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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伴随着改革调整，第74集团军某旅

原卫生队队长唐正虎迎来军旅生涯的新

一轮冲锋——

2017年4月28日，年满49岁、已是

上校军衔的他，被任命为某旅卫生连首

任连长。

这一天，对唐正虎而言，是意义非同

寻常的一天；这一天，对卫生连来说，注

定是被载入旅史的一天。

“从卫生队到卫生连，从单纯的保障

分队到全训的建制连队，虽说只有一字

之变，却是保障力与战斗力相融合的深

刻转变。你们是一支‘战保一体’的新型

作战保障力量……”

卫生连成立大会上，旅领导铿锵有

力的话语，犹如吹响的战斗号角，瞬间沸

腾了卫生连官兵的热血。

新组建的卫生连由两个旅的卫生队

合并组成。单位重组，保障与建连同行，

责任与使命同在。如何让连队尽快“攥

指成拳”，让后勤保障融入作战体系，成

为摆在连长唐正虎和指导员丁双龙面前

的首要任务。

转型重塑，是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

过程，必须打破“穿新鞋走老路、拿新瓶

装旧酒”的思维定势。两名主官一边对

照《军队基层建设纲要》，一边结合连队

实际，召开“诸葛亮会”，制定出了一系列

“建连军规”。

卫生兵软塌塌，没个兵样子，体能

弱……这是大家过去对卫生兵的印

象。为扭转这种局面，唐正虎翻阅了6

本关于组织开展战场救护功能和能力

训练方面的书籍资料，院前急救等直

面战场的训练课目，被第一时间提上

了连队训练日程。5公里武装越野、轻

武器射击、枪支分解结合、手榴弹投掷

等军事基础课目，人人比着练，人人都

过关。

按照新的编制要求，卫生连技师岗

位全部改由士官担任。唐正虎亲自担任

考官，检验临床医师的医疗水平，再由合

格医师培训各类待上岗的技师。连队成

立不久，调整上岗的四类技师全部适应

了新岗位。

连队在边摸索边改进中稳步前进，

成立近半年来，他们交上了一份响当当

的答卷：半年考核，官兵全员达标；由卫

生连主讲的“训练伤防治”讲坛已开讲

11次；全旅官兵健康普查任务圆满完

成，并登记造册；新建心理咨询室，依托

政工网开设健康与心理咨询平台；值班

军医热线24小时畅通……

如今，站在这群晒黑了、变瘦了、人

变精神了的官兵面前，连长唐正虎几多

感慨，几多欣慰：“卫生连成立的这半年，

是全连官兵与过去的挥手告别，是一场

深刻的蜕变，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们这

支新型保障作战力量，将会在强军道路

上越走越远!”

卫 生 连 来 了
■本报记者 陈典宏 通讯员 李国良

夜已深，北上的列车一路驰骋，唐正
虎却没有一丝睡意。

此刻，对着一份皱巴巴的驻训方案，
作为第 74集团军某旅卫生连首任连长，
唐正虎陷入了深深思索。他手中的红
笔，不时在纸上来回勾划，留下了许多圈
圈点点和密密麻麻的小字。

此次野外驻训，是检验卫生连卫勤
保障融入作战体系的试金石。成立才几
个月，他们就和其他建制连队一起远赴
西北戈壁驻训，这是一场不期而遇的比
赛——

在演兵场上经受重重考验的，不仅
包括全连官兵的医疗保障专业技能，还
有适应战场生存的战斗技能。他们的脚
步能跟上吗？
“从卫生队到卫生连，一字之变的背

后，是一场崭新的冲锋。”唐正虎说，在全
新的编制体制运行下，卫生连官兵的日
常作息、工作节奏、精神状态已被调到
“频道”。

唐正虎坚信，这是通往未来战场的
必经之路。

从半训的保障分队到全

训的建制连队，思维转变的

“攻坚战”，打得激烈而深刻

当全旅官兵的目光像聚光灯一样，
聚焦到卫生连时，最先感到不适应的，是
连里的一些军医老同志。

与卫生队时任务轻、节奏慢的生活
大不一样。卫生连官兵在位率、出勤率、
卫勤保障水平、训练考核成绩……这些
就像一个个崭新的标签，烙印在每一名
官兵身上。

记者翻看连队人员编制表发现，尽
管保留了军医的编制实力，但以往由军
医担任的技师岗位全部改由士官担任，
这大大强化了战场救护的编制力量。

更为值得注意的是，军医的落编也
不再定到岗位，而是直接定到了职能更
为明确的诸如重伤救护组等各个战斗小
组，人员战斗职能更加明确。这意味着，
每名官兵，既是卫生员，更是战斗员。

成立没几天，唐正虎便接到一封匿
名信。信中的话引起唐正虎深思：“卫生
兵做好医疗保障任务就行了，现在白天
值班晚上站岗，苦点累点无所谓，可我觉
得这种辛苦没必要……”
“作风稀拉也好，抱怨苦累也罢，这

都是老旧观念在作怪。如果不能从思想
认识上转变过来，那么从卫生队到卫生

连，也只是新瓶装旧酒。”曾 3次把作战
连队带入先进行列的优秀指导员丁双龙
一针见血地指出。他和唐正虎的想法不
谋而合。

基层卫生工作经验丰富的唐正虎坦
言：一些惯性思维和观念，早已深入到一
些官兵的思想深处，支配着大家的思考
方式和行为方式，绝不可能随着编制体
制的调整就自动消除，当务之急必须来
一场深刻而彻底的“思想突围”。

很快，一场围绕“卫勤兵的新样子”
的大讨论在卫生连展开。这场持续数日
的大讨论，还引来了旅政委刘文彦到场
倾听。

听完一轮又一轮发言后，刘政委说：
“卫生连官兵不仅要提升医疗保障的专
业技能，更要提升适应战场生存的战斗
技能，这也是从半训的保障分队到全训
的建制连队的区别。战场上子弹不会绕
过卫勤兵，如果连自身都保护不好，又何
谈跟得上、展得开、抢得下、救得好、送得
快呢？”

一场接一场的讨论，不断冲击着卫
生连官兵脑中的惯性思维，刷新着他们
的思想观念。
“无论司机还是文书，均编入了各个

小组，我们的第一业务被定性为卫生员，
其次还是战斗员。”最先进入情况的是连
队文书林子博。他说，自己如今一人身

兼三职，既当文书，又当枪械员，还是卫
生员，连队成立 3个多月的工作量，相当
于以前大半年的工作量。

女卫生员于换境入伍前是家里的掌
上明珠。连她自己都没想到，到卫生连
一个月全装战备拉动，她克服畏惧将手
榴弹实弹投了出去。
“从起初的不适应，到如今的正规化

运转，大家的转变就像是蜕了层皮一样
深刻。”干了7年卫生员的王劲说。

从机关的直属单位到独

立的决策单元，体系的高效运

转，得益于补强“脑子”与减轻

“身子”

谈起一件往事，唐正虎至今心有余
悸。

两年前，一名连长在集训考核时中
暑，血压迅速下降，病情急速恶化。

情况报到时任卫生队队长唐正虎那
里时，他正在前往机关签夹子的路上。
一番马不停蹄的协调后，这名连长被连
夜送往上级医院。接诊的主治医生说：
“幸好送诊及时，如果再晚两个小时，后
果将不堪设想。”

听到这名连长转危为安的消息后，
唐正虎既欣慰又内疚：“如果当时我在

场，如果能得到正确的紧急处置，就不会
这样危险了！”

从师医院院长到卫生队队长，再到
卫生连连长，唐正虎是公认的技术大
拿。在卫生队时期，唐正虎既要抓业务
又要抓教育管理，还要参与与机关的各
项业务往来。
“人不是在机关，就是在去机关的路

上。”单是签夹子一项，就耗费了唐正虎
太多精力。在本次调整改革中，卫生机
关干部的出现，让他“浑身一身轻”。

从卫生队到卫生连，其隶属关系由
旅保障部的直属分队改为了勤务保障营
下设的建制连队。在保障部内，新设立
了卫生机关干部一职。

作为旅卫勤力量的“大脑”，卫生机
关干部平时主要负责协调机关与卫勤分
队之间的各项业务，规范指导卫生连的
各项建设；战时则担任后方指挥所的卫
勤席位——统筹、计划、协调、组织卫勤
力量的战场行动。

从军医大学毕业的陈俊志，之前是
卫生队里一名普通军医，常常觉得自己
是“闲人”一个。如今，作为该旅首任卫
生机关干部，陈俊志成了“大忙人”，常常
加班至深夜，生活忙碌而充实。
“卫生机关干部的设置，就是从业务

层面将卫生连独立出来，让他们将更多
的精力放在提升医疗水平、做好练兵备

战上。”该旅保障部部长李未介绍，“脑
子”得到了补强，“身子”也更轻便，体系
才能高效运转。

上等兵孙威因训练意外导致左脚脚
踝骨裂，现场就得到了卫生连的紧急救
治，当天便被送往部队医院治疗。“以往，
转诊最快也要 3天，现在效率高多了，不
会因程序繁琐而延误病情，大家没了后
顾之忧，训练起来也更有劲了。”二营四
连指导员陈清平说。

从平时的保障单元到战

时的战斗集体，贴近实战的训

练，锤炼出的是“战保一体”的

新型力量

2017年深秋，岭南某地,一场实战化
演练激战正酣。

指挥所接到紧急报告,一营官兵遭
“敌”生化武器袭击，需要立即派出医疗
小组前往救治。卫生连官兵闻令而动，
从奔袭前往到紧急处置、再到伤员后送，
整个救治过程紧张有序，衔接顺畅。

然而，刚成立时，卫生连的几次演练
并不顺利。当初，认真研究制订方案的
唐正虎，本以为万事俱备，可刚上演练
场，重伤救护组就出了问题：人员体能不
支导致协同救护不顺畅，人员战术动作

不规范，缺乏敌情观念……
成立仅半年，变化如此大。卫生连

到底经历了什么？
卫生员王劲拿出了他的两双作战

靴。记者细看，这两双鞋的鞋底磨损程
度大不一样。
“鞋底磨损不大的，是我穿了 4 年

的。”王劲指着另一双快磨透底的作战靴
说，“这是刚来卫生连时发的，这半年来
跑过的路，都记在了鞋底上。”

王劲原来是卫生队的司机，过去主
要工作是开车。如今在卫生连，他的第
一业务是卫生员，其次才是司机。

记者发现，卫生连的所有人都被编
入了战斗小组，这种战备常态化考验的
是人员的各项技能水平。为提升战场环
境下的保障能力，卫生连一改往日“室内
练专业”的方法，让官兵在完成 5公里武
装越野后，再开展卫勤保障训练。

和王劲一样，卫生连官兵全都憋着一
股子劲，白天按照一周工作计划安排，紧
锣密鼓地组织救护所的展开和撤收、院前
急救等直接对接战场的训练课目，晚上则
在课室里一帮一相互学习专业知识……

唐正虎的办公桌上，整齐地摆放着
10多本书，其中 6本是关于组织开展战
场救护功能和能力训练方面的。记者细
看其中一本《外军军事作业医学发展策
略研究》，书页的空白处，红色的标注格
外引人注目：要成为“战保一体”的新型
卫勤力量，必须做到“训战一致”。

从“卫生技术大拿”变成“卫勤训练
专家”，这是旅领导对唐正虎的期望，也
是他上任连长时定下的目标。

每天 16时 20分，唐正虎会准点带着
官兵绕着营区跑上两圈，一圈2.6公里。这
个队伍有些特别，有头发半白的上校，有刚
刚服役的列兵，还有咬牙坚持的女兵……

若在以往，其他连队的官兵们都会
以一种异样的目光盯着这支队伍看。但
如今，这种异样目光消失了。因为在他
们心里，卫生连与他们已经没有什么本
质区别——都是战斗分队。

前不久，该旅组织建制连队篮球比
赛。尽管准备充分，可卫生连还是败给了
作战连队。返营路上，大家默默无语，几
名新兵还流了泪。站在队伍前，指导员丁
双龙给大家鼓劲：“这一仗虽然输了，但我
们赛出了气势，请同志们为自己鼓掌。”

在唐正虎记忆里，那是卫生连成立
以来掌声时间最长的一次。

夜深人静，唐正虎翻开了新一天的
日历。明天，卫生连将迎来新的训练日；
明天，卫生连将取得新进步。

版式设计：梁 晨

从卫生队到卫生连:一字之变的背后
■本报记者 陈典宏 通讯员 刘文彦 彭友泽

在此轮改革调整中，基层卫勤分队
有了新的称谓和新的编制体制。但是，
“新瓶”装上“新酒”了吗？

在第 74 集团军某旅卫生连组建 8
个月之际，记者通过蹲连住班、调查采
访，试着解剖这只“麻雀”。

卫生连虽小，却能窥一斑而知全
豹。卫生连犹如一名蹒跚学步的幼
儿，成长的路上虽有摔跤，但更有跌倒
后重新站起学步、继而奔跑的强烈渴
望。

训保矛盾之惑：任务压

肩，训练怎么搞？

“明天六营组织体能考核，你们做
好保障准备。”像这样的电话，连长唐
正虎每周都能接到 5个以上。虽然受
领任务干脆不含糊，可他心里有苦难
言：眼看离旅手榴弹实投越来越近，可
连队模拟投掷训练却因保障任务几番
推迟。

这是卫生连保障任务与军事训练
相冲突的一个缩影。相比过去的卫生
队，卫生连的功能更加齐全，这也意味

着各类值班人员的增加。即便训练不
被临时保障任务打断，可每天缺课十几
人，训练怎么搞？

保障任务重，训练不耽搁。该旅急
卫生连之所急，打出了一套“组合拳”：
把卫生车下发各营卫生所，使之具备后
送能力；组织营连卫生员强化培训，提
高业务水平；通过加强营连卫勤力量，
缓解卫生连保障压力。

在训练上，卫生连优先保证基础课
目训练，专业方面则采取以工代训，互
结对子的方式进行。显然，这些措施并
不能立竿见影化解训保矛盾，但保障任
务再重，训练也不能“罢工”。

教育管理之惑：以少带

老，“黑脸”如何唱？

“一堂 45 分钟的教育课，讲得我
衣服湿透了大半。”这是卫生连指导员
丁双龙第一次给全连官兵授课的感
受。

此话并非夸张。一名上尉军官，给
十几名上校和中校军官搞教育，能不心
虚？卫生连有 30 多名干部，军衔在丁
双龙之上的就有 20 多人。战士方面，
中士以上士官占比达到了 60%。医学

领域的强专业性，决定了卫生连官兵年
龄、军龄普遍偏大。

丁双龙说，在一众老同志面前，他
觉得自己像个学生。这话的背后，是连
队“以少带老”的教育管理困惑。
“学生”怎么教“老师”，又如何管好

“老师”？上校连长唐正虎的一句话给
丁双龙吃了“定心丸”：教育管理的最好
办法是模范带头。

卫勤分队老兵多，党员普遍占比
大。在卫生连，党员比例达到了 80%，
老同志有自己的想法和思维定势，但也
明事理有觉悟。干部骨干做得好，其他
人自然也会跟着干。

如今，唐连长和丁指导员除了唱好
“红黑脸”，更多的是做好模范表率。排
队打饭，连长指导员排队尾；打扫卫生，
无论是上校还是中尉，干部负责外围卫
生，战士负责房间卫生；站夜岗，两天一
轮，四级军士长也不例外。

能力跃升之惑：岗位调

整，爱你谈何易？

“放射专业将由士官担任，真不知
自己何去何从。”放射技师陈佳的迷茫，
是所有“失业”军医的真实写照。

在此次改革调整中，有多少基层
军医正面临着“下岗”呢？调查显示，
仅这个卫生连就涉及 4个专业 11名军
医。
“下岗”军医是转业还是转岗？两

条路都不容易。转业指标有限，转岗岗
位有限，改行干新专业条件也有限。

在医学领域，人才培养周期长，如
放射专业，要系统培训 3年以上才能上
岗。众多“下岗”军医，可又有几人能获
得培训指标呢？这个卫生连的做法是：
一面让技术干部顶岗，一面培训转岗人
员，下岗的有了用武之地，转岗的有了
能力提升之路。

无论基层卫勤分队怎么改，有一点
毋庸置疑：改革强军让基层卫勤向战场
前沿又迈进了一步。

采访中，卫生连一群女兵的表态和
行动，让记者格外感动。她们纷纷表
示：基层卫勤是岗位，更是战位，不冲锋
于硝烟弥漫的战场，又如何抢救受伤在
前线的战友？冲杀于战场，就得习惯战
场的血腥味、硝烟味，就得具备应有的
军事素质。

这是卫生连女兵的决心，也是卫生
连所有官兵努力的方向。

卫生连的“惑”与“问”
■本报记者 陈典宏 通讯员 黄 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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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第74集团军某旅卫生连正

在进行急救课目训练。

右图：卫生连连长唐正虎对枪支

进行擦拭保养。

杨先富、黄 海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