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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新闻

与强军同行

“奶奶，您现在能看清楚吗？”“看清

了，看清了。爹，我又看到您了……”7月

2 日，贵州省毕节市的烈士家属彭德先

与千里之外的沈阳日报记者李禹墨视频

连线。此时，李禹墨正在沈阳抗美援朝

烈士陵园烈士英名墙前，给彭德先拍录

她父亲的名字。看到烈士英名墙上父亲

的名字和陵园工作人员献上的一束黄白

相间的菊花，彭德先的热泪夺眶而出，感

激地说：“有你们的照顾，我们这些烈属

就放心了，谢谢你们。”

“前段时间，姥姥在电视上看到一

部抗美援朝影视剧，于是更加思念太姥

爷。”两次陪同彭德先前往沈阳抗美援

朝烈士陵园祭扫的外孙女葛俊利告诉

记者，由于烈士陵园离家太远，家人便

想到联系他们的老朋友李禹墨，通过视

频连线的方式，纾解老人的思念之情。

彭德先今年 76 岁，在她的记忆里，

父亲谢大友只是一个模糊的影子。

谢大友 1927 年 10 月出生，1950 年

9 月入伍。从黔北参军入伍时，女儿彭

德先只有 1 岁。

1951 年 2 月，谢大友牺牲在朝鲜前

线。家人不知道他的具体牺牲地点、安

葬在哪里，只保存着一张烈士证明书。

谢大友牺牲后，家里没了顶梁柱。

几年后，母亲带着年幼的孩子改嫁到彭

家。从此，她改名为“彭德先”。

成年后，彭德先渐渐和生父谢大友

那边的亲戚恢复了联系。村里曾和谢

大友一同参军的老兵告诉她：“你爹临

走前，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你，嘱托战友

们照顾你们母女。”后来，村里通知烈士

家属登记，她和母亲把领取的抚恤金，

都留给了奶奶。“听母亲说，父亲非常孝

顺。”彭德先回忆道。

几十年过去，彭德先已成古稀老人，

儿女各自成家，日子平淡而满足，但她心

里始终缺了一块——关于生父的记忆。

2022 年清明节前夕，彭德先接到

毕节市七星关区退役军人事务局的电

话，告诉她符合异地祭扫优待政策。当

工作人员了解到老人的现实情况后，开

始帮她积极寻找父亲的安葬地。

根据彭德先仅有的一张烈士证明

书，毕节市七星关区退役军人事务局报

上级部门查询到，全国记录有“谢大友”

信息的烈士陵园一个在沈阳，一个在丹

东。“您父亲是在抗美援朝战场上牺牲

的，每年国家迎回的抗美援朝烈士遗骸

都安葬在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您可

以去那边找找看。”听了退役军人事务局

工作人员的建议，彭德先决定前往沈阳

抗美援朝烈士陵园看看。从西南到东

北，路途太远，家人一开始并不支持，但

彭德先坚持要去，她说：“这辈子就剩这

一个念想了，不去，心里始终放不下。”

考虑到彭德先年岁已高，毕节市七

星关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得知老人确定

目的地后，安排一名工作人员专项对接

车票和食宿。同时，他们还同沈阳抗美

援朝烈士陵园提前联系，确定异地祭扫

时间。

2023 年清明节，在老伴和外孙女

葛俊利的陪同下，她坐上飞机赶往辽宁

沈阳。

“当时我们逐个墓碑寻找，可还是

没有找到太姥爷的墓。”回忆起第一次

去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寻亲”的经

历，葛俊利记忆犹新。正当他们失落之

际，陵园工作人员说，可以到陵园的烈

士英名墙上去找找，在抗美援朝战场上

牺牲的烈士姓名都镌刻在那上面。

站在英名墙前，他们终于找到了谢

大友的名字。当指尖触碰石碑的那一刻，

彭德先哽咽着轻声说：“爹，我终于找到您

了。”数十年的思念，化作止不住的热泪，

彭德先坐在石碑前细细念叨她的经历和

家里的变化。临走时她和父亲“约定”：

“只要我还走得动，每年都来看您。”

今年清明节前，她再次赶赴沈阳，她

说：“见不到父亲的模样，看见名字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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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刘明久、郑爽报道：近日，

联勤保障部队第 920 医院收到云南省

昆明市一对母子送来的一面锦旗。至

此，该院医疗队在列车上紧急救人的事

迹，才被大家知晓。

6 月下旬，刚放暑假的小何，搭乘

C901 次 列 车 ，前 往 昆 明 和 父 母 团 聚 。

由于假期车票紧张，小何只买到站票，

上车后一直在两节车厢的连接处。不

料 ，车 辆 运 行 期 间 ，小 何 突 然 晕 倒 在

地。一旁的几名乘客见状，立即将他搀

扶到座位上，并通知车厢乘务员。

“旅客朋友们，3 号车厢有一名旅

客急需专业医疗救助，如果您是医生或

护士，请立即前往 3 号车厢，谢谢。”巧

的是，联勤保障部队第 920 医院医疗队

在外执行巡诊任务，事发当天刚好搭乘

该次列车返回驻地。听到广播后，医疗

队队长李少莹立即带领队员拿起随身

携带的医疗设备，赶往小何所在车厢。

“我们见到小何时，他的脸色苍白，

意识模糊，我们立即对他进行查体，初

步判断小何疑似血管迷走性晕厥及直

立性低血压。”李少莹告诉笔者，她们拿

出葡萄糖给小何服下后，再次进行听

诊、吞咽功能测试、认知功能评估等检

查。不一会儿，小何逐渐恢复意识，心

率和血压也恢复了正常。

考虑到不能排除小何是因为心脏

或脑部疾病等导致的晕厥，队员们通过

电话联系上小何的父母并征得同意后，

将他带到医院做进一步检查。

到达医院后，医疗队队员何莹全程

陪同小何进行了相关检查。结果显示，

小何并未患心脏或脑部疾病。“得知小

何身体状况一切正常后，大家悬着的心

才落地。”何莹说道。

经了解，小何系由于天气闷热，车

厢内空气流通性较差，且长时间蹲着突

然站起等因素叠加，导致的晕厥。

当天晚上，在确认身体各项体征正

常后，小何的父母将其接回了家。回家

后，小何父母对人民军医的义举念念不

忘，决定再次到医院，向医护人员当面

表达感谢。于是便有了开头的一幕。

面对感谢，李少莹说：“人民军医为

人民，群众有难，挺身而出是我们的职

责。”

联勤保障部队第 920 医院医疗队

遇到群众有难 果断挺身而出

本报讯 鹿达、记者危乔巧报道：

“飞行训练结束后就能放松治疗，真是

太方便了！”近日，东部战区空军某部飞

行员张杰结束了一天的训练，走进该部

康复理疗室接受腰椎牵引治疗。据介

绍，该部与融通医疗健康苏州一〇〇医

院联合推出“近享医疗”模式，实现了优

质医疗资源直达战位。

记者了解到，该部与体系医院距离

较远，官兵平日就医问诊非常不便。为

此，该部与苏州一〇〇医院联合推出

“近享医疗”方案：将医院优质康复资源

拆解为“模块化服务包”，由中医科与康

复医学科组成专业团队，携带齐全的药

品与专业设备走进部队营区，把原本局

限于医院门诊部的专业理疗服务送到

官兵身边。

实践中，该医院建立“周三专家日”

制度，专家团队定期带理疗设备走进营

区驻点服务，同时为部队培养骨干。目

前，已有 8 名经过专业培训的军医可以

独立开展基础理疗。

除 此 之 外 ，该 部 还 引 入 中 科 院 某

研 究 所 研 发 的 无 创 乳 酸 快 速 监 测 系

统，精准监测官兵关键肌群乳酸动态，

通过智能算法生成个性化疲劳指数，

为训练风险预警及实施精准干预提供

科学依据。

新模式带来显著成效。据该部统

计数据显示：推行“近享医疗”模式以

来，官兵日均有效训练时长得到增加，

急慢性训练伤发生率明显下降，相同伤

情 康 复 到 复 训 的 平 均 周 期 缩 短 近 三

成。去年夏季备战上级比武期间，警卫

连官兵在高强度训练后均得到及时的

专业理疗服务，全程未出现训练伤病

例，训练效率大幅提升。某部中士陈凯

武对此深有感触：“平时训练难免有磕

磕碰碰，如今有了专业理疗，我们训练

起来更安心。”

目前，这支“战位医疗队”已累计服

务 86 场次。该部领导表示，下一步，他

们将携手医院持续优化迭代服务机制，

为提升打赢能力筑牢健康基石。

东部战区空军某部联合地方医院推行“近享医疗”模式

专业理疗直达官兵战位

“这把军号的主人是一位儿童团

员，他牺牲时手里仍紧紧攥着军号！”盛

夏时节，甘肃省白银市会宁县会宁红军

长征胜利纪念馆内，讲解员任霞指着展

柜中布满弹痕的黄铜军号，向前来参观

的中小学生讲述 80 多年前那段红色记

忆。随着“烽火少年”抗日主题展览正

式开展，这座红色场馆，正以崭新面貌

迎接八方来客。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

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80 周年，我们以馆

内现存文物为依据，精心打造‘沉浸式

展陈+互动体验’的立体教育矩阵，创

新推出‘烽火少年’抗日主题展览。”会

宁红军长征胜利纪念馆馆长李俊丰告

诉笔者，他们一改传统叙事模式，通过

创编红色故事、场景复原、文物触感体

验、情景剧演绎等创新形式，让青少年

在“看、听、触”中感悟革命精神。

“牛儿还在山坡吃草，放牛的却不

知道哪儿去了……”步入主展览区，会

宁县基干民兵张伟在悠扬舒缓的叙事

民歌歌声中，向学生们介绍该馆根据

真实历史改编的红色故事《送情报》：

“11 岁的王兰用炭笔在一片枫叶上写

下‘鬼子东去’的情报，贴在牛尾巴下

面。当他穿越敌人的封锁线传递情报

时，不幸被日军发现，英勇牺牲，是一位

像王二小一样勇敢的小英雄……”

“当年，在抗日根据地，无数像王二

小一样的儿童团员为八路军新四军站岗

放哨，留下了无数可歌可泣的故事。他

们的事迹，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也衍生

出了许多脍炙人口、耳熟能详的文艺作

品。”展览负责人告诉笔者，为此，他们在

主展览区选取《歌唱二小放牛郎》作为背

景乐，创编许多小英雄的红色故事。

“许多小英雄的年纪和我一般大，

但在那个年代他们为了国家独立、民族

解放勇敢战斗，甚至不惜献出了宝贵的

生命，我觉得他们非常了不起，他们是

我的榜样。”北关小学四年级学生李浩

然激动地说。

走出主展览区，听到不远处传来马

蹄声。露天舞台上，小演员们正演绎

《鸡毛信》。“海娃”将信藏在羊尾下，自

己假装若无其事，躲过敌人的搜查……

台下，青少年们屏住呼吸，当看到“海

娃”成功送出情报，现场掌声阵阵。

“过去，学校开展国防教育一直受场

地、形式等因素制约，效果不佳，学生兴

趣不浓。”白银军分区领导介绍说，为破

解这一难题，今年以来，他们联合教育部

门，依托红色旧址，全力打造沉浸式国防

教育场所。许多红色场馆通过开展“儿

童团训练营”“红色剧本研学”等特色活

动，组织学生体验站岗放哨、传递情报、

角色扮演；同时邀请抗战老兵、民兵骨干

现场授课，并举办军事技能体验、国防知

识竞赛等活动，让红色教育可感可触，有

效提升国防教育质效。

在抗日主题互动区，讲解员任霞轻

轻摇动一个老式手摇警报器，警报声骤

然响起。引导员化琦在一旁说：“敌人

即将进村，请各位小战士接力传递，尽

快将情报送出村子。”随即，化琦引导学

生们来到模拟地道战打造的“地道”入

口，递给他们一封“鸡毛信”，学生们沿

着精心设计的山间小道“奔袭”，又抓住

麻绳向上攀爬，成功将“情报”送出村

子。体验后，孩子们纷纷感叹少年情报

员的机智勇敢。“我们希望通过这种互

动式深度体验，让红色历史走出场馆，

让青少年传承好红色基因、当好红色传

人。”李俊丰表示。

砖石斑驳刻往昔，童声铿锵诵今

朝。在展厅结尾处，该馆还设置了“红

色家书”留言墙，学生们纷纷在墙上写

下感悟。教场小学五年级学生冉茜写

道：“这次参观收获很大，我要向当年的

小英雄学习，更加努力学习知识，做个

对国家对社会有用的人。”

左上图：甘肃省会宁县北关小学组

织学校师生来到会宁红军长征胜利纪

念馆，参观“烽火少年”抗日主题展览。

皇甫宸宇摄

甘肃省会宁县依托当地红色场馆创新设计“烽火少年”抗日主题展览—

像当年的小英雄那样去战斗
■郑晓晨 靳晓峰 本报特约通讯员 杨 涛

近日，贵州省兴义军分区组织官兵走进尖山苗寨小学，开展国防教育。

图为官兵利用模型给学生介绍武器装备知识。 陈 姗摄

广西来宾市

军地共建移动书箱
本报讯 张瑞潇报道：近日，广西来

宾军分区与来宾市图书馆签订“军营移

动书箱”共建协议。根据协议，图书馆每

年向军分区提供书籍不少于 3000 册，书

目涵盖国防科技、红色经典、法律常识

等，并由民兵骨干与图书馆工作人员共

同担任移动书箱管理员，负责图书借阅、

登记、书目更新等工作。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

走进高校宣传征兵
本报讯 李泉锐报道：连日来，安徽

省合肥市包河区人武部组织宣讲分队走

进辖区合肥工业大学等高校开展征兵宣

传活动。他们通过设立政策咨询台、发

放《大学生入伍须知》手册，以及邀请优

秀退役大学生士兵现场分享等，讲解大

学生入伍优待政策，进一步激发青年学

子应征入伍热情。

近日，江西省永丰县人武部联合县应急管理局，组织各乡镇民兵开展防汛抢险综合训练。图为恩江镇民兵应急排利

用工程机械车，开展打桩固坝课目训练。 周莎梅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