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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巴涛、记者孙兴维报道：
在 29岁生日来临之际，陆军某旅上士
刘宇意外地收到一份特别的“生日礼
物”——经过无锡联保中心第 910医院
训练伤防护小组科学检测，他的“体适
能综合评估报告”出炉。“柔韧性指标
已‘报警’，下一步训练要注意身体韧
带拉伸。”看完报告，刘宇说：“有了这
‘方子’，训练起来心里有底。”

和刘宇一样，该旅其他官兵也收
到了这样一份评估报告。据悉，这份
报告涵盖平衡性、柔韧性、爆发力等身
体综合指标，使官兵能详细掌握身体
机能情况，了解适宜开展的训练课目
和强度。拿到报告后，官兵可在医护
人员指导下进行针对性训练，从而避
免和减少训练伤发生。

去年初，第 910医院在陆军某部开
展军事训练伤防治技术培训。医护人

员调研发现：有的连队随意加大训练
强度，而基层防治训练伤的方法较为
单一、滞后，训练伤对实战化训练的影
响不容忽视。

针对这些问题，该院从各科室抽
调 12 名医学骨干组成训练伤防护小
组，深入部队演训一线，开展“军人体
适能和功能性训练应用”“军人身体功
能动作筛查方法”等课题研究，为官兵
量身打造训练伤“康复套餐”。他们对
体系部队体能训练中的必考课目和抽
考课目进行综合分析，区分心肺耐力、
爆发力、柔韧性、反应能力等 6项指标，
以及胸肌、腹肌等不同部位的肌肉力
量指数，运用计算机系统分析评估每
次训练考核数据，帮助官兵找到科学
施训的“发力点”。

采访中，记者在陆军某特战旅看
到，中士张堃在攀登训练时脚部跟腱

受伤，跟训保障的第 910 医院训练伤
防治专家王瑜立即为其医治，并现场
为参训官兵讲解伤情规避方法：“从
高空下落，应利用足弓弹力减少重力
冲击，避免脚髁骨损伤。”3月初以来，
该院训练伤防护小组通过风险性检
测技术，已陆续筛查出该旅 20多名身
体机能“报警”的官兵，帮助他们预防
训练伤。

按照“关口前移、整体防控”的思
路，该院还构建训练伤防治“救治
链”，针对高山、海岛和小散远单位实
际，与体系部队邻近的地方医院签订
协议，建立军地联合救治“绿色通
道”；将“卫勤诊疗网络”联通至班排，
确保官兵遇到突发伤病情，可第一时
间得到精准救治。统计数据显示，该
院诊疗的体系部队官兵训练损伤率
呈明显下降趋势。

无锡联保中心第910医院深入演训场搞好医疗保障

训练伤病防治助力科学施训

本报讯 刘成波、特约记者汪学
潮报道：卫勤演练“秒变”实战救
护——这是沈阳联勤保障中心第 970
医院日前组织的战场救治综合演练中
发生的真实一幕。演练期间，附近一
幢居民楼天然气泄漏爆炸起火。“停
止演练，就地转入救援！”接到命
令，正在野战手术车里进行战伤模拟
救治演练的胃肠外科军医陈树伟和战
友们立即奔向爆炸现场。

搜索伤员、包扎止血、呼叫手术
组……刚刚还在模拟演练中反复训
练的救治程序，现在成为野战医疗
队队员们实战救护的有效“法宝”。
队员们把腹部被玻璃碎片扎伤的张
阿姨送上野战手术车后，陈树伟和
手术组成员立即按照战伤救治程序
处理伤口。

对于第 970 医院野战医疗队队员
来说，眼前的这场“秒变”再寻常不

过。不久前，他们刚刚结束一天的训
练，突然接到跨区驰援的命令。陈树
伟和几名医护人员乘坐野战医疗车向
预定港口进发。抵达演练现场，手术
组全副武装实施火线救护，器材保障
组的护士“秒变”野战手术护士。

“‘秒变’既是一体化联合保障
的体现，也是必须达到的能力要
求。”该院领导说，现代战争瞬息万
变，抢救伤员必须争分夺秒。野战医
疗队只有练就“秒变”能力，才能适
应战场救护“越快越好”的需求。

为了“秒变”，倾力打造战场救护
“特战分队”。该院抽调精兵强将组
建野战医疗队，按“一比一”比例选配
“替补队员”。每次大项任务，正式队
员和替补队员全员参加，确保野战医
疗队全员全时“在线”。

为了“秒变”，常态化组织救护
技能交替训练。该院野战医疗队每

月定期进行组与组交替、组员间交
替以及通用装备使用交替训练。根
据战场救护课目要求，他们随机组
队、随即出动、随时交替，有效锤
炼了医疗队员的综合救护能力和临
场应变能力。

为了“秒变”，多方融合对接军
地急救资源。该院与地方交通、消
防、渔业、海事部门建立急救协议，
与体系部队建立联战联训联保机制，
实现了急救资源融合对接。同时，他
们还定期与当地“999 空中救护中
心”协同组织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
处理，促进陆空精准对接救护。

近年来，该院参与并圆满完成
多项重大卫勤保障及联合演习任
务。多次参加重大任务的军医陈树
伟说：“只有练就过硬的实战化救护
本领，在未来战场执行一体化保障
任务才能得心应手。”

沈阳联保中心第970医院着力提升野战医疗队救治能力

战场卫勤演练“秒变”实战救护

主人公心语：我愿用手中的焊枪守

护千里输油管线，在高寒缺氧的世界屋

脊燃烧火热的青春。

——崔新泽

初夏的格尔木，依然寒气袭人。
伴随着一阵急促的警报声，停泵卸

压、查找漏点、准备灭火设备……昆仑
山脚下的某训练场上，一名老兵直扑管
线，焊花飞溅中，“故障”迅速排除。

这位技艺高超的老兵，是西藏军
区青藏兵站部某输油管线管理大队三
级军士长崔新泽。入伍 18年，他多次
出色完成重大管线抢修任务，在长期
的工作实践中练就了过硬的输油管线
焊接技术。

2001 年，18 岁的崔新泽入伍来到
高原，成为一名管线兵。不久，崔新泽
便随队参与管线抢修任务。输油管道管
壁薄，对焊接工艺有着极高的要求。首

次出征，技艺不精的崔新泽只能在一旁
干着急，“如果不扎实掌握技术，就无
法保证‘钢铁油龙’的安全！”

望着管线老兵淡定从容的身影，崔
新泽下定决心要把技术学过硬。平焊、
横焊、立焊，每个动作练到极致；传统
焊、氩弧焊、气保焊，每种技术一一掌
握。长时间的反复练习，崔新泽不止一
次被电焊弧光刺伤双眼，夜里要用热毛
巾捂住发疼的双眼才能入睡。

高原焊接作业环境艰苦，冬天，要
坐在冰雪覆盖的金属设备上施工；夏
天，要举着焊枪忍受高温烘烤，有时还
要在闷热的储油罐里作业。焊接作业的
高精度，要求操作人员焊枪在手就必须
“岿然不动”。为此，崔新泽在手臂下方
吊着砖头练平举，一练就是半天。

输油管线抢修中，“带油焊接”极
具危险性，操作稍有不当就可能引起爆
炸。为掌握这项技术，崔新泽找来不易

闪爆的柴油，反复试验力度和运条方
法，最终啃下了这块硬骨头。
“崔新泽对技艺的追求堪称痴迷，

休息时间，他不是啃理论书籍就是练
习焊接手法。”大队长李明涛告诉记
者，凭借这股韧劲和拼劲，崔新泽的
技术水平突飞猛进，不仅获得了国家
高级焊工资质，还在各种比武竞赛中
摘金夺银。

除了肯吃苦，崔新泽还是出了名的
“不怕死”。一次，一段输油管线因腐蚀
发生断裂，输油被迫中断。抵达现场
后，崔新泽冒着生命危险，第一个跳进
地坑里打卡堵漏。堵住破裂点后，他强
忍高原反应，在零下 30多摄氏度的环
境下，连续抢修超过 10 个小时。最
终，输油管线恢复运行，崔新泽却因长
时间超负荷作业，突发急性肺水肿昏倒
在地。

爬雪山、蹚冰河、越戈壁，崔新泽
每年有 100 多天奔波在风雪青藏线上，
先后参与重大管线抢修任务 100 余次，
避免经济损失 800余万元，培养焊工 30
余名、技术骨干 40余名。

展望未来，崔新泽说：“我要不断
锤炼过硬本领，全力守护好‘高原油
龙’。”

扎根世界屋脊，守护“高原油龙”，西藏军区青藏兵站部
某输油管线管理大队三级军士长崔新泽—

焊 花 飞 溅 见 兵 心
■朱伊丹 王 进 本报特约记者 何勇民

本报讯 记者孙兴维、通讯员付连
尚报道：在“5·12”国际护士节来临前夕，
联勤保障部队第 901 医院开展以“送战
救、送防治、送护理”为主题的巡诊活动，
护理人员深入基层部队开展训练伤防治
示范教学，培训心肺复苏、战地救护技
能，助力部队战场救护能力提升。这是
全军护士适应现代战场护理使命要求，
坚持为兵为战服务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全军护理事业以姓军为战、
保障打赢为核心，围绕建设一支基础扎
实、技能过硬的战创伤护理团队不断开
拓进取，护理事业呈现出快速发展的良
好局面，学科建设取得可喜成绩，护理质
量不断提升，伤病员对护理服务满意率

稳步提高。
全军护士继承发扬老一辈护理工作

者光荣传统，积极践行南丁格尔精神，秉
承“一切以病人为中心”的宗旨，在平凡
的工作岗位上，紧跟医学发展进步和战
场救护要求，争做专业素质强、军事技能
硬、作风纪律严的新时代军队护士，努力
实现从病房保障向战场保障的平战一体
衔接转变。

现代战场伤情复杂，救治要求高，建
设一支高水平的专业护理队伍是全军各
级医疗机构始终关注的重点。陆军军医
大学新桥医院着眼未来战争中的战场救
护特点，组织护理人员深入基层部队，为
官兵们系统培训心肺复苏、止血、包扎、固

定、搬运等自救互救技能，指导他们准确
掌握技术要点，提高战场自救互救技能。

军委后勤保障部卫生局负责人告诉
记者，近年来，在各级共同努力下，我军
护理队伍建设基本形成“军人-文职人
员-聘用制人员”阶梯构成、职责明晰、
保障高效的护理人才方阵，全军护士
80%获得大专以上学历，广大护理人员
出色完成抗震救灾、援非抗埃、护航维
和、阅兵卫勤保障等重大应急、演训任
务，涌现出一大批包括南丁格尔奖章获
得者、杰出护理工作者和全军优质护理
服务先进集体和个人在内的先进典型，
为维护官兵健康和练兵备战提供了重要
医护保障。

全军护士在为兵为战服务中争创佳绩
努力实现从病房保障向战场保障的平战一体衔接转变

本报讯 记者吴敏、陈典宏报道：弘
扬五四精神，坚定爱党报国，建功强军伟
业。5月 11日，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
共青团中央联合组织的军地青年典型走
基层分享交流活动，分别在宁夏医科大
学和广西大学圆满落下帷幕。

为学习宣传习主席在纪念五四运
动 100 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充
分发挥典型示范引领作用，5月 3 日至
11日，军委政治工作部和共青团中央组
织 16名军地青年典型，分别到驻内蒙古
和宁夏、广西地区 11个旅团级单位和 2
所地方高校开展分享交流活动。他们
走边防、住连队、登舰艇、进校园，深入
演训现场、哨所哨位、班排宿舍、大学校
园，通过事迹分享、互动交流、观摩学
习、实践体验等形式，与官兵和师生共
话理想信念和使命担当，引导军地青年
加深对五四运动历史意义和五四精神
时代价值的认识，更加自觉地坚持党的
领导，更加自觉地把个人理想融入强国
强军伟大事业，勇做走在时代前列的奋

进者、开创者、奉献者。
一路收获一路歌，强国强军路上有

你也有我。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东风
革命烈士陵园、广西壮族自治区烈士陵
园，在“老秃山英雄连”、原“塔山英雄团”
所在部队，感悟红色传统的深厚伟力；在
部队野外训练场、边防一线哨所、武警官
兵执勤哨位，感悟不同岗位基层官兵爱
国强军的家国情怀和奉献精神；在内蒙
古策克口岸、阿拉善盟博物馆，在所到各
部队，感悟新中国成立 70年来特别是党
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和军队建设取得的
伟大成就。军地青年典型更加坚定“四
个自信”，也更加坚定了强国强军、听党
话跟党走的理想信念。

青春因梦想而绚丽，因奋斗而精
彩。青年典型所带来的示范效应持续
“发酵”。基层官兵和青年学生纷纷表
示，要弘扬五四精神，以青年典型为榜
样，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奋斗中释放青
春激情、追逐青春理想，为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贡献自己的力量。

青春与使命同行 光荣与梦想同在

军地青年典型走基层
分享交流活动圆满落幕

本报讯 王美玉、姜阳报道：5月
6日，由陆军炮兵防空兵学院郑州校区
承办的陆军“防空奇兵-2019”比武竞
赛全面展开。在为期 5 天的比武竞赛
中，来自陆军各防空兵部队的近 500名
参赛官兵围绕理论考核、指挥技能、定
向越野、引导打击等 19个战味十足的
竞赛课目展开激烈角逐。

此次比武竞赛是陆军年度“奇兵”

系列比武之一，防空旅（团）长、防空
营营长、战斗班组（火力单元） 3类对
象参加，采取差异性比、融合式考、连
贯化作业的方式组织实施，既引导部队
在融合比拼中互促提高，又区分类别层
次全面检验实战能力。

笔者在现场看到，战斗技能竞赛
中，参赛选手全程战斗着装，完成 5公
里或 8公里定向越野，军事技能、指挥
能力和身心素质受到全方位检验。

旅团指挥员大比武，重点围绕解决
“五个不会”问题组织实施，成为此次
比武竞赛的重头戏。在指挥技能竞赛
中，要求作战筹划和作战实施连贯组
织，全副武装连续作业 16小时，情况
处置贯穿全程，这些逼着参赛的指挥员

们灵活应对。某防空旅一名领导深有感
触：“这次比武竞赛，强度确实很大。
连续作业 12小时后刚刚准备吃饭，空
情警报就不断出现，处置难度一次高于
一次，对参赛人员的指挥能力、心理素
质是一个极大的考验。”

为搞好管理保障，此次比武竞赛采
取“承办方牵头、多单位共抓、模块化
管理”的机制运行，统一行为规范，全
面加强管控，同时探索军民融合保障新
路子，有效提升了竞赛组织水平。比武
竞赛裁评委员会主任梁峰说：“这次比
武竞赛突出‘全员性’定位、‘实战
化’设计和‘应用性’要求，重体能更
重技能，重速度更重精度，有利于提升
陆军防空兵部队战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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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防空奇兵-2019”比武竞赛陆军

5月 11日，第 73集团军某旅

召开表彰大会，一批在练兵备战中

表现突出的先进单位和个人受到

表彰。 刘志勇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