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锐 视 点

热点追踪 如果说参与救治于钦活的人有

什么共同特点，那就是都穿军装、都

是他的战友。于钦活自己也没有想

到，这八天八夜，他竟然引起这么多

人的关注和关心。这场生死救援，

见证了一份用热血书写的战友情。

这份战友情究竟有多重？

战友情，是生命的托付。红军

长征途中，战士邓士俊受伤后，被4

名战友用担架抬着走，当昏迷了十

几天的邓士俊醒来时，发现一名担

架员已经因饥饿牺牲在路上。余下

的3人抬着他继续向前走，坐下休息

时，又一名担架员倒在了地上。余

下的两名同志掩埋了牺牲的战友

后，对邓士俊说：“放心吧，我们一定

会把你抬到目的地。”最后，仅剩的

一名担架员背着昏迷的邓士俊到达

了目的地。

战友情，是胜利的保障。上甘

岭战役，支撑我军战胜敌人的，除了

钢铁的意志，还有温暖的战友情。

当时坚守坑道的官兵已经断水7天，

仅有的1个苹果在连长的命令下，

传了几圈才吃完。这“一个苹果”的

故事，生动体现了革命军人之间深

厚的战友情谊。

战友情，是血脉的传承。有些

东西，平时感觉不到，并不见得不存

在，战友情就是这样。在长期的和

平环境中，军人相互之间生死与共

的感情，或许鲜有机会表达，甚至有

些人说网络时代战友情淡了。今天

我们看到，多方齐心协力救治于钦

活这件事，恰恰是和平年代战友情

深、生死与共的一个鲜明例证。

“你退后，让我来！”杜富国的这

句话，依然在战士艾岩耳边回响。

2018年10月，杜富国在扫雷行动中

为掩护艾岩，挡住了爆炸的冲击波

和弹片。艾岩得救了，杜富国却失

去了双手、双眼。

战友情深深几许？我们坚信，

如果面对同样的危险，更多官兵也

会像杜富国一样，把生的希望留给

战友，把危险留给自己。因为，这是

我们共同的红色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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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上旬，看到于钦活恢复情况良

好，陪护的战友将之前抢救他的报道拿

给他看。

躺在病床上，于钦活认真阅读一篇

篇关于自己的新闻，翻看一条条感人的

网友留言，不一会儿，眼眶湿润了：“真没

想到，原来有这么多人关注我。”

7月24日，中部战区陆军某旅列兵

于钦活突患热射病，曾一度8个器官衰

竭，生命危在旦夕。后经多方救治，昏迷

8天8夜后，于钦活终于苏醒过来，8月

19日被转出重症监护室。

8月13日，本报记者采写的新闻《冲

锋，为了一位战友的生命》，经军报记者

等微信公众号发布后，迅速在网络上广

为传播，在不少官兵的朋友圈“刷屏”，引

起了众多网友的关注和评论。

紧接着，《解放军报》等媒体相继刊

发稿件，让这次救援行动的报道进一步

升温。仅解放军新闻传播中心融媒体发

布名为“陆军战士ICU昏迷8天，苏醒后

向医护人员致军礼”的抖音视频，点击量

就超过了90万次。

在信息“爆炸”的今天，关于一名普

通列兵的救援故事，缘何能够成为网络

热点？透过网友们的评论，或许能够看

出一些端倪。

“感动，这就是战友情，这就是战斗

力”“我是一名退伍即将30年的老兵，边

读此文边热泪盈眶，为所有的医护人员

和献血的官兵点赞”“众志成城，团结一

致抗病魔，兄弟们好样的！这样的感人

画面只有军营才会出现，唯有军营才能

这样凝心聚气”“感谢医护人员、官兵的

全力以赴，把战友从死神那里拉了回

来！希望战友早日康复”……

千百条评论，表达出网友对于钦活

早日康复的良好祝愿，更反映出人民群

众对我军战友情谊的高度赞扬。

珍惜战友生命，不放弃每一名战友，

是新时代战友情最好的注释。数百名官

兵献血12万毫升，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

医护人员全天24小时守候，来自北京的

全军热射病专家第一时间赶来，多名将军

多次打电话询问情况，叮嘱想尽一切办法

救人……这次紧急救援引发网友“刷屏”

的背后，是“战友战友亲如兄弟”这首每个

军人都会唱的《战友之歌》在军营共鸣。

于钦活转入普通病房后，记者深入

采访了相关人员。今天，请跟记者一

起，探寻“刷屏”背后的这份战友情究

竟有多重。

一次紧急救援，感动无数网友
■梅永振 孟晓锋 本报记者 周 远

这一次，出生入死我们一

起闯—

一位战友病倒，全军

顶级医疗专家接连赶来

“不怕绝望，总有几双肩膀。始终
不离不弃有难同当……”夜深人静时，
赵亮总是喜欢打开音乐软件，反复听
《热血尖兵》电视剧的片尾曲《战友》，救
治战友的一幕幕场景不禁浮现在眼前。

7月 24日上午，列兵于钦活在训练
中突然出现中暑症状，现场军医诊断为
热射病，被火速送往邢台市第三医院。
而后，于钦活病情迅速恶化：意识昏迷，
高烧42℃，还伴有尿血症状。

热射病是一种很凶险的疾病，如果
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治疗，患者 24小时内
死亡率极高。
“怎么办？”旅保障部卫生主任赵亮

第一次遇到这样严重的情况，一时不知
如何是好。

赵亮反复告诫自己：“一定要冷
静。”很快，他拨通了白求恩国际和平
医院电话，请求支援。随即，赵亮想到
自己之前参加过一次热射病防治培训
班，听过解放军总医院全军热射病防
治专家宋青主任的授课，并记下了她
的联系方式。赵亮当即决定：给宋主
任打电话！

15 时 10 分，电话接通了。赵亮简
单说明情况后，宋青回复：“快降温！我
现在有手术过不去，我马上联系医院其
他专家过去，我随后就到。”

15 时 15 分，宋青与邢台市第三医
院专家进行远程会诊，确定了初步救治
方案；18时 30分，驻邯郸某军队医院神
经内科项德坤主任、心内科孔令恩主任
赶到；19时 40分，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
急诊科侯生云主任赶到；23时 10分，解
放军总医院第七医学中心 ICU朱世宏
主任赶到……

赵亮坦陈，从来没有想到自己作为
一名普通的基层军医，打了几个电话，
能惊动这么多专家。专家们来不及歇
息片刻，立即展开了一场生死救援。

尽管已经过去了一个多月，但很多
细节仍刻印在赵亮的脑海中。

赵亮忘不了专家们的急切心情。
朱世宏在电话中了解情况后，对赵亮
说：“你现在尽快编辑一条紧急求援短
信发给我，这样请假最快！”7月 25 日，
宋青赶来参与救治，直到于钦活病情稳
定，她准备离开医院时，才想起来赶紧
补假。

赵亮忘不了专家们的艰难抉择。
在邢台市第三医院，专家们会诊后认
为，于钦活的病情还会进一步恶化，这
里不具备治疗条件，应该尽早转到白求
恩国际和平医院。但是，于钦活多器官
受损，生命体征微弱，转院面临巨大风
险，谁也确保不了万无一失，而且转院
后救治成功率也只有 20%左右。这时，
大家把目光聚向了朱世宏。
“转！”稍做思考后，朱世宏最终有

力地说出了这样一个字。这也意味着，
他顶起了担责任的风险。7月 25 日凌
晨 2点，于钦活被转移到救护车上，就在
此时，一丝血从于钦活的嘴角溢出——
出血症状开始了，远比大家预想的还要
早！转回病房还是继续转院？

在邢台凌晨寂静的夜晚，所有人的
目光再次投向了朱世宏。朱主任沉默
片刻，嘶吼着说：“走！快！”

赵亮忘不了医护人员的辛苦付

出。7 月 25 日早上，朱世宏仅休息了
1 个 多 小 时 ，就又赶到病房观察病
情；重症监护病房主任王天轶正在休
假，得知于钦活病情后，立即退掉去
新疆旅游的机票从北京返回；于钦活
撤掉呼吸机那一天，宋青、朱世宏又
专程赶来全程指导，午饭都是在病房
吃的。

采访后，记者再听《战友》这首歌，
感触更深：多少次，出生入死我们一起
闯；注定了，这辈子都不会忘；战友啊，
心里永远有个家……

这一次，“战友战友亲如

兄弟”不仅仅是歌词——

5天时间，近 400名

官兵踊跃献血近 12万

毫升

重症监护室里，于钦活病情还在恶
化，后续治疗需要大量血浆置换和血液
渗透治疗，血库现存量难以满足需求。

7月 26日，于钦活所在旅官兵从训
练场归来。看到采血车开来，官兵们来
不及洗把脸、换件衣服，都争着来献
血。护士在进行皮肤消毒时，需要先擦
掉官兵们胳膊上的泥。旅领导带头挽
起袖子，献血400毫升。
“战友战友亲如兄弟，革命把我们

召唤在一起……”午饭时间到了，一首
《战友之歌》响彻营区。望着等待献血
的官兵，于钦活所在连指导员孙欣眼圈
发红，感慨地说：“患难见真情。原本以
为和平年代战友情谊淡了，没想到关键
时刻大家都来了。其实，无论战时还是
平时，战友情一直都在，会在关键时刻
迸发。”

一名叫张静的女兵，身体比较瘦
弱，血管特别细，护士第一次穿刺没有
成功，看着她疼痛的表情，大家都劝她
不要献了。张静坚持地说：“这是在挽
救战友的生命，我一定要贡献力量。”然
后，她伸出另一只胳膊完成了采血。当

采血任务完成，医生们准备回医院时，
还有官兵不断赶来……

7 月 26 日夜晚，虽然已经到了周
末，医护人员依旧加班加点，为于钦活
制备大量的新鲜血浆、血小板和冷沉
淀。

制备富含各种凝血因子的冷沉淀
需要最新鲜的血浆，存放时间超过 6
个小时就不能用于制备了，所以医院
每天还需要不少新鲜血液。了解到
这一情况后，驻石家庄某旅每天都有
几十名官兵来医院献血。他们虽然
不认识于钦活，但听说战友有难、需
要献血，都义不容辞地挽起了袖子。

7月 26日到 7月 30 日共 5天时间，
有近 400名官兵献出近 12万毫升血液，
于钦活的体内先后输入近 300人的血液
成分，有 20000多毫升血浆、3000多毫升
红细胞、1600多毫升血小板制品和 126
个单位的冷沉淀，进行血浆置换 8次，相
当于全身血液换了7遍。

献血的过程让人难忘，陪护的战友
们更是让人感动。

7月 25日凌晨转院的路上，于钦活
一路喷血呕吐，教导员阮国宁和连长张
海超一直在不停地擦拭。送到重症监
护室时，于钦活大小便失禁，但陪同的
官兵一点没有嫌弃，他们和护士一起拿
着毛巾和酒精棉清洗、消毒。

后来，于钦活的其他战友赶来医
院，他们两班倒 24 小时守候。深夜来
临，熙熙攘攘的病人家属散去，重症
监护室外只剩下于钦活的战友。凌
晨去药房拿药，早上 5 点将于钦活的
血液、尿液等送至检验科化验，每隔 2
小时配合护士给于钦活按摩各个关
节和肌肉……

陪护的战友中，杨萧谦和于钦活是
同年兵，曾在一个新兵营摸爬滚打，杨
萧谦请求连队让他陪护于钦活直到康
复归队。

当于钦活昏迷到第 4天时，医护人
员已经把能用的招数都用完了，可病情
还是没有好转的迹象。看着医护人员
焦急的眼神，杨萧谦安慰说：“钦活入伍
时还是个 190 斤的胖子，经过 6个月的
训练，成功减掉了 40斤，所有训练课目

达到了良好。他是一名坚强的钢铁战
士，请你们相信他一定能挺过来。”

7月 31日，于钦活各项生命体征终
于平稳；8月 1日，于钦活从昏迷中苏醒
了过来；8月 5日，于钦活终于可以自主
呼吸——身上流淌着数百名战友血的
他，果然没有辜负战友们的期望。

这一次，“岂曰无衣？与子

同袍”的古老诗句穿越时空——

没有人记得清，有多

少热切的目光关注着这

名普通的战士

7月 24日上午，于钦活晕倒，军医马
思谦诊断为疑似热射病后，立即向上级
请示派遣车辆护送。

正在附近检查分队训练情况的旅保
障部部长刘瑞欣得知情况后，迅速联系
邢台市第三医院接收救治。

担心调派救护车耽搁抢救时间，刘
瑞欣直接让于钦活坐着指挥车去医
院。事后，大家都认为，多亏刘瑞欣当
机立断，要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7月 24日晚上，专家们决定将于钦
活转院时，难题随之而来：于钦活已经
无法自主呼吸，转接的救护车必须有呼
吸机及其他急救设备，整个邢台市只有
2台符合要求的救护车，而当时已是深
夜，协调难度很大。

7月 25日凌晨 1点，于钦活所在旅
政委刘守印得知情况后，立即联系了
邢台军分区领导和邢台市领导，随即
联系上了邢台市人民医院领导。医院
领导得知情况后，紧急调动了医生和
救护车参与于钦活的转诊行动。凌晨
2点，经部队和邢台市领导共同努力，
承载于钦活生命希望的救护车顺利到
达病房楼下。

当救护车驶入白求恩国际和平医
院，重症监护室的医生和护士们早早
就准备好了急救设备和仪器，立即展
开抢救。

7月 25日早上 8时 10分，重症监护
室会议室里挤满了医院领导和多个科
室主任，他们共同研究会诊治疗方案。
医院院长何子安首先表态：“我们一定
会不惜一切代价救于钦活！”中部战区
陆军保障部卫生处副处长许泽林也当
即表示：“需要我们协调的药品、血液和
设备，一定全力以赴解决！”

于钦活的父母旁听了会诊会，领导
们的表态，让他们深受感动。尽管当时
于钦活仍处于昏迷状态，医院政委鲁建
辉安慰家属说：“我们医院是老八路医
院，战场上救治过很多危重伤员，这次
救治于钦活也肯定没问题！”

7月 26日下午，中部战区陆军参谋
长孙永波来到医院，了解于钦活病情
后，要求大家一定要调动各方资源、不
惜一切代价抢救。随后，陆军主要首
长、战区陆军主要首长也多次打来电
话，要求各方全力组织救治。

在于钦活昏迷的 8天 8夜里，谁也
记不清到底有多少领导来看望过。大
家都怀着同样急切的心情：必须让我们
的战友尽快转危为安！

于钦活的父母原本比较悲观，后来
也越来越自信：“有这么多首长、同志的
关心帮助，儿子一定可以挺过来。”

于钦活昏迷期间，母亲张秀霞每天
都给儿子发微信，鼓励他要坚强，告诉
他领导、专家、战友们对他的关心，希望
儿子醒来之后能看到这些话。

其中一条微信这样写道：“大家都
在盼着你早点康复，领导和战友们都在
等你归队、等你尽快回到部队大家庭！
等你醒来，一定要知道，是部队给了你
第二次生命！”

那几天，许泽林每天都来医院同专
家沟通下一步治疗方案、协调解决治疗
中的各种矛盾问题。当看到于钦活苏
醒的画面后，许泽林不由自主地流下了
泪水。

看着逐渐康复起来的儿子，张秀
霞想起了一句古老的诗歌：“岂曰无
衣？与子同袍。”张秀霞说：“以前我
一直觉得，列兵离将军很遥远。现在
我深切地感受到，列兵离将军其实很
近很近……”

●一位生命濒危的战友 ●一场惊心动魄的救援

八 天 八 夜
■孟晓锋 刘会宾 本报记者 周 远

新闻样本

图①：于钦活病情现在已经平稳，但是长期
卧床和器官衰竭导致其肌肉萎缩，下一步将进行

康复性训练，这对他来讲同样是巨大的挑战。

张梦乔摄

图②③：大家齐心协力救治于钦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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