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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帮助他人时，我
便成了你”

“ 学 长 ，在 帮 助 他 人 时 ，我 便 成 了

你。”

5 月 4 日，“张华班”班长庞广强带

着大家开展“时空信箱”活动，庞广强率

先把自己想说给老班长的话，投入了信

箱。

张华是谁？为什么会有他的雕像？

其实一年前，刚刚入校的庞广强，还不知

道张华是谁，好奇的他发现，校园的路

上、大学的餐厅前，都伫立着同一个人的

雕像。

开学第一课上，庞广强的困惑被解

开：1982 年 7 月 11 日，原第四军医大学

学员张华为救落入粪池的 69 岁掏粪老

人光荣牺牲，青春永远定格在 24 岁。

“富于理想、勇于献身”的“张华精

神 ”与 庞 广 强 的 从 军 从 医 梦 想 交 相 呼

应。幸运的是，庞广强被分配到“模范

学员二大队”——“张华队”，所在班就

是“张华班”。当晚，他激动地打电话给

家人：“我在张华队张华班！张华是一

名英雄！”

每日整理张华的床铺、晚点名呼点

张华时全体答到……置身这样的氛围

中，庞广强开始更深入地认识这位“身

边的英雄”。

“张华的青春才刚刚开始，本有着

无 限 美 好 的 前 途 ，但 在 群 众 的 安 危 面

前，他毫不犹豫地牺牲自己。”张华的抉

择，给庞广强带来思考，“理想是什么、

当兵干什么、成才为什么”，在他心中逐

渐有了答案。

在“ 张 华 荣 誉 室 ”担 任 讲 解 员 时 ，

庞广强熟读“张华日记 ”，了解到更多

细节——他在农场拦住惊牛勇救女青

年 ，在 公 交 车 上 勒 令 小 偷 交 出 钱 包 ，

在 发 生 火 灾 时 扑 救 烈 火 ，在 冰 冷 的 乌

苏里江抢救落水儿童……庞广强意识

到，张华的“纵身一跃”绝非偶然，而是

理想信念驱动下的行动使然。

“每次完成讲解任务，都是对自己

初心与目标的重新审视。”庞广强说，身

为“张华班”的一分子，每名学员都会感

到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在每日的专业课

程学习中，每个人都加倍努力着。

上一任“张华班”班长张勇军，以专

业第一名的成绩，放弃保研选择戍边。

一 次 ，张 勇 军 在 任 务 中 受 伤 回 母 校 就

诊，康复后，他专门返回“张华班”，参加

了学弟们的一次班会。

“继承发扬看似不易，一旦行动起

来就不难。”张勇军的一席话，让大家陷

入沉思。庞广强想到此前在延安拉练

时，看到铜川市耀州区庙湾镇中心小学

条件艰苦，他提议为改善校园环境贡献

力量。

薪火相传，贵在起而行之。提议得

到大家支持，“张华班”专门设立了“张

华账户”。学员们省下自己的津贴存进

账户中，从今年 2 月开始，每月固定给小

学汇款。“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力所能

及帮助他人，就是最好的青春风采。”庞

广强开心地拿出“爱心存折”，对于“张

华精神”，他有了自己的注脚。

有了精神指引，奋斗才不会迷航。

“张华精神”的潜移默化、熏陶感染，让

奉献成为学员们自然而然的选择。近

两年，全队百余名学员积极递交入党申

请书，50 余名学员光荣入党，全队学员

主动申请戍边，形成了“立起张华样子、

扛起模范旗子”的积极氛围。

“将理想抱负扎根于
为兵服务的沃土”

“人都是血肉之躯，‘怕死’是本能，

‘不怕’是选择，危急关头，张华能够无

畏献身，是救死扶伤的天职使然，体现

出医者仁心的大爱。”座谈会上，博士研

究生学员李栋栋一登台，就收获了热烈

掌声。

“李栋栋真帅！这次跑马拉松，你是

比冠军还闪亮的星！”李栋栋战友展示的

这条新媒体推文，曾感动许多网友。

去年 11 月初，李栋栋参加西安马拉

松比赛时，中途发现一名参赛者心脏骤

停。他果断放弃比赛，实施抢救，最终

患者脱离生命危险。

“ 为 了 患 者 ，我 可 以 克 服 一 切 困

难。”一次见义勇为的背后，是李栋栋坚

守多年的信念。在他眼里，追求仁心、

追赶英雄，是一种磨砺与成长。

从军校毕业后，李栋栋初到基层卫

勤部门，头绪杂、处置急、需求多等新挑

战纷至沓来。“‘张华传人’没有后退可

言！”他没有选择躲避躺平，而是倒逼自

己向全科医生转型，自学基础疾病、康

复理疗、口腔护理等知识，周到专业的

服务赢得战友们交口称赞。

2016 年，李栋栋递交申请，远赴苏

丹达尔富尔地区执行维和任务，他直面

恐袭战乱、极端气候与高发性传染病的

威胁，为饱受战乱之苦的当地民众送去

希望。

一次任务，李栋栋接收了一位重症

患者，情况十分棘手，在几位专家的远

程指导帮助下，方才化险为夷。他意识

到，自己的专业能力虽能满足日常保障

需要，但距离未来战场上的紧急救治能

力还相差很远。

归国后，李栋栋加紧利用闲暇时间

备考，顺利考取母校心血管内科医学博

士研究生。“之后，我还要重新回到官兵

身边，继续将理想抱负扎根于为兵服务

的沃土。”他笑着说。

张华的精神该如何用心践行？这是

骨科专业博士研究生学员邱海洋自从医

之初就思考的问题。

一次，在该校的巡诊活动中，一名军

士找到邱海洋诊治训练伤后，迟迟没有

离 去 。 在 邱 海 洋 的 询 问 下 ，他 才 小 声

说：“邱医生，除了骨科，你还会看其他

病吗？”

原 来 ，这 名 军 士 近 段 时 间 极 爱 出

汗，但训练繁忙、请假不易，他想借巡诊

机会弄清原因。邱海洋仔细询问症状，

做出初步判断后，建议他尽早去医院做

进一步检查。

“谢谢邱医生，您的判断是对的，我

现在已经确诊并开始治疗了。”不久，军

士打来道谢电话。

医 者 重 技 更 要 重 德 ，重 术 更 要 重

仁。在日积月累的临床实践中，邱海洋

找到了心中的答案：就像一滴水融入大

海才不会干涸，只有把自己融入官兵才

最有力量。

“认识、实践、再认识、再实践。”正

如该校领导所说，学子们只有扎根在为

基层服务、为战斗力服务的沃土中，才

能更好汲取英雄精神的养分，扛起自己

的使命担当。

“青春不只是一段时
间，更是一种奋进状态”

“张华曾说，要让自己的青春在一

个‘忙’字上焕发出光和热。身为军队

科研工作者，只有忙起来、跑起来，才能

走在前列。”在学术沙龙上，某团队领衔

人窦科峰教授走上讲台。窦教授虽已

年近 70 岁，言谈间仍神采奕奕。

不久前，这个团队的一项临床转化

研究成果开创国际先例，在英国《自然》

杂志刊发，引起国内外专家广泛关注。

“青春不只是一段时间，更是一种

奋进状态。”窦教授坦言，几十年里，他

始终保持着高强度的工作状态：术后观

察患者至凌晨 2 点回家，清晨 5 点返回

监 护 室 继 续 工 作 ，对 他 来 说 是 常 有 的

事。

“从战士到医学博士，从外科大夫

到权威专家，窦教授始终保持旺盛的探

索欲，不断将目光投向军事医学的下一

座高峰。”谈起窦教授，团队成员许皓满

是钦佩，在加入团队之初，他甚至不敢

想象某项课题能够走入现实。

“等不是办法，干才有出路。”许皓

说，启动这个课题时，即使没有先例可

循，窦教授依然力排众议，整理出 160 多

条术前准备工作，最终成功完成手术，

填补了这一领域的空白。

用实际行动涤荡着年轻人的心灵，

用高尚品格升华着年轻人的思想。奋

斗精神在代际间传承，青年医生们被窦

教授锲而不舍的探索精神感染带动。

“医学的疆域不在已知的版图，我

们的青春就是望向未知时眼底灼热的

光。”如今，团队骨干王琳副教授正带领

成员全力筹建某研究中心，推动科研成

果落地生根。

如何实现使命的接力，将奋进状态

保持下去？与英雄同名的老年病科主

任张华有自己的理解。

“ 传 承 英 雄 精 神 ，难 的 不 是 一 阵

子，而是时时做到、一辈子做到。”这些

年来，张华多次登台与师生畅谈“张华

精 神 ”为 她 带 来 的 价 值 思 索 。 最 令 她

难 忘 的 是 ，1996 年 11 月 21 日 ，她 在 人

民大会堂向全国人民汇报“张华大队”

的事迹。

“因为与英雄同名，英雄的母亲会

亲切地称我为‘小张华’。”从那时起，张

华知道，自己的名字不仅是父母给予的

符 号 ，更 是 刻 在 心 里 的 榜 样 。 一 路 走

来，张华的人生轨迹因与烈士同名而发

生共振。如今，虽已走上领导岗位，她

依旧奔波在义诊前沿、病房一线。

“家属把患者送到老年病科，是希

望 能 出 现 转 机 ，希 望 我 们 能 带 去 好 消

息。”几乎每位患者转入病房时，张华都

要这样嘱咐科室成员。

在实验室的无影灯下，在社区的巷

陌深处，在高原哨所的巡诊路上，无数

“张华传人”正在以各自的方式诠释着

同一个答案——青春的价值，不在于年

龄的刻度，而在于对理想的执着奔赴；

生命的意义，不在于时光的长短，而在

于为他人点亮的希望。

上图：五四青年节前夕，空军军医

大 学“ 张 华 队 ”组 织 学 员 开 展 专 题 活

动。 吕 璞摄

青春的接力 使命的续航
■史红亮 本报特约通讯员 张语桐 特约记者 鲁泰来

“41 分 28 秒。”轻风微拂，当秒表

按 下 暂 停 键 ，看 着 10 公 里 跑 成 绩 再

一 次 突 破 自 己 的 极 限 ，我 渐 渐 缓 下

步 子 ，瘫 软 地 躺 在 操 场 的 草 坪 上 。

初 夏 的 太 阳 照 在 脸 颊 ，眼 角 被 汗 液

浸湿，我闭上双眼，思绪也拉回到几

年前。

刚入学时，从小没怎么吃过苦的

我信心满怀，可残酷的现实给了我当

头一棒。军被叠成块、马扎摆成线、队

列站成行……初次走进军营的我，感

受到自己和一名合格军人之间的距

离。

记得第一次体能测试，我的 3000

米跑成绩距及格线差了 1 分钟，单杠

一个也拉不上去，挫败感涌上心头。

那天晚上，我辗转反侧，进入军校后第

一次流泪了。

“不付出努力就能轻易实现的梦

想，还叫梦想吗？快要放弃时，再坚持

一下。”痛哭一场后，父亲送我到军校

报到时的叮嘱回荡在耳边。

“坚持梦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接

下来的日子里，我在心中反复默念这

句话，铆足了干劲提升训练成绩。那

段时间，每晚点完名，我直接冲到操

场，在昏黄的灯光下奋力奔跑；周末休

息时，我花大量时间泡在健身室，单杠

成绩越来越好；跨越障碍时，感到自己

肌肉酸痛近乎痉挛，但我努力突破极

限……每一次跌倒，都会更加激起我

拼搏的欲望。

努力的过程虽苦，但也正是这种

苦，让人倍感收获时的“甜”。记得一

次长途负重拉练，我跟随队伍沿着蜿

蜒曲折的盘山路向目的地前进。沙石

路尘土飞扬、崎岖不平，每个人的背囊

有五六十斤重，行军到大半时，我感到

身体已不堪重负，每走一步都更加吃

力。

“坚持还是放弃？”彼时，脚下的血

泡加上身上的背囊，让我快喘不过气

来。夕阳的余晖照在脸上，汗水流进

眼角刺得眼睛生疼，眼前的视线已经

逐渐变得模糊。“快要放弃时，再坚持

一下。”我闭上眼睛，父亲的话语又一

次在耳畔响起。

不知不觉，我离终点越来越近。

最后冲刺阶段，我用尽全部力气，拼命

向终点奔去。那一刻，我忘却了身上

的所有疼痛，奋力拼搏的样子，赢得教

员和战友们的赞许。

一步步追赶，一步步超越。“鸡蛋

从外部打破是食物，从内部打破是生

命。”回首几年的军校学习生活时光，

从初入校门的懵懂无知，到如今的坚

韧自信，我深知这是无数汗水与伤痛

换来的蜕变。每一次跌倒又爬起，每

一次咬牙坚持，都是对意志的磨砺和

对梦想的执着。

“快要放弃时，再坚持一下。”追逐

梦想的道路没有一条是平坦的，只有

那些不畏艰难，能够沿着陡峭的山路

不懈攀登的人，才有可能到达光辉的

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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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这 个 人 人 都 在 奋 力 奔 跑 的 时

代 ，我 们 既 是‘ 追 梦 人 ’，也 是‘ 筑 梦

者’……”在武警士官学校组织的一场

文职人员分享会上，该校船艇指挥教研

室主任常婷婷结合自己近 10 年的工作

经历，与大家分享心得感悟。

常婷婷出生于黑龙江省七台河市，

从 小 在 矿 山 伴 着 机 器 的 轰 鸣 声 长 大 。

相继从哈尔滨工业大学和上海交通大

学本硕毕业后，常婷婷从事过化工、风

电、船舶等领域工作，年收入可观，但她

始终感觉没能找到实现人生价值的成

就感。

直到 2015 年底，在为部队排除某设

备故障的过程中，常婷婷感受到军队对

于技术人才的渴求，萌生了报国强军的

想法。此时，恰逢军队院校招收文职人

员，她毅然选择加入武警士官学校，成

为一名文职教员。

然而，当职场精英走上军校讲台，

真正的挑战才刚刚开始。一进入学校，

常婷婷就承担起船艇系基础课程《机械

基础》的教学工作。“第一次上课，由于

不熟悉部队，出了不少岔子，讲了很多

外行话。”常婷婷说。

看 着 学 员 们 求 知 的 眼 神 ，常 婷 婷

认 识 到 ：要 炼 出 好 钢 ，必 须 先“ 提 纯 ”

自 己 。 为 强 化 教 学 能 力 ，她 白 天 跟 课

旁 听 ，晚 上 加 班 备 课 ，周 末 泡 在 图 书

馆 学 习 充 电 ；为 熟 悉 部 队 情 况 ，她 主

动 申 请 去 部 队 调 研 、代 职 锻 炼 ，还 主

动 请 缨 参 加 演 习 演 训 。 经 过 不 懈 努

力 ，她 渐 渐 打 通 了 从 理 论 知 识 到 实 践

应 用 之 间 的“ 梗 阻 ”，成 为 课 堂 上 的

“问不倒”“一口清”。

“军校学员是明天的战斗员，他们

的创造力关系着未来的战斗力。”常婷

婷 说 。 执 教 为 战 的 过 程 中 ，她 将 培 养

呵护学员的研战热情视为自己最重要

的任务。2023 年全国大学生数媒科创

竞赛，她组织起一支参赛队伍，经过反

复 讨 论 ，决 定 将 某 新 型 武 器 的 仿 真 学

习 平 台 作 为 研 究 方 向 。 备 赛 过 程 中 ，

她指导队员找图纸、查资料、建模型 ，

反复调整代码脚本、模拟测试效果，常

常 通 宵 鏖 战 ，只 为 最 大 限 度 贴 近 实 战

环境。最终，他们的作品从 70000 余件

参 赛 作 品 中 脱 颖 而 出 ，一 举 获 得 全 国

一 等 奖 ，成 果 也 在 实 战 化 教 学 中 得 到

广泛应用。

带着为战育人的信念，常婷婷不断

打破自己的舒适圈：针对实船培训风险

大、成本高、周期长的问题，她主持推动

内河船艇等级模拟训练系统的研发，大

幅提升了实战化练兵效果；主讲《船艇

操纵》课程，她从零起步学船艇指挥、操

纵，自学网课 300 多课时，啃下十几本专

业教材，用一年时间成为该课程的核心

骨干；为了完成新装备的课题论证，她

跑遍 10 余个基层单位，跨越 2000 多公

里，收集了大量一手资料……

“我愿在军校三尺讲台不断燃烧自

己，淬火成钢，努力锻造出更多的强军

工匠！”去年，常婷婷获评“武警部队优

秀文职人员”，颁奖典礼上，她的发言铿

锵有力。

三 尺 讲 台 上 的 筑 梦 者
■李思远 本报特约通讯员 卢沩宗

学员心语

青春偶像派

教员风采

五月，我们迎来青春的节日。在空军军医大学，谈起青春，就离不

开“张华精神”这个话题。

近日，该校举行以“凝聚青春力量，共话使命担当”为主题的座谈交

流活动，师生代表齐聚一堂，共赴一场青春之约。

什么是青春最好的样子？本科学员吕汶啸认为，是学业有成后到

基层到边防，让青春之花绽放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在博士研究生学员

李栋栋看来，是把医疗服务、战救技术送到基层最末端，送到战斗第一

线；对副教授王琳而言，是将巡诊中的多发病共性难题，带回研究室尽

快解决，用科研成果为更多官兵的健康护航。

“富于理想，勇于献身。”40 余年前，张华书写的青春答卷在今天的

校园里依旧闪光。吕汶啸、李栋栋、王琳身份不同、专业各异，但他们都

是“张华传人”志愿服务队的一员。

青 春 的 接 力 亦 是 使 命 的 续 航 。 这 个 月 ，该 校 通 过 开 展“ 时 空 信

箱”、学术沙龙 、座谈交流 、巡诊服务等活动，引导师生重温“张华精

神”。在这里，英雄的青春永不会老，奋斗的坐标清晰标注在每一个前

行的足迹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