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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清晨，病房里一片有序的忙碌中，重

度烧伤患者陈新（化名）做完浸浴治疗，

正俯卧在翻身床上准备换药。解放军总

医院第四医学中心烧伤科护士长王淑君

像往常一样走过来：“陈新，昨晚睡得好

吗？今天外面出太阳了……”

没有应声。王淑君马上警觉地俯身

观察，发现陈新脸色突然发紫，旁边监测

仪上的血氧饱和度指标正逐渐下降。凭

经验，王淑君敏锐判断，伤员可能出现气

道黏膜脱落。

“快！立即翻身！”王淑君赶紧呼唤

值班护士。如果按照常规操作程序，为

病人完成翻身，需要先将患者肢体摆放

好，在其身上放置床片并固定，旋转完成

翻身后再移去转到上面的床片。紧急时

刻，王淑君与身边的护士协作，徒手为伤

员快速翻身，并立即进行吸痰。很快，一

条长约 11 厘米的气道脱落黏膜被顺利

吸出，陈新也缓了过来。

多年奋战在烧伤护理一线，造就了

王淑君临危不乱的品质和快速反应能

力。对护理知识的积累和延伸学习，使

她能够快速准确判断烧伤伤员病情，做

出正确的处置，从而让陈新这样的伤员

顺利康复。

烧伤病员往往承受着旁人难以想

象 的 痛 苦 。 最 初 ，18 岁 的 年 轻 战 士 鹿

成（化名）并不知道自己的伤情到底是

什 么 状 况 。 直 到 有 一 次 换 药 ，当 看 到

自 己 被 烧 伤 的 胳 膊 时 ，他 的 情 绪 开 始

有些波动。鹿成用裹着厚厚敷料的手

臂 ，挣 扎 着 砸 床 板 ，接 连 几 天 不 愿 吃

饭、拒绝吃药。面对这样的情况，王淑

君 像 对 待 自 己 的 孩 子 一 样 ，一 遍 又 一

遍 地 安 慰 和 帮 助 他 。 一 周 后 ，鹿 成 终

于 平 静 下 来 ，同 意 配 合 治 疗 。 在 接 下

来 的 40 多 天 里 ，王 淑 君 一 直 关 注 着 鹿

成的康复情况。

鹿成在医院经历了十余次手术，尽

管治疗效果明显，但病痛给他带来的恐

惧仍无法消除。最后一次手术时，鹿成

紧张地拉着王淑君的手臂不让她走。王

淑君说着鼓励、安抚的话，把他送到手术

室。深夜，为了方便观察鹿成的术后情

况，王淑君一直守在鹿成的病床边。只

要鹿成一有动静，王淑君便会轻声抚慰：

“别害怕，我在。”她了解到鹿成喜欢听

歌，更喜欢和人一起打拍子唱歌。为了

让鹿成对未来的生活燃起信心，王淑君

就让他随便点歌，会的就自己唱，不会的

就请会唱的护士过来。那段时间，王淑

君经常鼓励鹿成：“你真了不起，你真的

很坚强！”经过两个月的治疗、护理，鹿成

痊愈出院，重新回到战位，这让王淑君倍

感欣慰。

二

1989 年 7 月，18 岁的王淑君成为解

放 军 原 第 304 医 院 烧 伤 整 形 科 的 一 名

护 士 。 报 到 第 一 天 ，当 她 身 穿 护 士 服

走 进 特 护 间 ，扑 面 袭 来 烧 焦 的 肉 皮 味

和 消 毒 水 味 ，就 让 她 感 到 一 阵 不 舒

服 。 更 让 王 淑 君 害 怕 的 是 ，眼 前 烧 伤

病 人 的 身 躯 与 面 孔 …… 这 时 ，身 边 的

护 士 长 抓 住 她 的 手 用 力 握 了 握 ，让 她

平 静 下 来 。 走 出 病 房 后 ，护 士 长 对 她

说，既然选择了护理，就意味着一生为

别 人 ，要 能 吃 别 人 吃 不 了 的 苦 。 就 这

样，王淑君跟着前辈学习成长、一步一

步地默默前行。

1997 年 3 月，26 岁的王淑君凭着优

异的工作表现和过硬技术，成为医院最

年轻的护士长。那年，一家钢铁厂发生

爆炸，医院接收了一批爆炸导致的重度

烧伤人员。王淑君一对一负责护理的

伤员，与她年龄相仿，两人聊天有很多

共同话题。为让伤员安心治疗，工作之

余，王淑君时常和他一起谈理想、聊人

生……然而病魔无情，这位伤员的肺爆

震伤感染愈加严重，最终还是失去了生

命。年轻的王淑君忍不住伤心痛哭，从

此记下了“肺部感染”这个令人痛心的

名词。

她从这个病例开始研究，了解到有

些烧伤伤员的肺部感染起因是存在吸入

性损伤和爆震伤。爆炸发生时，伤员遭

受气流冲击、高温灼烧或吸入有毒气体，

气道可能出现黏膜充血水肿、坏死剥脱、

粉尘沉积等状况。吸痰护理贯穿此类伤

情治疗全过程，传统的吸痰技术采用深

部吸痰方法，很容易刺激或伤害到已受

到损伤的气道组织。基于这一情况，王

淑君感到，对吸痰护理技术的改进创新，

能够提升对此类伤员的救治水平。此

后，王淑君细致入微地分析临床病例，明

确了吸痰时机，逐渐总结出“分步分段吸

痰法”，实现了对传统吸痰方法的创新。

这一创新方法，不仅有效减轻了伤员的

痛苦，更让伤员肺部感染率大幅降低，提

高了危重伤员救治率。

王淑君在烧伤护理学科方面持续钻

研，渐渐成长为单位烧伤护理学科带头

人。这些年，王淑君带领护理团队，创新

接诊、转运、休克期、感染期等程序化护

理方法，在多起批量伤员抢救工作中发

挥了重要作用。4 年前，某地发生一起

油罐车爆炸事故，王淑君随团队赶赴现

场参与伤员救治。1 个多月的救治中，

她将危重烧伤救治新技术体系中的护理

新技术应用于临床。最终，在医护团队

的 共 同 努 力 下 ，包 括Ⅲ度 烧 伤 面 积 达

99.5%极危重伤员在内的所有伤员，被成

功救治。

三

作为一名军人，王淑君时刻牢记职

责 使 命 ，奔 走 在 服 务 官 兵 一 线 。 2011

年，王淑君随队前往高原，对多个边防

连、哨所的数百名官兵进行健康评估。

当时，在一线哨所，王淑君见官兵冻伤后

就用雪搓和火烤方法处置，然而效果并

不好。于是，王淑君将科学有效的冻伤

伤情处置方法教给官兵。后来，王淑君

还根据研究编写了《烧伤护理冻伤护理

300 问》，送到高原官兵手上。

烧 伤 是 战 场 环 境 中 的 常 见 损 伤 。

然 而 ，与 大 众 熟 悉 的 热 力 、电 力 、雷 击

等 导 致 的 烧 伤 不 同 ，战 时 烧 伤 还 可 能

出 现 爆 炸 伤 、放 射 性 烧 伤 或 者 化 学 武

器 致 伤 等 。 有 一 年 ，几 个 爆 炸 伤 战 士

被送到王淑君面前。他们的伤情非常

严重，烧伤面积均在 95%以上，创面已

经出现并发症。

王淑君和护理团队接到任务后，满

怀对战士的爱与敬意，全身心投入工作

中。做好这类伤员的护理，保持创面的

清洁非常重要。于是，王淑君带领护士

们每天为受伤战士换几次药，每一次都

要花费一个多小时。这段时间，她们平

均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王淑君和护理

团队的努力没有白费。在医生的救治与

护理团队的精心护理下，受伤战士全部

脱离危险。

在这次罕见而艰难的批量抢救任务

中，王淑君主导的烧伤护理经验很快引

起更多关注。在上级要求下，王淑君总

结这次救护实战经验，整理出完整规范

的烧冲复合伤护理方案，并通过全军烧

伤专科护士学习班向外传授。

四

烧伤科环境特殊、任务艰巨，各个烧

伤危重症伤员病房中仪器设备多、护理

任务繁重。为练就过硬本领，王淑君经

常带领团队加班加点练习设备使用方

法，积极操练各种技术。王淑君经常对

身边的年轻护士说：“先要安顿好自己的

心，坚持学习、学会理解人，这样才能更

好地照顾伤员、干好工作。”

为 了 培 养 年 轻 护 士 ，王 淑 君 为 新

进 护 士 设 了 一 个 特 殊 的 排 班 ：上 班 期

间，像处理大面积烧伤患者伤情那样，

用 棉 纱 绷 带 将 新 护 士 周 身 包 裹 ，放 在

烧 伤 科 病 房 常 用 的 悬 浮 床 和 翻 身 床

上 ，让 其 他 护 士 像 对 待 患 者 一 样“ 护

理 ”她 们 ，并 要 求 她 们 写 下 自 己 的 感

受 。 经 过 这 样 的 训 练 ，护 理 人 员 得 以

更 好 地 体 会 到 病 人 的 感 受 、处 理 一 些

细节问题……努力终有收获，2013 年，

王 淑 君 所 在 科 室 被 评 为“ 全 军 优 质 护

理服务示范病区”。

2024 年深秋，我连续几天在解放军

总医院第四医学中心烧伤科采访，王淑

君 的 无 私 真 诚 、纯 粹 执 著 深 深 感 动 着

我。她说：“作为烧伤科护士长，我一生

都属于烧伤伤员，当病人渡过生命的难

关、带着微笑离院回家，那是自己最开心

的时刻。”

此时，刚刚牵头完成全军烧伤护理

培训的王淑君，又风尘仆仆地奔赴另一

个战场。在某医学救援联合演习中，王

淑君将继续冲锋。

温 情 守 护
■王 昆

“无偏无陂，遵王之义。”遵义城的

名字由来，外地人少有知道。因为一次

会议，这座偏居中国西南的城市，不仅

为世人所熟知，更在革命历史画卷上留

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我从山东来，走过沂蒙山，踏上遵

义这片英雄的土地，心情无比激动。娄

山关红军战斗遗址、红军烈士陵园、遵

义会议纪念馆、四渡赤水纪念馆……一

处处红色场馆与旧址，带给我深深的感

动。在这片烈士鲜血染红的土地上，河

叫赤水河，山叫红军山，仿佛空气中也

氤氲着红色的元素。

遵义市红花岗区子尹路 96 号，有

一座灰白相间、中西合璧的砖木结构

二层小楼。这里就是遵义会议会址。

1935 年 1 月，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遵义

会议在这里召开。我来到遵义会议会

址时已是中午时分，众多游客依然相

继在熠熠生辉的“遵义会议会址”牌匾

和小楼旁拍照留念。朱德的夫人康克

清曾提到，召开遵义会议时，每每打开

窗户，就能看到外面有一棵碗口粗的

槐树……如今，那棵槐树根深叶茂，枝

干长成一个大大的“V”形。

1935年 2月，遵义之战，红军在敌情

非常严峻的情况下，5 日之内，连克桐

梓、娄山关、遵义，击溃和歼灭国民党军

两个师又 8 个团，俘敌约 3000 人。这是

红军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充分展

现了毛泽东同志的指挥艺术和红军的

英勇善战。这次胜利，打击了敌人的嚣

张气焰，鼓舞了红军将士士气，让红军

获得了物资补充，也使红军得到短暂休

整机会。28日，毛泽东同军委纵队过娄山

关，到达大桥。随后，他有感于娄山关战

斗的胜利，满怀豪情写下《忆秦娥·娄山

关》：“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

马蹄声碎，喇叭声咽。雄关漫道真如铁，

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

阳如血。”

突破乌江天险、遵义会议、苟坝会

议、夺取娄山关、四渡赤水……众多革

命 历 史 事 件 ，在 光 辉 史 册 熠 熠 闪 耀 。

在 这 片 被 革 命 先 烈 热 血 染 红 的 土 地

上 ，一 处 处 革 命 遗 址 、一 件 件 珍 贵 实

物 、一 幅 幅 资 料 图 片 、一 段 段 红 色 故

事，都在讲述着红军长征的苦难与辉

煌 。 它 们 展 现 了 红 军 坚 韧 不 拔 的 意

志、顽强不屈的精神，带给人以思想的

洗礼和心灵的震撼。

红 色 ，是 遵 义 深 厚 的 底 色 。 遵 义

地处云贵高原东北部，虽然海拔不算

高，但地貌类型复杂，馒头状、圆锥形

的山体手挽手肩并肩。当年红军走过

的地方，留下许多以红军、长征命名的

各式建筑和众口相传的红色故事。漫

步遵义，总能看到红旗、红军服、红领

章、红帽徽、红缨枪等红色符号。

赤水市石堡乡兴农村马滩组有棵

“红军树”。这大榕树树龄 500 多年，因

当年红军在树下的大石盘上调整作战

方案而得名。红军从长潭子过河后拔

了地里的萝卜充饥，过后一个佃户在萝

卜田里发现一个包着铜元的旧布包和

一张纸条。佃户找人看了纸条才知道，

这是红军留下的萝卜钱。我回想一路

看到的红军街、红军路、红军巷、红军

井、红军桥、红军泉、红军树……仿佛红

军从未走远，依然战斗生活在这片红色

的土地上。

在 遵 义 ，有 许 多 来 自 各 行 各 业 的

义务宣讲员。虽然他们的职业、年龄

不 同 ，却 自 觉 自 愿 做 同 一 件 事—— 讲

好 红 军 长 征 和 遵 义 会 议 的 故 事 。 读

红 色 经 典 、讲 红 色 故 事 ，已 成 为 遵 义

闪亮的文化风景。“红色种子”也在人

们 的 心 中 生 根 、发 芽 。 那 天 ，我 在 娄

山关红军战斗遗址，遇到一队身着校

服、佩戴红领巾的少先队员。他们列

队聆听红军故事、向烈士纪念碑敬献

花 篮 、慷 慨 宣 誓 的 场 面 ，带 给 我 久 久

的感动。

我乘坐汽车从遵义城出发，沿着高

速公路前往位于习水县的四渡赤水纪

念馆。走过一座座桥梁、穿过一条条隧

道，车窗外风景如画、让人目不暇接。

红色遵义的新貌，处处焕发着勃勃生

机。一串串红色印记，深深镌刻在遵义

这片热土。红色遵义，铭刻在中国革命

历史上，也传递着不朽精神激发的永恒

感动。

遵 义 红
■厉彦林

“夏北浩”，是我在空军文职人员

入职培训时听到的名字——1964 年，

空军授予夏北浩“机械师尖兵”荣誉称

号；“夏北浩检查法”作为机务官兵维

护保养飞机的科学有效方法，在全空

军推广；2007 年，空军授予夏北浩生前

所在中队“夏北浩模范机务中队”荣誉

称号……

今年秋天，我跟随“空军红色地标

巡 礼 ”活 动 采 访 组 ，奔 赴 空 军 航 空 兵

某 旅“ 夏 北 浩 模 范 机 务 中 队 ”采 访 。

我 们 一 路 向 北 ，沿 途 金 黄 的 秋 叶 渐

远，大片的针叶林又闯入视野。在凛

凛 秋 风 中 ，我 忽 然 想 起 夏 北 浩 的 故

乡 是 广 东 新 会 ——当年的他，是如何

适 应 北 方 漫 长 的 严 冬 ？ 如 何 用 布 满

冻 疮 的 手 为 心 爱 的 战 鹰 拂 去 霜 花 ？

第一次看到雪时，他心中有怎样的感

受……想到这些，他的形象在我心中

又生动了几分。我想，走进夏北浩奋

斗过的地方，通过具体的人与实际工

作 场 景 ，应 该 能 更 深 刻 理 解 认 识 他 。

这让我激动不已。

走进“夏北浩模范机务中队”，一座

雕像吸引我驻足观看。中队干部告诉

我，这就是夏北浩的雕像。雕像高高站

立，一手握着老式登机梯，一手遮着前

额眺望远方。凝望雕像，我在想，他的

目光里会有什么呢？应该有波澜壮阔

的云海，也有凌云而上的战鹰！

在“夏北浩模范机务中队”的荣誉

室，展陈着许多反映夏北浩事迹的珍

贵照片资料。这些照片大多拍摄于机

务工作现场，照片中的夏北浩，要么在

埋头工作，要么在手把手带教。一张

张带着岁月痕迹的照片，引发我的遐

思 —— 那 些 曾 经 飞 掠 云 海 的 战 鹰 银

翼，是否还保留着他手心的温暖？夏

北浩手把手带出的徒弟，想必也带出

了 新 的 徒 弟 ，让 空军航空机务优良传

统 薪 火 相 传 …… 在 中 队 的 那 些 日 子

里，我时常与官兵交谈，他们对夏北浩

“三负责”精神总能脱口而出——“对

战斗胜利负责、对战友生命负责、对国

家财产负责”。

这次采访，让我直观感受到“传承”

二字的分量。在活动现场，我见到一位

老 人 ，他 是 一 名 1968 年 入 伍 的 老 兵 。

谈到夏北浩，他满脸自豪：“夏北浩在技

术、思想、工作方面都经常指导我，在他

的指导下，我也慢慢成长起来。”如今，

夏北浩带出的众多徒弟已是白发苍苍，

而夏北浩的精神品质和工作方法，经过

数十年接力传承，仍然焕发着生机与活

力。

活动中，我们采访了夏北浩的一

些徒弟。面对镜头，他们分别说出师傅

曾经对自己的叮嘱：“在飞机上干工作

一定要认真负责，不能马虎”“无论祖国

将何种机型交到我们的手上，都要做到

极端负责、精心维护”“机务工作要热

爱、坚持，并形成一种习惯。只有这样，

才能干出好的成绩”……一字一句饱含

着机务官兵的责任心与奋斗激情。他

们中最年长的郑继华 1965 年参军，从

事机务工作 20 余年，仍表示“当兵没当

够”；最年轻的耿幸，曾在 11 天内连续 2

次荣立个人三等功……他们以夏北浩

为榜样、向夏北浩学习，传承的不仅是

夏北浩的精神品质与过硬技术，还有关

乎一钉一铆、手把手教授的工作方式与

方法。

“宁肯自己辛苦千百遍，决不让飞

行员担半点风险。”这句朴实的话语，道

出夏北浩的负责精神与甘为人梯、无私

奉献的品质。一名飞行员在夏北浩雕

像前接受采访时说：“无论我飞的是哪

一架飞机，无论是哪一个机械师在负责

保障，我都对飞机充满信心。因为我知

道，他们是夏北浩的传人。”这份信任是

机务人员用扎扎实实的工作赢得的，是

年复一年辛勤付出换来的。我想，飞行

员说出的这些话，也是对夏北浩“宁肯

自己辛苦千百遍”极致负责精神跨越时

空的回应与肯定。

随后，我们来到中队开展维护保障

工作的机棚。一架架战鹰整齐停放，机

翼下的机务兵正有条不紊地忙碌着。

他们默契配合，每道环节、每个动作都

从容不迫。不经意间，我又想到荣誉室

里那些黑白照片上的人。在我眼前忙

碌的他们，与夏北浩和他的战友、徒弟

们，是多么的相像！一年又一年，一茬

又一茬机务官兵，就是这样勤勤恳恳工

作着。当战友、徒弟谈起对夏北浩的印

象时，我们频频听到“负责”“谦虚”“实

在 ”“ 和 蔼 ”“ 爱 护 士 兵 ”这 样 的“ 关 键

词”。此时，一个形象更加立体饱满的

夏北浩浮现在我的眼前。

活动中，我们见到了夏北浩年逾八

旬的妻子许执限。“老夏，已经好几年没

来看你了。现在部队发展得这么好，你

可以安心啦！”她在女儿夏思红的陪同

下，将捧在怀中的鲜花放在夏北浩雕像

前。刹那间，我感到那尊雕像似乎可以

听到、看到周围的一切——眼前的鲜花

与亲人、战友与后辈，以及新时代人民

空军的建设发展。

走
近
﹃
夏
北
浩
﹄

■
马
雪
宁

唱个歌吧！在队列里，在行进的大

道上

一堆火就这样燃烧起来

一条大河，就这样奔涌起来

一阵阵雷霆

就这样轰鸣起来，震荡起来，山呼海

啸起来

唱个歌吧！兵心似铁，歌如炉

此歌非彼歌，这是需要特别强调的

就像我们必须特别强调

你无需字正腔圆，无需柔肠寸断

但这样的歌唱起来

你必须青筋暴露

必须血脉偾张

直至嘶哑

就像一座山怒吼着，咆哮着

撞向另一座山

就像一群烈马撒开四蹄

在原野上狂奔，踏起漫天烟尘

而在歌声中沉浮

在歌声中站立和行进

你是幸福、快乐和勇猛的

因为你正被一种力量提升和融化

当你打开喉咙

其实就是打开生命的阀门

让热血如大河放纵奔流

也许这是最后的时刻

旗帜上满是弹洞

鲜血就像溃堤那样喷涌而出

我们说唱个歌吧

这时这支歌就成了我们最后的堡垒

成了我们用身体射出的

最后一粒子弹

唱个歌吧
■刘立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