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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近打喷嚏、流鼻涕。”前几天，
南部战区某部上士李幼华来到第 901 医
院军人诊区挂号。李幼华告诉记者，他
所在部队驻地在广州，最近回老家合肥
休假期间患感冒，所以到离家较近的第
901医院就诊。
“以前因政策原因，休假期间如果不

是急病，想看病买药要么找单位与部队医
院协调，要么把就医票据带回去报销，有
时只能自掏腰包。如今实行‘一卡通’，解
决了军人执行任务、出差、学习和休假期
间的就医烦恼，真正让医疗保障实现全时
段、全方位覆盖。”谈起新政策带来的变
化，李幼华感触颇深。

这次门诊就医“一卡通”政策调整，保
障对象拓宽至全军士官、义务兵、学员及
持有军人保障卡的军人家属；保障机构包
括全军所有后方医院、军医大学附属医
院、队属医院。据悉，按照体系为主、区域
为辅、就近就便、有序高效的原则，士官、
义务兵、学员和持有军人保障卡的军人家
属“一卡通”实施后，原则上应当按照划分
的医疗体系就医，到体系医院门诊持本人
军人保障卡直接挂号诊治。此外，根据伤
病诊治需要，可以持本人军人保障卡到非
体系医院门诊就医，在门诊挂号、检查、治
疗、用药等方面享受与该医院体系内同级
别人员同等医疗待遇，医院不得设置任何

行政审批。
“军人跨体系门诊就医‘一卡通’，

不仅能让军人军属享受挂号就诊优先
等待遇，而且军人诊区接诊的都是高年
资专家。”第 901 医院军人诊区护士长许
占秀介绍，该院军人诊区设置了内科、
外科、骨科、彩超室和心电图室等诊室，
诊室的排号系统能够根据挂号信息自
动识别军人身份，直接实施军人军属优
先叫号服务。
“政策好，服务更要跟上！”许占秀说，

医院在“一卡通”实施后，针对军人军属门
诊量增加的实际升级了一系列服务举措，
真正把为兵服务做到官兵心坎上。

“一卡通”政策红利覆盖全军官兵和军娃
■郝东红 本报记者 孙兴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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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单位出具的证明医院已收到，
你女儿免费医疗资格已经核实。”记者走
进第 901 医院儿科医生办公室，医生徐
丽正在为某部上士刘自安的女儿办理出
院手续。

几天前，刘自安的女儿被诊断为喘
息性支气管炎收治入院。当时，他以居
民医保的形式办理了入院手续。后来，
他从部队得知，调整后的军人及其家属
医疗保障政策出台了，自己的女儿正属
于这类“新增保障对象”，于是他协调所
在部队出具相关证明。
“好政策让军属军娃受益。”得知女

儿住院费用已按有关规定全免，刘自安
的妻子黄爱华十分高兴。她说，这次女
儿入院治疗，他们节省了2000多元。

这次军人及其家属医疗保障有关
政策调整包括：在现有军人子女保障对
象的基础上，将其他所有未满 18周岁的
军人子女纳入军队医疗保障对象；同
时，符合条件的军人子女持军人保障卡
在军队医疗机构就医，合理医疗范围内
免费。
“调整军人及其家属医疗保障有关

政策出台后，我们及时抓好政策规定的
普及宣传，并重点对涉及政策调整的军
人门诊、妇儿科、口腔科、眼科、耳鼻喉科
等科室进行重点培训，确保军人军属就
医便捷。”第 901医院为兵服务办公室助
理员刘宜淋介绍，他们还按规定修订完
善原有的《镶配申请表》，切实把上级精
神落实落细。

左上图：向官兵介绍新政策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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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中旬，新疆军区某装甲团在复杂地域开展坦

克多课目训练。图为坦克驾驶员进行山地驾驶训练。

本报记者 王卫东摄

初夏星城，百花盛开。一场反恐防
暴联合演练在高铁长沙南站展开。
“出站口东广场，4 名男子手持尖

刀追砍群众，各组立即前往处置！”警
情发生不到 1分钟，正在这里巡逻执勤
的武警湖南总队长沙支队某中队步巡

一组、步巡二组，接到通报后火速赶往
现场。

率先赶来的步巡一组 4名组员密切
协同，迅速制服了广场北侧的一名“暴
徒”。随后，另一名“暴徒”也被包抄而
来的步巡二组控制。

见势不妙，剩余两名“暴徒”持刀
劫持一名人质，逃窜至地下停车场并
试图引爆自制爆炸物。前来增援的车
巡十组官兵迅速占据有利位置，果断
处置。

记者抬腕看表，从情况发生到处置
完毕，整个过程不到 15分钟。车巡十组
组长、上士李红杰告诉记者：“早一秒将
特情处置妥当，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
全就多一分保障。”
“守护城市平安是我们的责任。”演

练结束，中队长陈飞龙告诉记者，调整
改革后，该中队专职担负长沙市区重点
区域联勤武装巡逻勤务，先后与地方公
安机关联合，成功处置各类突发事件 40
余起，官兵被驻地群众亲切地称为“流
动哨兵”。

为体验“流动哨兵”的生活，记者登
上巡逻车。
“改造后的巡逻车信息化设备高度

集成，实现了巡逻勤务的全程可视、全
域可控、多级联动指挥等功能，可有效
应对突发情况。”李红杰手持动态勤务
管控系统单兵终端，轻触屏幕，高铁站
的三维模型图和附近街区实景图等信
息立即出现在记者眼前。

乘车穿行在闹市街头，每名执勤官
兵都瞪大双眼警惕地观察着四周。陈

飞龙告诉记者，熙熙攘攘的城市里，突
发情况每一秒都可能出现——

一次，当他们巡逻至长沙市一处景
区时，遇到一名孕妇不慎摔倒，血流不
止。见状，官兵紧急将其送往医院救
治，最终母子平安；

前不久，某饭店一名员工因心怀不
满，酒后手持菜刀追砍老板。巡逻小组
到场后，很快将这名员工制服，陈飞龙
却不慎被菜刀划伤……
“累吗？”记者问。“累，但是值得。”

陈飞龙欣慰地告诉记者，据长沙市公安
局的一份报告显示，自从“流动哨兵”出
现在街头以来，长沙市区的接警率同比
下降13%，恶性案件率下降三成。

一路巡逻，一路平安。16时许，巡
逻车停在某小学门口，官兵下车呈“品”
字形站立，保护孩子们安全放学。一名
家长对记者说：“看到武警巡逻车停在
身边，我们心里别提有多踏实了。”

20 时许，结束巡逻的官兵回到营
区。简单休整过后，他们又聚到学习
室，梳理一天的巡逻情况。

采访结束已是深夜。记者路过中
队值班室，在电子屏幕的动态勤务部署
图上，代表巡逻小组的光标星星点点，
撒满了城市的各个角落——正是这些
“流动哨兵”，守卫着一方平安。

“流动哨兵”守卫一方平安
—武警湖南总队长沙支队某中队开展城市联勤武装巡逻见闻

■本报记者 代 烽 通讯员 杨 韬 刘敏强

本报讯 赵治国、刘卓报道：5月上
旬，一场群众性岗位练兵比武在新疆军
区某团落幕。成绩公布后让人大跌眼
镜：以往在射击、单杠等课目比武中单项
冒尖的 12名官兵走下了“龙虎榜”，有的
甚至还要进“补差班”。

是发挥失常，还是军事素质退步？“都
不是，是规则变了，这次比武不再设单项
课目。”警侦连下士陆飞，曾在上级组织的
比武中获得双杠臂屈伸课目冠军，这次却
在“武装侦察10项”中败走麦城。

前期，该团党委在研究制订比武方

案时认为，军事比武要突出战斗性，必
须综合考验官兵体能、技能、协同能力，
引导官兵比武从竞技型向全能型、打仗
型转变。因此，这次比武打破以往惯
例，对比武课目进行科学整合，把投弹、
射击、单杠等单兵共同课目，全部融入
班组全能、装甲专业、小兵种专业比武
项目中。

比武期间，该团驻地风雨不断。笔
者在位于天山腹地的比武现场看到，10
余名基层军政主官负重 25公斤，冒雨在
泥泞的戈壁荒漠上徒步行军 30余公里，
连贯完成隐蔽行军、夜间侦察、夺控要点
等8个课目考核。

虽然单项成绩不是最好，但综合发
挥稳定的个人和班组，在这次比武中名
列前茅。拿着成绩单，该团领导说：“综
合战斗素质过硬，才是未来战场真正需
要的尖兵。”

新疆军区某团组织军事比武突出战味

比武不设单项课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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