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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歌善舞的非洲姑娘为新娘挽起
发髻，热情开朗的非洲小伙向一对新人
献花，来自大西洋的海风吹拂起洁白的
头纱，椰林、祝福、掌声……

当地时间 2月 16日，中国农历大年
初一，身披婚纱的新娘王宇田与中国援
塞军事医学专家组成员易乐，在塞拉利
昂一家中资企业宾馆举办婚礼。
“终于嫁给你啦！”此时此刻的王宇

田热泪盈眶。
婚礼是女人生命中最幸福美丽的

时刻。每每回想起从祖国跨越万里来
到西非与易乐相见的历程，王宇田的心
久久不能平静。

她心里明白，中国援塞军事医学专
家组专门为他们举办的婚礼将是生命
中永恒的记忆。

易乐是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
院的一名科研人员，王宇田是该院一名
非军籍研究生。因为共同的科研任务
和理想追求，两个年轻人相识、相知、相
爱。感情成熟后，他们决定在 2017 年
10月的相恋纪念日登记结婚。

然而计划总没变化快。2017 年 6
月，易乐接到命令，赴西非塞拉利昂执
行中塞两军公共卫生合作任务，这一走
就将是一年。

出征前的准备工作繁琐细致，就在
易乐出发前三天，小两口才抽空把结婚
证领了，而婚礼仪式也因为时间紧迫而
搁置下来。

新婚即久别，本就令人感伤，更何
况易乐是去执行责任重大、危险性高的
疾病防控任务。对此，王宇田心里忐忑
不安。

记者从中国援塞军事医学专家组组

长、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院研究员
郭学军那里了解到，易乐到达任务地后，
顾不上倒时差，就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

易乐与上一批专家组进行工作交
接，与塞军第34医院合作开展传染病相
关检测和研究工作，到当地残疾人之家
和中资企业开展义诊，每天都早出晚归。

2017年 8月，当塞拉利昂首都弗里
敦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后，易乐与专家
组一起，迅速投入到灾后救援与防疫工
作中。随后，中国海军和平方舟医院船
访问塞拉利昂并提供人道主义医疗服
务，从前期准备到现场分诊，易乐随同
专家组承担了大量的保障工作。
“每天清晨 6点从驻地出发，返回

时已是繁星满天，有时连午饭都吃不
上。”易乐回忆说。
“小易和大家一样，特别能吃苦、特

别能战斗、特别能奉献。”郭学军给出了
很高的评价。

撒哈拉大沙漠再辽阔，也挡不住援
非专家组前进的步伐。塞拉利昂距离祖
国再遥远，也割不断爱人甜蜜的相思。
万里之外的王宇田时刻关注着互联网
上每一条跟塞拉利昂有关的消息，这个
遥远的西非国度成了她最大的牵挂。
因为有 8个小时的时差，她每天总是守
候到凌晨一两点，待易乐完成一天的工
作发来平安的消息后，才能安心入睡。

要把温暖送到官兵心坎上，真正做
好暖人心的工作。春节前夕，在军事科
学院军事医学研究院领导的关心协调
下，王宇田获批到塞拉利昂探亲，这让
她兴奋不已。

15000余公里的行程，50摄氏度的温
差……什么都阻挡不了王宇田早一天见

到丈夫的急切心情。
带什么礼物去相见呢？她心中早

就有了答案。
塞拉利昂有句谚语：“你怎么对待

我，我就怎么对待你。”总听丈夫在电话
中说国内常见的一些实验药品和耗材在
当地无法买到，空运太贵，海运又费时太
久。

这不，赴非探亲的家属们商量着要
把丈夫们工作最急需的物资捎带过去。

记者了解到，包括王宇田在内的 4
名探亲家属总共带了 14箱给专家组的
实验物资。为保证一件不坏、一件不
丢，家属们把行李包裹得严严实实，标
注上专家组在塞拉利昂的地址和联系
方式，还在行李的每一个立面上都画上
一个大大的五角星。

出发前，王宇田特意把早就准备好
的婚纱装进行李箱，还带上了易乐的军
官礼服。她憧憬着，在西非要跟易乐把
婚礼完成。

知道王宇田的心愿后，援塞军事医
学专家组专门安排了这场婚礼。

由于体重减轻了 20 多斤，原本合
体的军官礼服穿在易乐身上显得大了
许多。王宇田心疼地帮他抻抻衣角，还
悄悄抹了把眼泪。
“宇田，谢谢你嫁给我！”
“易乐，无论到哪里我都会追随着

你！”
咔嚓、咔嚓……随行的兼职摄影师

按动快门，定格下这美丽的瞬间。
（本报塞拉利昂弗里敦2月18日电）

左上图：易乐和王宇田在塞拉利昂

举行婚礼。 丁 一摄

婚礼前夕，新郎易乐接到命令远赴西非塞拉利昂执行医疗援助任务。在组织关心
下，新娘王宇田带着婚纱跨越万里——

大西洋畔的特殊婚礼
■本报特约记者 庄颖娜 记者 邵龙飞 通讯员 张振威

除夕夜，海军北海舰队某潜艇支队大食堂，官兵
们齐聚一堂，共庆新春佳节。随着一盘盘热气腾腾的
饺子被端上餐桌，年夜饭进入了高潮。

某艇员队政委陈建军一边吃着饺子，一边和记者
聊天：以前，无论是亲友聚会，还是连队聚餐，官兵们
都免不了端端酒杯。尤其是年夜饭时，官兵们总会围
着餐桌相互敬酒。

如今随着“禁酒令”印发后，该支队上下坚决落
实，决心过一个年味更足、没有“酒味”的春节。
“其实，不喝酒并不会影响过年的气氛。禁酒令

下达后的这个春节，我们特别制作的‘小节目’肯定能
让官兵们更开心、更暖心！”饮食保障队教导员袁帅显
得自信满满。

记者来到菜香扑鼻的食堂后厨，只见灶台边上，
几位军嫂正在热火朝天地忙碌着，谈笑风生中，一道
道菜已经出锅——原来，军嫂们在支队领导的倡议下
“各显神通”，亲自下厨做一道家乡特色菜。没有了酒
的年夜饭，更多了家乡的“亲情味”。

来自河北保定的军嫂代靖宇，不时拿勺子搅拌着
一锅浓稠的粥。她告诉记者，这次来营，她特意带来
了家乡的特产——松花蛋。“今天我给大家熬上一锅
皮蛋瘦肉粥，预祝新的一年他们这些潜艇官兵同舟共
济！”代靖宇说。

没有酒味，更有年味。该支队政委孙忠义邀请
记者在聚餐结束后，一起观看支队举办的“技能王
者”对抗赛。政治处干事赵主斌的一段“醉拳”让大
家连声叫好，声呐兵董存金的跆拳道空手劈砖引来
一片喝彩……

临近午夜 12点，该支队领导走上潜艇战位，为执勤的官兵送上热乎乎的年夜
饺子，和他们一起在战位上迎接新年的到来。 （本报青岛2月18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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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亲戚，是正月里的一件开心事。这
两天，驻守在川西深山的西部战区某通信
团二连官兵，迎来一位特别的亲戚——55
年前曾在该连服役的老兵张爱华。
“离开 50多年了，我太想念这里的

连队、这里的大山了。”张爱华老人今年
已经 74岁，在子女陪伴下，专程从重庆
赶来，和连队官兵一起过年。

听说是连里的老前辈来了，官兵都
格外热情：“老人家旅途劳累，可要多休
息啊。”“没关系的，我不累，现在这个新
营房宽敞明亮又保暖，还有空调，这在
我们当兵那会儿哪敢想啊！”

老人用颤抖的双手从口袋里取出
一个手绢包，打开手绢包，里面整齐地
叠放着几张泛黄的老照片：“我们那时
住的都是平房，很多门窗都走风漏气，
冬天只能到炊事班里烤火取暖。上机
台值班的时候，没法戴手套，很多官兵
手上都长了冻疮……但就是这样，连队
的报务工作从没有耽误过。”

连队营房对面的大山，挡住了官兵
与外面的联系。说起这座大山，老人心
中感慨万千：“当时国家搞建设，部队负
责拓宽半山腰上的公路，官兵们吊在悬
崖边上打炮眼，一个掌钢钎，一个抡大

锤，每砸完一锤，人就在空中打转转，就
像荡秋千。当时连队派出安全观察员，
一直盯着绳子看，生怕绳子被磨断……
结果一位战友在工地上不慎失足,滚到
了山谷下，最终没能抢救过来……”

老人的话，把大家带回了那段峥嵘
岁月。官兵们开始向老人介绍连队这些
年的建设成绩：集体和个人多次在全军
比赛中名列前茅、重大任务保障无一差
错、去年比武考核全团第一……
“咱们连队那股敢闯敢拼的劲头还

在，我们的事业后继有人啊！”老人开心
地说。 （本报成都2月18日电）

探亲深山忆峥嵘
■本报记者 张 放 通讯员 蒋袁源 唐 龙

“山绿起来，人富起来。面朝大海，
春暖花开……”春寒料峭，记者随中部
战区陆军官兵来到河北省平山县土岭
村进行文艺慰问，欢快的歌声传遍了太
行山下的这个小村庄。临近年关，往常
都在家里忙着准备年货的村民们聚在
一起，欣赏这一道军旅“文化大餐”。

中部战区陆军领导向记者介绍，平
山是有名的革命老区，部队调整改革后，
他们接过扶贫的“接力棒”。新春之际，他
们如约而至，带来的除了米面油等物质慰
问品外，还有一道别致的“精神食粮”——
官兵们精心编排的一台文艺演出。
“竹板声声节奏欢，兴高采烈走台

前。细数发展新变化，欢歌笑语把党

夸……”战士孙浩和刘鹏打着清脆的快
板，三步两步走到乡亲们中间，用精心编
写的快板词，讲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
号”巨轮劈波斩浪、奋勇前进的故事。

冬日的山区稍显寒冷，却挡不住官
兵的热情，他们的表演越来越投入、越
来越精彩。台下的观众有的跟着节奏
哼唱起来。随着一个个节目精彩上演，
现场的气氛不断被推向高潮。

83岁的老人张清彦看着精彩的演
出，激动不已。这两年，国家政策越来
越好，他家里也逐渐富裕起来，他高兴
地对记者讲道：“有了党和国家的好政
策，日子肯定一天比一天好！”

（本报平山2月18日电）

“文化大餐”送老区
■姚 超 周军升 本报记者 周 远

“飞机‘失事’，两名人员坠海，立即
组织营救！”2月中旬的一天上午，南海
舰队远海训练编队突然接到命令，一场
联合搜救演练紧急展开。
“调整航向！”编队迅即前出，前往

失事海域搜寻落水人员。紧接着，两架
舰载直升机升空，飞往指定海域。
“快！快！快！”海水盐度大，海上

温度高、光照强，落水人员很可能在短
时间内失去意识，且可能遭遇鲨鱼袭
击，留给救援官兵的时间非常有限，大
家必须与死神赛跑。
“我已抵达通报落水点，未发现落

水人员。”舰载直升机通过电台报告。
“扩大搜索范围！”一时间，指挥所里气
氛凝重。

十几分钟过去了，正当官兵焦急等
待时，衡阳舰舰载直升机通过电台呼
叫：“发现海面漂浮目标，疑似落水人
员，正在确认。”

很快，直升机确认落水人员，将坐
标回传给衡阳舰。“联合搜救部署！直
升机持续跟踪落水人员动态，保持目标
能见。”衡阳舰舰长周智峰立即下达命
令，全舰官兵闻令而动。

在机械吊臂的控制下，舰上一艘小

艇缓缓下降，搭载卫勤人员前往救助落
水人员。在舰员的熟练配合下，搜救目
标被救上小艇。与此同时，长沙舰也将
另一名落水人员救起，这场持续 1小时
的联合搜救演练圆满结束。

编队领导介绍，此次春节期间，远海
编队在陌生海域展开联合搜救演练，既
锤炼部队履行相关使命任务的能力，也
是对官兵战备观念、打仗意识的一次考
验。只有坚守岗位、枕戈待旦，时刻保持
箭在弦上、引而待发的状态，国家才能和
平安宁，人民才能幸福安康。

（本报东印度洋2月17日电）

大洋深处忙搜救
■本报记者 马 飞 特约记者 周启青 通讯员 刘畅平

本报韩国平昌2月18日电 记者
丁增义、扶满报道：被寄予厚望的自由式
滑雪男子空中技巧队，今晚未能在平昌
冬奥会为中国体育代表团摘得期盼已久
的首金。

在今天晚上举行的自由式滑雪男子
空中技巧决赛中，贾宗洋以 0.46分的微
弱差距惜败于乌克兰选手阿布拉缅科，
屈居亚军。

今天晚上在平昌凤凰雪上公园展开
的决赛，汇聚了包括中国队3位选手齐广
璞、贾宗洋和刘忠庆在内的12位选手。

作为 2014年索契冬奥会铜牌得主，
贾宗洋前段时间曾因伤病影响成绩欠
佳，但随着平昌冬奥会的临近，已找回状
态，本赛季一举夺得三个分站赛冠军，表
现相当不错。

不过空中技巧项目偶然性很大，此
前女子空中技巧比赛的结果已经说明了
一切。今晚的男子组比赛，除了 3位中
国选手，美国、白俄罗斯、乌克兰和俄罗
斯奥林匹克选手都具备很强的实力，谁
能笑到最后，还要看临场表现。

决赛的过程跌宕起伏。冠军轮角逐

中，乌克兰选手阿布拉缅科奋力一搏，得
到了 128.51 分。贾宗洋最后一个出场，
空中姿态很好，落地稳稳地站住，最后得
到128.05分遗憾摘银。

没能站上最高领奖台的贾宗洋难掩失
落：“确实有点遗憾，感觉自己发挥得很好，
没能拿到金牌，可能还是技不如人吧。”

在贾宗洋看来，本届冬奥会拿到银

牌，是在上届冬奥会铜牌的基础上又上
了一个台阶，对自己也是一个肯定。“现
在空中技巧整体水平提高很快，竞争比
以前更加激烈。这届冬奥会上，大家的
动作难度和质量都很高，完成质量也非
常好，想胜出并不容易。”

上图：贾宗洋在比赛中庆祝。

新华社发

平昌冬奥会自由式滑雪男子空中技巧决赛落幕

贾宗洋遗憾摘银

与短道速滑有着许多偶然性不同，
速度滑冰的意外因素要少得多，这就要
求选手得靠实力说话。

2月 18日，平昌冬奥会速度滑冰女
子 500 米比赛在江陵冰上运动场进行。
经过激烈争夺，日本名将小平奈绪以 36
秒 94夺得冠军，并打破冬奥会纪录。主
场作战的韩国名将李相花以 37秒 33获
得亚军，未能实现奥运三连冠，捷克选手
埃尔班诺娃以 37 秒 34 收获季军。3名
中国选手于静、张虹、田芮宁分列第 9、
15和 20位。

作为中国速度滑冰女队的中坚力
量，她们 3人代表着中国该项目目前的
最高水平。但从上个赛季的系列比赛
和平昌冬奥会来看，她们与日本、韩国、
荷兰等速度滑冰强国之间的差距被逐
渐拉大。目前，于静已经 33岁，巅峰期
已过；张虹自索契冬奥会后饱受膝伤困
扰，状态不稳定，能否出战下届冬奥会
是个未知数；田芮宁只有 21岁，实力和
大赛经验都有所欠缺。

中国速度滑冰队一直以来都存在着
“女强男弱”的现象，在冬奥会的历史上，
中国速度滑冰队一共拿到过 1金 3银 3
铜，7枚奖牌全部来自女子项目，且都是
出自女子速度滑冰 500米和 1000米两个
短距离项目。在长距离项目上，女队与
世界一流强队差距明显。而男队还从未
曾站上过冬奥会领奖台，水平与世界顶
尖选手相去甚远。

1992年法国阿尔贝维尔冬奥会，我
军名将叶乔波在女子 500米和 1000米两
个项目上双双摘得银牌，为中国速度滑
冰队实现了冬奥会奖牌零的突破。4年
前的索契冬奥会，我军运动员张虹为中
国速度滑冰队夺得首枚冬奥会金牌，取
得历史性突破。

相比于短道速滑、花样滑冰、空中技
巧等项目，速度滑冰在国内受到的关注
程度并不高，如果不是 4年前张虹的金
牌，估计很多人都不了解速度滑冰，其群
众基础相当薄弱。

这方面，我们得好好学学“速滑大
国”荷兰。速度滑冰在荷兰有着悠久的
历史，早在 13世纪，速度滑冰便在荷兰
出现了。滑冰首次成为竞速比赛也是在
荷兰，历史可以追溯到遥远的 1676 年。

荷兰是一个只有 1700 万人口的小国，
却拥有 17 座现代化的标准速滑馆，且
经常人满为患。

荷兰滑冰的普及还与完善的竞赛
管理体系有关。根据荷兰滑冰协会的
资料，全国锦标赛是荷兰国内最高水平
的速滑赛事，赛事分成东、西两大赛区，
下设 8个分赛区进行选拔，在层层选拔
中，只有成绩达到一定标准的运动员才
可以参加全国锦标赛。由于还设置了
青年组和少年组，赛事的整个选拔过程
多达数万人参与。而反观我们国家，则
相形见绌。

正视问题，才能解决问题。2016年
2月，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
出台规定，决定改变过去速度滑冰青年
队临时征召的组队方式，采取常年集训
的机制。除此之外，还推出“轮转冰”计
划，从练轮滑的青少年中挑选一批优秀
人才转到速度滑冰，以解决储备人才不
足的问题。

4 年，转瞬即逝。留给中国队的
时间不多了，要想在 2022 年北京冬奥
会取得好成绩，加紧人才培养已刻不
容缓。

（本报韩国江陵2月18日电）

平昌冬奥会速度滑冰女子500米比赛，3名中国选手均无缘领奖台，较之

于世界一流选手我们实力悬殊，需要——

直面差距 砥砺前行
■本报记者 丁增义 扶 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