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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班员讲评

仿佛是一种煎熬！
采访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沈阳总医院

骨科副主任医师田竞，记者有种强烈的
感受：“这个军医话忒少。”个头不高，外
表清秀，笑容腼腆。一脸“书生气”的田竞
似乎并不具备人们想象中的“领导气
质”。交谈中，他最多的话是“嗯”“是”。
“这是颗闷雷！”一交流，院领导和

记者的感受一样，不过他们的感受更
深：军医田竞的缺点是“闷”，可优点也
是“闷”。

为啥？因为“炸雷雨小，闷雷雨大”。
10多年来，“闷雷”军医田竞于无声处响
起了一个又一个“惊雷”！

10 多年前，刚博士毕业的田竞决
定把战伤救治作为攻关方向，对此很多
人都不理解。作为一个刚走上临床岗位
的高学历骨科医生，研究战伤救治显得
有些“不务正业”。不少人劝他，把心思
放在临床上，很快就能出成果。可田竞
态度坚决：作为一名军医，战伤救治才
是主责主业。

一天晚上，《新闻联播》中一则外军
战士被狙击步枪击伤的新闻引起了田竞
的关注。“我军担负海外维和任务的官兵
很可能会遭遇同样的危险。”如何有效救
治枪弹贯穿伤，成了田竞研究的重点。

为了收集相关数据，田竞多次带领
课题组成员赴某轻武器试验基地，进行
动物致伤、现场救治及后送紧急手术相
关治疗研究。

把冷板凳坐热，方能“瓜熟蒂落”。
2013年 3月，田竞从一本国外学术杂志
上看到骨髓输液技术在国外儿童急诊
急救中被广泛应用的消息后，他当即
想到，这一技术能否应用在我军伤病
员的救治上？

严寒条件下，伤病员存在低温、失
血、紧张甚至饥饿等情况，采用传统的静
脉输液方式难度较大。国外的骨髓输液

技术正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好办法，但需
要暴露胸口和骨盆，容易造成冻伤。如何
更好地应用此项技术，并且避免冻伤？田
竞将此作为重点攻关的课题。

一晃两年过去了，研究成果并不明
显，课题组一些成员产生了顾虑。特别
是年终总结时，看着其他战友在学科领
域取得的成绩，不少人心中产生了波
动，有人甚至对其研究方向提出质疑。

田竞再度“闷”了起来，他不动声色
地继续带领大家攻关。他们很快发现，在
足跟部输液更符合寒区特点，不仅身体
暴露在外面积少，而且跟骨骨髓腔较宽
大，更利于输液。成果出炉后，申报军队科
技攻关课题，成为该医院2015年新申报
课题中唯一被批准立项的一个。

一次冬季战伤救治技术考核，原本
应在1分半时间内完成的伤员止血包扎
操作，却用了近 4分钟。咋回事？一个细
节吸引了田竞注意，他发现很多官兵都

不由自主搓着双手取暖，“是气温！”
“如何才能在严寒条件下维持双手

的恒温还不影响救治操作？”田竞明白，
必须得有一副手套，一副既保暖又如外
科手套般灵活的手套。他查阅大量资
料，自费购买各式各样的手套进行对
比，设计出了多种不同的方案……经过
10余次修改，田竞逐步解决了手套设计
中保暖不够、灵活性不足等问题。去年
底，这项成果获得军队科技进步三等
奖，他个人还被沈阳联勤保障中心评为
“十大保障打赢尖兵”。

10 余年潜心研究战伤救治，田竞
不仅出版了专著《战伤现场救护手
册》，还有多项战伤救治研发成果获得
军队科技进步奖，8项成果获得专利。
而熟悉他的朋友却说：这些远远不能
代表田竞的成就。
“板凳甘坐十年冷，于无声处响惊

雷！”田竞，这就是你的追求吗？

“闷雷”军医
■本报记者 刘建伟 特约记者 赵 雷 通讯员 白天任

9 月下旬的一天，中部战区陆军某
旅正在组织党课教育，刚刚休假归队的
指导员张鑫玉按照“惯例”认真组织，没
想到和兄弟连队多样的教育形式一比
较，却显得“格格不入”。

课间休息时，张鑫玉到其他连队转了
一圈，不禁心生困惑：“党课‘六步法’不是
规定了6个环节，怎么现在都不按套路来
搞，竟然直接看视频、用手机投影微信文
章、拉到室外做游戏，如果机关来检查怎
么办？”

正巧，碰上推门进来检查的机关王

干事，张鑫玉很“懂规矩”地找来教案、课
件、党员笔记本依次摊开。回头一瞥，人
员坐姿端正，他自信这次一定能得到表
扬。不料，王干事只是简单一翻，便随机
提问在座党员：“这堂课你学到了什么？”
“主要就是学习了上级文件精神，我

们要把这些重要指示落实到实践中去”
“我刚才着急记笔记，没太注意听”……
听到回答大都流于空泛、人云亦云，张鑫
玉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党课教育不入
脑入心，麻烦你给自己的授课打个分。”
走到屋外，王干事轻描淡写的一句话让
张鑫玉更觉面红耳赤。

过去的一年中，党课“六步法”一直
被当作成熟经验在旅里推广，“多长时间
理论提问”“哪个环节组织讨论辨析”在

上面都有详细规范，既便于基层落实，也
方便机关检查，怎么能说打破就打破？
带着一肚子困惑，张鑫玉敲开了教导员
马京京的门。
“其实‘六步法’在过去只是最低标

准，党员接受且能转化为实际行动才是更
高要求。要让教育真正实现‘走心’，就不
能拘泥于‘套路’。”看着张鑫玉紧锁的眉
头逐渐舒展，马京京接着告诉他，前期旅
里以“政治工作破与立”为题组织人员深
入基层调研，将诸如“固定三个半小时”
“规范各类笔记本”等10余项牵扯官兵精
力又不合时宜的经验做法全部废除。

如今，张鑫玉开展教育也放开了手
脚，其自主创作的“视频微党课”不仅受到
上级表扬，更赢得了连队官兵的真心点赞。

党课“六步法”去哪儿了？
■刘 盾 江雨春

秋分时节，昆仑山腹地已是冰封
雪裹。

驱车前往西部战区陆军某旅驻训
地的路上，远远就可以看到白色的山
尖。随着海拔的攀升，雪线逐渐下降，
当云雾缭绕的雪山占满整个视野，越
野车却突然驶下路基，把记者拉回了
现实当中。

眼前，一道隆起的土墙遮挡了视
线，公路沿线完全看不到部队驻扎的
迹象。缓缓驶入营区，却是另一番景
象。在荒漠迷彩的伪装之下，百余顶
野营帐篷依山势延伸到视野之外，三
五成群与背后的高山融为一体。

在几乎掩埋地下的三营营部，我
们见到了教导员王腾朝。“以前都是一
条大路通机关、营连旗帜插门口，生怕
别人不知道我们来了。”说起全营的部
署规划，王腾朝有着不一样的感受，
“半地下化的方式虽然早就有了，但是
隐蔽效果并不理想，这一次我们通过
变形、变色，让营区融入了周围环境。”

高原驻训对记者而言并不陌生，
但这样的“长蛇阵”却是第一次见
到。今年的野外驻训，这个旅把战
况敌情摆在了首要位置，实战化的
宿营部署，就是他们走向战场打赢
的第一步。
“所有作战要素按梯次配置，整个

旅一线展开，营区绵延 10余公里，散
布在 150多平方公里的面积上。”旅作
训科科长燕翔告诉记者，在这片营区
里都没有直通指挥所的道路，营区正
门留给了需要快速出动的作战分队。

燕翔的话语中，难掩兴奋的心
情。从排长到连长，再从参谋到科长，
他参加了大小 20余次驻训，搭过帐篷
也制定过部署规划，但没有一次像今
年这样。
“没有提前勘察，没有场地规划，

我所知道的只有敌情和我方部署的大
概位置。”燕翔介绍，以往的宿营部署
都会提前派人勘察场地，甚至会用白
灰画定道路，指挥所附近的营连帐篷
都在机关划定的位置。这一次，他们
把营区部署的权力还给了各营队，住
在哪、怎么住都是自主筹划。

绕过高大的遮蔽墙，多辆指挥、

通信装备车正在作业，各种装备发
出的声响不绝于耳。一个缩小版的
指挥所出现在眼前，除了作业人员和
必要的设备，指挥所没有其他杂物。
正在值班的旅参谋长张道宁告诉记
者，这次开设的指挥所缩小了面积，
把以往扎堆的大型装备、车辆分散
部署在几个阶梯，还精简了人员和
物资，不但指挥所作业更高效，而且
利于隐蔽。
“范围这么大，不怕敌人偷袭吗？”
“这里随时可以发起一场防御战

斗。”听到记者的疑问，作训参谋洪庆
并不感到意外。他们采取“动静结合、
空地一体、昼夜联巡、相互依托、梯次
搭配”的方式建立营区防御体系，各种
力量科学配置，警戒哨位与防空阵地
穿插其间，全部都是地下化构筑，可随
时处置突发情况。

部署变化源于理念更新，官兵们
按照战场要求研究宿营部署的同时，
也把实战观念带进了训练场。最近，
在连攻防对抗、指挥机构训练等一系
列课目中，他们深入查找与实战标准
不符的做法，10余个和平积弊逐一得
到纠治。

西部战区陆军某旅高原驻训中，打破以往集中宿营模式，按作战

编成分散化部署、实战化伪装—

雪域旷野不见“野营村”
■本报特约记者 孙利波 通讯员 魏宁邦

值班员：火箭军某旅发射一营一连

连长 李金城

讲评时间：10月13日

今天上午，在旅里组织的战备拉动
演练中，我发现部分班级拆卸帐篷用时
较以往缩短了不少。刚开始我还满心
欢喜，不料督训的机关参谋当场点出问
题：有的班固定帐篷的绳扣没系，或者
只是象征性地系了几个角。

乍一看，这样做能提高我们战备拉
动的速度。可细想，在野外驻训一旦遇
到狂风暴雨等恶劣天气，松垮的帐篷难

道不是对人身安全最直接的威胁吗？
省了不该省的环节，恰恰说明有的人头
脑中的和平积弊和形式主义还没有完
全消除。

同志们，战场环境复杂多变，只

有坚持实事求是、从难从严对表实战
要求，才能防患于未然，积小胜为大
胜。这一点，希望大家在今后的战备
训练中牢记。

（郭 阳、张洪亮整理）

系绳扣的时间不能省

“嗒嘀嘀，嘀嗒……”10 月 1 日清
晨，时隔多年，那熟悉的起床号再次在
军营响起。请过假后，我带着那把在连
队荣誉室里沉睡了 13 年的军号，独自
一人来到了烈士陵园。

站在老班长赵为钢的墓前，我在脑
海中搜索着那一段段号谱，也搜索着关
于他的回忆……

15年前刚入伍时，由于身材矮小，
我常常感到自卑，于是老连长就让我跟
着赵班长学吹军号，以此来“提提气
儿”。然而，当赵班长将那把带着青锈
还变了形的老军号郑重其事地递给我
时，我竟忍不住“扑哧”一笑：“千禧年都
过了，你们咋还活在上个世纪！”听完，
赵班长只是皱了皱眉头，并没有说啥，
开始认真地教我吹号。

学吹军号对于有音乐基础的我而
言并不难，因此我常三天打鱼两天晒
网，一有空我就会溜到操场上，一边弹
吉他、一边哼唱自己写的歌。

直至有一天，我对军号的态度开始
改变……

那是 2004 年深秋的一次演习，战
斗总攻阶段，营队受命潜伏在一座山
上，伺机向“敌”发起进攻。由于担心暴
露，团长命令我们“保持无线电静默，战
斗发起凭号音行动。”

10月的青藏高原呵气成冰，在齐踝
深的雪地里潜伏了一夜后，凌晨 5 时
整，远处终于传来了团指挥所的前进号
号音。
“嘟嘟嘟……”闻此，赵班长“嗖”地

一下从雪地里站起来。顿时，嘹亮的
冲锋号撕破晨曦，只见一个个几乎冻
僵了的战友纷纷抖落身上的积雪，伴
着嘹亮的号音，如猛虎下山般向“敌
人”冲杀而去。

当胜利的旗帜插上了“敌”阵地时，
赵班长却因连续吹号、极度缺氧而晕倒
在地。那一刻，我终于懂得了一把军号
对于部队意味着什么——号声响、士气

扬，冲锋陷阵上沙场！
第二天，我找到赵班长，郑重向他保

证要好好学吹军号。当时，班长的脸上
终于荡开了一抹笑意。然而，就在一个
月后，赵班长却在一次拉运冬煤途中，因
车辆失控，跌落悬崖……

在追悼会上，我当着全连战友的
面，发誓要把赵班长的军号吹好吹响！

记得那年的冬天格外寒冷，我依旧
坚持每天训练结束后，按照赵班长整理
的号谱一首接着一首地练，一遍接着一
遍地吹……第二年秋天，我终于掌握了
全部的 109种标准军号号谱。可是，很
快我们就迎来了配发的第一台电子放
号机。安装好音响后，团宣传股长告诉
我，小程啊，以后你就不用吹号了。

那个周末，我跑到赵班长墓前，把
军号反反复复地吹了一遍又一遍，随后
流着眼泪，将那把青锈斑斑的军号放进

了连队荣誉室。
军号远去的日子里，没事的时候，

我还是会翻出赵班长留下的号谱看
看。一次，有新兵问我，“班长，你拿的
是什么呀？”“军号谱。”“军号？就是我
们在电影里看到的那样吗？”“没错，就
是那样。”“可是为什么现在听不到了
啊……”闻此，我默不作声。
“嘟嘟嘟……”伴着呼啸的秋风，站

在赵班长的墓前，我又一次吹响了那把
带着青锈的老军号，“班长，你听！那熟
悉的军号声又回来了……”
（付 裕、本报特约记者李佳豪整理）

老班长你听，那熟悉的军号声又回来了
■第77集团军某旅炮兵营四级军士长 程健健

军营里有那么一群人，他们不见

得有风光无限的过往，不见得有众口

一词的好评，甚至，他们还会有些小

个性、小瑕疵，但他们真实地行进在

这个浩荡的时代里，留下了深深浅浅

的足印。

调研中，一名基层的同志坦言：

“希望能在你们版面上看到一些比‘小

咖’分量重些，但又不是遥不可及的

‘大咖’类的典型人物，他们不用那么

完美。”

一句“不用那么完美”，让我们内

心一颤。是的，正因这份“不完美”，

能让我们看到更多真实的故事；正因

这份“不完美”，能让我们探寻到更多

的“真善美”。我们推出“非典型新闻

人物”的初衷，即是呼应读者的期

盼，在聚焦改革强军的壮阔进程中，

在追求那些并“不完美的完美”中，

去感悟那一抹抹人性的光明。

古人云：一默如雷。是说有内涵

的沉默并非无声，犹如巨雷蓄势待

鸣。我们衷心期待“闷雷”军医田

竞，于无声处响起更多的“惊雷”。

接纳“不完美的完美”
■张磊峰

Mark军营

潜 望 镜

记者探营

编辑感言

近日，东部战区陆军某旅“文化标兵连”荣誉室在部队移防后重新建立，连队

新任司号员苏展正在认真地给老班长、司号员张勇雕像擦拭灰尘。 朱万福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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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火箭军某部女兵新训步入正轨，连里组织大家聚在一起，拍下了第一张军旅“全家

福 ”。“咔嚓”一声，随着快门轻响，灿烂的笑容在画面中定格。

谢 天、高明俊摄影报道
全家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