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解放军报社主办 第4083期
ZHONGGUO GUOFANGBAO

关注国家安全 助推国防建设

2020年2月

17日
星 期 一

庚子年正月廿四
代号1-188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ＣＮ 81-0002/(J)

网址：http://www.81.cn

中国国防报微信公众号

■本版责任编辑 王京育 鲁文帝

2月 11日晚 10时，监督 3000套医
用防护服和17万只医用外科口罩装车
启程发往湖北武汉后，张全振才拖着疲
惫的身体回到家。从1月20日开始，他
每天睡眠时间没超过5小时。

新乡长垣，豫北小镇。这里是中国
医疗耗材之都，也是全国战“疫”的一个
后方战场。

1993年，有着 12年军龄的张全振
从部队转业回到家乡创办河南亚都实
业公司，主要从事医用耗材的生产。

面对疫情蔓延，1月20日，身为公司
董事会主席的张全振做出一个艰难抉
择：针对全国范围内口罩货源紧缺的情
况，他对已放假回家的员工发出“抗击疫
情倡议书”，希望全体员工返厂上班，全
力支援一线生产需要，支援武汉。3天
内，360多名员工放弃休息，夜以继日地
投入到生产当中。1月 25日凌晨 2点，
张全振公司捐赠的290万件医用口罩、
手套、防护服等各类医用防护用品的运
输车队出发，当天中午，这些医护用品全
部到达了湖北省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
情防控指挥部，保障疫区防控急需。

春节假期加班，那就涨5倍工资；熔
喷布等原材料短缺，那就高价收购……

“开工即亏，但管不了了。你们中也有
不少人当过兵，俺们今天立下军令状，
疫情一天不退就一天不停工。”张全振
在企业经理人动员会上如是说。

随着全国范围内口罩货源越来越
紧张，市面上甚至出现了假口罩，张全振
在抓紧生产的同时，更加注重生产质量
的管理。一名一线生产员工若想进入
最终生产区，需经过至少11道程序，过

防护门、测量体温、消毒双手、戴口罩、喷
雾，进入厂区后还要换鞋、戴帽、洗手、烘
手、理容、消毒，最终进入生产区。张全
振对员工说：“我们的产品是用来保护人
员安全的，决不能偷工减料，必须保质保
量，来不得半点儿马虎！”

尽管没有“最美逆行者”的惊心动
魄，但在这条“抗疫新战线”上，这些“战
疫后勤”的付出同样令人感动。

“我的工作每天就是与产品为伍，
面对的是一个接着一个、一袋接着一袋
的口罩，若实在累了，我们就轮换着继
续生产。”员工周永恒说，春节年年能
过，但今年的口罩却不能不生产。

“我是口罩车间的质检员，首先要
确认首件合格，检验产品性能，保证合
格才能生产，对生产过程、成品均按照
检验章程要求进行检验。”员工吴秋娟
告诉记者，在口罩生产车间内，工作人
员会严格在消毒环境下加工口罩。

“类似的情况我们不是第一次遇
到，2003年抗击‘非典’，我们一路走
过，始终与全国医务工作者、人民群众
肩并肩站在一起！”张全振看着批量的
口罩、防护服和病毒检测等医用物资从
生产线上井然有序流出，掷地有声地
说：“在武汉，医护人员用生命救人，我
们要给他们最安全的防护。”

又是一个深夜，车间的机器哒哒哒
作响，却不嘈杂，一旁是摞成一座座小
山的医用物资，让人安心……

退役军人张全振——

只为给医护人员安全防护
■张 鹏 本报记者 周玉婷

庚子新春，神州大地，一场不见硝
烟的战“疫”全面打响。

“呐喊一声有我在！”无论是在防
控一线，还是在后方，有一群特别的

“战斗员”，他们的名字叫退役军人。
他们虽解甲离队，却依然冲锋无畏，奉
献无悔。

老兵奋勇出列——
无论何时呼点，他们

都会响亮回应
“上百名老兵齐刷刷地写下 6个

字：‘我报名，我参加’！”回想起 1月 31
日上午的那次报名接龙，67岁的军转
干部雷恩富依然热血沸腾。

当天，一条退役军人防疫志愿者
队伍报名“接龙”的消息，在辽宁省大
连市甘井子区自主择业军转干部群中
刷屏。很快，一支 21人的防疫志愿者
队伍组建完毕。

没有专门做动员，疫情就是召集
令。几乎就在同一时刻，该区其他退
役军人群体也迅速响应：“退役系统工
作人员志愿者 20人集结完毕！”“企业
军转干部志愿者 13人已经就位！”“退
役士兵志愿者18人随时待命！”

战“疫”阵前，老兵勇出列，其实这
一幕早在雷恩富的预料之中。作为一
名老兵，他最懂大伙儿的心思：军人的
使命感，已深深融入血脉。

“17年前，我曾写过一封申请书：
作为一名军人，就该上战场；作为一名
护士，就该救死扶伤；作为一名党员，

就该冲锋在前……17年后的今天，当
全国人民正面对新型冠状病毒的肆
虐，作为一名有着医护工作经验的老
兵，更是责无旁贷！”连日来，一封按着
红手印的请战书火爆“朋友圈”。

请战书的落款签名是李晓静。这
位17年前就曾进驻小汤山医院参加抗
击“非典”战斗的原海军军医大学长征
医院护士长，2012年 7月自主择业，现
为上海浦南医院护理部副主任。面对
来势汹汹的疫情，李晓静第一时间向
所在医院党委写了请战书。1月 27日
晚，她带领 48家医院的 50名护理队员
驰援武汉。

“我想当志愿者，去一线帮忙。”
转业待安置的重庆退役军人李尚云本
可在家休息，但疫情发生后，在部队当
过卫生员的他再也坐不住了，几经辗
转，找到区民兵应急分队，并获得批准
入队；“我是退役军人，请让我上。”疫
情发生后，江西省靖安县的程业虎第
一个递交了请战书……

一声“到”，一生“到”！新冠肺炎疫
情发生后，在全国各地，在抗击疫情的
前线和后方，一声声“我报名，我参加”
不绝于耳。此生都在“立正”，本色从未

“稍息”。无论何时呼点老兵的名字，他
们都会在祖国的四面八方响亮回应。

老兵冲锋在前——
脱下的是军装，忘不

了的是“冲锋记忆”
2月2日18时许，四川省第三批援

助湖北医疗队医护人员和物资搭乘
3U8101次航班抵达武汉。此次运输任
务由四川航空承运执飞，机长是“中国
民航英雄机长”、全国“最美退役军人”
刘传健。

新冠肺炎疫情阻击战打响以来，
停飞了不少航班，但运输保障航班还
在飞行，不少退役军人主动请战，刘传
健就是其中之一。

逆行的面孔让人为之动容！祖
国和人民一声召唤，母亲吻别甜睡
的婴儿，儿女瞒过年迈的父母，丈夫
告别新婚的妻子，义无反顾走上抗
疫战场。

安徽潜山小伙儿石李峰退役后一
直从事铝合金门窗制作。大年初二，
他从媒体上看到火神山医院急需施工
人员的消息，当晚就告别了家人，驾车
赴武汉援建火神山医院。

1月28日中午，山东退役军人王晓
驱车千里，从山东淄博到达武汉府河
收费站高速路口，将车上的 10万双医
用手套交给武汉的志愿者。返程前，
王晓三口两口吃了一碗方便面，他说
还要再拉一车。

连日来，退役军人刘长春、刘波父
子每天都奔走在防疫一线。刘波是重
庆市大足区高坪镇退役军人服务站的
一名工作人员，同时也是某救援队的
队长；刘波的父亲刘长春是龙岗街道
前进社区党支部书记。

从大年初一到初五，连续 5天，
刘波几乎没合过眼，实在扛不住了，
就在路边的板凳上眯一会儿；刘长春
一直在一线忙碌，协调安排社区疫情

防控、开展入户摸排、做好重点人员
排查……父子俩的手机闹钟声都是
部队的起床号，而来电铃声都是战场
上的冲锋号。

一日从军，一生当勇；一朝入伍，
军魂入骨。在全国抗击疫情的行动
中，像这对并肩战“疫”的父子一样，每
一名老兵脱下的是军装，忘不了的是

“冲锋记忆”。

老兵倾尽所能——
从来没想过被铭记，

但不想被忘记
1月 25日，退役军人、山东力明科

技职业学院、该院附属医院董事长王
力一得知，当地政府正在紧急寻找合
适的医院或宾馆作为疫情隔离观察
场所。

第二天，他立即向当地政府提交
了一份“请战书”，意思简单明了：一
是立即提供正在有序运营的力明科
技职业学院附属医院的全部资源，作
为政府用于疫情隔离场所使用；二是
根据疫情发展态势，再无偿提供医院
内 168套医用房舍；三是所提供的所
有资源均为无偿。只求国难之时，尽
上一份力。

当 地 政 府 在 接 到 这 份 特 殊 的
“请战书”后，深受感动和触动。48
小时后，首批需隔离观察人员入住
这所医院。

呼和浩特市托克托县，主要生活
来源是国家的补助和低保的 88岁退

伍老兵高治邦，将自己省吃俭用积攒
的 3万元捐赠用于抗击疫情。他在捐
赠信中写道：“国家有难我分担，国家
富裕我分享。”

2月 8日上午，73岁的残疾退役
军人田工冒着凛冽的寒风，用手摇
着有些破旧的三轮车，来到他家所
在的湖南省常德市武陵区府坪街道
体育东路社区，将装有 1万元钱的信
封递交到社区工作人员手中。田工
在服役期间为扑救熊熊燃烧的油罐
车身负重伤，失去了整条右腿和部
分右臀。

从江南到塞北，从城市到乡村，为
抗击疫情，这些老兵倾尽所能。

江西省南昌市青山湖高新园区黎
明村，一位拄着拐杖、戴着口罩和“义
务巡防员”袖章的老人站在村口，为每
个进出的村民测量体温。

他叫黎晓洪，是一位有着 36年党
龄的退伍老兵。去年因一次意外右小
腿开放性骨折，一直用支架固定。新
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得知村里防控人
手紧张，伤势尚未痊愈的他拄着拐杖
走到村委会，主动请战。

“危难之时，没有‘值不值’，只有
‘该不该’。”黎晓洪朴素的话语，传递
着千千万万老兵火热的心。他们从来
没想过被铭记，但不想被忘记。一次
又一次，只要祖国召唤，他们就会毫不
犹豫地挺身而出。

（本报记者王京育、赵雷、熊永岭、
左庆莹，通讯员冯名虎、袁雯雯、李文
雅、高勇、文巧、崔俊岗采写）

庚子新春，一场不见硝烟的战“疫”在神州大地打响。在疫情防控的前线后方，无数
解甲离队的退役军人不忘战士本色，冲锋在抗疫战场上——

闻鼓角，再出征！

打 赢 疫 情 防 控 阻 击 战
退 役 军 人 在 行 动

蜜江西兵哥送菜
公司的退伍老兵为南
昌大学附属三三四医
院的抗疫一线医务人
员 送 去 新 鲜 蔬 菜 。

张富华摄

蜜曾同在西藏某
部服役的贵州省纳雍
籍的老兵组成抗疫志
愿服务队，积极投入
到抗疫援助物资的搬
运和分发工作中。

李 军摄

一群习惯答“到”的人，又成为“逆
行”的人。

中国抗疫战场前线后方，有一群特
殊的“战士”，他们身份不一、年龄迥异、
服装多样；他们曾是橄榄绿、浪花白、天
空蓝、火焰黄；今天战场上，他们有一个
共同名字——退役军人。

退役军人是国家撒向社会的英雄。
聚是一团火，散作满天星。纵目中国抗
疫战阵图、群英谱，身披征衣的军中迷彩
和脱下戎装的退役军人，凝成一股磅礴
力量，筑成一幕恢宏景象。

抗击疫情的信号弹在大江南北升
空，闻战而动的集结号在耳畔吹响。尽
管阵前无人点名，但民间有人出征。

“组团”出征让人敬佩：大年初三，上
海退役女军人李晓静率 50名“娘子军”
驰援武汉；大年初九，一支由多名退役军
人在内的西安大兴医院援鄂医疗队增援
武汉。

孤军出征令人动容：大年三十，参加
过长江抗洪、抗击冰雪灾害的退伍老兵，
河南沈丘县农民王国辉，驱车500公里，
给武汉市民送去5吨蔬菜。

死而后已的出征催人泪下：大年初
八，退役军人、湖北安陆市烟店镇水寨村
书记黄汉明，殉职于抗疫一线。今日中
国无战事，热血男儿有牺牲，现有多位退
役军人倒在抗疫战场上。

戴着口罩的战友，我们看不清他（她）
们的面孔，但一双双眼睛，是冬天里的一
簇火、一道光，滋润着中国，温暖着人心。

一朝披征衣，终生侠骨香。权威部
门统计显示，我国现有退役军人5700多
万，并以每年几十万的速度递增。这些
老兵，服役时，是军队栋梁；退役后，是中
国脊梁。

重披战袍再催马，人生岂肯对芦
花。这些在人民军队大熔炉淬过火的人，
从融入这个伟大行列的那一天起，就记住
了铮铮誓言：若有战，召必回，战必胜！

脱掉的是军装，脱不掉的是军魂；改
变的是岗位，不变的是本色。他们在新春
佳节舍弃亲友团圆、放弃经商赚钱，涓滴
汇海而成大潮流，同舟共济而克大艰难。

这何尝不是奉献牺牲？何尝不是时
代英雄？

历史风雨中，时代天地间，他们的身
影，都值得尊崇；他们的名字，都将载入
史册！

当我们在暖意融融的家中喝着热
茶、追着热剧时，当我们堂前尽孝、膝下
承欢时，当我们酣然入梦、睡得香甜时，
请不要忘记，他们正战斗在寒风中的抗
疫战场。

让我们每个人都守好脚下的“隔离
带”，护好身旁的“防火墙”，保护好自己
就是不辜负他们的付出。当暴风雨过
后，花开疫散，也请关爱善待他们。

1966年 11月，在天安门城楼上，一
位外国记者问朱德元帅：“您想身后留下
什么样的名誉？”曾经的中国人民解放军
总司令、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
朱老总一语作答：“一名合格老兵足矣！”

一声“合格”，天高地阔；一声“老
兵”，情真意切！

向新时代的中国老兵致敬！

一
声
﹃
到
﹄
，一
生
﹃
到
﹄
！

■
魏
联
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