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王春辉、特约记者王士刚

报道：“谢谢你们，及时送来的药物救了

老伴一命……”近日，家住河南省漯河

市源汇区文景苑小区的陈大爷来到社

区 退 役 军 人 服 务 站 ，向 马 路 街 街 道

“96771”服务热线接线人员和退役军人

刘凯表达感谢。

陈大爷老伴患有心脏病，平日里药

物不离身。一天下午，老伴突然发病，

但家里的药刚吃完还没来得及补充，束

手无策的他试着拨通了街道“96771”服

务热线。不到 10 分钟，家住附近的退

役军人刘凯便送来了所需的硝酸甘油

片和速效救心丸。看到老伴吃下药物

转危为安，陈大爷悬着的一颗心终于落

了地。

马 路 街 街 道 辖 区 内 共 有 退 役 军

人 2300 余 人 ，其 中 退 役 军 人 党 员 798

名。街道党工委书记刘洋告诉记者，

他们分析辖区退役军人分布情况、小

区分布情况后，将街道居民区划分为

6 个大网格 34 个小网格，以社区退役

军人服务站为单位，建立领导干部包

联 退 役 军 人 、在 家 党 员 包 联 流 动 党

员 的 工 作 机 制 ，形 成“200 米 老 兵 响

应圈”。

在 此 基 础 上 ，马 路 街 街 道 开 通

“96771”服务热线，辖区群众遇到困难

只需拨打热线电话，就有退役军人上门

解决，做到“你有所呼，我必有答”。

为激发退役军人奉献热情，他们以

基层服务站为载体，打造马路街红色党

员队、橙色文化队、绿色环保队、蓝色平

安队、白色医疗队、金色童年队、银色夕

阳队等“七色光”志愿服务队，建立积分

制度，退役军人参与垃圾分类、邻里互

助、平安巡逻等均可获得相应积分，累

计积分可在社区“信易超市”兑换生活

必需品。目前，“七色光”志愿服务队累

计开展服务近百次，退役军人志愿服务

队伍逐步成为提升社区治理效能的有

生力量。

磨剪子戗菜刀、调解邻里矛盾、排

除 消 防 安 全 隐 患 、帮 助 提 升 街 道 环

境 ……如今，马路街街道退役军人们

用一个个暖心举动，践行退役军人的责

任担当，让“200 米老兵响应圈”惠及众

多邻里街坊。

前不久，退役军人闫伟晚饭后在街

上遛弯发现，一栋居民楼二楼窗户冒出

阵阵黑烟。见状，他毫不犹豫跑到住户

附近的灭火器存放点，手持灭火器奔向

二楼，果断关闭电源和天然气阀门，同

时拨打 119 火警电话，并紧急联系居委

会值班人员一起处置火情，确保了人民

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河南省漯河市源汇区马路街街道

“200米老兵响应圈”惠及邻里街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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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的陕北，碧空如洗，绿意盎然。

从陕西省榆林市榆阳区补浪河女

子民兵治沙连基地向外看去，沙土之上

一株株杨树迎风挺立。

“这些树是新疆杨，比我们那时栽

植的品种更优良。”69 岁的贺莎莲是补

浪河女子民兵治沙连第一代女民兵，看

着窗外的连片绿色，她满眼欢喜，“以前

我们只觉得没有风沙就很好了，如今的

景象都不敢想象。”

补浪河位于毛乌素沙漠和黄土高

原 的 过 渡 地 带 ，距 榆 林 市 城 区 65 公

里。古来塞上多荒漠，新中国成立之

初，榆林流沙曾越过长城南侵 50 多公

里，补浪河乡 80%的土地被荒沙吞噬。

1974 年 5 月 ，54 名 平 均 年 龄 只 有

18 岁的女青年听从党的召唤，扛起“长

城姑娘治沙连”连旗，来到风沙肆虐的

补浪河大水湾黑风口植树治沙。这个

连就是补浪河女子民兵治沙连的前身。

“你们这些个女娃娃，还能治得了

沙？”

“这沙不治好，我们不回去！”

带着 3 辆架子车、40 把铁锹，她们

义无反顾地挺进了荒漠。

尽管有心理准备，眼前的一幕仍是

让她们愣住了——

脚下是茫茫碱滩，周围是连绵沙

丘，近百公里的风沙线上，除了星星点

点的骆驼刺，几乎见不到一丝绿色。

“广阔天地炼红心，治沙造林献青

春。愿洒浑身千滴汗，誓叫荒漠变绿

洲。”想到为了加入治沙连写下的请战

书，她们坚定决心，直面没住处、没食

物、没工具的生存考验。

没有住处，自己动手，用柳条和泥巴

搭起柳笆庵；没有工具，就从各自家里带

来架子车、独轮车和铁锹；没有粮食，就

喝白开水、吃“玉米馍馍”“糠炒面”。

修田、修地、修路、挖马槽井……每

天干十几个小时的活，姑娘们双手磨出

了厚厚的手茧。

在沙漠种树，难度可想而知。一天

夜里，栽种的杨树幼苗被一场“老黄风”

掩埋在了近半尺深的黄沙里。

技术员说，只要把沙土清理出去，树

苗还有救。姑娘们马上找来工具挖树苗，

后来，工具不称手，干脆用手刨。经过 6

天6夜奋战，救出了被埋压的35亩幼苗。

为防止风暴再次侵袭，她们去 30

里外的王家峁背沙柳条。两个多月时

间，她们用肩扛人背最原始的劳作方

式，背回 8 万斤柳条，插出两公里长的

篱笆挡风墙。

在艰苦的生存环境和治沙条件下，

治沙连的姑娘们没有轻言放弃。治沙

岁月里，“党员火种”王莲芳、“牧羊姑

娘”贺贵莲、“庄稼好手”马真花、“小小

歌手”杨秀珍、“拖拉机手”刘翠玲……

一个个治沙姑娘各显所长，为连队建设

出智出力，在苦涩荒漠种下绿色希望。

经过十年艰苦奋斗，漫天飞沙的荒

漠变成了“林成网、树成行”的大漠绿洲，

为后人接续治沙造林打下了坚实基础。

1992 年，在军地各级的支持帮助

下，连队逐步探索出“兴办经济实体，优

化配置经营，实施综合开发，积极发展

养殖、种植业”的发展道路。

随着治沙理念、技术的发展，走可

持 续 科 学 治 沙 之 路 成 为 治 沙 连 的 目

标。连队先后派人到宁夏学习治沙新

技术，选送女民兵到陕西省治沙研究所

培训。2010 年 7 月，连队与西北农林科

技大学资源管理学院合作，成立“科技

治沙就业实习基地”，学院首批 8 名女

大学生加入连队，拉开连队由传统治沙

向科学治沙转变的序幕。

一任接着一任干、一代跟着一代

学、一茬续着一茬做，经过 400 多名女

民兵辛勤付出，补浪河女子民兵治沙连

已累计推平沙丘 800 多座，种植 900 多

亩畜草、420 多亩花棒等沙生植物，种

植经济林、彩叶林各 300 亩，栽植樟子

松 3000 亩、柳树和杨树 35 万株，治理荒

漠 14225 亩 。 近 年 来 ，她 们 先 后 获 得

“绿化祖国突击队”“三八红旗单位”“学

雷锋先进集体”“全国防沙治沙标兵单

位”等 23 项省（军）级以上表彰。

“现在我们连队满编 54 人，这个数

字是纪念是致敬，也是一种传承。”补浪

河女子民兵治沙连现任连长高艺玲说，

去 年 3 月 ，补 浪 河 女 子 民 兵 治 沙 连 重

组，新一代女民兵依旧负责林木管护、

大棚管理、植树劳动等工作的同时，还

担负讲解任务，开展植树造林科普宣传

工作，将治沙连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今年 27 岁的高艺玲，原本是补浪

河乡政府的一名宣传专干，对治沙姑娘

的故事非常熟悉。在治沙连展览馆任

义务讲解员期间，她一次次为前来参观

研学的游客讲述治沙连的故事，自己也

被这大漠深处的传承和坚守深深感动，

最终决定加入女子民兵治沙连，走上治

沙道路。

如今，该连建成集国防教育和爱国

主义教育于一体的示范基地，内含红色

教育区、打靶训练区、拓展训练区、生态

园林景观区、设施农业观光区、生态特

色养殖区、观光旅游区、拥军爱民示范

区八大功能区，近年来累计吸引约 60

万人次参观学习。

“一把铁锹，一支钢枪，军旗是我们

心中的太阳。狂风挡不住进军的脚步，

毛乌素是我们拼搏的战场……”第 30

个世界防治荒漠化和干旱日前夕，在治

沙连展览馆前，第一代女民兵和新一代

女民兵为前来参观的游客讲述一代代

女民兵接力治沙的故事，讲到兴起，她

们唱起连歌，歌声穿越生态园区的百亩

花海，久久回荡。

图①：第一代补浪河女子民兵治沙

连女兵向沙漠进发。

图②：补浪河女子民兵治沙连基地。

照片由受访者提供

陕西省榆林市补浪河女子民兵治沙连赓续奋斗50载—

昔日塞上荒漠 今朝绿色家园
■强继霞

山东省沂源县鲁村镇

开展国防教育体验活动
本报讯 宋波、何玉东报道：近日，

山东省沂源县鲁村镇退役军人服务站

联合镇武装部组织辖区中小学学生开

展国防教育体验活动。活动中，学生们

走进沂河源红五星国防教育基地，认真

学习军事装备知识，并体验军事武器模

拟器，在互动中增强国防意识。

辽宁省沈阳市于洪区

组织军地防汛应急演练
本报讯 孙华远、冯名虎报道：近

日，辽宁省沈阳市于洪区人武部、应急

管理局等军地 20 余家单位联合举行防

汛抢险应急救援演练。此次演练共设

置堤坝管涌处置、人员转移安置、水上

被困人员搜救等课目，参演特种车辆、

大型设备装备达 150 余台。

①① ②②

日前，联勤保障部队第 984 医院走

进北京市门头沟区王平镇王平村中心

小学，为山区里的孩子开展心理健康团

体辅导活动。

“去年 8 月，医院赴门头沟区执行防

汛救灾任务，医疗队就住在王平村中心

小学。并肩抗洪抢险救灾，官兵们和小

学师生结下了深厚情谊。”医院心理卫

生 服 务 中 心 主 任 王 峰 介 绍 ，任 务 结 束

后，医校双方签署了“医校共建并肩守

护健康协议书”。

“调查统计，青少年是心理健康问题

的多发人群，这些问题给他们的学习、生

活、社交、成长等方面带来诸多影响。作

为心理工作者，我们不仅要善于对已发现

的心理问题进行干预，更要与学校积极沟

通找到这些问题的根源，从而防微杜渐。”

医院心理危机干预中心副主任田艳慧说。

近年来，医院积极发挥心理专科优

势，与王平村中心小学、人大附中西山

学校等中小学签订心理服务共建协议，

定期组织心理专家走进校园，为学生和

教 职 工 提 供 心 理 咨 询 、科 普 宣 讲 等 服

务 ，并 发 放 心 理 手 册 ，受 到 群 众 好 评 。

2020 年，医院与清华大学出版社联合制

作“心理自救指南”系列音视频，在“水

木清华”平台上线，为学生和教职工提

供自助式心理服务，把温暖的心理服务

送到师生身边。

今年，医院携手地方政府、学校、教

育联盟共同开展“阳光少年心向党、携

手筑梦向未来”系列活动，通过带领学

生观看防汛救灾纪实片、开展阳光校园

心理健康团体辅导活动等，引导学生好

好学习，成长为祖国的栋梁之材，用实

际行动回报社会。

据介绍，医院还特设“儿童心理门

诊”，开通 24 小时心理咨询热线，用专业

技能进行心理评估，用专业技术帮助他们

缓解压力，走出情绪阴霾，守护中小学生

心理健康，让祖国的花朵向阳生长。

联勤保障部队第 984医院与多所学校签订心理服务共建协议—

守护祖国的花朵向阳生长
■陆文茹 本报特约记者 王均波

“在人民群众遇到危险时，果断

施以援手，是军人义不容辞的责任。”

盛夏时节，第 71 集团军某旅修理一

连“党员先锋”讲台上，一级上士张晨

向大家分享了他在危急关头救助地

方群众的故事，获得官兵阵阵掌声。

不久前，张晨在老家山东省临沭

县休假，偶遇一名地方群众突发癫

痫。当时，患者因后脑着地，浑身抽

搐、口吐白沫，且不断有鲜血从伤口

流出。

“救人！”来不及多想，张晨一个

箭步冲上去，单膝跪地检查患者伤

势，同时拨打了 120 急救电话。

随后，张晨结合平时所学的战场

救护技能，将患者放平，使其头部偏

向一侧，并为他清理口腔中的分泌

物，防止流入呼吸道造成窒息。

做完基本的急救措施，张晨又从

热心群众手中接过附近药店买来的

纱布，为患者头部进行止血包扎。由

于救助及时，患者成功脱离生命危

险，逐渐恢复意识。

“小伙子，好样的！”不少路过群

众见此情景，纷纷向张晨竖起大拇

指，为他点赞。

很快，医护人员赶到现场，张晨

一路陪同将患者送至医院，直到联系

上其家人才离开。

“班长，你真牛！”归队当天，张

晨一到连队，看到战友们的眼神，才

意识到自己好像又“火”了。本想着

做好事不留名的他，没想到自己救

人的视频已经被传到网上，被众多

网友点赞。

党员就是先锋，行动诠释担当。

据了解，这并非是张晨第一次出手援

助群众。

2021 年 11 月 ，江 苏 徐 州 某 地

段，张晨和战友张先礼在去医院就

诊 途 中 ，偶 遇 一 起 严 重 交 通 事 故 。

在事故现场，两辆地方大货车相撞

损毁严重，随时可能发生爆炸，2 名

驾驶员也因伤势严重、车辆变形，被

困车中。该路段行人密集、车流量

大，极有可能发生二次事故，情况十

分危急。

见此情景，张晨和战友立即冲了

上去。他俩一个站在车外，一个钻进

车头，试图协力破开车门，但由于空

间狭小不好发力，尝试了几次都未能

成功。他们又从附近车上借来撬棍、

扳手等器材，再次施救。

虽然已经入秋，天气凉爽，但两

人的衣服很快就被汗水浸透，张晨的

手掌被铁棍磨了个大水泡。他强忍

疼痛，不停给自己打气：“坚持住！必

须把人安全救出！”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不少路过的

群众也纷纷主动上前帮忙。联系医

院、解救伤员、保护现场……大家分

工明确、有条不紊，历经 20 多分钟的

奋 力 营 救 ，最 终 将 2 名 伤 员 成 功 救

出，并送至医院救治。

张晨和张先礼准备离开现场时，

许多群众将他们围住，一再询问他们

的姓名和单位地址。但他们始终不

肯透露，迅速离开现场。

2 名被救群众出院后，找到公安

部门和退役军人事务局等单位寻求

帮助，终于找到了张晨和张先礼，并

为二人送上一面锦旗。

时时刻刻冲在前、干在前，充分

发挥好党员模范带头作用，已经成为

张晨的一种习惯。入伍 15 年来，张

晨凭借过硬本领和出色表现，先后被

各级表彰为爱军精武标兵、优秀“四

会”教练员、新时代王杰式好战士，并

获得嘉奖 5 次，荣立个人三等功 2 次。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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