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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民海军序列中，有一种特殊舰

船。它的排水量大、续航能力强，却没

有任何舰炮和导弹，只装载各类医疗设

备——它就是医院船。

出于体系建设、卫勤保障、远海救援

等方面考虑，21 世纪初，我国开始自主

设计、建造大型专业医院船。2008 年，

“和平方舟”号医院船入列中国海军，使

我国成为世界上少数拥有专业海上医院

船的国家之一。

16 年后，2024 年 7 月 10 日，一则新

闻吸引了人们的关注：南部战区海军新

型远洋医院船“丝路方舟”号解缆起航，

赴西南沙及华南沿海岛礁进行医疗巡

诊。

通过公开的视频资料，人们第一次

认识了这艘“后起之秀”：作为我国自主

设计建造的第二艘万吨级远洋医院船，

它的外貌与“和平方舟”很像，但满载排

水量更大、续航能力更强、医疗设备也

更先进。同时，这个温和敦厚的“大块

头”，有着一个充满诗意的名字——“丝

路方舟”。

丝路，寄托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美好愿景；方舟，象征着守护生命捍卫

和平的崇高使命。

8 月 7 日，“丝路方舟”圆满完成“健

康送海疆”任务，顺利返回母港。此次任

务航程 3600 余海里，为 3500 余人次提供

了医疗服务，并同步开展海岛病预防科

普、后装帮带、文化交流等活动。

“你好，‘丝路方舟’！”航行路上，“丝

路方舟”所到之处，受到海岛军民热烈欢

迎，留下了许多感人至深的温暖瞬间。

首次任务，他们受到机关和部队的

一致肯定。不过，船员们深知，与“和平

方舟”漫长的航迹、丰富的经历、过硬的

成绩相比，他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透过这万里

长征的第一步，我们似乎能够窥见它的

初心，预见它的未来——

有一天，人们会看到，古老的“海上

丝绸之路”航线上，穿梭着一艘生命之

舟、友谊之舟、和平之舟。

你 好 ，“ 丝 路 方 舟 ”
■本报特约记者 雷 彬

习主席在集体会见出席海军成立

70 周年多国海军活动外方代表团团长

时指出，中国海军将一如既往同各国海

军加强交流合作，积极履行国际责任义

务，保障国际航道安全，努力提供更多

海上公共安全产品。

海洋是推动文明交流的纽带，是

人类社会发展的载体，促进海洋和平

安 宁 、构 建 良 好 海 上 秩 序 ，符 合 世 界

各国长远利益，也顺应世界人民普遍

期待。

中华民族是曾深受战争苦难的民

族，更知和平可贵。人民海军的建设发

展，始终高扬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合作

共赢的主旋律——

多年来，人民海军积极参与海上维

权、多国联演、人道主义救援等和平行

动，特别是持续派出舰艇参加亚丁湾、

索马里海域护航，对 7000 余艘中外船

舶完成护航任务，解救、接护各类船舶

近百艘，其中外国船舶占 50%以上，用

实际行动展现了和平之师、仁义之师、

文明之师的良好形象。

以治病救人、托举生命为核心职能

的医院船更是集中体现了这一初衷。

自有历史记载以来，人类对大海的探索

就从未停止。然而，在漫长的历史长河

中，无数人在海上失去了生命。医院

船，正是以现代科技为帆，担负起救死

扶伤的神圣使命。

国防部发言人在回答记者提问时

介绍，未来，“丝路方舟”号医院船将主

要执行四大任务：一是担负海上伤员医

疗救护与后送，二是为我岛礁居民和部

队官兵巡诊，三是执行国际人道主义医

疗服务，四是重大灾难应急医疗救援和

对外军事医学交流与合作等。

这样的职能定位，延伸着海上丝绸

之路“友善、包容、互惠、共生、坚韧”的

文化内涵，也承载着构建海洋命运共同

体的美好愿景。

我们期待，“丝路方舟”在时代洪流

中破浪前行，为海上安全和世界和平汇

入更多友爱之力。

为海上安全和世界和平汇入更多友爱之力
■何铁城

锐 视 点

这是一条练兵之路——

到了海上，无论医师
护士，首先是一名战士

茫茫大海上，一座座岛礁镶嵌其中，

灿若星辰。

“丝路方舟”号医院船朱船长盯着海

图，陷入了深思——

7 月初，上级通知，要求他们尽快做

好出航准备，执行岛礁巡诊任务。此时，

朱船长正在对航线和日程进行细致筹划。

作为一名常年工作生活在海上的老

兵，这样的情况已经司空见惯，特别是这

几年，部队任务更加多样，舰艇临机抽

调、说走就走早已成为常态。

但这一次，朱船长心里有些打鼓：这

艘全新的舰船入列还不到 2 个月，人员、

设备尚在磨合阶段，能不能完成好这项

艰巨的任务？

就在官兵们紧锣密鼓备航时，南部

战区海军机关抽组了多名骨干组成帮带

组，同时，挑选医疗、炊事、法律、文化等

多个领域的精兵强将，共同随舰出海。

此次任务主题为“健康送海疆·文化

走基层”。“丝路方舟”的军旅首秀，由原

来单一的医疗服务转变为全方位多领域

的送温暖送保障。

随后，来自多个单位的几百名官兵

受命集结，踏上国产新型医院船，向着深

蓝大海进发。

与其他军舰不同，医院船硕大的“肚

子”被各式各样的医疗设备填满。朱船

长说，这是一条练兵之路：战斗力建设并

不一定要操枪弄炮，医院船的作用发挥，

同样连接战场、关乎生死。“到了海上，无

论医师护士，首先是一名战士。”

在整个航程中，船上官兵围绕医院

船的使命任务，组织开展大批量伤病员

救治、批量落水人员营救、分组串联自救

互救等科目训练，完成了多个模块的训

练考核。

即将到达某岛礁时，海况突然变差，

海岛官兵无法上船就诊。了解到这一情

况，船党委征求大家意见，船上官兵回

答：“病员在哪里，我们就去哪里！”

最终，他们顶着恶劣天气和巨大涌

浪，分批次将医务人员送上岛，为守岛官

兵完成医疗服务。

除去这样的特殊情况，更多的岛礁

官兵登上“丝路方舟”，亲身感受这座巨

大的“海上移动医院”。这艘万吨大船，

参照三甲医院标准，区分多个不同医疗

区，配备了完善的医疗设备，具备良好的

综合保障能力。

这样一个大平台的运行，离不开每

一位船员的努力。漫长的航程中，电工

班班长闵建华带领全班人员加班加点，

摸排了几千条线路，还写成了一本完整

的《医疗设备电力保障手册》，有力支撑

了医疗设备的电力保障。

抵达岛礁，许多船员登上岛礁为官

兵服务，但也有一些人从未下过船。他

们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钻舱室、摸设

备、练技能，形成了多套作业规程。

航线上的许多岛礁，有着祖国海疆

的美丽风景，朱船长一直想去看看。可

是这次任务中，他每天都要去各个点位

细致查看，直到航程结束，也没能下船。

这是一次暖心之举——

跨越茫茫大海，我们
的心紧紧相连

坚守海岛 20 多年，会怎样？

在柴油机技师刘代华眼中，20 多

年过去，自己跟设备越来越默契，头

发由茂密变得稀疏，小岛从荒芜变得

植 被 茂 盛 。 而 在 医 生 眼 中 ， 20 多 年

过 去 ， 老 兵 身 上 的 疾 患 症 状 渐 渐 增

多。

“丝路方舟”巡诊到这座海岛，医

疗专家黄振俊见到了刘代华。两位“老

兵”年龄相仿，一见面就唠起家常。刘

代华说自己的症状时一笔带过，讲起自

己守卫的海岛却滔滔不绝。自豪的样

子，让黄振俊深深感动——

在高温、高湿、高盐的环境中，守

岛官兵以快于常人的速度衰老，但他们

的内心，像这里的海沙一样洁白、纯

净。

黄振俊下定决心，要给岛上战友们

多做点什么。整个航程中，他进一步了

解南海气候的致病特点，总结出岛礁常

见病的中医辨证分型，拟订了一系列实

用方剂。针对中药饮片及中成药不足的

情况，他进一步完善了医院船中药基本

目录。

“战友们守护万里海疆，我们守护

他们的健康。”黄振俊扑在一线值班，

成为“丝路方舟”首航门诊量最多、出

诊时间最长、最受官兵欢迎的医生之

一。

还有“计划之外”的医生，也来

到了官兵身边——崔红，是一位心理

专家。整个医疗团队中，她的年龄最

大。

已经退休的崔红，一直牵挂着自己

长期随诊的 9 名南沙官兵。听说这次有

机会上岛礁，她主动申请报名：“我了

解他们的情况，我要去看看我的病人、

我的战友。”

那 天 ， 当 9 名 战 友 听 到 熟 悉 的 声

音、见到崔医生专程为他们而来，七尺

男儿的眼睛湿润了，他们的手紧紧握在

一起……

在这座岛礁，是一个人去见一群

人；而在另外一座岛礁，是一群人去见

一个人——

“丝路方舟”到达某岛礁时，同步

开展医疗巡诊和文艺展演。一天之内，

“文艺轻骑队”完成了 5 个战位的巡回

演出。持续顶着太阳演出，队员们已经

累得筋疲力尽。刚想回船上休息，他们

听说在高耸的雷达塔台上，还有一位老

班长正在检修设备，那里只有他一个

人。

“为一个人演出一场，大家要不要

去？”队长征求大家意见，队员们异口

同声：“去！我们不能落下任何一位战

友。”

塔台上原本是安静的。听到有人叫

自己的名字，老兵张孝伟从设备缝隙里

爬出来，看见一行人笑盈盈地站在他面

前，他惊讶得说不出话来。刚想与大家

握手，看到自己满身都是油污，他又把

手缩回去，敬了一个军礼。

没有灯光、舞美，在老班长面前，

队员们就地开始表演。张孝伟看着看着

笑了，笑着笑着又哭了。

守岛 19 年，张孝伟大多时间都是

一个人默默守在雷达设备旁，陪伴他的

常只有海浪的拍击声和机器的轰鸣声，

他早已习惯孤独的坚守。这次他没有想

到，“丝路方舟”的战友会专程为他一

个人而来。

“跨越茫茫大海，我们的心紧紧相

连。”也是到了这里，队员们才算真正

明白，“丝路方舟”肩负的不仅仅是治

病救人的使命，还承载着无尽的爱与温

暖。

带着这样的理解，官兵们的足迹

巡遍每一座遥远的岛礁、每一个偏僻

的哨所。

在“丝路方舟”离开一座岛礁时，

守礁官兵跑到码头上整齐列队。没有预

演、无需排练，人群中，不知是谁起了

头，船上、礁上的官兵共同唱起 《祖国

不会忘记》。嘹亮的歌声中，战友挥手

告别，直到高耸的哨塔逐渐远去，美丽

的礁盘融入天边的一抹红霞……

这是一堂固魂之课——

军人的家国情怀和
赤子初心，在这一刻共振
共鸣

“太阳花，太阳花，不求处处有，

不图人人夸；太阳花，太阳花，独守天

涯乐潇洒……”

看到太阳花，“丝路方舟”就抵达

了遥远的南沙。黄振俊第一次见到三级

军士长姚文武时，他正弯腰在花圃里，

小心翼翼地浇水、施肥。

如果不是事先了解过姚文武的事

迹 ， 黄 振 俊 似 乎 很 难 把 眼 前 的 “ 花

匠”与“守礁明星”联系起来：姚文

武守礁 20 年，潜心钻研机电装备，多

次精准排除重大险情，有效破解 10 余

个 技 术 难 题 ， 是 远 近 闻 名 的 “ 兵 专

家 ”。 去 年 ， 他 被 表 彰 为 “ 全 军 优 秀

军士”。

在岛礁简陋的花圃里，黄振俊听到

了老兵埋藏在心底的秘密——

小时候，看着父母总是把孩子们

穿过的旧鞋拿来穿，姚文武有了一个

梦想：长大后要多为父母洗洗脚、换

换新鞋。然而，因常年坚守海岛，他

连父亲最后一面都没有见上。今年面

临走留时，姚文武休假回家，看着年

迈多病的母亲，心里话怎么也说不出

口。他默默地买了一双新鞋，埋在父

亲的坟头，晚上又像往常一样给母亲

洗脚。

母亲懂姚文武的心事，用枯瘦干

瘪 的 手 ， 摸 了 摸 他 的 脑 袋 ， 微 笑 着

说：“好好守岛，娘支持你。”姚文武

泣 不 成 声 ：“ 如 果 您 走 的 时 候 我 不 能

回 来 给 您 送 终 ， 千 万 不 要 怪 儿 子 ！”

他打起背包，再次离开了家。走到村

头 ， 他 远 远 跪 下 ， 给 母 亲 磕 了 3 个 响

头。

老兵的故事，在黄振俊心里激起阵

阵波澜。“丝路方舟”离岛时，专家组

已经做出决定：全力为姚文武的母亲提

供治疗，把部队的温暖和问候送到老兵

家中。

“ 我 们 只 有 把 工 作 真 正 做 实 、 做

细，才能对得起这些可爱又可敬的官

兵 。” 一 位 带 队 领 导 说 ， 原 本 以 为 这

只是一次简单的工作任务，没想到意

外收获了这么多精彩的故事、感人的

瞬间，无论机关还是部队，都深受教

育。

除了“健康送海疆”之外，他们又

同步开展了“名厨走基层”“送课上岛

礁”等多项配套活动，同时组织各行业

领域骨干，积极回应广大官兵关注的福

利待遇、心理健康、后装保障等问题，

带回意见建议 30 余条……

完成任务一周后，一场名为“情

满岛礁·踏浪行”的主题报告会在战

区 海 军 机 关 拉 开 帷 幕 。“ 丝 路 方 舟 ”

带回的故事，通过现场讲述和情景再

现，原汁原味地呈现在官兵面前。

姚文武也来到了现场。他的故事被

“文艺轻骑队”创作成一部情景剧——

《亲爱的妈妈》。

姚文武的故事讲完，一位老人出现

在报告会上。他叫洪家柱，是一名参战

老兵。那年，他和战友冒死冲锋，取得

了战斗的胜利，为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

海洋权益作出了贡献。

如今，老兵已经两鬓斑白，但说起

话 来 仍 然 底 气 十 足 ：“ 当 年 ， 有 我 们

在，就有礁盘在；今天，有你们在，礁

盘更加坚不可摧！”

台上，两位老兵的故事直击人心；

台下，年轻官兵的眼神愈发坚定。该战

区海军政治工作部领导说：“军人的家

国情怀和赤子初心，在这一刻共振共

鸣。”

随后，他们组织安排官兵分赴多

个部队进行巡回报告。每次报告会结

束 时 ， 官 兵 们 会 在 电 子 大 幕 上 ， 把

“ 丝 路 方 舟 ” 经 过 的 座 座 海 岛 标 注 出

来——

他们相信，每个人心中，都有了一

条使命的航迹。

“丝路方舟”：肩负使命，扬帆远航
■何铁城 本报特约记者 雷 彬

“丝路方舟”号医院船组织海上训练。 马子恒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