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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声啼哭，跨越 10年时空而来，

时常萦绕在耳畔——

2008年 5月 26日上午，汶川特大

地震发生后第15天，一阵婴儿啼哭声

让许多人流着泪笑了。那是全军首例

在野战医疗方舱实施的剖腹产手术，

清脆的啼哭声给灾区带来了战胜灾害

的信心，也带来了重建家园的力量。

作为军人，作为野战医疗方舱派

出单位的主官，至今仍能强烈感受那

一声啼哭的特殊意义，仍能重现“流

着泪笑”的感人场景，并与官兵一起

谨以此为念：勿忘肩头责任，不负党

和人民重托。

历史常常有惊人相似的一幕：

1935年 1至 5月间，红军长征途

中，部队四渡赤水的时候，26岁的女

红军陈慧清分娩难产。不到一公里外

的阵地上，红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命

令一个团的兵力勇猛阻击紧追不舍的

敌人，顶了两个多小时，直到生完孩

子才撤下来。面对惨烈的战斗和牺牲

的战友，董振堂说了一句足以载入史

册的话：“我们流血和牺牲，不就是为

了这些孩子吗？”

为了孩子！说得多好啊！我们这

支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从诞生之日

起，除了人民的利益，从来没有自身

的特殊利益。

10年前那场大地震中，我们255医

院总共接生了13位方舱宝宝。

从2008年的5月12日到今天，时

间过去了整整3652个日夜。

3652个日夜，我们牵挂的当然不

只是这些方舱宝宝，而是放大到了整

个汶川、整个四川，并在多次回访

中，为当地群众送上党的温暖，送上

子弟兵的关爱。

3652个日夜啊，春风扬起你我的离

別，夏雨打湿孤单的屋檐，秋夜飘落思

念的红叶，冬雪转眼又是一年……在纪

念汶川抗震救灾 10周年的特别日子

里，掂量这份牵挂和思念，我们又有了

更深一层理解和感悟。

这牵挂和思念是作为成人的我

们，对花儿一般少年的殷殷厚望。

四季交替，时序更迭，自然规律使

然；江山有代谢，往来成古今，社会规

律有迹可循。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

这一性质宗旨决定了传承红色基因，

我们不能坐等“水到渠成”。一个时代

有一个时代的主题，一代人有一代人

的使命。习主席强调指出：“国家的前

途，民族的命运，人民的幸福，是当代

中国青年必须和必将承担的重任。”从

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对 13位方舱宝宝

的牵挂、思念和回访，不仅仅是人类美

好情感的自然表达，更是历史重任的

传承和接力。

这牵挂和思念是子弟兵对老百姓

的关爱，就像绿叶对根的拳拳深情。

我们的军队是人民军队，我们的国防

是全民国防。“爱我人民爱我军”，不

只是在抢险救灾的特殊时段。举世公

认，我们是一支“不可复制”的军

队，这支军队“全天候”爱民为民，

“全要素”知民亲民，救民于水火，助

民于平时，兴民于大计。10年来尤其

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从抢险救灾到精

准扶贫，从医疗援助到健康中国，从

区域发展到军民融合，在全面贯彻落

实国家战略的自觉行动和波澜壮阔的

伟大实践中，人民子弟兵攻坚克难，

再立新功。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对

13位方舱宝宝的牵挂、思念和回访，

不仅仅是守望相助的朴素情感，更是

军民鱼水情深的延续和升华。

这牵挂和思念是梦想与梦想的心

手相牵，体现着强国梦与强军梦的彼

此牵引和相互支撑。两年前寻访时，

由13位长大的“方舱宝宝”照片组成

的一面笑脸墙，通过微信传回医院，

医护人员看了都觉得欣慰和自豪。这

次回访活动中，8号方舱宝宝王思恩的

家长向部队赠送了书写有“患难相扶

生死与共，不忘初心勇敢前行”的锦

旗，9号方舱宝宝秦豪阳代表大家宣读

了感谢信，4号宝宝为医生们演奏了萨

克斯。此情此景，让我们对许多问题

有了再思考：老百姓喜欢什么样的

兵？应急救援的路子怎样走得更好？

思考越深入，行动越自觉。在一系列

追问中，我们愈发强烈地感到：中国

梦是强国梦也是强军梦，强军梦也是

强国梦，强国必先强军，强军支撑强

国。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对13位方

舱宝宝的牵挂、思念和回访，不仅仅

是军地双方之间的自我教育和良好互

动，更是构建军民一体化战略体系和

能力的一次生动实践。

3652个日夜已过去，想你到永远。

（作者系郑州联保中心255医院

院长、政委）

想你的3652个日夜
—写在255医院“重走抗震路 共叙救灾情”回访活动途中

■樊晓斌 高晓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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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好中国的事情

关键在党
子弟兵及时送上党的温

暖，处处体现国家意志

大地震后不久，四川省
委召开常委会。会上，省军
区领导表态，以党建促重
建，子弟兵一定积极作贡
献。

非常时期，有一种声
音，人民群众最想听到；有

一种身影，人民群众最想看到。
地动山摇时，这声音就是“定海神

针”，这身影就是壮胆、压邪、救人的“天
降神兵”。

2008 年汶川、2010 年玉树、2013 年
雅安、2014年鲁甸和 2017年九寨沟，每
一次地震来袭，人民群众最想听到的是
党中央的声音，最想看到的是子弟兵身
影。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
四川全面实施“万村党建富民、建

设美好家园”行动，四川省军区成建制、
成系统投入力量，通过班子队伍强村、
结对共建帮村、产业项目富村、民主法
治管村、科教人才兴村等综合措施，与
灾区基层党组织协同作战，成为牵引灾
区恢复重建的“火车头”。

10年来尤其党的十八大以来，驻
扎四川的空军、火箭军等军种部队，
根据地方工作节点和地方党委政府请
求，及时组建党员宣传队、抢收队、
助耕队、技术队等，支援地方重建，
被各地群众誉为“穿军装的村干部”。

适应危机管理转变

重在防控
子弟兵率先垂范抓机制

建设，确保生力军成拳头

今年 4月 8日，汶川龙溪乡阿尔寨
发生一起高位推移式滑坡灾害，军地紧
急疏散撤离 415人，成功实现此次灾害
“零伤亡”。

有人称赞说，汶川抗震救灾 10周年
之际，汶川人用实际行动交出了一份防
灾减灾的出色答卷。

10年前，汶川救援现场，缺乏专业
知识和专业设备，大部分救援人员只能

用原始工具施救。山川抚平伤痕，记忆
却深入骨髓，走科技减灾之路，成为中
国军民一门“必修课”。

玉树地震时，12分钟内，军队就收
到中国地震局灾情通报；30小时内，解
放军和武警部队万余救援官兵挥师玉
树，展开高效救援。

灾害损失评估理论的测试报告显
示，防灾防损的投入产出比为：投入防
灾防损 10元钱，抵得上救灾 100 元钱，
更抵得上抗灾 1000元钱，甚至相当于灾
后重建10000元钱。

支援地方灾后重建，人民子弟兵
牢记习主席号召，积极适应各级人民
政府从单一、被动、应急的危机管理
模式向全面、主动、长期的风险管理
模式转变，从“处理存量风险”向
“促进风险减量”延伸。一位地方领导
说，当时抗震救灾，部队用兵十几万
人，10年重建累加，用兵量也不会少
于这个数字。

2018年 3月，新一轮国务院机构改
革方案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管理部
正式成立。引人注目的是，公安消防部
队、武警森林部队进行转制，与安全生
产等应急救援队伍一并作为综合性常
备应急骨干力量。军民一体化的应急
力量建设，呼之欲出。

争当全面小康建设排头兵

要在布局
子弟兵摆兵布阵讲科学，

全力助推国家战略落地

2015 年 6 月 28 日，阿坝州连降暴
雨引发山洪，壤塘县邢木达村安兰木
寨却没像往年那样遭受洪灾。村民
们说，多亏子弟兵给村里修建了一条

防洪堤坝。
权威数据表明，因灾致贫占贫困人

口的 20%，是脱贫攻坚工作中最易反复
的因素之一。

党的十八大以来，子弟兵支援汶川
灾后重建，日益呈现出一个显著特征：
摆兵布阵讲科学，全力助推国家战略落
地。当地党政领导表示，感谢子弟兵全
力支持，精准扶贫稳步推进，乡村振兴
后劲充足，长江经济带发展持续发力，
创新驱动发展魅力再现，健康中国战略
赢得各族群众欢迎。

从震后到振兴，军民携手奋进的汶
川实践，再一次证明了恩格斯的一句
话：“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
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以精准扶贫
为例，子弟兵在汶川、四川乃至全国叫
响了深得民心的口号：“百姓的念想，扶
贫的方向”“百姓的难处，扶贫的去处”
“百姓的娃娃，扶贫的牵挂”。

这是一组令人鼓舞的数字：震后
重建头 3 年，平均每天有 1 所医疗机
构、3所学校、1700 多套住房在废墟上
建成。
“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不畏艰险、

百折不挠，以人为本、尊重科学”。10年
来，汶川所孕育催生的抗震救灾精神，
早已超越了川西北这方水土，化为我们
这个国家、整个民族最为宝贵的一笔精
神财富。

10年来，科学救灾、科学重建、发展
振兴，改变着灾区的山山水水，也升华
着军政军民关系。

有评论说，这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制度的一次特殊大考，也是对改革开
放 40年来综合国力的一次特殊大考，更
是对中华民族凝聚力的一次特殊大
考。诚哉斯言！

构建一体化战略体系和能力

赢在融合

子弟兵敞开怀抱，“民参

军”正书写崭新篇章

前不久，因父亲病重返回成都的
“抗震英雄”、北部战区陆军某旅干部
胡军来到都江堰，眼前一片繁荣昌盛
景象，与 10 年前大地震发生后的样子
相比，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胡军
兴奋地打电话告诉当年一同抢险救灾
的战友：灾区已穿越灾难，正放飞梦
想。

军委机关当年坐镇一线指挥的一
位部门领导说，这“穿越”和“放
飞”，也有军民融合一份功劳。

四川省国防科工办一位工作人员
介绍，军民融合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以
来，四川乘势而上拿下多项“全国第
一”：在全国率先成立省级军民融合推
进工作领导机构和办事机构，率先与 12
家央属军工集团和中物院全面建立战
略合作关系，第一个与科技部、中央军
委科技委签署联合推进科技军民融合
发展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故地寻访，记者欣喜地看到，一
批“民参军”企业成为经济繁荣“领头
雁”。绵阳区域重点建设科学新城、
空气动力新城和航空新城“三大创新
城”，建设“八大军民融合专业园区”，
打造军民融合创新改革发展示范基
地。

与此相映成辉，攀枝花、广元、乐
山、宜宾、泸州、达州、资阳等区域，充
分利用军工资源突出的优势，建设发
展各具特色的军民融合发展产业基
地。

从震后到振兴：
子弟兵与汶川一路同行

■王龙伟 中国国防报记者 魏宏涛 本报特约通讯员 仲崇岭

2018年的春天，映秀花开了，
汶川更美了。放眼望去，举目已
是千山绿，空气中弥漫着浓厚的
烟火气。大自然的画笔在这片曾
经满目疮痍的土地上，涂抹出浓
墨重彩。10年间，大地的“伤口”
已在重建中缝合，人们心灵的“伤
口”也在全国各地八方支援下痊
愈。从抢险救灾“千方百计救援
受灾群众”，到灾后重建“三年目标
任务两年基本完成”，用时间这把
尺子来衡量，汶川无疑书写了我
国抗震救灾史的“中国速度”，创造
了世界救灾史的“中国奇迹”。

人民子弟兵，无疑是“中国
速度”和“中国奇迹”的重要创造
力量。从救灾到重建，从震后到
振兴，子弟兵与汶川一路同行。

汶川春来早

行动·感悟

震后10年再相聚。4月25日下午，

解放军255医院“重走抗震路 共叙救灾

情”回访活动来到绵竹市，见到了朝思暮

想的13位“方舱宝宝”。

10年前，山摇地动，江河呜咽。汶

川发生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破坏性最强、

波及范围最广、救援难度最大的一次地

震。解放军255医院162名官兵历时51

个小时，行程3100公里，于5月19日

14时28分抵达重灾区之一的四川绵竹。

不到90分钟，一座现代化的方舱医院拔

地而起。

官兵们不顾疲劳，连续奋战，全力以

赴，科学救治，历时93天，共接诊28600

余名伤员，收治500余人，手术1100余

例，剖宫产婴儿13例。

此次故地寻访，官兵们一路乘车行进

在高速公路上，一路行进一路感慨：当年的

地震灾区已经进入了“高速、高铁时代”。

10年前，一边是废墟，一边是新生；

10年来，一边是成长，一边是牵挂。

“这是你刚出生时的小脚印，还有当

时的体重！”当年的接生员与长大的孩子

面对面，让现场每个人热泪盈眶。与13

位“方舱宝宝”交流，官兵们有了更多惊

喜和意外收获。

“方舱宝宝”长大啦
■杜明杰 李莉颖

图说·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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