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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人的无私和勇敢，
深深感动了我”

“5?12”特大地震发生时，18岁的李金凤正
在原都江堰水电十局子弟校上课。

地震突如其来，顷刻之间房倒屋塌，李金凤
惊慌地从教室内跑出，不小心摔倒在地，膝盖渗
出鲜血，染红了牛仔裤。

昔日欢声笑语的校园，充满了哀嚎和哭
泣。李金凤和同学们在老师的组织下镇定下
来，耐心等待救援。

“是解放军救了我！”李金凤记得，当时灾区
断水、断电，和外界的通信也完全中断，许多人
忙着逃到安全地带，人民子弟兵却从四面八方
向灾区集结，成了最勇敢的逆行者。

“军人的无私和勇敢，深深感动了我。”当
年，解放军战士武文斌在救灾中，因劳累过度引
发肺部大出血，经全力抢救无效，因公牺牲。李
金凤告诉记者，得知消息后，她和母亲自发参加
追悼会，在人群中泣不成声。

后来，都江堰人民群众为了铭记英雄武文
斌，将他牺牲的地方命名为“文斌路”。

“这么多年来，我最想感谢的人还是当年给
我包扎过伤口的军医阿姨。”虽然已经过去 12
年，但提起这位当时被大家称为“马姐”的军医，
李金凤依然满怀感激之情。

在临时搭建的帐篷里，“马姐”一边为李金

凤清理伤口，一边紧紧握住她的手说：“小妹妹，
你忍一下，马上就好了。”

就这样，人民军医的光辉形象在李金凤心
中生根发芽。

“我要成为‘马姐’那样的人，去实现自己的
人生价值！”包扎完毕，李金凤对着“马姐”深深
鞠了一躬。她还和“马姐”约定，自己也要当一
名军医，将来像她一样救死扶伤。

“只要国家和人民有需
要，我一定挺身而出”

经历是人生最宝贵的财富，地震的经历让
李金凤瞬间成长，她告诉记者，从那时起，她一
直在思考该如何度过自己的一生，如何让自己
的人生更有价值和意义。

高中毕业后，李金凤决定参军入伍。2008
年12月，她如愿成为了一名解放军战士。

那一年，李金凤的同学里有6人参军入伍。
入伍后，她刻苦训练、严格要求，很快从一

名地方青年转变为一位合格的解放军战士。在
一次训练中，李金凤头部摔伤，留下了一个长达
1厘米的坑，为她留下一枚光荣的“勋章”。

因为表现优异，李金凤在义务兵期间入了
党。在党旗下宣誓完毕，她暗暗对自己说：“这
辈子只要国家和人民有需要，一定挺身而出。”

为了完成和“马姐”的约定，李金凤决定继
续追寻自己的理想，去做一名军医。

她白天在本职岗位上干好各项工作，晚上
利用休息时间复习备考……2010年 9月，李金
凤如愿考上了原白求恩医务士官学校临床医学
检验专业。

在校期间，李金凤勤奋学习、刻苦钻研。她
知道，要想成为一名合格医护人员，不仅要有扎
实的护理理论知识，还要有熟练的操作技能。

“课堂上，我认真记录着教员所讲的每一个知
识点，生怕有什么遗漏。”李金凤说，“白衣天使”这
个称号光荣神圣，必须要掌握扎实的基础知识，将
来才能更好地学以致用，容不得半点马虎。后来，
她还在学院组织的专业技能考核中获得三等奖。

2013年毕业后，李金凤被分配到原解放军
452医院。繁忙的工作日复一日，她却始终牢记
自己从军学医的初心。

“我当兵学医，就是为
了今天”

庚子新春,突如其来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
持续蔓延，深深牵动着李金凤的心。

除夕夜，当李金凤看到军队医疗队星夜驰
援武汉的新闻后，她就和同事开始进行穿脱防
护服训练，为出征做准备。

不久后，李金凤所在单位接到上级通知，将
组建医疗队赴武汉抗击疫情。得知消息后，她
立刻报了名。然而，由于人数限制，第一批医务
人员名单中，并没有李金凤的名字。

“2008年‘5?12’地震，作为重灾区的灾民我
深切地体会到了团结一心的力量。现在我是一
名军人，更是一名军队医务工作者，在全国人民
众志成城与病魔作战之际，我决不袖手旁观！”2
月 11日，这个柔弱的姑娘咬破手指，用自己的
鲜血按下手印，向院党委递交“请战书”，一心要
奔赴抗疫最前线。

正巧，上级通知医疗队增加人员。看着执
拗的李金凤，该医院党委最终批准了她的请求。

“我当兵学医，就是为了今天。”李金凤告诉
记者，自己是护士，更是战士，战“疫”一线就是
自己的战场，必须为打赢这场战斗贡献自己的
力量。2月 17日，李金凤与战友一道乘坐军机
飞赴武汉。

来到湖北省妇幼保健院光谷院区工作后，
李金凤和战友们共同承担起感染科数十名病人
的护理工作。检测生命体征、记录各项指标、进
行穿刺输液……每一个班次，李金凤和同事都
忙得不可开交。

一天晚上，医院接诊中心通知他们接收一
名70多岁的危重患者。患者年龄偏大、基础病
多，转诊过来时情况很不乐观。

“快，给病人上高流量吸氧！”当班医生张明
慧、刘洋立即下达医嘱，李金凤和同事立即为其
装上高流量吸氧装置。

抽血气、建立双静脉通道、静推西地兰……
经过医务人员的共同努力，他们从“死神”手里
将这位患者“抢”了回来。等到换班李金凤脱下
护目镜和口罩时，才发现自己的衣服早已湿透。

3月 21日，一位康复出院的患者给李金凤
发来微信：“感谢你们全体医务人员在这段时间
的支持和关心，感谢你的精心照顾。”

“那一刻，感觉自己浑身又充满了力量，再
苦再累也值了。”李金凤说。

4月 27日，已经回到单位的李金凤在电视
上看到，湖北省全省现有确诊病例清零的消息
后，忍不住红了眼眶。

12年光阴流转，李金凤不仅如愿成为了解
放军中的一员，还在武汉战“疫”一线冲锋陷阵、
救死扶伤，完成了当年许下的承诺。

西部战区空军医院门诊部护士李金凤——

我和军医有个约定
■本报特约记者 杨 进 通讯员 郭 靳 格桑央西

12年前的5月12日，一场突如其来的大地震,让山河破碎，举国同悲。关键时刻，逆行而至的中国军人，
为灾区人民带去了光明和希望。他们用实际行动向人民证实，人民子弟兵永远是人民最坚实的依靠。

12年后，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全国，一场力度空前的疫情防控阻击战全面打响。一个个当年的青少年长
大成人，怀着一颗感恩的心，披上征衣，奋战在抗疫一线。

这是他们“长大后，我就成了你”的故事。从这些故事里，我们读懂了什么是大爱传承。
——编 者

长大后长大后，，我就成了你我就成了你

人员排查、疫情防控政策宣讲、环境消杀、
物资搬运、卡点值守……四川省北川羌族自治
县永昌镇大三学生李之宏连续一个月工作在防
控一线。很多人认识他，是从他的一句口头禅
开始：“让我来，我是退役军人。”

春节期间，放寒假在家的李之宏，看到电视
上滚动播放的疫情信息，再也坐不住了。在告
知父母后，他跑到镇办公室主动请缨参加疫情
防控。

“我曾经是一名军人，现在是一名大三学
生。”怕申请不通过，李之宏还带来了自己的退
伍证和学生证。“疫情防控辛苦不说，现在还缺
少防护物资，你要慎重考虑。”在得到李之宏肯
定的回答后，镇办公室工作人员将他编入了疫
情防控队伍。

接下来的半个月，李之宏每天都根据镇里
统一安排，开展疫情防控工作。搬运物资辛苦，
他就主动替换年龄大的同志；卡点值守，他说自
己当过兵站过岗，所以经常一站就是一整天；作
为大学生，他一有空就向当地群众宣讲疫情知
识……整整一个月的志愿服务，李之宏没有缺
席过一天。

李之宏这股子劲头从何而来？还要追溯到
2008年。

“那时年龄小，整个人吓坏了。”汶川大地震
时，李之宏正在北川县读小学六年级。但是很
快，解放军的到来让他的心安定下来。

闻讯赶来的部队官兵第一时间组织了救
援，不仅将受伤的学生一个个抬到安全的地方，
还冒着危险从危楼里面抢出棉被和食物，在操
场搭起了帐篷安顿师生。“虽然我们交流不多，
但是他们俯身背人的模样已经在我心里扎了
根。”几年后，李之宏拿到佳木斯大学的录取通

知书，成为一名大学生。
年龄在增长，理想却未曾改变。2015年 9

月 3日，观看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
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阅兵式后，李之宏当
兵的理想又一次被点燃，大二结束，他选择了休
学去当兵。

2017年 8月，通过一系列严格的体检和政
考，在定兵时，他得知将被分配到驻北京某部。
让所有人意外的是，李之宏坚持去边远艰苦地
区，并专门向人武部提出申请。就这样，他来到
了新疆军区某红军师。

服役期间，李之宏积极参加演讲比赛、红歌
会、军事小比武等活动，多次获得第一名。因表
现优秀，他获得过两次“优秀学兵”的荣誉。“我
也想一直留在部队，可是由于地震时腰部受过
伤，已经无法适应部队的高强度训练，只能在服
役期满后，回到学校继续完成学业。”现在说起
来，李之宏话语间还饱含遗憾。

虽然李之宏的军旅生涯就此画上句号，但
是作为一名从地震灾区成长起来的青年、一名
退役的大学生士兵，当祖国和人民需要的时候，
他用实际行动续写了自己的军旅荣光。

四川省北川县退役大学生士兵李之宏——

我在防控一线做志愿者
■刘小琼

3月13日，陆军军医大学西南医院文职人员刘
佳已经在武汉泰康同济医院工作了整整一个月。

那天刘佳当班，要在“红区”（污染区）工作4
个小时，机关通知中午组织火线入党仪式，很遗
憾的是，她参加不上了。

和往常一样，刘佳在穿衣间里忙碌着，准备
进入“战位”。挑选适合自己的防护服型号、手
消、更换N95口罩……不知不觉中，这些复杂而
繁琐的程序已经比刚来时利落了很多。“越是熟
练越不能大意。”想起副护士长孙薇的话，刘佳又
再次确认了一下防护服的拉链头是否已经拉好。

刘佳是去年 10月份新入职的军队文职人
员。和队伍里不少参加过抗击非典、汶川抗震
救灾的“老兵”相比，她还显得稚嫩。

第一次进“红区”，她只待了十几分钟。“很
快就受不了了，感觉整个头都要炸了，恶心想
吐、缺氧、出冷汗、心慌……”回忆起第一次的那
个难受劲儿，刘佳记忆犹新。

浪费了一身防护服不说，早早地从“红区”出来，
就意味着同护理小组的战友们，要多完成那份本该
属于自己的工作。刘佳深深感到了自责与挫败。

“这不是普通病房，保护好自己最重要。有
不舒服就出来是对的，如果你在里面昏倒或者
暴露了才是真正的麻烦，你已经做得很棒了。”
护士长鲜继淑并没有批评她，话语间不仅有宽
慰还有鼓励，这给了刘佳极大的信心。

性格要强的她回去以后努力找原因，一个
人在房间里锻炼，打开配发的抗缺氧食品，想尽
了办法。很快，她就适应了“红区”的工作。

“刘佳，刚刚收到通知，可以在‘红区’内视频
参加火线入党宣誓仪式！”另外一位符合火线入

党条件的队友卞薇兴奋地告诉了她这个好消息。
刘佳高兴极了，感觉 12年前被点燃过的热

血再次“沸腾”了起来。
“天下着雨，我们两天没有吃的。看着递给

我食物的解放军胸前别着党徽，那个时候我就
特别想成为一名军人、一名党员。”刘佳的家在
四川省江油市，“5?12”大地震时，受灾严重。12
年前，在家乡的废墟上，迷彩身影为深处绝望中
的刘佳带来一道曙光。2011年，刘佳就写下了
自己第一封入党申请书。

刘佳觉得最庆幸的是，今天自己能作为一
名文职人员跟随着军队支援湖北医疗队，把生
命的曙光带给这些新冠肺炎患者。在武汉，刘
佳再次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火线入党宣誓仪式开始了，穿着厚重的防
护服，望着视频里的党旗，刘佳在写满出院患者
留言的“心愿墙”前，庄严地举起了右臂。“随时
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视频里传来这
句话的时候，刘佳再也忍不住泪水，声音哽咽
了。这一天，她已经等了太久太久……

陆军军医大学西南医院文职人员刘佳——

我在“红区”火线入党
■罗 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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