

午 ，救 援 工 作 重 点 转 为 伤 员 救 治 和 受

灾 群 众 安 置 。 工 作 重 点 虽 然 转 变 ，但

任 务 官 兵 的 脚 步 从 未 停 歇 ，清 理 中 断

路面、搬运取暖物资、搭建帐篷、危房

拆 除 …… 据 不 完 全 统 计 ，在 完 成 人 员

搜 救 至 22 日 大 概 3 天 的 时 间 里 ，每 名

武警官兵平均搬运物资 7 吨以上。而

日夜奋战的任务官兵在等下一批搬运

物资的间隙，几乎坐下来就能睡着，甚

至有时站着就能睡着。

军爱民，民拥军。自然灾害面前，

军民一家亲的画面随处可见。一位被

武警官兵救助的大娘，在感谢之余更激

动地说，要让自己的孙子长大后也去当

兵。

一帮稚嫩的孩童还自发加入共建

“ 家 园 ”的 队 伍 ，帮 助 官 兵 搭 建 帐 篷 。

我们收到一份特殊的礼物——一封灾

区小朋友写的感谢信。说它“特殊”，

是 因 为 特 殊 在 震 后 积 石 山 ，特 殊 在 信

里 具 体 可 感 的 地 震 感 受 ，特 殊 在 震 后

被 武 警 官 兵 感 染 的 幼 小 心 灵 ，更 特 殊

在这份军与民的双向奔赴。也许就像

网 友 们 所 说 的 那 样 ，中 国 军 人 在 人 民

心中的分量，就是“定心丸”，是绝对信

任。

我拍摄的武警官兵帮群众搬运暖

炉的照片曾在《中国日报》英文版头版

刊发。作为灾区一线的新闻记者，看到

这样令人动容的场景数不胜数。我绞

尽脑汁用镜头去传递这些温暖，让更多

人看到灾区的故事、我们的故事、中国

的故事。

姜茶、热牛奶、饺子……安置点帐

篷 外 的 锅 炉 旁 冒 着 热 气 ，官 兵 尽 可 能

地 给 群 众 提 供 各 种 热 食 ；武 警 甘 肃 总

队 医 疗 分 队 穿 梭 在 各 个 帐 篷 ，为 受 灾

群众上门诊疗 ；“武警爱民帐篷学校”

里不时传出朗朗读书声。阳光洒向大

地 ，有 官 兵 带 着 孩 子 们 玩 起 了 游 戏 。

夜 晚 来 临 ，村 民 们 在 搭 建 好 的 活 动 板

房里，围坐着烤暖炉。当人们睡去，官

兵的“晚班”才刚开始。为尽快将物资

发放到群众手里，官兵连夜奋战，直至

早上 8 点。跨年夜那晚，我的战友带着

一群孩子打擒敌拳。小孩子们认真地

学着，一个个小拳头带着要打破阴霾、

冲向黎明的硬朗。

2024 年 1 月 1 日 清 晨 ，日 出 东 方 ，

格 外 明 媚 。 安 置 点 活 动 板 房 外 ，国 旗

在 每 家 每 户 窗 外 飘 扬 ，大 红 灯 笼 高 高

挂 在 每 个 安 置 板 房 的 门 前 ，老 乡 们 和

战士们拿着“福”字边走边聊天，身后

的 孩 子 们 玩 闹 奔 跑 着 。 板 房 里 ，一 位

阿 姨 揉 着 面 ，战 友 们 为 她 临 时 的“ 新

家 ”挂 上 中 国 结 。 这 些 画 面 深 深 地 打

动了我。我用相机记录下这些温暖的

瞬 间 。 这 些 温 暖 瞬 间 让 我 坚 信 ，没 有

一个冬天不能逾越。

午后阳光正暖，官兵依然奋战在一

线，或帮群众在危房里搬运生活物资，

或和大家一起收拾散落在地上的农作

物，或在板房门前铺设砖路……我想，

这些互帮互助的画面都会留在人们的

记忆里，成为治愈灾区群众震后伤痛的

一剂良药。

回 程 路 上 ，在 震 区 一 线 的 日 子 像

电 影 倒 带 般 在 我 脑 海 里 轮 播 。 那 些

天 ，我 的 图 片 和 报 道 被 刊 发 在 全 国 很

多 媒 体 上 ，我 也 真 切 见 证 了 全 民 族 共

同 抗 震 救 灾 的 伟 力 ，军 民 守 望 相 助 的

温 暖 ，互 帮 互 助 、共 赴 美 好 未 来 的 期

许。

待到春暖花开时，我想再去积石山

看看，看看乡亲们的新家。

震 区 见 证
■侯崇慧

每当翻看相册，我就格外怀念火热的

青春年代，尤其是想念我的“兵弟弟”。

1972 年，我是一名刚满 16 岁的小战

士，在浙江某部医院服役。那年 2 月，因

为扁桃体发炎引起高烧，我住进了我们

医院的五官科病房。有一天半夜，救护

车呼啸而来。第二天早上，病员区队长

告诉大家，昨晚救护车给五官科送来了

一位病号，是名空军战士；他在实爆训

练时，为掩护战友而不幸炸伤了眼睛，

已经连夜做了手术；我们要多关心他、

鼓励他。

早饭后，病友们相约去看望那名战

士。他就住在我的病房对面，姓刘，当时

18 岁，和我是同年兵。他以为自己的眼

睛伤得很严重，情绪低落，不怎么说话。

尽管大家都在安慰他，但我知道，我们并

没有解开他的心结。

军医告诉我们，小刘的手术很成功，

只要不发生感染，眼睛是不会失明的。我

们都为他高兴。在以后的几天里，我经常

去看望小刘。每次我去时，他都高兴地叫

我大姐。在医护人员的精心照料下，他恢

复得很好，渐渐走出了情绪低谷。

没几天，我出院了。出院前，我又一

次去看望小刘，并承诺，只要有空，我仍

然会来看望他。一天，我正在上班，五官

科的护士突然来找我，说小刘今天拆线，

可是他说害怕，想让我过去陪陪他。我

赶紧请了假，来到五官科。小刘紧紧握

着我的手，顺利地拆了线。

又过了几天，小刘眼睛上的纱布可

以拿掉了。当他重见光明的那一刻，大

家都为他鼓掌祝贺。小刘通过声音辨认

出我，发觉他一直亲切叫着的“大姐”，居

然是一个小妹，顿时羞了个大红脸。从

那以后，他再也不愿意叫我“大姐”了。

小刘要出院了，临走前一晚，我又去

看他，鼓励他回部队后继续努力，好好工

作。小刘回医院复查那天，特意来看我，

还喜滋滋地告诉我，他立了功、递交了入

党申请书。我高兴地说：“我们一起努力，

争取早日入党！”

聊了一会儿后，小刘变戏法般拿出

一只小乌龟送给我。他说，在他们家乡，

小乌龟是吉祥物，象征着幸福、长寿，希

望我好好养着。

小刘再次来复查时，我正巧有事外

出，没见着他。再后来，他们部队调防，我

们就再也没见过面。而那只小乌龟，因为

部队管理要求，终是没能养下去。我与小

刘在岁月中彻底失去了联系。

50 多年过去了，我也从当年的小姑

娘成为年近古稀的老人。我还时常会想

起他——圆圆的脸、大大的眼睛，笑嘻嘻

地申辩：“你不是大姐，是小妹。”

“ 兵 弟 弟 ”
■朱亚平

新年伊始，解放军总医院举行首届

“最美总医院人”颁奖典礼，用质朴庄严

的仪式向榜样致敬。

首届“最美总医院人”评选是该院传

承优良传统，全面推进医院高质量发展

的实际举措。评选历时 3 个月，经基层

推荐、网上公示、投票评选最终评出。

颁奖仪式分“向战为战排头兵”“创

新攻关带头人”“岗位荣誉守护者”“救死

扶 伤 突 击 队 ”4 个 篇 章 ，以 播 放 事 迹 短

片、宣读致敬词、现场访谈等形式，立体

呈现 9 名先进个人、1 个先进集体的感人

事迹，展现新时代人民军医绝对忠诚的

政治品格、姓军为战的使命担当、生命至

上的价值追求、勇攀高峰的创新精神、无

私奉献的高尚品德。

一 路 芬 芳 花 满 路 ，一 路 辉 煌 创 新

篇。歌舞《光荣绽放》拉开了颁奖仪式的

序幕。

热烈掌声中，陆续登台的有 30 余载

执着追求的学科带头人，有针药并施保障

战斗力的知名专家，有用心守护、抚平创

伤的军中天使。他们医为战、研为战、教

为战，用所学为伤病员祛除病痛，为战斗

力建设提供重要保障。

经过眼科专家李朝辉的紧急手术，

某部 20 岁的战士保住了眼球，恢复了视

力；中医知名专家杨明会传承小井红军

医院精神，致力于用中医药祛除训练伤

病；35 载从事烧伤患者护理的王淑君，

用轻柔的话语讲述对患者发自内心的

爱。获奖者的故事让观众动容。

“感动是泪水、感动是笑容，感动来

自平凡、来自普通……”一曲《感动》深情

真挚，唱出了医务工作者扎根岗位、立志

奉献的心声。

“我们举办这场颁奖仪式，就是想通

过宣传先进典型的方式，为大家上好一

堂生动的优良传统教育课。”该院领导介

绍，颁奖仪式以先进典型分享亲身经历、

强军故事为主线，展现总医院官兵、员工

的精神风采。

创新，是医院高质量发展的力量之

源。解放军总医院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创

业发展史，就是一部精益求精、攻坚克难

的奋斗史。矢志创新、勇攀高峰的根脉，

历经岁月更迭，在今天更加枝繁叶茂。

介入超声科专家于杰，10 余年取得

多项国家发明专利；热带医学科专家李

慧灵，刻苦攻关地区特异性流行病、传

染病防治；肾脏病科专家程庆砾，38 年

潜心钻研、著述等身，造福无数老年患

者……“‘南楼精神’是总医院优良传统

的重要组成部分，我既是践行者，更是

传承者，未来要以身作则继续把‘南楼

精神’发扬光大。”获奖者程庆砾说。

无私奉献、品德高尚，是总医院人的

精神标杆。护士长肖红菊 28 年坚守急

诊护理一线，与患者心交心；康复医学科

专家杜金英数十载用真挚的情感，把平

凡的工作做到极致。

一声“尚妈妈”，两眼淌泪花。仪式

现场，一家四口与尚丽新医生视频连线，

为“尚妈妈”送上祝福。从医 50 年，尚丽

新接生的婴儿数以万例，挽救了很多危

重孕产妇的生命。

卫勤保障是人民军队不可或缺的重

要力量，姓军为战是铭刻在每一名军队

医护人员身上不可磨灭的光荣印记。

医生护士首先是卫勤战士，无论硝

烟弥漫还是疫情袭来，无论天涯海角还

是异域他乡，哪里有伤病，哪里就有白

衣战士冲锋的身影。第一医学中心重

症医学科监护室团队，用实际行动践行

着“生命相托、永不言弃”的医者誓言。

多年来，科室主任周飞虎执行援非抗击

埃博拉病毒任务、远赴非洲马里救治维

和伤员、奋战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一线，

在离死亡最近的 ICU 战场，带领团队一

次次将生命垂危的重症患者从死亡线

上拉回来。

“人民军医忠于党，不变的军魂指方

向。”一线医务人员合唱原创歌曲《人民

军医忠于党》，用嘹亮歌声，抒发了人民

军医许党报国的赤子情怀、保障打赢的

壮志豪情。

“这是一场涤荡心灵的精神盛宴，是

一堂弘扬传统的教育课，更是一次履行使

命的催征动员！”大家纷纷表示，不仅要学

习“最美总医院人”，更要争当“最美总医院

人”，以优良传统培塑好作风，锻造硬本事，

建功新时代。

上图：解放军总医院首届“最美总医

院人”颁奖仪式现场。 李静轩摄

感悟榜样事迹 汲取奋进力量
—解放军总医院首届“最美总医院人”颁奖仪式侧记

■张 奎 张 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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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力军营

迷彩青春

兵味一得

2023 年 12 月 23 日，在甘肃省积石山县刘集乡高李村临时安置点，武警甘肃

总队临夏支队官兵带着“武警爱民帐篷学校”的孩子们做游戏。

侯崇慧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