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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连宿舍楼前的“留言板”更新了，

吸引不少官兵驻足观看。

在 南 部 战 区 陆 军 某 旅 官 兵 心 中 ，这

块 设 置 在 卫 生 连 楼 前 的“ 留 言 板 ”，记 录

许 多 官 兵 的 心 声 ，也 是 卫 生 连 倾 心 服 务

的见证。

近年来，“留言板”不断“升级”：从最

初宣传橱窗中的“意见角”扩容为独立板

块，官兵们关注度高了，留言内容也越来

越丰富。

“从意见建议到期待想法，再到感慨

点赞……通过这块‘留言板’，我们听到真

情 实 感 、感 知 兵 心 冷 暖 。”在 该 旅 领 导 眼

中，“留言板”虽然只有方寸天地，却能折

射保障观的变化。

这块“留言板”，也成为观察卫生连的

“晴雨表”。

“‘留言板’受关注，体现官兵信任，也

是基层卫勤保障能力提升的见证。”一份

统计数据显示，去年以来，该旅官兵伤病

率、转诊率均下降 10%左右。

数据，见证保障升级。“伤病率和转诊

率‘双降’的背后，是基层卫勤分队保障力

和部队战斗力的相辅相成。”该旅领导说，

在近期服务满意度调查中，官兵对卫生连

的满意度达 97%。

一个基层卫勤保障单位缘何收获如

此高的满意度？带着好奇，随就诊官兵走

进卫生连，一个个场景令记者印象深刻：

康复理疗室内，医疗救护员一边为就诊官

兵讲解训练伤防治常识，一边通过磁振热

疗为官兵缓解病痛；心理服务室内，心理

医生与官兵一对一聊天、耐心倾听，帮助

化解心中烦恼、缓解心理压力……

某连战士沈鑫膝盖时常刺痛，天冷时反

复发作。抱着试一试的心态，他来到卫生连

就诊。军医严滴石诊断他为“半月板损伤伴

骨膜炎”，随即用体外冲击波治疗仪为其治

疗。经过几次治疗，沈鑫的病痛明显减轻。

某连下士唐浩训练时拉伤右臂，随队

保障的军医张凯翔为他拟制专属诊疗方

案，每天为他进行按摩、针灸等理疗。两

个疗程后，小唐顺利康复，重返训练场。

官兵健康关乎部队战斗力。近年来，

该旅秉持“暖心、快捷、优质就医”原则，着

力解决官兵“看病难”“送诊难”等问题。

卫生连建起康复理疗室，推开随队医疗、

定期回访等机制，不断提升医疗服务保障

水平。

“为官兵健康服务，就是为战斗力服

务。”卫生连干部说，“为战斗力服务，没有

最好，只有更好。”

“留言板”成为“连心桥”
■本报记者 陈典宏 特约通讯员 冯邓亚

记者调查

军队体制编制改革中，旅级作战单

位卫生连的出现，是基层卫勤分队保障

力与战斗力融合的关键转型，是顺应现

代战争、提升军队作战效能的必要举措。

卫生连从单纯保障分队转变为全训

建制连队，从平时保障单元升级为战时战

斗集体，体现军队现代化建设对战斗力要

素的重塑，是对战争形态变化的精准回应。

精准诊断是为兵服务的基础，跟踪

关怀则是为兵服务的延伸。军队卫勤保

障队伍围绕“为兵服务、向战而行”运转，

这看似简单的 8 个字，实则是卫勤保障

工作的旨归，蕴含着深刻的内涵。

“为兵服务”是对官兵生命健康的

承诺，是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卫生

连官兵严格遵循医疗流程，重视伤病员

心理，彰显人文关怀，体现以人为本的

诊疗理念。

“向战而行”是提升军队战斗力的

必然要求。随着实战化训练深入推进，

卫勤保障面临新的挑战。卫勤保障绝

非仅仅是后方的支援力量，更是战斗一

线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完备的卫勤保障体系是“向战而

行”的坚强后盾，也是“为兵服务”的坚

实依托。从设施配备、人才培养到物资

储备，全方位、多层次的体系构建，为卫

勤保障工作在新时代高质量发展提供

了有力支撑。

“为兵服务、向战而行”是军队卫勤

保障队伍的价值追求，是贯穿卫勤保障

工作始终的主线。全力以赴打好实现

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基层卫勤

保障队伍需要持续提升保障能力，为官

兵健康筑牢坚实防线，为部队战斗力提

升注入强劲动力。

为兵服务 向战而行
■黄 松

锐 视 点

卫生连军医到训练场巡诊，为官兵讲解预防训练伤知识。 司正坤摄

基层官兵利用休息时间到卫生连理疗。 司正坤摄

前不久，南部战区陆军某旅训练场

上，一名战士在训练中不慎受伤。随队

伴随保障的卫生连军医详细检查后，开

出了一张转诊单。

这是该旅卫生连今年开出的第 13

张转诊单，较去年同期下降 10%。

基层卫生连，既是官兵的“健康监察

哨”，也是他们的“转诊联络员”。向体系医

院转诊，这在过去是基层军医的主要处置

方式，如今这一方式正在改变，转诊数量正

在逐年下降。

小小转诊单，一端连着训练场上摸

爬滚打的官兵，另一端连着体系医院，承

载着守护官兵健康的特殊使命，也是基

层卫勤保障能力的见证。它的背后，蕴

藏着基层卫勤保障体系的责任与担当。

应要求转诊结果“虚惊
一场”——

精准诊断是转诊的前提

阳光洒在训练场上，某旅某连 400

米障碍训练火热进行。“有人受伤了！”一

阵呼喊打破了训练的节奏。

战友们围拢过来，只见战士小李侧

躺在地上，一只手扶着右腿，露出痛苦的

表情。原来，小李在上独木桥时冲得太

猛，不慎踩空撞到柱子。

此时，卫生连的门诊值班电话响起：

“训练场有人受伤！”

接到电话，卫生连值班军医严滴石

和医疗救护员梁义坤携带急救设备，乘

车赶往训练场。途中，严滴石拨通连队

干部电话，了解小李的受伤情况，提前准

备救护器材。

抵达现场后，严滴石为小李检查，用

夹板对受伤腿部进行固定。随后，他们

将小李抬上担架，返回卫生连。

“初步判断是右腿骨折。”为确定具

体伤情，严滴石在返回途中安排后续检

查内容，通知卫生连战友做好准备。不

久，车辆抵达门诊楼前，已在等待的战友

将小李抬至诊疗室检查。

随后的检查结果，验证了严滴石的判

断。但卫生连的诊疗条件有限，严滴石决

定开具转诊单，将小李转至体系医院。

下笔前，严滴石又一次询问小李受

伤时的具体场景和动作，确保不漏掉任

何一个细节。

“每一次诊断，都是专业能力的体

现；每一张转诊单，都是在严谨诊疗后开

具的后续就诊建议。”严滴石介绍，精准

填写战友的病情，并非多此一举。

他认为，转诊单作为伤病员后续治

疗 的 重 要 依 据 ，内 容 填 写 必 须 准 确 无

误。详细的描述，可使接收医院对官兵

的伤情有清晰的了解，以便后续展开针

对性治疗。

在转诊单上，严滴石以基层卫生人

员的专业视角，详细记录了小李的受伤

经过、初步诊断、当前状态等内容。同一

时间，卫生连上报机关申请送诊车辆，并

安排随诊人员与转诊医院对接。

“每一张转诊单，不是一填了之，而是

确保能给医院提供参考。”负责转诊随行

的军医韩宏强告诉记者，送诊步骤看似繁

琐，实则是为了后续治疗更精准高效。

记者看了看表：从接诊患者，到判断

病情、上报机关，再到转运，全程约半小时。

“基层转诊时间每缩短一分钟，便可以

为受伤战友赢得更多专业治疗的时间。”韩

宏强说。

回想去年一次转诊经历，韩宏强记忆

犹新。一次，一名突然胸痛的战士前来就

诊，当时这名战士转诊意愿强烈，他便根据

患者口述和初检情况，开具了转诊单。

没承想转诊到上级医院后，医生建

议这名战士在急诊完成全面检查后，才

开展后续治疗。

那晚，急诊的检查持续到天亮。检查

结果显示，这名战士只是肌肉拉伤，病情并

不严重。

虽是虚惊一场，韩宏强却认识到，小

小转诊单背后也有“大学问”，为此他将这

次转诊过程记录在案，形成规范的“接诊转

诊流程”，并在卫生连推广。

如今，该流程已成为卫生连遵循的送

诊制度。

康 复 过 程 并 非 出 院 时
就结束——

全程随诊贯穿诊疗始终

“身体恢复得怎么样？好好配合医

护人员治疗，祝你早日康复……”那天，

正在住院的某连战士小王接到韩宏强的

电话。韩宏强详细了解他在住院期间的

治疗情况，交代注意事项。在外住院接

到旅队军医打来的电话，小王的心里暖

暖的。

韩宏强告诉记者，按照卫生连接诊

责任制中的“谁诊疗谁负责”原则，军医

需要全程随诊患者，了解其治疗和康复

情况。

作为小王的“转诊责任人”，在他住

院期间，韩宏强全程跟踪治疗进展，并将

用药与恢复情况记录在“送诊跟踪档案

卡”上，为后续治疗提供依据。

挂断电话，韩宏强拨通小王所在连

队主官的电话，将其病情与可能引发的

其他问题及时与连队沟通，提醒连队关

注小王出院后的心理波动情况，主动靠

上去做好引导和帮带，助力小王尽快回

归训练场。

“‘接诊责任制’让基层官兵心里更

托底。”说起卫生连这项举措，小王所在

连队刘指导员认为，“伤病战士的康复是

一个综合的过程，并非出院时就宣告结

束。”

刘指导员向记者讲述发生在连队

的一件事。一次，战士小姚在野外驻训

时，从高处跃下不慎扭伤脚踝，因为驻

训 地 医 疗 条 件 有 限 ，卫 生 连 开 具 转 诊

单，将他送往体系医院接受治疗。小姚

入院后配合医生开展康复锻炼，伤情好

转，办理出院。

回到连队，连队没有关注小姚的康

复情况，只是叮嘱他注意休息，做好康复

训练。

但 这 次 受 伤 ，给 小 姚 带 来 了 很 大

困 扰 。 从 出 院 那 一 刻 起 ，小 姚 就 陷 入

体 能 素 质 下 滑 、训 练 成 绩 跟 不 上 的 焦

虑之中，他担心就算努力调养，体能和

训练成绩也无法恢复到受伤以前的状

态。

一向要强的小姚，渐渐没了自信，在

此后一次考核中成绩下滑了许多。

连队反思，对官兵因伤病导致的焦

虑、担忧等问题缺乏重视，没有及时靠

上去疏导。刘指导员说：“如果能及时

帮助小姚走出低谷，鼓励引导他重拾信

心，及时为他化解心结，就不至于出现

这种情况……”

“读懂每名官兵的‘心世界’，下好

心理预防的‘先手棋’，有利于释放官

兵在练兵备战上的潜能。”在严滴石看

来，一名合格的基层军医，除了要练强

医 术 ，还 要 成 为 掌 握 官 兵 心 理 情 况 的

“信息员”、宣传心理知识的“辅导员”、

发现心理症状的“观察员”、解决心理问

题的“疏导员”。

官 兵 健 康 连 着 战 斗 力 ，关 心 关 注

战 友 身 心 健 康 ，就 是 为 部 队 战 斗 力 添

砖加瓦。

该 旅 领 导 表 示 ，守 护 官 兵 身 心 健

康，卫生连和患者所在连队有着同等责

任，需要相互配合、双向发力，才能实现

“让每一名官兵都能活跃在练兵场上”

的目标。

转 诊 单 少 了 ，卫 生 连
强了——

为健康兜底的是一个体系

如今在基层一线，像小李、小王这样

因伤病需要转诊的战士还有不少。每一

张转诊单的背后，都是一个复杂而有序

的卫勤保障体系在支撑。

“正是这个健康保障的‘大体系’，为

官兵健康兜住了底。”该旅战勤科刘科长

介绍，从官兵受伤的那一刻起，基层卫生

连迅速响应，展开急救和初诊。

随后，根据伤情，军医快速诊断，决

定是否需要转诊以及转往何处。

在转诊过程中，卫生连与体系医院、

患者保持密切沟通，确保高效送诊、有效

治疗。在患者住院期间，军医随诊也很

关键，一方面了解患者检查和用药情况，

一方面完善健康数据记录，以便患者回

营后继续治疗。

平时服务官兵，战时服务打赢。随

着改革深入推进，基层卫勤力量不断转

型升级。为提高卫勤保障能力，该旅建

立完善卫勤保障体系，在医疗设施建设、

人员培训、物资储备等方面持续用力。

他们及时与体系医院建立联系，邀

请医院专家走进营连巡诊，现场培训指

导，分享常见病诊疗经验方法；外送见习

培训，安排军医、医疗救护员和连队卫生

员，分批次赴驻地医院跟班见学，让基层

卫生人员接受临床锻炼，积累救治经验；

定期组织医护人员开展业务培训、应急

演练，提高专业水平和应急处置能力。

“如今，我们有更多机会提升专业素

养。”韩宏强告诉记者，经过临床培训，他

和卫生连军医对缓解官兵病痛积累了更

多经验和招法。

如今，卫生连综合诊治能力稳步提

升。韩宏强认为，最直观的变化就是：主

动要求转诊的官兵少了，外出看病就医

的官兵少了。

前不久，某连战士小司在搬运物资

时不慎划伤手指，鲜血直流。伴随保障

的卫勤人员接到消息，快速抵达现场，韩

宏强评估伤情发现，小司手指的伤口较

深，已经伤及神经，需要尽快缝合。

韩宏强立即和连队卫生员进行止

血消毒，并将小司转移至野战卫生所展

开伤口缝合。

小司随后被送往驻地某医院复查，

该医院医生检查后认为：伤口缝合标准、

处理及时专业，对小司后续彻底恢复手

指机能帮助不小。

“过去遇到这种情况，都是直接转

诊到驻地医院治疗。”卫生连张指导员

说 ，如 今 ，基 层 医 护 人 员 通 过 学 习 实

践 ，积 累 和 丰 富 临 床 经 验 、实 操 技 术 ，

诊 疗 能 力 明 显 提 高 ，很 多 战 友 受 伤 后

不再首选外出求诊。卫生连也是首先

立 足 做 好 前 期 处 置 ，为 送 诊 和 后 续 治

疗赢得更多时间。

官 兵 训 练 到 哪 里 ，卫 勤 保 障 就 跟

进 到 哪 里 。 近 年 来 ，该 旅 卫 生 连 专 业

能 力 水 平 提 升 ，官 兵 就 诊 满 意 度 持 续

向好。

记者还了解到，借助远程医疗系统，

卫生连军医可以随时向上级医院专家视

频问诊，邀请专家视频会诊，获取更专业

的治疗建议，促进一些疑难病症在基层

一线得到对症治疗。

为使转诊信息快速、精准传递至体

系医院，各级卫生部门正在积极打通部

队与体系医院的“通联壁垒”，未来官兵

转诊将更加快捷。

从伤病突发时的紧急救治，到转诊

过程的快速高效，再到借助信息化手段

的精准诊疗，一张基层诊疗网正在加速

完善，精心呵护官兵身心健康。

我们相信，随着科技蓬勃发展与体

系持续完善，这张健康防护网将愈发精

密，为官兵身心健康保驾护航，助推部队

战斗力提升。

透视转诊单背后的基层卫勤之变
■本报记者 陈典宏 特约通讯员 冯邓亚 特约记者 周宇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