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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的川西高原云雾弥漫，风中

仍带着丝丝寒意。联勤保障部队第

945 医院专家医疗队车队，沿着蜿蜒

的山路前行，远远望去，像是在云端

行驶。

车队刚抵达某连队诊疗点，战士

小刘便举着红肿的手腕走上前。前

段时间，他的手腕因过度劳损引发炎

症。骨科医生覃胜云取出红外理疗

仪为他缓解疼痛，并开具消炎止痛药

物。了解到病情不重，通过规范治疗

很快就能痊愈，小刘皱着的眉头终于

舒展开来。

这是该医疗队每年为高原官兵

和 群 众 送 医 巡 诊 的 一 个 缩 影 。 川

西 高原驻军部队点多面广，分布零

散，官兵就医不便。多年来，第 945 医

院 抽 组 多 个 科 室 骨 干 成 立 专 家 医

疗队，每年定期深入高原哨所和附

近 村 落 为 官 兵 和 群 众 提 供 上 门 诊

疗服务。

笔 者 在 巡 诊 现 场 看 到 ，除 心 电

图、耳鼻喉等常规项目检查器械外，

便携式彩色超声诊断仪、碳 13 检测

仪、便携式 X 线成像系统等设备一应

俱全。

在某村义诊现场，退伍老兵陈大

爷一瘸一拐前来问诊。骨科医生毛

志有仔细询问症状后，利用便携式 X

线成像系统为其进行关节扫描，并根

据病情科学定制用药方案。

“我们还通过互联网技术实现远

程问诊，让医疗资源突破地理限制，

有效解决官兵看病就医难题。”已有

20 余年巡诊经验的医疗队队长张健

介绍，近年来，他们利用全军远程医

学系统，构建 5G 远程诊疗系统。该

系统借助平板电脑和诊疗信息管理

平台，实现视频会诊和高原超声、心

电图等检查数据同步共享。目前，川

西高原 3 个区域医疗点位均配备 5G

远程诊疗系统。

2023 年 寒 冬 ，某 连 队 战 士 小 张

突发胸痛，送往驻地医院治疗，病情

迟迟没有好转。医疗队得知后，依托

5G 远程诊疗系统，调取查看小张的

心脏核磁影像。心血管专家张学森

通过屏幕仔细研判，诊断为心肌缺

血，当即指导连队卫生员进行急救。

“ 多 亏 了 你 们 ，我 才 能 早 日 恢 复 健

康。高原自然条件恶劣，常年低温，

但每次看到医疗队，都感到心里踏实

又温暖。”康复后的小张对医疗队赞

不绝口。

“仅靠‘送医上门’难以从根本上

解决问题。与其千里送医‘输血’急

救，不如培养骨干提高‘造血’能力。”

第 945 医院院长冯 伟 告 诉 笔 者 ，近

几年，医疗队通过导师制培养、专题

轮训等方 式 ，为 部 队 培养医护骨干

200 余名。

据统计，3 年来，这支医疗队伍

走遍川西高原 87 个乡镇，累计行程

20 多万公里，诊疗超 16 万人次。他

们用专业和担当在高原筑起一道健

康防线，为高原官兵和群众带来春风

般的关怀和守护。

下图：医疗队队员徒步前往驻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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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张建、田国庆报道：“三角

队形由 3 艘冲锋舟组成，每艘舟之间保

持一定角度和距离，形成一个稳定的三

角形结构，不仅能够在水上保持更好的

平衡性和稳定性，还可灵活调整应对各

种复杂情况。”近日，在黑龙江省民兵水

上训练基地，教练员正在为参训民兵骨

干讲解冲锋舟编队行驶动作要领。这

是黑龙江省军区组织开展民兵防汛抢

险专业干部骨干集训的一个场景。

入夏以来，为有效应对汛情，提升民

兵抢险救援能力，黑龙江省军区结合省

域内近几年抗洪抢险经验，按照“专长化

任教、集约化组训、模拟化训练、标准化

考核”模式，组织此次集训。

笔者采访了解到，集训分别在陆上

训练场和水上训练基地进行。陆上训

练场共设置抢筑子堤、封堵决口等 7 个

训练课目，按照基础班、进阶班依次训

练；在水上训练基地，参训民兵干部骨

干围绕防汛抗洪装备器材和水上搜救

装备器材操作使用、水上搜救技术与方

法、班组个人示范作业等项目进行实操

训练。

“ 专 长 化 任 教 ，是 这 次 集 训 的 亮

点 。”集 训 负 责 人 介 绍 ，为 确 保 训 练 取

得 预 期 效 果 ，省 军 区 不 仅 从 所 属 官 兵

中 遴 选 专 业 技 术 能 力 强 、防 汛 抗 洪 经

验 足 的 骨 干 组 成 教 练 员 队 伍 ，还 邀 请

大庆市防洪中心水利专家和黑龙江省

海 事 局 水 上 搜 救 指 挥 中 心 、哈 尔 滨 蓝

天救援队救援专家前来传经送宝。

“报告，前方水域发现‘落水人员’。”

“按预定方案迅速前出处置。”接到指令

后，勃利县民兵应急连副指导员王彦斌

带领民兵，迅速驾驶冲锋舟前出搜救。

由于水面宽广、水流湍急，冲锋舟难以靠

近预定目标。水上搜救人员与岸边保障

人员通过对讲机沟通后，一架无人机即

时飞往出事区域。保障人员按照传回画

面逐帧分析，指导搜救人员利用水上机

器人将“落水者”成功救起。

考 核 阶 段 ，考 评 组 采 取“ 理 论 +实

操”“岸上+水上”相结合的方式，重点围

绕应急行动组织与指挥、防汛抗洪技术

与方法等 8 个方面内容设置考核课目，

参训民兵相互协作、密切配合，高标准

通过考核。

“参训队员都是防汛抗洪尖兵，回到

单位后，他们将发挥酵母作用，指导所属

单位民兵广泛开展防汛抗洪练兵活动，

不断提升民兵队伍抢险救灾能力。”集训

负责人说。

黑龙江省军区组织民兵防汛抢险专业干部骨干集训

未雨绸缪 秣马厉兵

近日，第 81 集团军某旅组织开展军营开放日活动，邀请驻地学校师生到

军营参观。图为战士为学生介绍装备。 卢运国摄

安徽省岳西县人武部

开展现地教育活动
本报讯 龚全华报道：7 月上旬，

安徽省岳西县人武部组织基干民兵来

到王步文生平事迹展陈馆，开展以“赓

续红色血脉·当好红色传人”为主题的

现地教育活动。他们通过重温入党誓

词、聆听英雄事迹、观看影像资料、交流

参观感悟等方式，激励大家汲取精神力

量、精武强能，高标准完成上级赋予的

各项任务。

贵州省六盘水市水城区

军地组织应急训练
本报讯 董念报道：日前，贵州省

六盘水市水城区人武部联合当地水利、

应 急 、气 象 等 部 门 ，共 同 开 展 应 急 训

练。针对辖区持续降雨，容易引发滑

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实际，此次训

练重点围绕抢修道路、搜救人员、疏散

群众、水上救援等课目展开，进一步提

升军地应急力量协同遂行任务水平，全

面锤炼民兵分队应急救援能力。

盛夏太行，骤雨初歇，满目苍翠。

从河北涉县县城出发，沿着宽阔笔直的

将军大道前行，红色印记接连映入眼

帘：气势恢宏的“将门”、“129”数字样式

的路灯、绵延的红色主题雕塑墙……跨

过红色的赤水湾大桥，笔者抵达此行目

的地——八路军一二九师纪念馆。纪

念馆广场上，浓郁的红色气息扑面而

来。

八路军一二九师纪念馆由一二九师

司令部旧址、将军岭、一二九师陈列馆

和红色记忆小镇等红色景区组成。这

里翔实展现了八路军一二九师和晋冀

鲁豫边区政府的红色历史，年均接待参

观者近 300 万人次，已成为当地开展教

育活动、传承抗战精神的重要场所。

“1940 年，一二九师挺进地处太行

深山区的涉县，在清漳河南岸的赤岸村

建立了指挥部，成为后来建立的晋冀鲁

豫抗日革命根据地的心脏和首府，将士

们在这里战斗生活了近６年，同当地人

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结下深厚感情。”纪

念馆讲解员刘军巧向参观者娓娓讲述

一二九师的抗战故事。

沿着村中的青石小路，笔 者 来 到

一二九师司令部旧址。古朴宁静的小

院前，前来参观的游客排起长长的队

伍。步入小院，两棵粗壮的古树吸引

了许多游客的目光。“这两棵树一棵是

丁香，一棵是紫荆，是刘邓首长亲手栽种

的。”赤岸村党支部书记张海魁告诉大

家，几十年来，全村百姓都对它们精心

照料，呵护有加。

“丁香花伴紫荆开，刘邓首长亲手

栽。无边炮火硝烟里，太行春色早安

排。”一位参加暑期研学的少年饶有兴

致地吟诵着当地流传的诗句。如今，

两棵古树已华盖如云，成为历史最好

的见证。

置身一二九师陈列馆，一张张历

史 图 片 、一 件 件 革 命 文 物 ，再 现 那 段

战火纷飞的岁月。“当时，日寇对我根

据地展开‘铁壁合围’，广大人民群众

做军衣、做军鞋，倾尽所有支援八路军

作战。”刘军巧指着展柜中的一件展品

介绍，“这是‘八路军的母亲’李才清当

年 救 助 八 路 军 伤 员 时 用 过 的 勺 子 和

碗。”李才清不仅送子参军、组织乡亲

生产支前，还冒着被日寇杀害的危险，

救助 50 多名八路军伤员，掩藏了大批

重要物资……

“最后一碗米送去做军粮，最后一

尺布送去做军装……像这样的故事，在

涉县还有很多。”刘军巧结合馆内照片

和文物，为大家讲解军民团结一心抗战

的生动故事。

“那时条件如此艰苦，为什么还有

那么多百姓义无反顾地追随共产党？”

行至将军岭下，大家在村头的漳南大渠

找到了答案。

1942 年至 1943 年，涉县接连遭遇

严重旱灾，土地大面积减产，很多人以

野草、树皮充饥。面对困境，八路军一

二九师、晋冀鲁豫边区政府等党政军领

导机关商议，决定修建漳南大渠，把清

漳河水引上太行山。“一二九师将士克

服资金、设备短缺等重重困难，硬是凿

出一条近 30 里的水渠，使附近村庄的

3000 多亩旱地变成了旱涝保收的水浇

田。”刘军巧指着汩汩奔流的渠水说，如

今，漳南大渠仍发挥着重要作用，被村

民亲切地叫做“将军渠”“幸福渠”。

“无论是凿渠引水，还是代耕田地，

八路军做的每一件事都是老百姓所需

所急，他们时刻把人民放在心里。”来自

湖南的游客王先生感慨道。

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

敌。一二九师进驻涉县的几年间，军民

齐心创造了“九千将士进涉县，三十万

大军出太行”的不朽传奇。

八路军战士争分夺秒加紧训练，

老区群众肩挑手推送来物资，情报人

员凝神屏息破译密电……红色记忆小

镇内，互动情景剧《黎明之前》正在上

演。游客扮演的八路军战士、支前群

众等跟随表演队伍一起“穿越”到那段

峥嵘岁月，沉浸式体验革命先辈的热

血与担当。

“我们将年轻人喜爱的游戏社交属

性和红色故事相融合，通过推理、参演

等方式创作互动情景剧，让游客参与其

中，达到与时代共情的沉浸式思政教育

体验。”纪念馆副馆长王艳茹介绍，近年

来，为提升宣传质效，在军地支持下，纪

念馆积极创新体验方式，丰富宣传载

体，按等比例集中复建了晋冀鲁豫边区

高等法院、太行第五军分区被服厂、一

二九师政治部礼堂等 30 余处有代表性

的革命旧址，打造支前运动、水磨石碾

粗粮加工等互动体验项目，为游客追寻

红色历史，接受爱国主义教育开辟更多

更丰富的资源。

“水流南山头，吃饭不发愁，没有八

路军，这水怎能流……”参观结束，走出

纪念馆，耳畔传来当地世代传唱的鱼水

谣《漳南渠颂》。如今，“幸福渠”畔又上

演着军民鱼水情的新故事。近年来，赤

岸村在邯郸军分区官兵帮扶下，依托红

色文化资源打造了休闲游、体验游等多

种旅游模式，村民在家门口吃上“旅游

饭”，走上致富路。

左上图：纪念馆工作人员为游客讲

解八路军一二九师将士与群众团结抗

战的故事。 李兵旭摄

“幸福渠”畔传唱鱼水谣
—八路军一二九师纪念馆参观见闻

■李树岭 马小琨

7 月 12 日上午，山东省新泰市革

命烈士陵园内，武警湖北省总队官兵

代表与新泰市民兵、退役军人事务局

工作人员等整齐列队，庄严肃立，深切

缅怀“全国见义勇为道德模范”李林雨

烈士。

李 林 雨 出 生 在 新 泰 这 片 红 色 沃

土。他的爷爷参加过莱芜战役，3 位伯

伯都曾从军。受长辈的影响，大学毕业

后，李林雨毅然应征，成为武警湖北省

总队随州支队一名战士。

2022 年 7 月 12 日，李林雨和战友

巡逻途经一座水库时，遇到一名落水

群众。见状，李林雨立即跳入水中，奋

力托起落水者，将他推向岸边。落水

群众获救了，李林雨却因体力透支英

勇牺牲。

苍松翠柏间，烈士陵园肃穆庄严。

活动现场，伴随着低沉的旋律，军地领

导向烈士纪念碑敬献花篮，全体人员垂

首默哀。随后，大家手持鲜花，依次缓

步上前，向李林雨烈士墓献花，表达追

思之情。

“在我们心中，林雨从未离开，我

们永远记得他。”李林雨生前战友张

明 磊 告 诉 记 者 ，支 队 立 起 李 林 雨 塑

像，修建“李林雨烈士文化长廊”，每

天 晚 点 名 时 ，都 会 呼 点 李 林 雨 的 名

字，大家齐声答“到”……这些都如同

一条无形的纽带，将一茬茬官兵与李

林雨紧密相连，让大家在潜移默化中

接受英雄精神的熏陶，成为英雄精神

的传承者与践行者。

祭奠活动结束后，军地领导来到

李林雨的老家龙廷镇将军堂村看望李

林雨的父母。“我们将铭记烈士精神，

用心用情做好服务军人军属工作，让

他们感受到更多幸福感、荣誉感和获

得感。”新泰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工作人

员张新君说。

图①：军地领导向烈士纪念碑敬献

花篮。

图②：参加活动人员依次向烈士墓

敬献鲜花。 姜广涵摄

“我们永远记得他”
■田忠良 本报特约记者 刘明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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