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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现场

本报讯 孙梦星、巴涛报道：近日，

联勤保障部队第 910 医院抽组训练伤防

治专家深入基层一线开展帮带活动。与

以往不同的是，这次培训地点没有选在

部队基层卫生队，而是在地方乡镇卫生

院进行。此前，这几家卫生院均与该医

院签订协议设立了“前置医疗点”。

经过近 1 小时的车程，笔者随专家

组顺利到达福建省南安市省新镇卫生

院。刚一下车，专家们便按照分工忙碌

开来。有的到诊室坐诊，手把手帮带地

方医护人员科学精准处理伤情；有的开

展理论授课，通过图文演示与实际操作

相结合的方式，为乡镇卫生院医疗骨干

讲解伤员在骨折后的包扎要领、固定要

求以及搬运过程中的注意事项等内容；

有的到病房教学查房、讨论病例，强化医

护人员的诊疗水平。

去年以来，该医院针对部队部分小

散远单位远离体系医院，训练时发生急

重症伤情，容易耽误最佳救治时效、仓促

转运会造成“二次损伤”的实际，积极探

索军地协作救治模式，把救治触角向训

练场一线延伸，主动与多家距部队训练

场较近的乡镇卫生院签订救治协议，设

立“前置医疗点”。

“我们希望在官兵遇到突发伤情时，

能够第一时间得到科学精准的救治。”小

组专家、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李奕鑫告

诉笔者，医院每周都会组织类似的帮带

培训活动。此外，为了提升“前置医疗

点”救治能力，医院还建立 24 小时远程

在线系统，确保部队官兵送医治疗，能够

第一时间在较近的乡镇卫生院得到科学

处置、迅速救治。

“‘前置医疗点’的设立不仅节省了我

们往返医院的时间，还为我们日常训练安

全提供全天候的保障，今后开展训练更安

心了。”刚刚在卫生院处理完训练伤的陆

军某合成旅战士刘海云为此点赞。

“将卫勤保障链路向训练场延伸，把

‘前置医疗点’的救治能力提升上去，才

能更好为兵服务。”该医院领导介绍，目

前，他们已与 20 余家乡镇卫生院签订了

“前置医疗点”救治协议，后续他们还将

把训练伤防治培训送到更多地方卫生

院，切实保障好小散远部队官兵的身体

健康。

联勤保障部队第 910 医院倾情服务驻军部队

“前置医疗点”直通训练场

本报讯 文婧报道：暮春时节，一辆

满载先进设备的医疗巡诊车，缓缓开进

四川省江安县下长镇“集中诊疗点”，开

启 了 宜 宾 市 2025 年 优 抚 医 疗 巡 诊 活

动。当天，有 80 余名优抚对象现场接受

免费健康医疗巡诊。

67 岁的参战老兵万能远今天早早

来到巡诊现场。诊疗队成员们为他量

血压、测心电图、做 B 超等检查。“我的

检查结果显示一切正常，感谢党和政府

对我们的关心和厚爱，让我们在家门口

就能享受这么好的诊疗服务。”他高兴

地说。

肖琴是市优抚医院优抚办的工作

人 员 ，也 是 此 次 诊 疗 队 的 一 员 。 近 年

来，她的脚步已跟随诊疗队走遍了全市

60 多个乡镇。“这是我们制作的就诊‘明

白卡’，报销比例多少？优抚对象的优

抚医疗补助又是多少，一目了然。”肖琴

介绍。

“服务好不好，优抚对象说了算，我

们实行‘专科、专病、专治、专管’，医生

将根据这个慢性病系统一对一地进行

健康管理和治疗。”市优抚医院领导介

绍，他们创新建设优抚慢病管理系统，

实现全市优抚对象健康管理信息化、规

范化，通过智能跟踪，实行全生命周期

管理，为优抚对象提供全面、高效的医

疗服务。

宜宾市退役军人事务局领导表示，

他们将以“解民忧、暖军心”为宗旨，持

续创新服务模式，精准对接优抚对象需

求，通过下沉医疗资源、延伸服务链条

等方式，打通优抚对象医疗服务“最后

一公里”，使优抚对象足不出户即可享

受到贴心的医疗服务。

四川省宜宾市为全市优抚对象提供免费体检服务

“集中诊疗点”送医下基层

“扎根群众谋解放，星星之火成燎

原 ……”暮 春 时 节 ，陇 东 高 原 寒 意 渐

散。甘肃省庆阳市南梁女子民兵连编

排的南梁革命故事快板，在当地民兵中

传播开来。

“南梁是黄土高原上的红色地标。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创建

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在

中 国 革 命 历 史 上 留 下 浓 墨 重 彩 的 一

笔。”军分区领导介绍，民兵调整改革

中，南梁女子民兵连整编为南梁女子民

兵排暨南梁精神宣讲队，后于 2023 年

12 月又扩编为南梁女子民兵连。

跟随民兵连指导员马静，笔者走进

民兵连荣誉室，全国三八红旗集体、全

国五一巾帼奖状等 10 多张（块）荣誉奖

状和牌匾首先映入眼帘。马静告诉笔

者，该连还有多名女民兵被表彰为“全

国红色故事优秀讲解员”。

“讲好革命故事就是讲好中国故

事，我们要永远牢记那些抛头颅洒热血

的 革 命 先 烈 和 老 一 辈 无 产 阶 级 革 命

家。”民兵连成立后，连长王雅丽带领女

民兵深入偏远山区，采访老革命、老英

模，先后挖掘整理革命故事 170 余个。

王雅丽告诉笔者，她们依托南梁革

命纪念馆，民兵连年均讲解 4000 多批

次，接待参观干部群众超百万人次，先

后赴军地相关单位，为干部群众、官兵

以及学校师生开展爱国主义和革命传

统教育，受到广泛赞誉。

走出民兵连荣誉室，笔者远远望见

不远处的南梁革命纪念馆，前来参观的

人群中，一群女民兵身着讲解服，为游

客讲解发生在南梁这片热土上的革命

故事。

“作为南梁精神的传承者，我们的

使命是讲好南梁的红色故事！”返回路

上，民兵王倩楠说道：“我们要继续把发

生在南梁这片热土上的革命故事讲好、

讲活，让游客在沉浸式体验中接受国防

教育，在红色旅游中感悟精神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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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解放军伸出援手，要不我们

7 个人真不知道会怎样！”4 月下旬，新

疆和田军分区某部参谋梁海龙接到某

工程施工负责人扎西顿珠打来的感谢

电话。

“解放军，我们被困在红旗达坂了，

快来救救我们……”4 月 16 日 22 时 30

分许，正在值班的梁海龙突然接到一通

救援电话。当晚，7 名地方人员搭乘 2

辆皮卡车前往红旗达坂附近的施工地

段，不慎陷入雪坑。

红旗达坂位于喀喇昆仑高原腹地，

最高处海拔 5700 多米，常年冰封雪裹，

方圆百公里无人烟。夜间的红旗达坂

狂风怒吼，气温骤降，皮卡车油量已所

剩无几，7 人处境非常危险。

“找解放军！”扎西顿珠突然想到进

入无人区前收到的提醒：有困难找解放

军，沿途道路指示牌有部队救援电话。

扎西顿珠果然在道路指示牌上找

到了求助电话。接到求救电话后，梁海

龙立即向上级报告了该情况。经批准，

梁海龙组织附近边防连官兵及驻地施

工队组成救援队，连夜驾驶清雪车前出

救援。

救援队伍边清雪边前进，140 多公

里的路，他们足足走了 4 个多小时。次

日 凌 晨 3 时 许 ，救 援 队 终 于 抵 达 事 发

地。官兵们发现，7 名被困群众正蜷缩

在车上，其中 3 人出现严重高反症状，

嘴唇乌紫、脸色煞白，伴有轻度意识模

糊症状。

随即，官兵们从车上拿出军大衣、

便携式氧气瓶和炊事班准备的姜汤、食

物等给被困人员。连队卫生员帮 3 名

高反人员服下药品。其余官兵则拿起

铁锹，清除被困车辆周围积雪。

经过一个半小时的不懈努力，大家

协力配合，成功将被困车辆推出雪坑。

到达连队时，娇艳的红日已经挂上

雪山之巅。7 名被救群众看着官兵们

通红的脸庞，握住他们皴裂的双手，流

着热泪久久不愿放开。

“ 无 论 何 时 何 地 ，只 要 人 民 群 众

有困难，我们都会挺身而出！”该部领

导 介 绍 ，自 去 年 入 冬 至 今 ，军 分 区 所

属 部 队 已 在 防 区 救 助 遇 险 群 众 20 余

人次。

海拔 5700 多米的雪山达坂，子弟兵全力营救被困群众——

“生命禁区”的生死救援
■赵金石 杨满库

春夏之交，安徽省肥东县森林防火进入关键期。连日来，县人武部联合

军地单位开展防火巡查。 陈 振摄

“杨杨，用人工智能技术还原一下

这张合影上的几名八路军战士。”“五

一”前夕，山西省武乡县八路军数字体

验馆内，人工智能讲解员“红星杨”正与

游客展开互动。当 AI 修复的八路军战

士与当代青年的笑脸在一张照片上绽

放，两个时空通过数字科技奇妙交融。

走进八路军数字体验馆，科技感与

历史厚重感扑面而来。跃马太行、众志

成城、烽火热土、抗战堡垒等展区巧妙

相连，构成了一个沉浸式的红色文化体

验空间。

“杨杨，请介绍一下平型关大捷的

作战经过。”“杨杨，左权将军牺牲时多

大年纪？”场馆内，大家争相与身着灰

蓝 色 八 路 军 军 服 的 虚 拟 对 话 数 字 人

“ 红 星 杨 ”对 话 ，这 个 集 语 音 识 别 、知

识 图 谱 等 技 术 于 一 身 的 数 字 机 器 人

日 均 接 待 游 客 300 余 人 次 ，是 不 折 不

扣的“明星讲解员”。

“英雄是民族最闪亮的坐标，我们

将烈士信息数字化，以更加直观的形式

呈现山西 3 万多名抗战烈士群像。”志

愿者讲解员介绍，该馆的“英雄丰碑”版

块整合了《武乡县志》和中华英烈网的

海量数据，通过数字手段，将烈士相关

信息可视化。在这里，观众轻点屏幕，

可以了解烈士牺牲时的年龄、烈士牺牲

的地点；在“太行数字长卷”展板前，游

客还能化身数字人走进“历史长卷”，与

虚拟场景中的八路军战士展开跨时空

对话，了解他们的战斗与生活。

作为全国首家以八路军文化为主

题的数字体验馆，这里的数据规模正持

续“生长”。“数据库里 1400 余名烈士的

信息，每个字节都重若千钧。”相关负责

人叶健介绍，自去年 6 月以来，他们开

始集中整合相关数据信息，不断推进

“人工智能＋红色文化”研学场馆建设。

在“众志成城”展区，40 余幅武乡

籍抗日英雄的 AI 复原照片首次集中亮

相。女扮男装参战的王九焕、“地雷大

王”王来法等英雄形象不仅被赋予鲜活

色彩，还能以动态形式重现历史瞬间。

展墙上还特意留出空白相框，“这是致

敬未留下影像资料的无名英雄，传递的

是山河不忘的深切缅怀之情。”叶健说。

“战士军服补丁的针脚都清晰可

见，那段烽火岁月仿佛真实呈现在我

的眼前，触手可及。”在这一区域，武乡

县第二中学初二学生张锦洋借助人脸

融合技术，跨时空与英雄“合影”后感

叹道。

5G 云渲染构建的沉浸战场、元宇

宙技术复原的英雄面容、大数据绘制的

精神图谱……在武乡，红色历史不再是

平面的文字和图片，而是生动、立体的

互动性知识海洋。通过数字化手段，武

乡县年均吸引游客达百万人次，青少年

国防知识普及率达 95%以上。

“正如藏在红星杨枝条中永恒的五

角星印记，武乡借助数字手段，让先烈

精神在这处红色热土生生不息，立起一

座不朽的精神丰碑。”县人武部领导表

示，他们将持续深化“科技+红色文化”

模式，让红色资源“活起来”，将国防教

育从“被动接受”变为“互动探索”，为传

承太行精神注入新动能。

左上图：游客在八路军数字体验馆

参观。 高 阳摄

用数字科技致敬太行英雄
—山西省武乡县八路军数字体验馆侧记

■张学敏

安徽省合肥市方兴社区

组织基干民兵训练
本报讯 李泉锐报道：4 月 9 日至

12 日，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方兴社区

武装部组织 2025 年新入队基干民兵开

展 集 中 入 队 训 练 。 他 们 模 拟 突 发 山

火、地震等自然灾害场景，设置卫生救

护、通信、抢险救援等课目，检验新入

队民兵快速集结、协同处置的应急响

应能力。

海南大学

开展主题读书活动
本报讯 刘佳峰报道：日前，海南

大学在该校图书馆开展主题读书活动。

活动现场，“海空卫士”王伟烈士生前战

友冯波及 11名学生代表，轮流登台分享

阅读王伟烈士妻子阮国琴出版的新书

《呼叫 81192：“海空卫士”王伟的飞行梦

和家国情》的感悟体会，浓厚崇尚英烈、

学习英烈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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