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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党中央、
习主席高度重视，把人民群众生命安
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把疫情防
控工作作为当前最重要的工作来抓。
全军部队特别是医疗工作者坚决贯彻
落实习主席重要指示，与全国人民风
雨同舟，共克时艰，在这场没有硝烟的
战斗中，勇挑重担、敢打硬仗，坚决打
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闻令而动，驰援荆楚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
面对疫情，从军委机关到基层部

队，从首都北京到江城武汉，军令急迫
行动迅疾。

除夕夜，出征！
经中央军委批准，从陆军、海军、

空军军医大学抽组 3支医疗队共 450
人，分别从重庆、上海、西安乘坐军机
驰援武汉。3支医疗队到达武汉后，分
别奔赴金银潭医院、汉口医院、武昌医
院 3家收治任务最重的定点医院开展
救治工作。

“我和爸妈说了要去武汉，他们支
持，因为我爸也是军人、党员。”“我是
党员，让我去。”“我有抗击非典的经
验，让我去。”……

当预先号令下达，按着鲜红手印
的请战书纷纷送到 3支医疗队的领导
手中。

在上海虹桥机场，海军军医大学
医疗队中出现了43名“90后”女护士的
身影，她们的平均年龄只有25岁。

在重庆江北机场，当年抗击埃博
拉病毒首席专家毛青再度出征。“危险
面前，谁不害怕？但我们必须去！”毛
青说。

在西安咸阳机场，空军军医大学
医疗队集结了呼吸、感染控制和重症
医学等多个科室的骨干力量，队员均
具有防控治疗传染性疾病的经验。

“神兵天降火神山！”2月2日，被亿
万“云监工”视为奇迹的火神山医院正
式移交军队。就在此前两小时，空军
出动8架大型运输机千里机动，“增兵”
武汉。950名军队支援湖北医疗队队
员与先期抵达的450人“会师”火神山。

老兵坐镇，文职成生力军

病患医治，分秒必争。
1月29日中午，刚刚抢救完患者走

出污染区的陆军军医大学医疗队专家
李琦，突然收到同事递上的口罩。“李
教授，这是送给您的生日礼物。”要不

是同事提醒，李琦差点忘了这一天是
他55岁生日。

“我是老党员，这种时候怎么少得
了我。”作为呼吸与危重症医学专家，
李琦曾是全军抗击非典专家组成员。
到达武汉金银潭医院后，他和其他医
护人员第一时间进入“红区”接诊确诊
患者，坚持逐一查房，全面了解患者病
史，科学制订治疗方案，耐心进行心理
疏导，激发了患者战胜病魔的信心。

除了有经验丰富的老兵当先锋、
打头阵，军队支援湖北医疗队中还有
不少心怀家国、敢打硬仗的“孔雀蓝”。

这几日，一位医护人员手撑窗台
“秒”睡的照片火了。照片的主人公叫
赵亚芸，是一名文职人员。除夕夜，她
就和战友踏上了支援武汉抗疫的征
程。此后，她连续奋战在一线。2月 2
日凌晨4时至8时是赵亚芸和5名战友
的夜班，6个人需要在 4小时内完成 45
名患者的护理任务。护士长见赵亚芸
实在累得不行，就让她休息片刻，谁知
她在治疗室窗边的椅子上刚坐下就

“秒”睡了。
为方便穿脱防护服，医疗队的女

队员们二话不说就剪短了头发；为增
加接诊患者数量，队员们最长连续 12
个小时不吃不喝盯在抢救一线；为节

省时间、节约防护服，有的医护人员
甚至随身准备了尿不湿，大家中午时
分能够站着吃一份盒饭就是最大的
满足。

物资保障，昼夜不息

“解放军来了！”对于很多人来说，
带来的不只是希望、信心，还有实实在
在的便利。

2月 2日，驻鄂部队抗击疫情运力
支援队出动 50台军用卡车，将 200余
吨生活物资，从武汉市各大配送中心
调运至武汉三镇，供应各大超市，保障
武汉市民生活。这是该运力支援队临
时抽组以来，执行的首次支援运输保
障任务。

为确保疫情防控期间武汉市民生
活保障物资正常供应，让百姓吃上新
鲜蔬菜，湖北省军区协调驻鄂部队成
立抗击疫情运力支援队。人员和车辆
主要从空降兵某军、中部战区空军某
基地、空军航空兵某师、空军预警学
院、中部战区陆军某舟桥旅、陆军勤务
学院训练基地等驻军部队和军事院校
中临时抽调。130辆军用卡车、260余
名官兵就地驻扎，他们在湖北省军区
的统一指挥下，根据地方配送中心的

每日需求，派出运力保障各网点生活
物资配送运输。

除了配送市民生活物资，2月 3日
晚，该运力支援队还组织官兵通宵达
旦调运物资，为武汉市3座“方舱医院”
快速建成提供有力支援。他们紧急调
集 50台军用运输车，兵分多路前往调
运仓库装载物资，争分夺秒运抵“方舱
医院”，并与工作人员一起卸载进场。
官兵们虽一夜未眠，但士气高昂。

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除了医疗
一线主战场，还离不开强有力的物资
供应保障。根据军队应对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联防联控工作机制，军委后勤
保障部着眼当前防疫物资需求实际，
快速响应、急事急办、特事特办，建立
联需、联采、联运的“三联”工作机制，
减少审批环节，压缩采购周期，确保以
最快的速度、最高的效益采购到最急
需的防控物资，全力支援抗击疫情。
联勤保障部队迅即启动财务应急保障
机制，靠前办理防控设备药材采购结
算业务，紧急调运发送防疫物资，有力
保障了疫情防控任务需要。

人心齐，泰山移。在祖国和人民
最需要的时候，在抗击疫情最关键的
时刻，人民军队为人民的大爱情怀，再
一次被标刻在历史的坐标上。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广大官兵闻令而动，在抢救患者、调运物资等各个战场上勇
挑重担，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

“迷彩绿”跃动抗疫战场
■本报记者 孙兴维 通讯员 郭 晨

打 赢 疫 情 防 控 阻 击 战
中 国 军 人 在 行 动

这是一次危机四伏的临危受命。
这是一个难度空前的特殊战场。
知道病毒名称，却不知道疾病源头

在哪里；知道患者病情，却找不到专用特
效药。知道每天疫情数据更新，却难以
掌控数据变化。这，堪称一次看不见对
手的较量。

战“疫”不退缩，决胜新战场。
党中央、中央军委一声令下，我军医

疗队紧急驰援，在疫情防控“重中之重”
的湖北、武汉主战场，军民携手，坚决打
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放眼全国，解放军
和武警部队紧急行动，积极主动协助各
地加强疫情防控。

这就是人民军队的样子。
这就是人民需要的样子。
这就是人民战争的样子。
除夕之夜，军队 3支医疗队 450人，

在新年钟声敲响前16分钟抵达武汉。2
月2日凌晨，人民空军8架大型运输机4
地联动驰援武汉，每间隔 5分钟依次降
落，大批医用物资和 950名军队医护人
员“空降”武汉。这是继汶川、玉树抗震
救灾之后，空军参与非战争军事行动同
时出动大型运输机数量最多的一次。

看不见脸庞，却能看见眼睛；看不见
脸庞，却能感受指尖的温度。抗疫最前
线，“最可爱的人”中有院士，有将军，有
17年前抗击非典、决战小汤山的医护人
员，有已经确定转业、尚未离队的战友，
有经验并不丰富的90后军人，还有一群
文职医生、文职护士和文职技师……特
殊战场，身份不同，却毫不愧对一个共同
的名字：战士。

2月2日，武汉火神山医院正式移交
军队管理使用。3日，医院施工仍在进
行，火神山医院就进入了“边建设边接诊”
的“战时状态”。有报道称，中国军队“增
兵”火神山，开启战“疫”新征程。

从1月23日10时起武汉“封城”，至
今已经22天。这已是常态：为了节省一
套防护服，军队医护人员连续 9个小时
不吃不喝。几天连轴转的高强度工作
后，有着 20年军龄的护士长郭玮额头、
脸上，被防护镜和口罩勒出了深深的印
痕。有人问：“累不累”？她回答：“还
行！”为防不测，海军军医大学医疗队90
后队员李晨，提前把所有个人信息的账
号和密码留给了弟弟。跟疫情赛跑，军
人哪个不是“郭玮”？跟时间赛跑，军人
哪个不是“李晨”？

从病毒性疾病发病的规律来看，前
一年10月到次年4月是病毒性疾病高发
期。严峻的考验还远没结束，战友们能不
能交出一份让党和人民满意的答卷？

一定能！
在这场看不见对手的较量中，人民

子弟兵的出色表现必将载入史册：闻令
而动，靠得住；危险关头，拉得出；关键时
刻，冲得上；连续作战，打得赢。

看不见对手，看得见国家力量。
看不见对手，看得见军人忠诚。
看不见对手，看得见胜利曙光。

看
不
见
对
手
的
较
量

■
董

强

“以后多的是相聚机会，疫情刻不
容缓，你们各自守好岗位，也要保护好
自己……”“你们在家也要多保重，外出
戴好口罩……”2月7日下午，贵州省遵
义市湄潭县兴隆镇太平村，“时代楷模”
杜富国在父母的陪伴下，与在防疫一线
的妹妹杜富佳、弟弟杜富民以及在西藏
山南服役的弟弟杜富强视频连线，实现
了温馨而短暂的“在线团圆”。

“这是富国7年来回家过的第一个
春节，兄妹几个感情好，富佳富民早早
就帮家里办好了年货，布置好房间，还
挂上了人武部送来的大红灯笼，就想喜
喜庆庆地过个团圆年。没想到这疫情
突如其来，年三十那天，各自也都还在
岗位上忙着。今天，通过视频，一家总
算是小团圆了！”父亲杜俊的言语中带
着少许遗憾，更多的是自豪。一旁，母
亲李合兰的笑容中则有些担忧，孩子们
都冲锋在“一线”，她欣喜于孩子们的成
长和担当，也担心着他们的身体。

就在刚才通电话时，杜富佳告诉家
人，她两天前向医院递交了赴武汉抗疫
请战书。“跟她哥哥一个样！”李合兰笑
着介绍，早在 1月 27日，杜富佳所在的
湄潭县人民医院被贵州省指定为开设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发热门诊的
定点医疗机构后，杜富佳就加入了医院
青年突击队。半个多月来，作为急诊科
护士，杜富佳每天在病床间来回穿梭，
给病人监测体温、输液、换吊瓶。

“哥哥就是我的榜样！他在雷场冲
锋，不顾个人安危。我是入党积极分
子，学医是为了能救死扶伤。我当护士
4年了，体力好也有一定经验，现在，抗
疫的一线在湖北，我当然要请战赴一线
尽己所能救治病患……”电话采访中，
杜富佳的回答简单干脆。

在离杜富佳工作地几公里外的湄

潭县家礼医院，笔者见到了杜富国的弟
弟杜富民，他是重症监护室的医生，刚
刚完成了例行查房工作，脱下厚重的防
护服，大口喘着气。疫情发生后，医院
工作量陡增，他第一时间返回岗位，每
天的睡眠时间不超过五个小时。“疫情
发生后，我和姐姐都没回过家，一来医
院确实太忙，二来也怕把病菌带回家！”
杜富民告诉笔者，跟姐姐一样，他也在
疫情发生后向医院请战，可是因为工作
刚 1年，实战经验不足，没有得到批
准。“没关系的，重症监护室也需要人，
我守好自己的岗位也是贡献！”

同样坚守岗位的还有四弟杜富
强。春节前夕，他主动向连队递交了
巡逻申请书，大年初一，便开始了踏雪
巡逻之路。杜富强是西藏山南军分区
某边防连战士，连队负责巡逻的路线，
一趟走下来需要五天四夜，在沿途没
有任何补给的情况下，要经过雪山、森
林、激流。

“你们在家里要注意安全，出门记
得戴口罩，一定要保重身体！我在这边
一切都好。”视频里，杜富强牵挂着家人
健康，他明白，疫情当前，坚守巡逻线也
是和哥哥姐姐一样在守护身后的家。

正月十五，湄潭县人武部政委牛克
俊赴抗疫一线慰问并为值班民兵补充
口罩、消毒液及食物等给养。担心乡镇
封控后，杜俊家中物资出现短缺，专门
上门了解需求。当杜富国得知牛克俊
还要去看望慰问奋战在抗疫一线的民
兵、工作人员时，强烈要求随同前往。

一行人来到湄潭县兴隆镇执勤
点。杜富国的突然出现让值勤民兵兴
奋不已，随之报以热烈掌声。杜富国深
情地说：“谢谢大家，你们辛苦了！元宵
佳节，大家还在坚守一线，相信我们万
众一心，会战胜所有的困难！”

这个春节，“排雷英雄”杜富国兄
妹四人奋战在不一样的“战场”——

风雪巡逻路 战斗在病房
■本报特约通讯员 游 勇 谭 田

图①：杜富佳在湄潭县人民医院急诊科工作照片。 湄潭县融媒体中心供图

图②：杜富强（上）在边防线巡逻途中。 冯 啸摄

图③：“排雷英雄”杜富国看望慰问防疫一线执勤民兵工作人员。 况守江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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