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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潘梦婷、刘宇亭报道：9支
专家医疗队历时 71天，行程近万公里，
足迹遍布 56个偏远单位……日前，东部
战区空军组织的“万里军营行”巡回医疗
服务活动落下帷幕，累计为 8700余名官
兵及随队家属提供健康宣教、健康体检、
心理卫生等医疗服务。

该战区空军将此次巡回医疗服务
活动作为“聚焦战斗力、服务战斗力、保
障战斗力”的实际行动。他们面向基层
一线，协调空军军医大学附属医院等单
位，分批次选派精干力量赴部队开展巡
诊。雷达部队驻守高山海岛，气候阴冷
潮湿，官兵关节损伤、风湿性关节炎等
多发；某片区部队驻地紫外线辐射强
烈，皮肤疾病常年困扰官兵；部分航空

兵部队由于日常战备压力大、自身医疗
保健力量不足，官兵颈椎腰椎疾病较为
突出……此次活动中，医疗队根据所到
单位的驻地环境和任务特点，整合优势
医疗资源，遴选临床经验丰富的骨科、
康复理疗科、皮肤科专家，为官兵提供
精准医疗服务。

此次医疗服务活动，不仅使驻偏
远地区官兵能够面对面接受医疗专家
诊疗，还建立专家教授与航医室一对
一帮带机制，帮助东部战区空军所属
航空兵部队提升颈腰伤病防治能力，
为雷达部队搭建远程医学诊疗及心理
咨询视频站点 29 个，进一步完善远程
诊疗机制，让官兵更方便地享受优质
医疗资源。

东部战区空军——

开展“万里军营行”巡回医疗服务活动

本报讯 记者陈典宏、特约通
讯员黄远利报道：日前，第 75 集团
军某旅 9 名敢于直面问题、积极建
言献策的基层风气监督员受到表
彰。该旅领导说，基层风气监督员
在纯正基层风气、推动部队建设上
发挥了重要作用，应当受到表彰奖
励。

该旅纪检监察科在调研中发现，
过去部分基层风气监督员履职积极
性不高。为让基层风气监督员挺直
腰杆依法执纪，充分发挥监督作用，
该旅制定下发《基层风气监督员工作
规范》，对基层风气监督员的工作职
责、选聘培养、履职要求等内容进行
规范，并组织业务集训，不断提升他
们履行职责的能力素质。同时，该旅

还拿出部分年度奖励指标，用于褒奖
表彰表现优秀的基层风气监督员，激
发依法从严执纪的动力。
“‘军营驿站’出售的熟食价格偏

高、有的连队安排春节休假搞论资排
辈……”前不久，该旅基层风气监督
员、四级军士长叶茂林在双向讲评会
上，直言发现的问题，引起旅党委一班
人的高度重视。很快，相关单位被责
令限期整改。

坚持较真碰硬，持续营造基层风
清气正的好环境。该旅领导介绍，去
年以来，数百名基层风气监督员全程
参与了采购招标、士兵考学、士官选
晋、军事考核、评功评奖等事项监督，
确保了这些工作公平公正，受到广大
官兵好评。

第75集团军某旅营造基层风清气正好环境

9名基层风气监督员受表彰

深入学习贯彻中央军委基层建设会议精神

本报讯 王蕾茜报道：华北大
地，天寒地冻，第 81集团军某旅组织
实战化战备训练。营连战术训练结
束后，该旅以机组为单位，围绕在任
务中传承发扬光荣传统这一话题开
展讨论，现场气氛热烈。

近年来，该旅遂行任务更加多元，
人员常年动态分散，开展集中教育难
度大。该旅党委在深入学习中央军委
基层建设会议精神后认为，必须结合
部队使命任务创新教育方式，搞好部
队动散条件下的经常性思想政治教
育，不断加强基层官兵的政治引领。

他们结合任务实际，将教育自主
权交给驻训分队和任务机组，由营队
统筹教育安排，由连队根据实际情况
细分教育时间，灵活组织教育。他们

以机组为单位成立学习小组，利用飞
行间隙围绕阶段教育内容开展“小圆
桌”讨论会、“向战而飞”小舞台等活
动；定期组织理论教员培训，让单机任
务机长、编队带队骨干成为合格理论
教员，进一步推动教育向旋翼下、起飞
线和任务点延伸。执行国际维和任务
的分队将时政新闻和理论热点制作成
广播节目，利用每天起床和开饭前时
机播放；每月开展“蓝盔故事会”“蓝盔
访谈”活动，组织身在异国的官兵讨论
时政热点、讲述与外军交流的体会，激
发官兵练兵备战热情。

教育方式灵活有效，为高标准执
行各项任务注入强大精神动力。新年
度开训以来，该旅共组织飞行训练数
百架次，官兵练兵热情持续高涨。

第81集团军某旅加强动散条件下思想政治建设

政治教育课堂向旋翼下延伸

解难送暖在军营

春节前夕，记者跟随东部战区陆
军航空兵某旅上士张瑜来到驻地动车
站出站口，接她前来探亲的丈夫潘高
翔。

驱车 30 分钟，接站车缓缓停在旅
招待所门口。张瑜拉着潘高翔的手，高
高兴兴地走进旅里精心准备的“团圆
房”。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调整改革

后，该旅家属房数量一时无法满足官
兵需求。春节前夕，为了方便不能回
家过年的官兵与家人团聚，旅党委研
究决定将招待所 32套标准间作为家属
来队的“团圆房”。受益于这一暖心举
措，张瑜申请了 4天住宿，与丈夫在驻
地团圆。

推开房门，温馨的气氛扑面而
来：房间内空调吹着暖风，崭新的双

人床，厚实的防潮被，墙上挂着液晶
电视，浴室里热水器、暖风机等电器
齐备，窗上贴着窗花……潘高翔感慨
地说：“组织为我们想得真周到！”

飞行员李志不久前步入婚姻殿
堂。新婚之后的第一个春节，李志留守
值班。考虑到部队家属房紧张，他的妻
子高国应原本打消了来部队过年的念
头。如今，“团圆房”让夫妻俩圆了春节

团圆梦。
该旅政治工作部领导告诉记者，

他们还为来队家属准备了一系列暖
心活动。“我们每天上午 9点都会过来
巡诊。”在招待所走廊，记者遇到该旅
卫生连军医殷浩。殷浩说，家属来部
队过年不容易，不仅要让他们住得舒
心、过得开心，还要保障好他们的身
体健康。

东部战区陆军航空兵某旅想方设法帮助官兵春节与家人团圆—

32套招待所标准间改为“团圆房”
■本报记者 赖文湧 特约记者 赵 欣 通讯员 石芝鹏

春节期间，记者前往驻守高原戈
壁的第 76集团军某旅采访，恰逢该旅
支援保障连四级军士长魏昌森的爱人
赵亚平带着孩子来队过年。一家人兴
高采烈地住进了由单位提供的新式公
寓房。
“来之前多少还有些顾虑，担心

大西北天冷风大，孩子会不适应。”川
妹子赵亚平快人快语地向记者介
绍。第一次来军营过年的她，掩饰不
住内心的激动：“真没想到，部队为我
们考虑得这么周到，这下心里安逸
喽！”

走进公寓房，温馨的感觉扑面而

来。厨房里，魏昌森准备好的火锅散发
着诱人的香味。客厅宽敞明亮、卧室温
暖舒适，专门为孩子准备的小书桌摆在
房间一角，上面还放着儿童读物；沙发、
衣柜、燃气灶等生活设施一应俱全，让
人感到家的温暖。
“几年前，我们旅移防西北大漠，家

属一直想来驻地看看，但新营区基础设
施较差，住房保障难，只能一推再推。”
魏昌森告诉记者，今年元旦后，刚拿到
公寓房的钥匙，他就第一时间把好消息
告诉妻子，一家人过年相聚的愿望终于
变成现实。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从去年下

半年开始，该旅营房部门集中力量，
装修了上百套公寓房，购置电视、热
水器等生活设施，配齐常用生活用
品，抢在春节前达到“拎包入住”的标
准。据各营初步统计，春节来队过年
的官兵家属从去年的 40 名增加到今
年的 120多名。

离开魏昌森的新家，记者遇到旅机
关“巡回服务小组”正在对各营连的康
复理疗室进行最后的设备调试。“平时
训练强度大，理疗和恢复是官兵最需要
的。有了这些专用医疗器械，大家在连
队就能进行拔火罐、推拿按摩等简单的
康复理疗。”小组成员、卫生科科长吴聊

说。
“我们旅所属部队驻地分散，最远

的距离机关有 1000余公里。如何把官
兵关心的问题解决好，考验旅党委的
担当精神。”旅领导告诉记者，移防以
来，他们大力开展“基层有所盼、机关
立即办”活动，组建机关“巡回服务小
组”，旅领导和机关干部分批次到基层
一线倾听官兵心声，拉单列表为官兵
解决急难问题，广受好评。

办实事就要想细做实，不能按下
葫芦浮起瓢，这是该旅成立机关“巡
回服务小组”的初衷。该旅某合成营
处在大漠深处，冬季取暖只能靠烧煤
炉，洗热水澡更是不便。去年初，旅
机关把解决官兵供水取暖问题列入
办实事计划，为所属营连集中安装暖
气、热水器。谁知，到了年底，由于管
道老化等原因，供水取暖设施纷纷
“罢工”，不少官兵在宿舍内架起暖风
机，请假外出去地方澡堂洗澡。“巡回
服务小组”收到反馈后，立即派出维
修人员，对管道进行检修，并在基层
年度预算中增设“取暖设备维持性经
费”，彻底解决官兵冬季取暖、洗热水
澡的难题。
“为官兵办实事，不能搞花架子。”

该旅对办好暖心事、顺心事严格督办问
责，确保计划一件办成一件。春节前，
旅党委为官兵解决了公寓住房、饮水供
暖、困难救济等 9类 38个具体问题，全
旅官兵看在眼里、暖在心中，也把感动
体现于行动。

采访结束时，戈壁滩飘起雪花。天
寒地冻的训练场上，身披迷彩的官兵训
技能、练战术，不断向极限发起挑战。
他们嘴角边不断升腾的热气，连同聚焦
实战、挥戈打赢的热情，融化着帽檐面
罩上的雪花，定格成一幅幅壮美的雪天
练兵图。

左上图：魏昌森在新房与儿子“比

拼车技”。 王云峤摄

戈壁军营百套公寓房拎包入住
——第76集团军某旅服务官兵见闻

■本报记者 钱晓虎 特约记者 孙利波 张石水

（上接第一版）

中部战区总医院护士舒纯原本在
江西宜丰老家休假。严峻的疫情防控
形势牵动着她的心，她下定决心赶回
武汉，和同事们并肩作战。然而，去往
武汉方向的所有交通线路，此刻都已
封闭。

同一时间，正在吉林四平休假的护
士王欢，也因为无法返回武汉而焦急万
分。经过电话沟通，俩人约定先在舒纯的
老家会合，再一起想办法。

就这样，两名护士艰难的“逆行”
开始了。一路辗转，一路求助，俩人
终于归队，加入了抗疫第一线。“这
种时候，我们不上，谁上！作为医护人
员，面对疫情，必须有自己的担当!”
舒纯说。

当祖国和人民需要的时候，人民子
弟兵的脚步，总是朝向最危险的地方。

1 月 21 日，中部战区总医院医疗
队进驻武汉市肺科医院，护士长刘孟
丽担任“共产党员突击队”队长。这名
有着 30 年党龄、参加过九八抗洪的老
兵，带头冲锋在重症监护一线。
“九八抗洪，见证了武汉军民万众

一心、众志成城。在抗击疫情的战场
上，同样需要军民同心。”刘孟丽说。

连日来，多少匆忙奔波的脚步，朝
向同一方向——

看，退伍老兵来了！山东籍退役军
人王晓驱车千里，到达武汉府河收费

站，将 10 万双医用手套交给武汉的志
愿者。

看，“沂蒙新红嫂”来了！她们用 3天
3夜赶做出 20吨饺子，从山东临沂出发，
连夜赶赴抗疫一线慰问官兵。

看，驻鄂部队抗击疫情运力支援
队来了！他们出动 100 余台车辆，将
300 余吨生活物资，从武汉各大配送中
心调运至市区，供应各大超市，保障武
汉市民生活。

看，军队支援湖北医疗队来了！在
武汉三镇的 5 家定点医院，军队医护
人员与对接医院心往一处想、劲往一
处使，精心救治护理每名患者，用自己
的技能和智慧，筑起维系百姓重托和
希望的生命通道。为了尽快接收患者，
军队支援湖北医疗队医护人员一抵达
武汉，就立即投入火神山医院病房的
准备工作中，做了大量扎实细致的准
备。铺设床铺、准备药品、安置医疗器
械、调试设施设备……很多人从深夜
一直忙碌到天明。

“在武汉的每家医院，参加抗击疫
情的每名医护人员都是好样的。”中部
战区总医院政委卢海波说。

声 音

面对无形对手、生死

考验，军地携手并肩，叫响

同一个声音——不分你

我，只有我们

“武汉，今夜不再孤独，妈妈和她
的同事们来了！解放军来了！”

这个春节，一篇题为《最不寻常的
寒假》的作文迅速在网上热传。网友纷
纷为小作者、军队支援湖北医疗队队
员夏海珍的孩子杨夏雨点赞。

无独有偶。湖南怀化 8 岁小学生
图图手绘的“防疫漫画”，被无数网友
转发。漫画里，她将抗疫一线的医生护

士、解放军官兵、工程基建人员比作哪
吒。小朋友说：“哪吒有三头六臂，可
以战胜病毒。”

一篇作文、一组漫画引发广泛关
注，折射的不仅是家庭后方对抗疫勇
士的默默支持，还有无数个你我他为
武汉加油、为中国加油。

这是亲人的加油——
在母亲眼里，51 岁的军队支援湖

北医疗队队员史庆辉还是个孩子。每
天要在病房高强度工作 7 小时以上的
他，骄傲地向记者展示母亲张茹英发
的微信朋友圈：孩子汶川地震时受命
去抗震救灾，今年又去疫区战斗，一
生中有两次这样为国为民出征的经
历，值得珍视。天佑中华！祈祷平安
凯旋！

这是患者的加油——
那天，军队支援湖北医疗队救治

的两名患者康复出院了。队员赵孝始
终记着这样一个细节：“有一次我去查
房，汗水模糊了我的眼镜，是他们主动

协助我完成后面的护理操作……”出
院的时候，两名患者说：“感谢他们不
远千里来武汉支援，我们现在康复了，
也帮助其他患者树立了信心，疾病一
定能被战胜！”

解放军来了，四面八方的医疗队
也纷纷驰援武汉。各地医生护士争相
报名参战，请战书令人动容——

来自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的副主任医师桑岭说：“我们有决心、
有信心、有能力与全国各地的同行一
起，打赢这场没有硝烟的战斗。我们一
定赢！中国一定行！”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有 24 名
医护工作者，曾是 2003 年原第一军医
大学南方医院赴小汤山医疗队成员。
他们向组织请战：若有战，召必回，战
必胜！

北京协和医院领导收到一封来自
重症医学科的请战书，其中写道：“我
将随时听从医院指挥和派遣！”“为赢
得阻击病毒战斗的胜利，贡献自己的

一分力量，无怨无悔！”
这个不同寻常的春节，无数温暖的

声音透过直播，回响在人们耳畔。
在金银潭医院，医疗队队员和患

者一起记住了合唱《我和我的祖国》的
瞬间——

那天，看到一些患者情绪低落，医护
人员当着大家的面，在防护服上写下“加
油”二字。就在此时，一个病房里传来《我
和我的祖国》的歌声。很快，从一人到多
人，从一个病房到整个病区，嘹亮的歌声
让很多医护人员和患者热泪盈眶。护士
付靖说：“希望传递着希望，只要万众一
心、众志成城，我们就一定能战胜一切困
难，驱除疫魔！”

在山东潍坊支援武汉医疗队，队
员们记住了一名退伍军人的话——

退伍军人叫韩明，是医疗队驾驶
员兼后勤保障。他说：“我是一名有着
20 多年党龄的党员，也是一名退伍军
人。虽然没有参加过战争，但在疫情发
生的时候，能和医务工作者一起，赶赴
武汉去打一场没有硝烟的战斗，我非
常自豪。”

面对无形对手、生死考验，军地携
手并肩，叫响同一个声音——不分你
我，只有我们。

这是希望的声音，更是胜利的声音。
武汉加油！中国加油！无数个这样的

声音，正汇聚成迎战疫魔的最强音。
（本报武汉2月4日电）

众志成城，军民同心战疫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