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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地时评

这个 6岁小女孩儿，是云南省
泸水市色德村果科组人。她的妈妈
今年27岁了，名叫三义妞。

画面中武警战士正向小女孩儿
介绍用摄像机记录她和妈妈的故事。
她的妈妈去哪儿了？此时，三义妞正
参加武警怒江支队牵头组织的脱贫攻
坚实操培训呢，她已经熟练掌握一门
实用技能，外出务工有了一技之长。

小女孩不知道，对于未来生
活，她的妈妈已经有了新的打算——
外出打工，城里买房，将来让女
儿去城里读书。

妈妈去哪儿了
■彭泽壮 罗志成 文/图

双拥影像

“精准扶贫瓦吉瓦”“共产党瓦吉瓦”
“子弟兵瓦吉瓦”……途经四川凉山彝族
自治州许多公路和村落的时候，常看到
这样的标语。在彝语里，“瓦吉瓦”是“好
得很”的意思。
“小病拖，大病扛”是许多偏远贫困

地区群众面对疾病困扰时不得已的选
择。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成为横亘在群
众脱贫致富路上的“拦路虎”。5月 10日
至 14日，武警四川总队医院一位副院长
带领 12名医疗专家，从乐山出发奔赴凉
山彝族自治州昭觉县四开乡梭梭拉打
村，组织开展精准医疗扶贫巡诊活动。

2017年 11月底，武警四川总队领导
深入凉山州昭觉县梭梭拉打村考察对接
扶贫工作，及时确立了按照“一点一线一
片”的医疗扶贫思路：抓好县人民医院这
个点，扩展到乡镇卫生院、村卫生所这条
线，带动整个片区脱贫。

这次巡诊就是落实医疗扶贫计划的
一个具体步骤。

5月上旬。一场淅沥的小雨，让昭

觉山区漫起冰冷的潮气。5月 10日，由
骨科、耳鼻咽喉科、感染科、皮肤科、内科
等 12个科室专家组成的医疗队，精神抖
擞地出发了。

此前，针对彝族老年人身体特点，
医院抽组骨干力量研究细化体检方案，
确定眼科、骨科、皮肤科等 12项重要检
查内容，决定巡诊时设置疾病咨询、疾
病防治等咨询窗口。同时，对老年人常
见的冠心病、白内障、腰腿关节痛等疾
病，他们精心抽组各科室专家研究制订
治疗方案，并准备了大量免费治疗药品
以及健康联系卡。
“医生，我的大腿内侧隐隐作痛，跑

步更明显。”“医生，我感冒了十多天，感
觉嗓子都快冒烟了。”巡诊现场，专家们

忙得顾不上喝一口水。“老大爷，你这是
类风湿性关节炎，环境气候引起的，我给
你开了一些口服药和一些药膏，口服药
一天两次、一次两片，药膏痛时敷贴。”医
疗队骨科主治医师肖勇为一位彝族老大
爷认真检查后，将 3盒“风湿定胶囊”和 2
盒“奇正消痛贴膏”递到他手中。
“医生，我的脚您方便看看吗？”医疗

队皮肤科主治医师张才茂面前，站着 37
岁满脸通红的沙马古作。“我们来巡诊就
是为你们服务，有啥不方便的，坐下，脱
鞋。”张医生见沙马古作坐下不肯脱鞋，
蹲下身子帮她把鞋子脱掉。

5月12日下午，在四开乡上游村98岁
彝族老人阿弟阿呷家，看到长期卧床、行
走不便的老阿妈面色憔悴地躺在床上，

医护人员立即为她号脉诊断，仔细询问
身体状况，为老人提供贴心诊疗，不厌其
烦地向老人的亲属们讲授保健防病和护
理常识。
“看到你们，感觉特别亲！”38 岁的

石墨木支一次干农活时摔伤致枕骨骨
折，在凉山州第一人民医院治疗后，回到
家中不久又出现了头痛、左耳听力下降
等症状。医疗队得知情况后，带着常用
药品，赶了半个多小时山路到他家中，详
细了解病史，讲解病因，经过一番治疗
后，又把重要注意事项和日常康复流程
写在卡片上，方便病人日常使用。

梭梭拉打村上游社 51 岁的吉搏子
洛，在丈夫去世后一个人把两个儿子拉
扯大，生活的艰辛过早透支了她的身

体。如今，老人身患多种疾病，丧失了劳
动力，一直是村里最贫困的困难户。医
疗队根据她的病情送上对症药品，并承
诺继续关注老人身体状况，如果老人有
需要，医院会开通绿色通道，按照相关政
策提供医药费减免优惠。老人听了，一
个劲儿地点头称谢。

此次巡诊总行程超过 1200余公里，
共设点接诊500余人次，走村入户访诊困
难群众、卧病在床 15人，赠送发放价值 5
万余元药品，会诊 20例。医疗队成员于
玮，出发前把正在发烧的双胞胎孩子交
给丈夫照顾，4天巡诊，她背起药箱和医
疗队转战 20多户人家。巡诊既是扶贫，
又是接受教育，于玮说：“能为彝族同胞
的健康出一分力，再苦再累也值得！”

彝家山寨迎亲人
—武警四川总队医院医疗队赴凉山进村入户巡诊侧记

■李华时

双拥巡礼

“看见啦！我终于看见啦……”
3 月 29 日上午，在新疆军区总医

院“全军眼科中心”眼二科检查室，
主刀医师蔡岩博士轻轻揭去敷在患者
艾比赞木·莫沙右眼上的纱布，这位
来自南疆阿克苏新和县的 63岁农民顿
时激动地喊出来。她因过熟期白内障
导致双目失明，在没有色彩的世界里
苦苦挣扎了两年，是中心的专家让她
重见了光明。

这样的欢呼声，在这家医院眼科住
院大楼 5 个眼病专区内，经常可以听
到。作为全军 4个眼科中心之一，这里
每年门诊量约 23 万人次，手术 1.6 万
例，医院专家团队用人民军医的大爱与
担当，每年为数以万计的新疆各族眼病
患者留住光明，被天山南北各族群众亲
切地称为“光明使者”。

“名医方阵”也是“爱

民方阵”

——“ 针 尖 上 的 舞

蹈”诠释我军宗旨

有人作过一个形象比喻：眼科医
生是在“针尖舞台”上跳舞的人，在
构造复杂的眼球上做手术，稍有差
池，后果不堪设想。要当好一名眼科
医生，既要有超常的胆识，还必须具
备精湛的医术。

新疆军区总医院“全军眼科中
心”就拥有这样一大批怀揣绝技的专
家，他们有的专攻眼底病、白内障、
青光眼，有的潜心研究小儿斜弱视矫
治、近视眼治疗，有的在角膜移植、
眼眶外伤等方面有较高造诣。近年
来，随着一例例复杂高难手术在他们
手中得以完成，他们的名字也在自治

区乃至全国被人们所熟知，还让不少
外国眼病专家竖起了大拇指。

中心主任高晓唯无疑是其中的扛鼎
者。1984 年大学毕业后，高晓唯携笔
从戎，成为一名眼科军医。35 年过去
了，高晓唯沿着最初的道路，义无反顾
走到了今天。他先后对眼表疾病、高危
角膜移植、白内障等眼病和手术进行深
入研究，多项科研成果获奖，其中 1项
获得军队科技进步奖一等奖，8项获新
疆科技进步奖二等奖。作为中国眼科专
家特邀代表，曾经出席在德国召开的国
际眼科学术大会，交流成果赢得许多外
国专家的好评。

玻璃体切割手术是眼科领域的复杂
手术之一，主任医师肖云在这一领域潜
心探索 30余年，技能日益娴熟。从上
世纪 80年代开始，肖云在疆内率先开
展这项手术，为数不清的玻璃体视网膜
疾病患者留住了光明。

主任医师李林是白内障、角膜病
治疗领域的佼佼者。他始终站在治疗
眼科疾病的最前沿，与国际国内超声
白内障人工晶体植入手术发展同步，
成功实施过多焦人工晶状体、散光人
工晶状体、非球面人工晶状体等高端
手术。从医 35年来，他先后完成各类
白内障手术 30000 余例，没有一例失
败。

主任医师任兵在小儿斜视、弱视、
视网膜脱离、玻璃体切割等复杂眼病检
查治疗方面，具有较深的研究和较高的
造诣。从医 35年，他平均每年为 2000
多名少儿患者治愈各类眼疾。

主任医师田艳明是治疗眼外伤、眼
眶疾病的专家，他每年要主刀为 1200
多名眼外伤和眼眶患者实施手术，从医
25 年，累计完成 1000 余例眼眶病手
术，填补了新疆地区的空白……

在这个名医方阵中，还有一大批闻
名疆内外的眼科专家。这支拥有正高职
称 10人、副高职称 10人、硕士生导师
5人的名医队伍，具备完成各类复杂疑
难眼病诊断治疗的能力，他们日复一日
地耕耘，完成一段段“针尖”上的美妙
舞蹈，造福新疆各族群众。

“治病救命”也是“助

民脱贫”

——“ 专 项 扶 贫 基

金”续写爱心传奇

直到今天，巴楚县维吾尔族教师
木塔力甫提起他的就医经历，仍忍不
住热泪盈眶。2003年 2月，木塔力甫因
双眼玻璃体浑浊、左眼视网膜脱离住
进了医院。正当他准备接受手术治疗
时，突然传来了不幸的消息：家乡巴
楚县发生强烈地震，木塔力甫家中房
屋倒塌，母亲负伤，两位亲戚不幸遇
难。木塔力甫再也躺不住了，决定放
弃治疗，省下钱来帮助家里渡难关。
医护人员及时安慰他：“你的手术不能
拖，否则会失明，请你放心，我们一
定会帮助你的！”随后，眼科中心组织
专家组成功为木塔力甫实施了玻璃体
切割手术，还自发为木塔力甫捐款。
在木塔力甫康复出院前，中心又向院
党委递交申请，免去了木塔力甫全部
医药费共计 1.5万余元。

这只是眼科中心救助过的数百名贫
困患者之一。每年这里接诊的 20多万
名患者里，既有来自边远贫困地区的农
牧民，也有城镇下岗职工，还有贫困的
伤残人员。为了治病，有人变卖家当，
东借西凑，负债累累。来到医院后，他
们有人连最便宜的饭菜都舍不得吃，常
常就着白开水啃干馕，中心医护人员总
是及时伸出温暖的援助之手。

截至目前，眼科中心共有床位 260
张，年收治住院患者逾万人，其中少数
民族群众占了近 4成，而喀什、和田等
南疆地区少数民族患者约占住院少数民
族患者的 7成以上。为了让每一名贫困
患者都能看得起病，眼科中心先后推出
4项新举措：成立扶贫基金，缩短住院
天数，降低用药比例，杜绝开大处方。
他们出台规章制度，从严规范医疗行
为，使患者的平均住院天数不超过 7
天，住院用药比例始终控制在 10%左

右，门诊治疗杜绝了大处方。眼科中心
还从收益绩效中拿出一部分资金，余下
的多方筹措，再从社会基金中争取一部
分，设立了“专项扶贫基金”，如今已
救助特困患者 110名，最高单笔救助金
额达2万元。

2018 年 11 月，阿瓦提县阿依巴格
乡农民吐尼萨·依明因双眼视物困难，
背着一袋子干馕来到眼科中心求医。吐
尼萨的双眼视力不到 0.01，眼病拖累，
生活也陷入了困境，常年靠吃低保度
日。主管医师张振华接诊后，发现吐尼
萨的眼病因耽误治疗变得“雪上加
霜”：双眼玻璃体脱离，双眼并发白内
障，双眼视网膜黄斑病变，此外右眼还
有外伤性瞳孔麻痹……如此复杂的双眼
病变，手术难度可想而知，眼科中心最
终还是决定为他进行手术，经过几位名
医联手施治，终于将患者视力提高到
0.2以上。

吐尼萨梦寐以求的光明留住了，眼
科中心的爱心行动却没有结束。了解相
关情况后，一笔 1.4万元额度的“专项
扶贫基金”很快送到吐尼萨手中。

“群众的梦”也是“军

人的梦”

——“不走的眼科医

生”向世人作证

新疆气候干燥，风沙大，紫外线
强，眼疾发病率较高。上世纪 80 年
代，疆内眼病诊断治疗水平整体滞
后，尤其是南疆地区县级医院普遍缺
乏眼科医生，许多眼病患者只好远去
地州甚至首府乌鲁木齐就医，复杂眼
病只能长途跋涉到北京、上海等大城
市寻求治疗。
“让各族群众不出疆就能治好眼

病！”从上世纪 90年代初开始，眼科将
此作为发展目标，医护人员接续努力，
开始了长达 30多年的不懈奋斗。为提
高整体医疗技术水平，眼科中心制定了
层层带教计划，从主任、副主任到每个

医生，都有自己的带教对象，从而形成
了一个严密的技术帮带网络。

2001年 1月，眼科中心被原总后勤
部评定为“全军眼科中心”，每天前来
看病的各族患者络绎不绝，其中不少人
是从和田、喀什等地长途跋涉而来。这
种患者盈门的景象引发了医护人员的忧
思：这几年，尽管经常派出专家深入边
远贫困地区开展手术，可这种帮助只是
停 留 在 表 面 上 ， 最 重 要 的 是 “ 治
本”——通过开展各种培训，提高当地
医疗水平，使各族眼病患者依靠当地技
术力量就能解除病痛。

为了帮助边远贫困地区群众实现
“在家门口做眼科手术”的梦想，眼科
中心开始积极发挥先进的技术优势，无
偿为边远贫困地区医院提供技术援助。
从 2002 年开始，眼科中心开始定向为
和田地区县级医院培训眼科医生。他们
制订严谨的教学计划，抽调最强的技术
力量进行带教。截至 2018 年底，眼科
中心共为南疆地区县级医院培养眼科医
生 120余名，给当地眼病患者留下“不
走的眼科医生”。

眼科中心还定期组织医疗队为地方
传经送宝，每次开展巡回医疗，队员们
都会准备 1至 2种常见眼病预防和治疗
的小讲座，走到哪里，就把技术传授到
哪里。由于少数民族医生汉语基础知识
较差，语言交流困难，医疗队成员每次
向他们传授技术，都会调动一切讲解手
段，直到对方完全听懂为止。

他们还专门建立了一个“备忘
录”，上面记着全疆地州县级医院所有
眼科医生的联系方式。眼四科主任李鹏
说，互动已成常态，大家经常通过打电
话，对地州县医院眼科医生进行技术指
导，对方遇到疑难问题，也经常来电话
咨询，都能及时给予详尽讲解。

技术帮扶犹如沙海播绿，一点点努
力，终于造就出一片片绿茵。通过眼科
中心全体人员的努力，现如今新疆眼病
预防和治疗工作取得迅猛发展。以和田
地区为例，每个县级医院都拥有了专业
的眼科医生，在家门口治疗眼病不再是
一个梦想。

“光明使者”天山南北送光明
——新疆军区总医院“全军眼科中心”真情服务各族群众纪事

■张 斌 柳金虎 本报特约通讯员 黄宗兴

一幅照片，曾经让身为军人后代的

我久久不能平静：相隔20年，那位老妈

妈才第一次来到烈士儿子墓碑前。有

网友为此写了一首诗《妈妈，我等了你

二十年》，许多人为之泪奔。

那个年代，老百姓生活水准普遍

较低，老妈妈因为种种原因没能及时

去儿子墓前看一看。

前两天，新华社播发消息，安徽省

退役军人事务厅与12家银行签署了

《安徽省拥军优抚合作协议》。12家银

行承诺，将为军人军属、退役军人和其

他优抚对象提供优先、优质、优惠的金

融服务。此前，退役军人事务部与10

家银行签署拥军优抚合作协议。

我由此生发联想，如果当年有这

样的好举措，那位老妈妈又何至于

苦苦等待20年？进而想到一个话题：

爱军拥军要赶早。

早在时机选择上，少一些锦上添

花，多一些雪中送炭。

社会发展，时代进步。老百姓生

活普遍富裕了，退役军人、军人家庭、

优抚对象的家庭条件随之水涨船高。

记得有一年，一个地方民政部门灾后

救助，几十户军属主动提出放弃补贴，

建议照顾更困难的家庭。

诚然，我国各地发展还很不平衡，

情况存在诸多差异。这更要求我们，

爱军拥军切忌平均用力，不要“撒胡椒

面”，帮难帮在心坎儿上，救急救在急

需时，更能发挥拥军工作效益，也能提

高拥军工作效率。

早在规模效应上，少一些单打独

斗，多一些集团作战。

那首《众人划桨开大船》唱得好：

“一根筷子轻轻被折断，十双筷子牢牢

抱成团。”个人的力量有用但有限，诸

如银行、交通运输行业的拥军举措，更

能带动全社会形成爱军拥军的浓厚氛

围。在河南邓州，几百人用40多年爱

心演绎出了“编外雷锋团”的公益传

奇，对爱军拥军同样富有启示意义。

早在率先垂范上，少一些等等再

说，多一些现在就做。

军校学员立足本职，学好功课，部

队年轻战友立足岗位，备战打仗，就是

最直接的爱军。

许多年轻战友有为退役军人、军

人家庭、优抚对象做些贡献的强烈愿

望，但因为平时学习、战备、训练紧张，

又常常会给自己找一些借口：休假的

时候吧，毕业分配以后吧……其实，周

末帮军人家庭的孩子辅导功课，业余

像亲人一样陪军烈属们聊聊天，平时

发挥专业所长给乡村振兴中有需求的

退伍战友提供力所能及的技术支持，

这不都是很好的爱军拥军形式吗？

想做，处处有机会；不做，时时有

借口。

（作者系陆军工程大学训练基地

学员）

爱
军
拥
军
要
赶
早

■
郝
师
军

“现代战争某种程度上打
的就是保障”，财务供应作为
保障能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
分，直接关乎部队战斗力生
成。4月 20日至 23日，西部战
区空军保障部联合中国工商
银行，共同组织作战财务保障
暨财务正规化建设培训。所
属军级基地、直供团以上单位
和机关各部委财务人员共 119
人参加培训。

西部战区空军守卫着祖国
半壁领空，维护空防安全责任
重大。怎样确保全区财务人员
树牢为战向战意识，坚定行业
治理永远在路上的定力？

培训中，军地专家授课，帮
助大家掌握了作战各阶段财务
保障流程和经费管理方法。讨
论座谈中，军地人员共同接受
正风反腐警示教育，强化严守
纪律规矩意识。双方还结合会
计业务评审和往来账目核对，
进一步规范财经工作秩序。这
期间，双方组织观摩工商银行
成都后台中心，体验信息化、网
络化、智能化等科技成果对财
务工作的巨大推动力。

通过培训和现地参观教学，
全区财务人员增强了备战打仗
责任和忧患意识，看到了能力短
板，激发了群众大练兵热情。

军地合训“红管家”
■胡爱鸿 陈小飞

热点聚焦

子弟兵扶贫攻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