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

长 征 副 刊２０２４年３月２９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耿语轩 12

第6075期

社址：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34号 邮政编码：100832 查询电话：（010）66720114 发行电话：（010）68586350 定价每月20.80元 零售每份0.80元 承印单位：解放军报社印刷厂

使命扛在肩，春来鏖战急。

今年 2 月，江淮大地仍是冰封雪冻，

第 71 集团军医院野战课题强化训练已

经吹响号角。紧盯战场向“前端”突击，

课题研究向“末梢”延伸。

一

冰雪尚未融化，一座指挥帐篷在训

练场上就地搭建。

野 战 医 疗 队 演 练 复 盘 课 题 推 进

会 依 托 沙 盘 推 演 展 开 。 这 是 医 院 党

委 以 实 战 课 题 牵 引 演 练 成 果 转 化 的

具体举措。

骨干们环绕沙盘而立，围绕破解演

练遇到的问题各抒己见。此时，手术组

与重伤救治组不约而同地提出：“在战

场上，如何应对突然出现的重伤员超饱

和冲击？”此时，主持推演的院领导眼前

浮现此前野战演练中的一幕……

不 久 前 ，医 院 野 战 医 疗 队 开 赴 某

基 地 参 加 战 场 救 治 综 合 演 练 。 那 天 ，

合 训 刚 刚 展 开 ，某 旅 的 两 台 野 战 救 护

车 突 然 驶 向 医 疗 队 展 开 区 域 。 原 来 ，

该部救护所遭遇了“重伤员”超饱和冲

击，他们未经联络便将几名“重伤员”

紧急转运到了野战医疗队。“重伤员”

急需手术，而当时，野战医疗队手术组

的主要骨干正在外执行前接“伤员”的

任务。

救治刻不容缓。野战医疗队队长

决 定 ：“ 重 伤 救 治 组 立 即 实 施 应 急 处

置。”重伤救治组闻令而动，以担架为

简 易 手 术 台 迅 速 展 开 术 前 救 护 ，为 手

术组骨干返回后实施有效救治争取了

时间……

正是这段经历，让两组人员在此次

演 练 复 盘 中 提 出 了 同 一 个 问 题 ：战 场

上，伤员突然送达，应怎样解决伤员急

需救治而手术组缺乏人手的矛盾？

经过讨论，大家的思路也很一致。

重伤救治组组长、心胸外科主任张

玉景提出：尽管战时救护实行三级链条

配置，但战场上“见伤员就救、遇难题就

扛”是职责所在，野战医疗队必须以“因

时因地、跨前一步”的姿态主动担当。

手术组组长、烧伤整形外科主任王

良喜谈道：“重伤救治组可以替代手术

组展开术前准备，以实现两组之间的技

术衔接。”

院领导边点头边蹙眉思考。一段

时间以来，党委把练兵方向锁定在“向

前端突击、向末梢延伸”上，“前端”即

实战保障前沿课题，“末梢”则是战场

上随时可能出现的各种突发状况。大

家此时在这一问题上的破题方向虽然

正确，但拿出的办法，离实战要求还有

差距。

在 接 下 来 的 几 轮 推 演 中 ，又 有 两

个突发状况进入大家的视野。一个是

“超饱和冲击”：旅营卫勤分队遭遇伤

员 超 饱 和 冲 击 ，救 治 任 务 难 以 独 立 完

成 ，需 要 野 战 医 疗 队 前 出 支 援 怎 么

办？另一个是“超范围冲击”：后续力

量 和 零 散 分 队 遭 敌 袭 击 ，部 队 来 不 及

组 织 伤 员 后 送 ，需 要 野 战 医 疗 队 就 近

接收救治怎么办？

所有人现场复盘，集智攻关。力量

前置、技术前置、收容前置……一套经

过周密论证的方案逐步形成。张玉景、

王良喜等野战医疗队骨干，内心充满了

成就感，宛如成功拿下一台大型手术般

酣畅淋漓。

二

与指挥帐篷里紧张激烈的讨论不

同 ，战 术 场 上 的 体 能 训 练 别 有 一 番 景

象。

今年，体能训练新增了两个特殊项

目——全副武装的战斗体能测试和伤

员搬运的技术体能测试。

战斗体能训练被注入了技术内涵，

源头同样要追溯到实战演练中遇到的

现实问题。

野 战 医 疗 队 演 练 复 盘 期 间 ，医 院

穿 插 组 织 了 一 场 野 战 训 练 体 会 演 讲 。

首 次 参 加 演 练 的 麻 醉 科 护 士 长 陈 婷

说，那天遭遇“伤员”超饱和冲击，她也

参加了后送“伤员”的任务。没想到，

她正好碰上一名体重近 90 公斤的“重

伤 员 ”。 刚 抬 出 50 多 米 ，她 就 累 得 汗

流 浃 背 、双 腿 打 颤 。 硬 撑 着 跑 完 100

米山路，抵达停机坪时，她与搭档的女

兵几乎虚脱。

野 战 医 疗 队 的 医 护 人 员 一 般 不

参 与 搬 运 伤 员 ，但 在 伤 员 超 饱 和 等 特

殊 情 况 下 ，他 们 同 样 责 无 旁 贷 。 这 些

医 护 人 员 如 果 缺 乏 应 有 的 体 能 素 质 ，

必 然 影 响 到 重 伤 员 的 快 速 转 运 和 及

时救治。

发 现 短 板 ，补 齐 短 板 。 医 院 卫 勤

处、野战医疗队分类处置组等部门同志

立即聚到一起，一场以“战救体能”训练

考核为主题的攻坚战拉开帷幕……

一段时间后，营区里的训练场馆涌

动起了一股不同寻常的热潮。

往日受到年轻官兵青睐的健身中

心，突然被接踵而至的野战医疗队队员

“占领”。已是中年的医疗骨干、刚刚入

队的年轻护士个个挥汗如雨。环形跑

道上，精神抖擞的野战医疗队队员编组

进行着全副武装搬运伤员等课目训练，

“考官”们携带指夹式血氧饱和度检测

仪全程跟进检测……这样的严格训练

每周轮换一次，每次检测结果都记入档

案，成为对每个队员无形的鞭策。

三

2023 年底的一个上午，某战术训练

场朔风呼啸。

一台篷布卡车在崎岖山道上疾驶，

车厢里的两排固定担架上躺着 4 个“伤

员”，后送“伤员”途中救护训练紧张展

开。烧伤整形外科护士长孙媛正有条

不紊地给“伤员”实施止血消毒、测量心

率、注射药物……

恰在这天，医院接到承办集团军新

年度首期卫生专业人员培训班任务的

通知，党委研究决定，抽调孙媛担任该

卫训班的指导主任。

“ 孙 媛 多 次 参 加 演 练 ，一 定 能 完

成好任务。”院领导对选择孙媛来挑重

担信心满满。这种信任，源于孙媛在此

前实战化训练中的良好表现。

那次演训执行前接“伤员”任务时，

孙 媛 所 在 的 分 类 处 置 组 突 然 遭 遇“伤

员”超饱和冲击。孙媛一边组织紧急救

护“重伤员”，一边动员“轻伤员”开展自

救互救。当晚，正巧医院护理部主任周

宜芳来到野战医疗队。两人就在帐篷

里边说边议，记下了组织战伤自救互救

的心得。演练复盘期间，孙媛将心得体

会进行提炼梳理，形成论文《浅论开展

伤员超饱和冲击情境下自救互救训练

的必要性实践性》。

3 月 4 日，卫生专业人员培训班正

式开训。孙媛登台讲的第一课就是战

伤自救互救心得。“自救互救不仅发生

在负伤地，也贯穿于各个救治环节中；

自救互救不只是战伤急救的起点，更是

整个救治链条中的重要辅助……”

起步就闻到硝烟味，学员们的视野

顿时扩展到了练兵备战前沿。在孙媛

拟订的卫训班教学计划中，除了“伤员

超饱和情境下的自救互救”“战救体能

训练”，还有一个在她看来极为关键的

课目，那就是“抗颠簸救护训练”。

这个课目的成形，同样来自野战演

练的“末梢”。

战场伤员前接后送的运输工具包

括汽车、船艇、直升机等，持续颠簸是共

性。尤其是直升机，兼有升降失重、气

流 颠 簸 等 特 性 ，容 易 造 成 伤 员 伤 口 撕

裂、断骨错位等状况，而且不可避免地

带给救护队员站立不稳、动作失准等不

利影响。

“周军医，我想请您做我的老师。”

演练复盘后的那天傍晚，普外科主治医

师 周 峰 刚 出 外 科 大 楼 就 被 孙 媛 叫 住

了。周峰曾担任医院直升机后送医疗

队队长，听了孙媛的话不禁一愣，他们

都是军医大学研究生毕业，何来师生之

说？当孙媛说清楚是请他指导抗颠簸

救护训练时，周峰答应得非常爽快：“那

我们就一起训练吧。”

此后的几个周末，周峰以野战救护

车为模拟平台，一招一式地给孙媛做动

中站姿示范，指导她把握预判和消减颠

簸影响的方法。

“弓腰环臂、重心下沉，屏息敛气、

瞬间落针……”经过一段时间的苦练，

孙 媛 渐 渐 掌 握 了 一 套 克 服 颠 簸 影 响 、

精 准 施 行 救 护 的 方 法 ，并 很 快 梳 理 成

教案。

向前端突击，向末梢延伸。

战场上的医护人员亦是无畏冲锋

的勇士。他们经历千锤百炼，只为在战

场上救治生命，保障打赢。

孙媛潜心探索、刻苦训练，取得突

出成绩，得到官兵的认可和医院党委的

肯定，今年 1 月，孙媛与周峰同时荣立三

等功。与“伤员超饱和情境下的自救互

救”“战救体能训练”一样，孙媛希望“抗

颠簸救护训练”成为撬动卫训班学员实

战能力提升的杠杆。

剑 指 末 梢
■章熙建

雪域高原总是披着一层白纱。当

第一缕阳光洒在山谷之间时，驻守在这

里的官兵全副武装登上巡逻车。迎着

晨光，我们再次踏上巡逻路。

车轮碾冰轧雪，向着海拔近 5000 米

的某点位进发。巡逻车穿行在雪原之

上 ，发 动 机 的 轰 鸣 声 打 破 了 这 里 的 寂

静 ，车 轮 在 雪 地 上 留 下 两 道 深 深 的 印

记。官兵坐在车里摇摇晃晃，我下意识

地紧抓了一下旁边的班长马学波。

随着海拔不断攀升，积雪也越来越

厚，车辆无法通行，官兵只能徒步完成

剩下的路段。

雪山中隐藏着美景，也暗藏险境。

大雪将松动的碎石掩盖，官兵很难判断

脚下的路，只能将身体俯在雪面上，用

脚将雪拨开，卡进雪下的岩缝，吃力地

向上爬。

漫漫巡逻路，放眼望去，目光所及

之处皆是白雪。

经过一天的跋涉，我们终于到达宿

营点。

时间的指针已经走过夜的一半，我

躺在睡袋里，久久无法入眠。高原反应

夹杂着寒冷的空气，总是能精确找到初

来乍到的我。半夜，睡不着的我决定穿

上大衣和外面的班长一起站岗。

恰逢换哨，我走到马学波身旁。就

这样，我一边站岗一边听他讲巡逻路上

的故事。

月色很美，天上的繁星将整个雪山

照亮。山很静，只能听见我们两个人的

谈话。

他走到一旁，拿起一根竹杖，告诉

我这是他的班长张青松退伍时给他的。

我 接 过 这 根 竹 杖 ，握 在 手 里 沉 甸

甸，很是坚硬。

我说：“这不就是一根普通的竹杖

吗？我们现在都已经换上了新式的登

山杖，你怎么还在用这个？”

面对这个问题，马学波欲言又止。

他眺望远处的雪山，许久才回答：“它的

意义不仅仅是登山杖。”

马学波告诉我，这根竹杖曾伴随张

青松巡逻 12 年。在即将退伍之时，张青

松把它传给了马学波，希望他能继续在

巡逻路上稳步前行。

时间回到 5 年前，刚下连不久的马

学波无意间看到张青松柜子里有根旧

得发黑的竹杖。他为什么会收藏一根

竹杖呢？带着好奇心，马学波追问张青

松那根竹杖的故事，可张青松回答得轻

描淡写……

直到那次，马学波才听到张青松给

他讲述关于这根竹杖不一样的“往事”，

也懂得了这根竹杖的意义。

那天，马学波因为巡逻选拔未能拿

到“入场券”，独自一人在器械训练场加

练，但训练成绩一直不尽如人意。张青

松看到心情低落的马学波，就像是看到

了当年的自己。

第 二 天 ，张 青 松 找 到 了 正 在 苦 恼

的 马 学 波 。 他 手 拿 那 根 竹 杖 ，向 马 学

波 讲 述 自 己 第 一 次 参 加 巡 逻 遭 遇 险

情 ，靠 着 这 根 竹 杖 艰 难 地 走 完 全 程 的

故事。“看着它我就想起了第一次巡逻

时 的 经 历 ，它 无 时 无 刻 不 在 勉 励 着 我

永 不 放 弃 。”张 青 松 微 笑 着 对 马 学 波

说，“不要郁闷，重整行装，下一次巡逻

选拔再出发！”

此后，张青松常常给马学波“开小

灶”，帮他做系统的训练。在张青松的

鼓励和帮助下，马学波不仅重拾信心，

训练成绩也直线上升。

最终，马学波在边防巡逻的体能考

核中脱颖而出，如愿和张青松一起走上

了巡逻路。直到此时马学波才明白，那

根竹杖蕴含着“坚持就是胜利”的鼓舞。

12 年来，张青松巡逻 33 次，多次与

死神擦肩而过。那一年，在海拔 4600 米

的某山口，张青松跟着巡逻队正在进行

边境巡逻。夜幕中，大雪弥漫，厚厚的

白雪遮住了原本标记的巡逻道路，脚下

的路无迹可寻。

“如果找不到前往宿营点的路，只

能在这里过夜了。”营长心里十分矛盾，

野外过夜必然存在许多风险。

“营长，我熟悉路。”这时，张青松主

动请缨为大家开辟道路。只见他杵着

登山杖，一点一点地向前探着走，在乱

石中标记方向。山口的风冷得刺骨，温

度极低，加上是夜行巡逻路，想要在积

雪 中 找 到 正 确 的 道 路 更 是 难 上 加 难 。

张青松丝毫不敢放松，凭着丰富的经验

和自己之前绘制的巡逻路线图，小心翼

翼地向前摸索着。

天气良好时，翻越这座山仅需要 3

个 小 时 ，可 这 次 却 足 足 用 了 5 个 多 小

时。到达宿营点后，张青松已是气喘吁

吁，但他并没有停下来休息，而是立刻

投入新的任务之中。

在 张 青 松 的 军 旅 生 涯 中 ，像 这 样

在 巡 逻 路 上 化 险 为 夷 的 事 例 不 胜 枚

举 。 巡 逻 路 上 的 他 ，已 成 为 战 友 们 的

“定心丸”。

“马学波，我把它交给你了，你一定

要发挥好作用，把大家平安带去平安带

回。”退伍前，张青松拿着自己的竹杖，

这样嘱托马学波。

星 河 璀 璨 ，映 照 着 边 防 军 人 的 面

庞。马学波拿着这根特殊的登山杖，回

忆着他和班长张青松的故事。

夜色笼罩宿营点，晶莹的月光洒在

马学波的肩上。星空愈加璀璨，雪山如

此安静，只有察隅河水声潺潺，催人入

眠……

天亮后，我们继续行军，经过数个

小时的艰难跋涉，终于到达此次巡逻的

点位。展开五星红旗，庄严宣誓，官兵

铿锵的誓言回荡在雪山之巅。

如今，连队 15 名班长中有 13 人是马

学波带过的兵。他接过的是张青松手

中的竹杖，传承的是边防官兵的精神。

班
长
的
竹
杖

■
陈
长
宏

去年初冬，我曾到访大别山革命老

区。潜河水静静地流向远方，潜山野寨

中学里枫叶正红，层林尽染。这里，曾

是我梦想启航的地方。

我的母校野寨中学始建于灾难深

重的抗战时期，新生于共和国百废待兴

的峥嵘岁月，发展于改革开放的新时

代。如今，经过一代代师生的接续奋

斗，野寨中学已由建校时条件简陋的乡

村学堂，发展成蜚声江淮的安徽省示范

高中、全国国防教育示范学校。

2023 年 11 月 12 日，野寨中学迎来

建校 80 周年的光辉日子。我有幸作为

校庆升旗班成员参加了母校 80 周年庆

典。往事如烟，温馨如昨。昔日的美好

时光，恰似流光溢彩的画卷，烙在记忆

深处，历久弥新，永不褪色。

80 年来，野寨中学在学生心中播下

“山河无恙、吾辈自强”的种子，历代毕

业学子把携笔从戎、矢志报国作为重要

的人生目标。数不清的优秀学子从这

里走向国防一线。

我从小就知道野寨中学是安庆市

重点中学。那年中考，我如愿以偿地考

上了野寨中学。那天清晨，父亲骑自行

车送我去报到。一路上父亲叮嘱我，要

珍惜青春好时光努力学习。聆听父亲

的教诲，我信心满满。

经过 10 多公里的艰难跋涉，我们

终于来到心驰神往的野寨中学。学校

青山环抱、绿水栈桥，秋日的校园风景

美如画。学校正对面是一望无际的沙

滩，潜河水自上而下，川流不息。

我入学时的班主任赵松老师是安

徽桐城人，30 岁出头，气宇轩昂。“南临

滚滚潜河水，北倚巍巍天柱山……”他

读书时充满气势的声音，让我至今记忆

犹新。

“在朝鲜的每一天，我都被一些东

西感动着……”赵老师带领我们学习作

家魏巍的经典名篇《谁是最可爱的人》：

“谁是我们最可爱的人呢？我们的部

队、我们的战士，我感到他们是最可爱

的人！”当讲到黄继光、邱少云的英雄事

迹时，他的声音更加激越。从军报国的

责任感、使命感撞击我的心扉，让我久

久不能平静。

每当夜幕降临、华灯初上时，校园

的灯光变得更加柔和温馨，盏盏明灯

犹如一颗颗星星在黑暗中闪烁。晚自

习前半个小时，校园里总会传来气势

如虹的革命歌曲。那些歌曲是历史的

音符，是奋进的号角，歌声唱出了革命

者临危不惧、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将

大家带回到那段充满激情与热血的革

命岁月。无数次，在欣赏经典红歌的

同时，我踏着青春的节奏，尽情畅想未

来。

在 政 治 课 上 ，熊 老 师 讲 述 戈 壁 深

处科研所王茹芝和丈夫张相麟“夫妻

树 ”的 故 事 ，让 我 屏 气 凝 神 ，热 泪 盈

眶。在戈壁马兰基地，无数核试验科

研工作者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

人。聆听他们动人的故事后，我再次

读到“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

羊”“西北望，射天狼”这样的诗句时，

更觉热血沸腾。大漠孤烟，风沙骤起，

我清楚地看到无数共产党人用忠诚和

智慧筑成的和平丰碑。

那年，我把从军报国的志向告诉了

父亲。父亲说：“当兵是最好的历练，我

支持你……”

出发那天一大早，父母为我送行。

父亲拉着我的手说：“路要靠自己走，到

部队多给家里写信。”

新 兵 连 训 练 结 束 后 ，我 被 分 到 空

军某部。努力工作之余，我开始复习

文化知识，准备报考军校。当兵的第

3 年 ，我 终 于 实 现 了 梦 想 。 军 校 入 学

第一课放在了大别山。那天，当我参

观 鄂 豫 皖 特 区 工 农 民 主 政 府 航 空 局

旧址和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架飞机“列

宁号”时，心灵再次受到洗礼。从“列

宁号”开始，几十年间，无数共产党员

流 血 牺 牲 、前 赴 后 继 ，建 立 了 一 支 强

大 的 人 民 空 军 。 带 着 使 命 ，带 着 思

索，我的学习生活也翻开了崭新的一

页 。 大 三 时 ，我 加 入 了 中 国 共 产 党 。

1999 年 7 月 ，我 从 军 校 毕 业 。 来 到 部

队后，通过进一步系统学习航空维修

知识，我和战友们圆满完成了多次重

要任务。

几年后，我从部队调整到空军院校

工作。肩负新的岗位职责同时，陪伴家

人的时间变得更加宝贵。虽然，现在的

我已经离开了曾倾注热血的军营，但那

段迷彩岁月，仍在我心中散发着光和

热，为我的人生提供智慧的指引。

回想这些年，野寨中学的爱国主义

教育犹如明灯，照亮了我前行的道路，

让我的脚步更加坚实。

校庆前一天，我在深夜漫步校园，

眼前的情景令我感慨不已：几乎每个教

室、每间实验室都有学生专注的身影。

满园灯火犹如暗夜中一支高擎火把、风

雨兼程的队伍。

记 忆 深 处 读 书 声
■夏效生

人在军旅

如歌岁月，写下绿色诗行

感 念

升华，情感的诗与远方

洞
庭
石
（
中
国
画
）

孙
少
亮
作

军营纪事

绿色营盘，铁血荣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