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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17日，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人民
医院副院长万少华和往常一样带领团队
给当年饱受细菌战蹂躏的“烂脚病”老人
进行巡诊治疗。不幸的是，巡诊的老人，
从原有的 18位变为了 17位。他默默地
为刚刚逝去的老人祈祷：天堂没有战争。

细菌战是这些“烂脚病”老人们痛苦一
生的根源。1940年 10月 4日上午9时许，
一架日本军机从衢州上空呼啸掠过，投撒
大量带有鼠疫菌的物品。这种惨无人道的
细菌战造成衢州等地连续8年大病流行，许

多人因此一辈子承受着“烂脚病”的贻害。
2009 年，衢州市柯城区对“烂脚

病”老人实施医疗救助试点，万少华率先
组建了一个治疗小组，开展免费医疗救
助。据万少华团队的探访，“烂脚病”患
者当时共有 39人。因为烂脚、异味，他
们很少外出，邻居们也很少上门走动，所
以老人性格很孤僻，脾气也不是太好。
万少华至今还清楚地记得首次上门救助
的经历。

那是 2009年 3月，万少华和队友们
寻找一位叫刘四古的病人，请村民帮忙
带路。“这位村民领着我们走了一段后
就停下来，指了指不远处的集体房，说
什么也不肯前行。当我们踏进家门时，
我们就明白缘由了。”万少华说：“一股
恶臭迎面扑来。我们看到老人的脚正
流血流脓。”万少华叹了口气对记者说：
“如果不是这场违背人道的战争，老人
此刻正享受儿孙绕膝的天伦之乐。”

万少华和队友们深深意识到，他们
正进行着一场抚平战争伤口的追击战，
唯有坚持向前，才能让这些身体和精神
饱受折磨的老人活得更有尊严。

就这样，万少华和他的团队，每个周
末都是清晨出发，天黑而归。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一干就是 8年。8年时间里，
他们给老人建立起翔实的病历档案，并
给老人医治换药、发放药品 2200 余人
次。由于“烂脚病”患者都年事已高，每
次对“烂脚病”老人巡诊前，万少华都要
对团队成员说：“或许这次换药是和老人
最后一次见面，我们要给老人多送一些
直抵人心的温暖。”

还有一次，万少华和他的团队到沟溪
乡碗窑村“烂脚病”患者巫双良家去诊治。
“你们离我远点，出去，不需要你们

帮我……”巫双良一边生气地怒吼，一边
拿起桌子上竹编的菜罩甩向万少华等一
行医护人员。

万少华明白这是老人多年来的孤僻
所造成的坏脾气，为了缓解老人排斥情
绪，万少华讲起了衢州“土话”，陪老人聊
天，进行心理疏导。在万少华等医护人员
的耐心开导下，老人终于决定接受治疗。
万少华不顾异味给老人拆除绷带、擦拭酒
精、涂抹药膏。面对万少华无微不至的照
顾，巫双良感动地说：“非亲非故的万医生

为我洗脚、治疗，他真是我的亲人。”
2015年，中宣部授予万少华“时代楷

模”荣誉称号。在媒体报道他们的事迹
后，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他们的团队。
目前，已有60多人参与了救助行动。

左图为万少华（左）和他的团队给

“烂脚病”老人换药。

为他点赞 ■丛 嘉

以心为灯，愿做生命的守护天使；妙

手仁心，为战争受难者治疗顽疾。万少

华，8年如一日，四处奔走救治“烂脚病”患

者，体现了白衣天使的无私奉献。他用爱

心抚慰战争创伤，用行动弘扬奉献精神，

用朴实无华的方式提醒世人铭记历史、

珍爱来之不易的和平，让人肃然起敬！

他8年如一日，为细菌战患者医治创伤，送去直抵人心的温暖——

一场抚平战争伤口的追踪
■本报记者 罗正然 通讯员 郭裕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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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海风光，寥廓蓝天，滔滔碧
浪。看骑鲸蹈海，风驰虎跃；雄鹰猎
猎，雷掣龙翔。雄师易统，戎机难觅；
陆海空直捣金汤，锐难当。望大陈列
岛，火海汪洋……”

地图上，不足两平方公里的一江
山岛只是一个点；历史上，这座小岛却
是我军第一个陆海空三军联合协同作
战的战场。凭海临风，远望一江山岛，
张爱萍将军在指挥收复一江山岛之后
所作的《沁园春·一江山渡海登陆战即
景》喷涌而出。

在枫山脚下的一江山岛登陆战纪
念馆大堂通道两侧墙上，分别展示着
一江山岛战役中南岛与北岛的战争场
面。行走在中央的通道上，仿佛从一
江山岛中央的江面上穿过，战争的硝
烟弥漫在眼前。

1954 年 12 月 2 日，美、蒋签订了
《共同防御条约》。在美国的支持下，
蒋介石反动派准备“反攻大陆”，不断派
飞机、军舰对我沿海地区进行袭扰，严
重危及我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中央
军委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决定实施陆海
空三军登陆作战。经过前线指挥员的
反复论证，把战役的突破口选在被美、
蒋视为“固若金汤”和“反攻大陆跳板”
的一江山岛。

1955年 1月 18日晨，我陆海空三
军在时任华东军区参谋长、浙东前线
联合指挥部总指挥张爱萍的直接指挥
下，动用 17 个兵种、28 个战术群，以
“牛刀杀鸡”的绝对优势，一改世界史
上夜间渡海作战的常规，在白天向一
江山岛发起突然、猛烈的攻击。仅用
3个小时就基本结束战斗，把守岛敌
军全部歼灭。
“解放一江山岛是我军第一次、也

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次陆海空三军联
合作战。它沉重地打击了美、蒋《共同
防御条约》和‘反攻大陆’的阴谋，迫使
近两万名蒋军从大陈诸岛仓皇撤逃，
浙、闽沿海岛屿也随之解放，达到‘不战
而屈人之兵’的效果。它也标志着我军
现代化作战样式的发展和战斗力的提
升，是我军战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里
程碑。毛泽东同志称赞：‘一江山岛登
陆作战打得很好！我军首次联合作战
是成功的。’”纪念馆馆长张淑璟说。
“陆海空三军联合登陆作战，对解

放军三军指战员都是一个崭新的课
题，当时不少人心中都有种忧惧感。”
张淑璟馆长接着介绍说，陆军担心空
军炸弹会不会炸到自己部队，还担心
海军登陆艇能否准确快速地把登陆部
队送上登陆点；海军担心空军能否控
制海区制空权，对自己会不会造成误
伤；空军则顾虑陆军的火炮会不会误
伤自己的强击机等。

为打好这一仗，几经勘察研究，张
爱萍确定了一个基本方案：首先取得
制空、制海权，进行三军协同作战演
练，然后才是登陆作战。即在陆军部
队进行登陆训练的同时，海、空积极寻
找战机，打击、削弱国民党军的海、空力
量，逐步夺取浙江战区的制海、制空权，
并进行直接配合陆军登陆作战的准
备。同时决定：在三军联合渡海登陆
作战中，海军航空兵归空军指挥，共同
执行护航、支援登陆作战的任务；登陆
作战由经过训练的陆军部队担任……

协同作战演练分为两个阶段，第
一阶段为各军兵种分练，着眼于提高
分队登陆作战的技术与战术，以及本
兵种内部的协同动作；第二阶段为各
军兵种合练，连续进行了 3次连、营的
登舰、航渡、登陆突破与纵深战斗的训
练，并组织了火炮、舰船、轰炸机之间

的协同动作，解决了各军兵种之间的
相互识别和通讯联络等问题……

一江山岛登陆战的胜利，胜就胜在
有一个联合作战的指挥机构，胜就胜在
有一批身经百战、实战经验丰富的指挥
员，胜就胜在有针对性的、高强度的协
同演练。这是多年来，一批又一批军事
专家走上一江山岛得出的共同结论。

战火硝烟渐行渐远，昔日弹痕累
累的战船已摇进了历史深处。

当今，辽阔的东海海面上，新型战
舰劈波斩浪；滩头，铁甲洪流冲击上
陆；空中，战鹰呼啸而过。记者看到，
曾参加过一江山岛战役的东海舰队某
登陆艇大队正在进行联合登陆演习。
电航班班长唐凯说，如今联合演习已
是常态，他们一年就要进行很多次。

是啊，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现代
战争早已从平面走向立体、从单一军
种迈向陆海空天电多维体系，我军
的联合演练也早已发生了日新月异的
变化，不仅多军兵种演练已成常态，参
与或组织多国联合军演也已习以为
常。尤其是伴随着改革强军的时代脉
动，军委管总、战区主战、军种主建的
格局正在逐步形成，军委—战区—部
队的作战指挥体系正在逐步构建，我
们的联合作战正在向更高层次迈进。

遥望一江山岛，辽阔的海面上，我
英雄的舰艇编队正驶过一江山岛，驶
过东海，驶向大洋，驶向深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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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州民兵参观一江山岛登陆战纪念馆。刘 策摄

本报讯 苗凯、记者宫玉聪报道：
记者从 7月 14日召开的省军区系统军
事训练大纲编修工作推进会上获悉，
省军区系统军事训练大纲的试训稿已
经完成，按计划于第三季度全面展开
试训论证工作。

省军区系统军事训练大纲编修工
作自2016年 5月启动以来，军委国防动
员部坚决贯彻习主席重要指示和军委
决策部署，组织省军区系统、军种机关
和有关院校着眼有效履行省军区系统
新职能任务，坚持聚焦动员、主业主
训，坚持以联为纲、融入体系，坚持平

战结合、军民融合，努力打造紧贴使命
任务、符合实战要求、满足实际需要的
新一代训练大纲。

记者了解到，新的省军区系统军
事训练大纲通过按层次分专业设册设
本、按规律分类别规划结构、按任务分
行动确定课题、按职能分岗位区分课
目，重新构建了训练大纲体系架构；通
过突出动员主责主业、依据任务设置
训练内容、构建联战联训融入接口，聚
焦打赢设计训练重点；通过采取“必
训+选训”的方式选定训练课目、“基
准+自主”的方式组合训练时间、“统

训+分训”的模式确定训练方法，深入
探索创新新体制下组训模式。

如何聚焦新使命职能，扎实开展
新大纲试训论证工作，是此次推进会
讨论的重点问题。与会代表认为，试
训论证要通过真实条件、真实环境、
真实状态下的真训实练，全面检验大
纲的科学性、规范性、适用性。要聚
焦实战，将实战标准贯穿大纲试训论
证全过程；强化联合，推动省军区系
统融入联战联训体系；适应改革，着
重加强新增改纲目的试训论证；问题
导向，探索民兵典型任务行动样式的

训练特点规律。代表们还围绕“完善
联训机制，提升联训层次”“细化量化
大纲考核评估指标”等问题进行了研
讨交流。

据悉，结合训练大纲试训论证工
作，军委国防动员部将同步展开与新
大纲配套的训练教材编写工作，研究
制定训练场地、器材、经费、弹药等保
障标准和配套措施，同时适时启动
《预备役训练条例》的起草工作，对后
备力量军事训练的职责任务、组织实
施、管理运行、相关保障等问题进行
全面规范。

省军区系统军事训练大纲试训论证工作全面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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