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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涞源县王安镇孙家庄党群

活动中心广场上，一面红色的旗帜格外

醒目——白求恩医疗队又一次来到白

求恩曾工作过的地方，为老区广大群众

义诊。

义 诊 接 近 尾 声 ，联 勤 保 障 部 队 第

980 医院康复医学科护士长唐丽娜，再

次默念了一遍讲稿，便跟随白求恩医疗

队来到白求恩曾战斗过的孙家庄小庙。

这里，是白求恩医疗队“重走白求恩

路”系列活动中的一站。近年来，该院抽

组多学科专家组成白求恩医疗队，组织

“重走白求恩路”活动百余场，行程超过

20 万公里，进行红色宣讲 120 余次，为广

大群众提供优质医疗服务的同时，深入

挖掘红色资源，传承红色基因，弘扬革命

精神。

“非常荣幸能够作为主讲人，与战

友们现场分享自己学习白求恩精神的

体 会 。”宣 讲 会 现 场 ，唐 丽 娜 介 绍 说 ，

近年来，该院盘活驻地红色资源，创新

探 索“现 地 宣 讲 +线 上 课 堂 ”的 教 育 模

式 ，为“ 红 色 课 堂 ”扩 容 ，让 思 想 政 治

教育以更鲜活的形式走进官兵头脑和

内心。

“白求恩传人”成为
宣讲队员

“走出国门，‘白求恩传人’远赴利

比里亚救死扶伤。为抢救当地一名重

症患者，医疗队员们纷纷挽起袖子，争

着献血……”唐丽娜声情并茂地讲述着

白求恩医疗队的新时代故事。

“从白求恩亲手创建这所医院开始，

‘备战’就写在了我们医院的基因中。”唐

丽娜说，“我们脚下就是白求恩曾战斗和

工作过的地方，这是一片值得我们接续

奋斗的红色热土……”

跟随她的讲述，现场医护人员的思

绪也向历史深处延伸——

“哪里有枪声，就到哪里去。”抵达

晋 察 冀 根 据 地 后 ，白 求 恩 立 即 请 求 组

织给他派遣任务。1939 年 4 月，白求恩

在 日 军 炮 火 下 连 续 工 作 69 个 小 时 ，一

位 伤 员 需 要 输 血 ，他 撸 起 自 己 的 袖 子

就要献血。

此后数月里，白求恩辗转千里，完

成 300 多次手术，编写了《游击战争中师

野战医院的组织和技术》《战地救护须

知》《战地治疗技术》等多种医疗教材。

离世之前，白求恩仍坚持看完最后一名

病人。

“能多抢救一个伤员，能为伤病员减

轻一分痛苦，就是我们医务工作者最大

的快乐。”宣讲会现场，该院心血管内科

主任赵玉英说，“从读到那篇著名的《纪

念白求恩》开始，我就想成为白求恩那样

的人。”

课后讨论环节，赵玉英把自己参加

联合军演和武汉抗疫任务的经历讲给战

友们：“从医 30 多年，我一直把自己当成

一名穿着白大褂的战士。抢救病人，我

就应该冲在最前面。”

一些刚入职的年轻医护人员提出不

少问题：“当时医疗条件那么落后，白求

恩是用什么器械提高救治率的？伤员这

么多，如何备足医疗用品？”赵玉英耐心

地为年轻战友们一一解答。

2024 年初，该院组织成立“白求恩

志愿讲解队”，60 多名一线医护人员主

动报名参加。“救死扶伤是新时代‘白求

恩传人’的责任，弘扬传承白求恩精神也

是我们的使命。作为讲解队的首任队

长，我感到压力很大。”唐丽娜带领宣讲

队不断探索，邀请专家授课、拟制宣讲目

录、形成课程清单，陆续培养出不少成熟

的讲解员。

如今，只要白求恩医疗队到各地组

织巡诊义诊活动，大家总能同时看到“白

求恩志愿讲解队”队员宣讲的身影。队

员们一般采取小分队、小场次的灵活方

式，通过故事分享、主题演讲、视频展示

等多种形式，进行红色宣讲。

同时，该院还广泛联系驻地多家军

地单位，整合红色资源，将驻地烈士陵

园、西柏坡纪念馆等 10 余个场馆，纳入

该院学习教育基地。“白求恩志愿讲解

队”的几十名讲解员，成为红色课堂现地

教育宣讲的后备力量。“能把白求恩的故

事讲给大家听，队员们都觉得特别有意

义。”唐丽娜说。

将沉浸体验带进红
色课堂

深夜，“赓续传承白求恩精神”情景课

创演团队仍在组织排练。几个月前，该院

政治工作部从一线医护人员中抽组演员

团队，规划角色分配，仔细钻研剧本。

剧目《会面》中，该院健康医学科技

师沈晓洵饰演时任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

队总干事林可胜。在排练“林可胜与白

求恩会谈”这一幕时，沈晓洵始终找不到

感觉。

“历史人物的演绎，光凭阅读资料，很

难进入角色。想让课堂有温度，必须实地

实景亲身感悟。”为了加深理解，演员们自

发来到白求恩纪念馆，细心体味那段历史

背后的故事。

白求恩纪念馆中展陈了一幅油画，画

面是毛泽东与白求恩在微弱灯光旁促膝

长谈的情景。一张笑脸迎着一张笑脸，一

双大手握住另一双手。“我是加拿大共产

党员白求恩，这是我的党员证。”这是白求

恩见到毛泽东时说的第一句话。

沈晓洵站在这幅油画前，凝视良久。

“沉浸在一个个鲜活的历史故事里，我被

教育着，也被感动着。”他说，“白求恩全身

心投入中国抗战事业，用生命救治病患。”

沈晓洵在笔记本上这样写道：“白求

恩为抗战医疗事业奉献了生命的光和

热。他犹如璀璨星辰，为后世留下宝贵

的精神财富。”

有了切身感悟，之后的排练中，演员

们的情绪更加饱满，表现也更加投入。

情景课第一次正式上演时，演员们

有的化身战场上救死扶伤的卫勤尖兵，

有的化身奔赴武汉抗疫一线的医疗队

员……一个个栩栩如生的人物，带领观

众沉浸式“抵近”一个个历史现场。

成为情景课主角的，不仅有白求恩，

还有该院涌现出的一批新时代“白求恩

传人”。近年来，“白求恩传人”出国门、

上高原、赴老区，出色完成中外联演、抗

击疫情、边疆帮扶等大项任务，在本职岗

位诠释白求恩精神的内涵，先后涌现出

“中国好医生”步建立、张卫平，“燕赵楷

模”赵玉英，党的二十大代表唐丽娜和

“联勤先锋”白求恩医疗队等先进典型。

该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主任李晓明，

也是其中之一。“我的根在中国，是国家培

养了我，为国效力是我唯一的选择……”

20多年前，出国深造的李晓明拒绝了国外

一家实验室开出的百万年薪，毅然回国。

来到该院工作后，李晓明多次随队

奔赴边疆，送医送药到一线。他还大胆

创新探索，多项科研成果对接战场、服务

官兵，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和军

队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面对荣誉，李晓明谦虚地说：“其实

我只是做了一名‘白求恩传人’应该做

的事。”

舞台大屏幕上，一位位先进典型人

物的照片一一展示。虽然他们的岗位各

不相同，但他们都穿着白大褂，都是新时

代的“白求恩传人”。

终场音乐响起，情景课接近尾声，全

场又一次响起热烈的掌声。作为这次情

景课的主讲人，该院政治工作部一名领

导知道，这堂课走进了官兵心里。

入心，首先要让官兵动心；入脑，重

在让官兵动脑。这堂录制成微课的“赓

续传承白求恩精神”情景教育课，成为驻

地军地单位争相观看的“抢手课”。该院

一名领导说：“我们将进一步创新内容和

形式，不断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力

和感染力。”

让线上课堂形成大
格局

“这张中国地图上，标记了白求恩来

华工作的各个地点。”镜头前，讲解员邵

辉为观众展示了一张特殊的地图，“我们

将沿着白求恩的战斗足迹，探访他工作

过的 11 个地方。”

2024 年 4 月，该院勤务分队中士邵

辉受领任务，与团队一起搜集整理史料，

通过录制微课等鲜活形式，回访白求恩

曾战斗过的地方，全方位、立体式呈现白

求恩精神。

一场场寻访活动，让更多人走近白

求恩，走近新时代的“白求恩传人”。该

院领导介绍：“通过这次‘打卡’式巡礼活

动，我们将抗日战争时期白求恩的主要

工作区域串点成线，形成一个更加系统

全面、形式多样的史料库。”

经过精心准备筹划，创作团队推出

一堂堂特殊的“线上课”，受到广大观众

喜爱。“准备资料时我们就在想，一定要

让更多战友了解白求恩的故事，共同传

承白求恩精神。”邵辉说。

河北省白求恩精神研究会会长杜丽

荣表示：“系列微课是创新之举，是红色

教育与新兴媒体的有机结合，让红色文

化更加鲜活，增强了年轻一代的参与感

和认同感。”

除了“线上课堂”，该院还积极探索

带领网友“云端”打卡白求恩纪念馆的新

途径。打开该院微信公众号，点击任何

一篇推文，文末都显示“云上纪念馆”的

超链接。点击进入，一个数字白求恩纪

念馆便呈现眼前，网友们可以随时随地

参观学习。

“我在广州，没去过白求恩纪念馆。

这个‘云上纪念馆’让我深受震撼。”一名

网友这样留言。

“不仅是医护人员，我们还要面向全

社会，进一步弘扬白求恩精神。”该院领

导介绍，从实体纪念馆到“云上纪念馆”，

从现地宣讲到“线上课堂”，从单一渠道

到立体传播，白求恩精神传播的途径越

来越多元化。在一步步探索实践中，该

院不断创新教育模式，进一步构建思想

政治教育新格局。

沿着白求恩足迹，画好教育“延长线”
■陈江文 张彬楠 本报特约记者 崔寒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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锐 视 点

一堂线上微课视频发布还不到 24

小时，累计观看量就突破 130 万。

看到这个数据，联勤保障部队第 980

医院勤务分队中士邵辉这才确信，自己

作为讲解员参与摄制的“白求恩红色地

标巡礼”活动系列视频，真的火起来了。

“我所站立的地方是模范医院的旧

址。当年，白求恩来到晋察冀边区，就

是 在 这 里 创 建 了 模 范 医 院 ……”视 频

中，邵辉的介绍充满敬仰。

近一年来，邵辉和摄制团队踏上追

寻白求恩足迹的“征途”——湖北武汉，

陕西延安，山西五台县，河北平山县、唐

县和涞源县……白求恩当年战斗过的

多处革命旧址和红色展馆，都留下了摄

制团队的足迹。

让邵辉印象最深刻的是探寻红色

地 标 的 第 一 站 —— 武 汉 白 求 恩 纪 念

馆。这里，也是白求恩来到中国参加救

治工作的第一站。

1938 年初，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率

领加拿大和美国医疗队到达武汉，支援

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护士琼·尤恩在

回忆录中记录了这段珍贵的历史。当

时，日军轰炸造成武汉军民巨大伤亡。

白求恩和琼·尤恩在 7 天时间里马不停

蹄，完成 100多例手术，救治大批伤员。

在武汉白求恩纪念馆内，一组栩栩

如生的雕塑吸引了邵辉的目光：在琼·

尤恩的配合下，白求恩手握手术刀，争

分夺秒抢救受伤的武汉军民。

邵辉与雕塑合影，穿越时空与这段

历史相遇，与白求恩“同框”。

在白求恩当年战斗过的一处处革

命旧址和红色展馆里，邵辉录制了一段

段微课视频。通过“白求恩传人”与白

求恩的跨时空交流，创新解读白求恩精

神，是邵辉和摄制团队共同的愿望。

“我所在的联勤保障部队第 980 医

院，对外称‘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是

当年白求恩亲手创建的医院。从来到

这所医院那天，我就开始聆听白求恩的

故事。现在，我想用自己的方式，把白

求恩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邵辉说。

摄制团队创作的 12 集视频短片“白

求恩红色地标巡礼”和多篇全媒体产品，

共同构成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系列

融媒体思政教育作品。在驻地相关部门

支持下，这一系列融媒体思政教育作品

在驻地融媒体平台进行推广，截至 2024

年底，传播量已累计突破 5000万。

一 次 采 访 ，一 生 感 动 。 一 名 看 过

“白求恩红色地标巡礼”短片的战友留

言：“虽然我只是一名普通的驾驶员，但

白求恩精神同样触动了我。我要像白

求恩那样始终坚守岗位，用真心服务战

友，用真情运送温暖。”

该院一名领导表示：“白求恩精神

不仅是医学领域的一种崇高精神，也是

各行各业共同的精神财富。以奋斗擦

亮青春底色，以实干担当新时代重任，

‘白求恩传人’一直在行动。”

跨 越 时 空 的“ 同 框 ”
■张彬楠 本报特约记者 崔寒凝

白求恩精神跨越国界和民族，成

为全人类的宝贵精神财富。如何为白

求恩精神注入时代活力，是一个值得

深入思考的课题。

1938 年初，48 岁的白求恩不远万

里 来 到 中 国 ，与 我 军 民 一 起 浴 血 奋

战。1939 年 11 月，白求恩以身殉职，魂

驻太行。白求恩援华抗战的 600 多个

日日夜夜，在中国大地上，特别是在晋

察冀根据地的山山水水，留下了一串

串闪光的战斗足迹。这些地标是白求

恩 救 死 扶 伤 、出 生 入 死 的 历 史 见 证 。

白求恩牺牲后，他的崇高精神跨越医

疗 行 业 、超 越 时 空 界 限 ，成 为 一 种 境

界、一种准则、一种传统，焕发着熠熠

光辉和勃勃生机。

作为白求恩亲手创建的医院，联

勤保障部队第 980 医院拥有白求恩纪

念馆等丰厚的教育资源，为开展思想

政治教育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第一手素

材。为适应数字化传播趋势，医院盘

活红色资源，整合历史资料，拍摄制作

微课视频，积累可视化史料，满足多元

化传播需求，更好地面向全社会特别

是广大青少年群体，深入弘扬白求恩

精神。

当前，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一

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需要一茬茬官

兵矢志奋斗强军。新时代新征程，我

们应大力弘扬白求恩精神，讲好新时

代“白求恩传人”的故事，不断汇聚起

强军兴军的磅礴力量。

做白求恩精神的“播火者”
■杨亚强

上图：联勤保障部队第 980 医院“白求恩志愿讲解队”讲解员邵辉（右

一）在白求恩纪念馆进行讲解。

本报特约记者 崔寒凝摄

右图：联勤保障部队第 980 医院康复医学科护士长唐丽娜（左一）在白

求恩战斗过的地方现地宣讲交流。

聂靖茜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