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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关注

锐视点

“军医首先是军人”，

这句话的分量有多重

作为入伍 20年的老兵，王鑫鑫已经
是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普通外科
副主任医师，还是 5个硕士研究生的导
师。他没想到，有一天竟会被一名士官
班长严厉批评。

当兵锻炼期间，王鑫鑫和其他 10名
“新秀人才”被派往陆军某合成旅防化
连，编成独立战斗班。第一天早上，面对
连队紧张的生活和训练节奏，他们顿时
慌了手脚。

当他们列队赶赴训练场的时候，班
长吕志辉突然喊“停”。王鑫鑫还在疑惑
间，吕班长就批评开了：“走的什么队
列？在军营，如果是这种队列水平，咱们
还当什么兵……”

一顿猛批，王鑫鑫顿时觉得脸上火
辣辣的。他也确实意识到了差距：大部
分“新秀人才”从医科大学毕业后，就直
接到总医院工作，常年埋头于繁重的医
疗和科研任务，既没在基层作战部队待
过，也很少有时间参加相关训练，基础训
练本来就有欠账，一时又适应不过来，难
免慌慌张张、跌跌撞撞。

批评完，班长吕志辉当即决定，全班
先不去训练场，就在连队前面的空地组
织队列训练。

一次次迈步、一次次转体，吕志辉逐
人逐个动作讲解和矫正。也就在一次次
枯燥而又严格的练习中，王鑫鑫和其他
“新秀人才”逐渐意识到，“军医首先是军
人”这句话沉甸甸的分量。
“我们是合格的医生，但我们达到合

格军人的标准了吗？”王鑫鑫深有感触地
说，“纪律严明、作风优良，还有强烈的团
队意识、时时处处创先争优的意识，这些
都应该是军人‘标配’。”

那顿批评把这群“新秀人才”不服输
的劲儿都给激出来了。他们拿出全力完
成医疗和科研任务时的那种拼劲，把队
列练得整齐划一、虎虎生风。

从那之后，这群“新秀人才”开始迅
速适应和融入基层连队。随着对基层部
队了解的加深，他们的改变也不仅仅停
留在作风纪律上。

一天深夜，防化连一座库房房顶
发生渗漏。和博士军医们住同一排房
的几名战士快速起床，在值班员带领
下赶去修理。直到 6 点起床号响，他
们才满身水渍地出现在排房门口，和
其他战友一起出早操，开始一整天紧
张的训练。

这一幕给博士军医们带来很大触
动。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急诊
科主治医师冯聪说：“战士们每天干的
事情太多了，一般人是扛不住这么大
工作量的。但无论任务多重，他们始

终毫无怨言，全都雷厉风行、高标准完
成。”
“无奋斗，不青春！”这是防化连的口

号。每天集合训练，这群博士军医们和
战士们一遍一遍地吼出这6个字。

基础体能、单兵电台操作、单兵掩
体构筑、无烟炊灶搭建、野外拉练、打
靶……他们短时间内拿下一项又一项
训练课目，甚至在实弹射击等课目考
核中获得优异成绩。
“每天被连队这种热火朝天的氛

围感染着，我都觉得自己变年轻了。”
解放军总医院海南医院肿瘤科副主任
医师千年松，想到自己多年前攻读硕
士和博士学位时的挑灯夜战，以及工
作后的加班加点时不禁感慨，“我本来
觉得自己已经足够努力了，但对比连
队官兵，我觉得自己还有差距。作为
军人，什么时候都不能放松对自己的
要求。”

当兵锻炼虽然已经结束，但“军医首
先是军人”的观念已经烙印在博士军医
们的心底。

“基层急需、战场急

需”，远非说起来那样简单

有丰富授课经验的解放军总医院第
四医学中心康复医学科主治医师李晓，
在军营讲台碰上了“软钉子”。

作为解放军总医院和美国哈佛医

学院联合培养的博士，李晓为医学专
业研究生上过课，也多次在学术会议
上发言。

当兵锻炼期间，她登上某合成旅卫
生连的课室讲台，就康复医学最前沿的
基础研究课题侃侃而谈。
“第一次对基层官兵讲课，我当然想

拿出最好的东西。那些授课内容都是花
费巨大人力、物力才取得的非常高精尖
的研究成果。”然而，她的一番好意并没
有得到基层官兵的积极回应。

当李晓讲述着干细胞前沿研究趋势
等话题时，讲台下官兵迷惑的眼神是她
未曾见过的。
“尴尬！”聊起当时的情景，李晓依然

能感受到那种“大眼瞪小眼”的氛围。
那次授课结束后，卫生连军医王琨

找到李晓说：“我们卫生连的这些官兵，
其实更想知道‘遇到训练伤了该怎么
办’。”这引发了李晓的反思：“说到底，我
的课还是不接地气。”
“官兵需要的是更具实践运用价值

的知识，学了就能用上。”她及时调整上
课内容，随后讲授的《常见训练伤防治》
《康复理疗基础技能》等课程，都受到官
兵的热烈欢迎。

当兵锻炼期间，20名解放军总医院
“新秀人才”都根据自己的专业方向，结
合基层官兵实际需求，开展了一系列专
题授课，广受好评。这件事也促使李晓
更深入地思考，如何让康复医学与基层、
与战场贴合更紧密。
“作为解放军总医院的医生，我们总

是想着要为基层、为战场服务，但我们做

的有些工作和研究课题真的是基层急
需、战场急需的吗？”李晓下定决心，要对
自己下步的研究方向再次校准——更偏
向于实际运用、更加关注基层诉求、更加
聚焦战场急需。

当兵锻炼不仅引发了“新秀人才”对
专业攻关方向的反思，还触发了他们的
能力恐慌。

那次参观部队新配发的履带式装甲
救护车，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超
声诊断科副主任医师李秋洋和战友们不
禁为新装备强大的防护和机动能力感到
振奋。
“部队装备升级发展太快了，野战

救护力量已经今非昔比，我们卫勤保
障的观念和模式也要及时更新。”兴奋
之余，李秋洋也看到了隐忧：如今医院
专业分科越来越细，医务人员的专业
技能越来越精，但专业面也越来越窄，
一台手术从检查诊断到治疗康复往往
需要十几甚至几十名医务人员的密切
配合，这在战场救护中是不可能的。
“装甲救护车能够承载的医务人员

也就五六名，要完成全套手术流程，每名
医务人员就需要掌握两种以上的诊疗救
治技能。”站在装甲救护车的车舱内，李
秋洋做起了“算术题”，“像我，如果只熟
练掌握本专业的超声诊断技能，在战场
上是远远不够的。”

想明白这一层，李秋洋更加深刻地
理解了解放军总医院在制订“新秀人才”
培育计划时，为什么一定要组织“新秀人
才”开展跨专业培训。

从去年 8月到今年 7月，该医院组织

每名“新秀人才”在 4个非本专业科室轮
流担任住院总医师，每个人都至少掌握
了4个非本专业的诊疗救治技能。
“当兵锻炼、跨专业培训这些超常规

培养措施确实高瞻远瞩，都是为了让我
们更好地服务基层、对接战场。”李秋洋
为自己制订了新的学习计划。除了在超
声诊断专业继续深耕以外，她还想学习
更多战场急救知识，加强对战伤救治技
能的了解和掌握。

战 士“ 最 美 的 军 功

章”，深深震撼着他们的

心灵

一位士官班长掀起左侧裤脚，露出
两道触目惊心的伤疤：“那次 400米障碍
比赛，为了争夺名次，我的交叉韧带扭断
了……”

战士讲得轻描淡写，解放军总医院
第一医学中心放射诊断科副主任医师张
肖却听得惊心动魄。
“那个韧带伤，从医学角度讲，意味着

他已经不能再进行任何剧烈运动了。”张
肖感慨地说，“但日常训练他一项都没缺，
课目示范的标准他一丝一毫都没降。”

那名战士身上还有好几处训练伤。
他像介绍自己的军功章一样，自豪地说
着每个伤疤的来历。

让博士军医们深感震撼的是，像这
样带伤训练的官兵不在少数，他们都把

伤疤当作“最美的军功章”。
长达半年的驻训、远距离拉练奔袭、

实兵演习……让博士军医们感受到扑面
而来的战斗气息。
“无论时代怎么变，子弟兵始终是最

可爱的人，我们军医有什么理由不好好
为他们服务呢？”张肖告诉记者，当兵锻
炼的所见所闻，更加坚定了博士军医们
为军服务的自觉意识。

解放军总医院第二医学中心心血管
内科主治医师曹瑞华，感受到战士们另
一种可爱之处。

当兵锻炼期间，曹瑞华围绕官兵及
家属比较关注的医疗问题，开展了长达
2个小时的不间断授课。听课的官兵全
程毫无倦意，课堂上积极提问，课后都围
住曹瑞华交流。

每天训练结束后，很多卫生连的战
士找到曹瑞华请教。官兵们的好学劲头
令曹瑞华深受感动。

时间久了，很多战士还把年长几岁
的曹瑞华当作知心朋友，倾诉各自的心
事。
“当兵锻炼之前，因为年龄、职级等

原因，确实担心会跟战士们有隔阂。”曹
瑞华告诉记者，“没想到刚到连队，战士
们就全心全意地接纳了我们，让我们很
自然地融入到连队集体中。”

随着当兵锻炼的持续，博士军医们
收获了真挚战友情，也不断被连队官兵
之间的战友深情感动。

防化连一名战士患病，指导员李其
委为了让他尽早治疗和康复，牺牲休息
时间，多次奔波于机关和医院之间；班长
吕志辉总是在战友们睡熟后，轻手轻脚
地起来给大家掖被角；在欢送退伍老兵
的茶话会上，老兵们流着泪，诉说着对军
营、对战友的不舍，很多博士军医跟着红
了眼眶……

这些温情的点点滴滴，都被“新秀
人才”们记在日记里，也刻在了心底。
“什么是战友情？战友情有什么魔

力？”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超声诊
断科副主任医师张明博刚步入军营，就
在心里留下这样的疑问。

一个月里，张明博和战友们朝夕相
处，一起在训练场摸爬滚打，相互关心照
顾，渐渐理解了战友情的含义。她在日
记中写道：“我们的生命仿佛交织融合在
一起，不可分割，我想这就是战友情。它
比友谊更深厚，渗入心髓、融入血脉，抹
不去、忘不掉。”

情感的触动带来的是观念和认知的
改变。在“新秀人才”的心里，服务基层、
服务官兵不再是单纯的被动工作，而成
为一种自觉的情感付出，以及必须扛起
的职责和使命。

他们在部队营区开展了多次义诊活
动。解放军总医院还特意抽调了其他科
室专家教授赶赴部队，同“新秀人才”一
起为官兵和家属看病解惑。

为了缓解官兵的训练伤，他们协助卫
生连建起了康复理疗室，还手把手地向军
医王琨、卫生员李俊等传授理疗技术。

当兵锻炼虽然已经结束，“新秀人
才”并没有停止探索的脚步。他们正尝
试与越来越多的部队卫生连和基层军医
建立联系，开展远程医疗服务。

如今，面对前来就诊的基层官兵，博
士军医们再也不会感到陌生，而是觉得
无比亲切。
“部队就像是我的家，战友们就好像

是兄弟姐妹。战友们的伤病和痛苦，就
像疼在我的心上。”张明博的这种感受，
也代表了博士军医们的共同心声，“为了
我亲爱的兄弟姐妹们少受伤痛的折磨，
我们要更加努力去工作、去探索，做他们
健康的守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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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军总医院20名“新秀人才”脱下白大褂，换上迷彩服，与作战部队基层官兵朝夕相处——

博 士 军 医 下 连 当 兵 之 后 ……
■闫 军 贾红勋 本报记者 段江山

前不久，陆军某合成旅防化连、卫生连和信

息保障队迎来了一群特殊的兵——20名解放军

总医院“新秀人才”。

他们全是技术八级、九级的优秀医生，都具

有博士学位。脱下白大褂，换上迷彩服，佩戴列

兵军衔，他们和基层官兵一起摸爬滚打，经受了

一场从行为习惯到精神世界的全面洗礼。

“‘新秀人才’下连当兵锻炼，是强化军医使

命意识不可或缺的过程。”该医院领导说，“着眼

未来十年、二十年甚至更长远的发展需要，总医

院将优秀年轻干部‘新秀人才’的培育作为人才

建设的重要部署。”

去年年初，解放军总医院组织对300余名35

岁以下、具有博士学位的年轻业务骨干，进行逐

级考核推荐、公开评审打擂。最终，20人脱颖而

出，成为首批“新秀人才”。该医院为他们量身

定制了第一阶段4年的超常规培养计划，包括创

新能力培训班学习、跨专业培养、国外深造等内

容，当兵锻炼只是其中一个环节。

起初，不少人对这次当兵锻炼有疑虑：在临

床和科研任务都很繁重的情况下，安排他们脱

产去当兵锻炼，到底有没有意义？

“总医院‘姓军为兵’‘姓军为战’。加深‘新秀

人才’对作战部队的了解，强化他们与基层官兵的

战友深情，不仅有助于他们成长为德才兼备的专

家，还能帮助他们在以后工作中更好地为基层服

务、为战场服务。”该医院领导说，“从‘新秀人才’当

兵锻炼的点点滴滴可以发现——效果远超预期！”

强国强军，必须先强人才。作为全

军医疗卫勤系统领航的“头雁”，解放军

总医院持续聚焦保障打赢职责，不断提

升卫勤保障水平，着力建设听党指挥、

技术精湛、堪当重任、作风过硬的战略

卫勤保障力量。

从参加清华大学创新能力提升培

训到跨专业住院总医师轮训，从当兵锻

炼到出国留学深造，解放军总医院为

“新秀人才”提供的舞台越来越宽广。

火热的军营是加钢淬火的熔炉，当

兵锻炼是对“新秀人才”思想作风的全

面锤炼。解放军总医院的前身可以追

溯到井冈山时期的红军小井医院，经历

过战火的洗礼，积淀了深厚的红色基因

和优良传统。无论时代如何变化，为人

民服务、为官兵服务、为战场服务始终

是全体医务人员共同坚守的初心使命，

“姓军为兵”“姓军为战”作为解放军总

医院的宗旨贯彻至今。

组织“新秀人才”当兵锻炼，就是要

进一步强化他们听党指挥的政治自觉、

令行禁止的纪律意识、艰苦奋斗的顽强

作风。在基层部队扎根越深，“新秀人

才”越能从军营这片沃土中汲取吃苦耐

劳、顽强拼搏、创先争优、敢打必胜的精

神养分。

种树者必培其根，种德者必养其

心。军医首先是军人，其次才是医

生。身为军医，军营既是他们的服务

对象，又是他们的扎根之所。组织“新

秀人才”当兵锻炼，能帮助他们找准身

份定位、校准努力方向，想明白“我是

谁、为了谁”这一根本性问题。在军营

里，“新秀人才”与官兵同生活同训练，

建立了与基层官兵血肉相连的战友深

情，强化了身份认同、情感共鸣。通过

当兵锻炼，他们对为兵服务、为战服务

有了切身体验和深刻领悟，进一步强

化了服务基层、服务官兵、服务战场的

自觉意识，进一步坚定了践行初心使

命的信念。

军营是“新秀人才”纵横驰骋的最

佳舞台。“新秀人才”就像是一颗颗“种

子”。他们具有成长为栋梁之材的潜

质。组织他们到作战部队基层营连当

兵锻炼，就是希望他们像“种子”一样

深深扎根军营这片沃土，通过加深对

部队的了解，更加精准地掌握官兵急

需、战场急需，从而不断校准医疗工作

和科研工作方向，使自己的专业技能

和科研能力更快地精进。

事实证明，军营这个舞台能够激发

他们无限的发展潜力、承载他们高远的

理想抱负。“新秀人才”要想行稳致远，

就必须在军营这个更大的平台上深耕

细作、不懈奋斗。

当兵锻炼虽然短暂，带给“新秀人

才”的影响却无比深远。一次次心灵的

震撼，一次次精神的洗礼，一次次深刻

的反思，就像一次又一次加钢淬火，使

本就是精钢的“新秀人才”变得更加纯

粹而刚强。这也是他们从当兵锻炼中

收获的最丰厚的“礼物”。

经过这次当兵锻炼，我们有理由相

信，“新秀人才”必将成长为军事医学的

栋梁之材，在强军征程上不断取得新的

更大成绩。

当兵锻炼，他们收获了什么
■焦占锋

①①

②②

③③

图①：当兵锻炼期间，“新秀人才”
参观陆军某合成旅军史馆，强化使命

担当意识。

图②：心血管内科主治医师曹瑞
华为官兵讲解医学知识。

图③：超声诊断科副主任医师张
明博为陆军某合成旅卫生连战士讲授

超声诊断技术。

第61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