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解难送暖在军营

1 月中旬，记者来到第 71 集团军
某旅采访，多次听官兵提到这样一句
话：37109，解难不用久。
“37109”是什么？带着疑问，记者

用连队军线电话拨通了这个号码。
“您好，这里是为兵服务热线，请

问有什么需要帮助？”铃响两声，话筒
那端便传来热情的声音。记者表明身
份后，对方欣然同意接受采访。

循着提示来到该旅机关办公楼某
值班室，方才接听电话的后装保障席
值班员、装备维修科助理员杜银峰迎
了上来，指着所在席位上的一部电话
说：“这就是‘37109’。”
“这是一条 24 小时为兵服务专

线，我是本周的首接责任人。”杜银
峰向记者介绍，值班期间，他负责接
听记录官兵来电诉求、通知相关业
务科室归口处理，并及时向官兵反
馈处理结果。晚上，他还要把当天

的来电记录及处理结果汇总后呈报
旅领导。
“这部电话上接党委、下通基层，

是机关和基层的连心桥。”政工席值班
员、人力资源科干事林泓宇接过话茬，
讲起这条热线的来由。

调整改革后，这个旅奉命移防。
初到新营区，官兵生活、工作、训练面
临诸多矛盾困难。虽然旅里及时建立
了集中办公、走访帮困等制度，有效解
决了一批普遍性的重难点问题。但由
于营区分散，官兵遇到突发难题时，难
免出现找不到责任人、解决进度慢等
情况。为此，该旅决定开通一条 24小
时热线电话，并向官兵公开承诺：“有
疑问作出解答，有困难尽力解决，政策
不允许的给出解释。”
“热线的开通，帮助机关及时了解

官兵所需所盼，提升了服务效率。”林
泓宇说，旅里规定，官兵通过热线反映

的情况，相关科室必须回复解决方案，
并向值班旅领导汇报，每周旅交班会
讲评解决成效，对解难进度慢的科室
严格问责。
“丁零零！”采访期间，服务热线两

次响起，有官兵反映“侦察营部分区域
停电”“服务中心净水器滤芯损坏，影
响官兵日常饮水保障”等情况。杜银
峰详细询问后，马上对接相关业务科
室并及时回复：水电工已赶赴侦察营
检修；马上采购净水器滤芯更换。
“最近驻地气温降至零摄氏度以

下，营区里各类零散维修需求增多，但
只要战友们舒心，我们忙点累点也值
得。”说罢，杜银峰脸上绽开了笑容。

采访结束走出旅机关办公楼，记
者看到，大楼两侧分别立着一块宣传
栏，上面“基层至上、士兵第一”“马上
就办、办就办好”16个大字，让人心头
格外温暖……

第71集团军某旅开通24小时服务专线—

“37109”：一条热线暖军营
■本报记者 陈 利 特约通讯员 杨琪潇 李 政

从三十里营房出发，翻越两处雪
山达坂，才能到达甜水海兵站。

这里海拔 5080 米，是全军海拔最
高的兵站，四周雪峰林立，一茬茬兵站
官兵坚守高原天路，为过往战友送上
温暖。

甜水海其实并没有甜水，而是沉
积盐碱泛起形成的小湖。兵站站长陈
伟告诉记者：“甜水海这个名字，寄托
着兵站官兵对甜水的期待和向往。”

这里是真正的无人之境，院子孤
零零地嵌在空旷荒凉的大地之上，只
有一条笔直的公路从门前划过，向无
尽远方延伸。营房前高挂的两个大红
灯笼，烘托出一些新年气氛。兵站官
兵脸上的真挚笑容，才真正让人感受
到家的温暖。记者数了数，算上站长
一共9个人。

上士周宏毅告诉记者：“今年是站
里过年人数最多的一次。”原来，每年大
雪封山前，为了保证官兵能够及时休
假，新藏线沿途兵站就安排一部分官兵

下山轮休，直到第二年开春再上山。
所以，在甜水海寂寞而漫长的冬

天里，兵站的官兵们都在做同一件
事——值守。
“天天都是那几个人，聊天能聊到

把一辈子的话都说完。”周宏毅去年冬
天就在这里留守。有一天，他吃过早饭
就坐在窗前数过往车辆，直到太阳下
山，在他的视野里一共出现了6辆车。

甜水海不仅没有甜水，连水都没
有。从建站那天起，兵站所有生活用水，
都要跑几十公里拉回来，往返一趟得五
六个小时，到了冬天还得凿冰取水。

去年除夕，陈伟带着中士喻伟外
出拉水。他俩天不亮就出发，中午才
赶到取水的湖边。湖面结了厚厚一层
冰，两人轮换着用钢钎凿冰。冰面终
于破开，喻伟启动抽水泵时却没有反
应，修理了一通还是没能启动。
“无论如何也要把水拉回去！”他

俩开始用水桶打水，冰冷的水花飞溅
在身上，两人的衣服很快冻得硬邦邦，

走起路来咯吱作响。足足折腾了几个
小时，他俩硬是用小水桶给巨大的水
车厢灌了大半厢水，到最后两个人都
累得说不出话来。

无人区没有手机信号，手机一直
打不通。留守的周宏毅和上等兵艾历
守在门口焦急地张望，不停拨打手
机。深夜，水车缓缓驶回营区，陈伟搓
着冻僵的手笑着说：“今天是大年三
十，饺子还是要吃的。”

等端起热腾腾的饺子，4个人的眼
泪一下子夺眶而出。

窗外，寒风凛冽。厨房里，艾历在
备菜。敦实的木菜板上，菜刀上下跳
跃，响起富有节奏的切菜声。火苗舔
着锅底，锅里咕嘟咕嘟冒着泡。

土豆炖牛肉、大盘鸡……一桌菜
摆得满满当当，甜水海兵站迎来了一
年里最轻松快乐的时光。

陈伟告诉记者，前些日子，上级送
来了蔬菜和慰问品，兵站也开通了网
络信号，“今年的饺子格外香……”

甜水海兵站：寂寞滋味苦变甜
■本报记者 李 蕾 特约通讯员 牛德龙 通讯员 尹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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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期间，走进军事科学院军事
医学研究院某研究所，记者感受到一
种安静而紧张的气氛。

细胞培养间里，身穿白大褂的副
研究员顾若兰正使用移液枪将一管粉

红色的细胞悬液分装到细胞培养板的
小孔内，动作娴熟灵巧。
“我们刚刚使用新工艺合成了一批

止血材料，在动物实验中表现出很好
的止血活性。”刚刚结束值班的研究员
孟志云告诉记者，“现在就想尽快搞清
楚这种材料的安全性如何。”

前不久，他们赴一线部队调研，
对战创伤救治实际需求和止血产品应
用情况有了进一步了解，采集了不少
数据，课题组希望加快创新产品的研
制。“这不，顾若兰、甘慧、吴卓娜、
朱晓霞等课题组成员，假期里轮流坚
守，确保实验不间断。”孟志云说。

记者了解到，军事医学院战伤止
血科研团队，是我军最早开展战创伤
止血研究的力量之一，为了建立完善
针对严重战创伤出血的救治技术体
系，他们常年加班加点开展科研攻
关。

在研究所副所长刘曙晨带领下，
记者来到样品储备间。课题组研制的
各类止血器材陈列其中，光是止血包
就有大大小小十几种。仔细盘点，记
者发现不但有适用于单兵携行、卫生
员配备的不同规格止血包，还有针对
反恐、维和、勘探等不同勤务需求的
“定制款”。

玻璃隔断的另一侧是办公室，几
名科研人员围在电脑前讨论着什么。
“我们正根据调研情况调整科研成

果试用计划，过几天窦老师就要带着
我们的产品到基层部队进行试用！”科
研人员一边说，一边通过电脑屏幕向
记者展示培训演示文稿。演示文稿
中，不同部位、不同程度伤情的止血
方法，各种止血药品、器材的操作步
骤、注意事项，都有详细的讲解。

他们口中的“窦老师”，是这个团
队的学术带头人、博士生导师窦桂芳。

说来也巧，这时一个电话打进
来，正是窦桂芳。“实验进展怎么样？
给基层官兵的培训教案还得再通俗一
点，制作一些小视频……”窦桂芳不
当班，却仍挂念着实验室的事。

记者抓住这个机会，通过电话和
窦桂芳聊了几句。“我们团队最大的特
点，一是紧紧盯住战场需求，不断开
拓科研方向；二是钻研卫勤保障上的
短板，缺什么就研究什么……”

团队，团队。通话中，窦桂芳始
终把“团队”挂在嘴边。在她看来，
正是团队成员十年如一日的相互支
持、并肩战斗，才成就了整个团队今
天的实力和底气。从一头扎进文献堆
中寻找线索，到经历上百次失败后推
倒重来；从果断放弃传统思路，到攻
克关键技术瓶颈……年过半百的窦桂
芳始终激情满怀，斗志昂扬。

针对传统止血技术难以控制的严
重战创伤出血聚力攻关，这个团队拿
出了包括新型止血材料、救治技术、
药品器械在内的配套科研成果，填补
了我军在战场大出血急救方面的技术
空白。

据了解，调整组建以来，这个研
究所紧盯影响和制约战斗力生成的重
大现实问题调整科研方向，仅在 2019
年，他们就先后 20余次深入基层部队
开展跟训跟研、服务帮带，一批为战
斗力建设服务的科研课题获准立项，
向部队推广应用了抗缺氧、快速止血
等10余个实用性卫勤科研成果。

上图：科研人员在实验室进行数据

分析。 本报记者 邵龙飞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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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孙兴维、通讯员李琳
报道：近日，军委后勤保障部对军队育
龄夫妇不孕不育症常态化诊治工作作
出进一步规范，深入推进常态化诊治工
作扎实开展。

据悉，军队育龄夫妇计划生育二
孩、且符合生育政策，改革期间现役干
部转改文职人员、军队育龄夫妇“参与
不孕不育症集中诊治未成功受孕”育龄
家庭，可到 30所“军队人类辅助生殖医
学中心”进行诊治。军委后勤保障部卫
生局负责人介绍，这是提升军队家庭幸
福指数，提高部队凝聚力战斗力的有益

探索。
为构建科学完备的优生优育全程

服务体系，2017年以来，军委有关部门
积极开展军队育龄夫妇不孕不育症常
态化诊治，成功妊娠率较高，受到广大
官兵好评。针对全面两孩政策的扎实
推进和常态化诊治工作中反映的问题，
军委后勤保障部有关部门从扩大保障
范围、增加诊疗医院、延长治疗周期、明
确经费保障等方面，规范完善常态化诊
治工作内容。

根据目前全军医疗机构和“军队人
类辅助生殖医学中心”的分布范围、保

障特点，常态化诊治工作按照就近就便
原则，充分利用现有的军队医疗资源，
按地域实施划片诊治。新政策扩大常
态化诊治保障范围，增加诊治医院，将
陆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战略支援
部队特色医学中心等 7所新批准开展
辅助生殖技术试运行资质的医院增加
为诊治医院，诊治医院数量由 23 所增
至 30 所；对在实际诊治过程中因产妇
高龄、卵巢功能障碍、染色体核型异常
等特殊情况导致诊治不成功的患者，合
理增加取卵周期次数；明确经费保障渠
道，纳入医疗费用据实核销范围。

军队育龄夫妇不孕不育症常态化诊治深入推进
扩大保障范围，诊疗医院增至30所，合理延长治疗周期，明确经费保障渠道

春节前，河南省新县潢河北路新
龙巷迎来几位特殊的客人。
“我们来给李宗楠送喜报，他在部

队荣立二等功，为家乡人民争了光！”
走在队伍前面的新县人武部部长黄启
军高兴地说。2019 年，第 82集团军某
旅下士李宗楠参加上级比武夺冠，年
底荣立二等功。

得知二等功臣李宗楠返乡，邻居们
都很高兴。在乡亲们的注视下，李宗楠
身披绶带、胸戴红花、手捧立功喜报，
来到家门口。
“感谢你们培养的好儿子，他是咱

老区人民的骄傲！”新县副县长杨斌握
着李宗楠父亲的手高兴地说。李宗楠
的父亲捧着儿子的立功喜报，高兴得
合不拢嘴，母亲则在一旁流下幸福的
泪水。

“宗楠能成为一名优秀军人，全靠
部队这所大学校的培养。”谈起儿子的
从军路，李宗楠父母无比自豪。李宗
楠自 2015 年 9 月入伍以来，先后被评
为陆军“强军精武标兵”、第 82集团军
“十大强军先锋”，并在陆军“狙击精
英-2019”比武竞赛中，一路过关斩
将，勇夺某型狙击步枪组第一名。
“每一枚军功章、每一张立功喜

报，都饱含着军人矢志强军的血水汗
水，不仅承载着荣誉褒奖，更凝结着
社会尊崇。”看着几年前选送的新兵载
誉归来，新县人武部政委张安武感慨
地说。作为革命老区，新县历来有着
拥军优属的优良传统，近年来连续两
届荣获“全国双拥模范县”称号。接
下来，他们将通过各种方式，把喜报
送到全县每一位立功军人家中。

喜报带回家 亲人享荣光
■孙明江 曾亚芳

本报讯 王启飞、李杰报道：“地方
知名教授讲授前沿知识，一线工程管理
专家讲解实践操作技巧，这样的培训针
对性、专业性都很强，让我们很受益。”前
不久，沈阳联勤保障中心与驻地某大学
携手建立工程建设管理人才培训机制，
借助地方教学资源，积极破解工程建设
任务重与专业技术力量缺的现实矛盾。

去年底，该中心机关在基层调研时
发现，部队编制体制调整后，各单位都存

在规模不一的工程建设项目，由于缺少
工程管理人才，有的工程建设推进速度
较慢。他们经过考察，积极协调驻地某
大学，与之签订人才培训合作协议。该
中心充分利用地方单位的教学资源，由
其提供教学场地、师资力量，部队定期选
派人员参训，军地携手培养工程建设管
理“明白人”。

培训中，该中心围绕提高工程建设
管理能力，重点讲授施工图使用、招投标

管理、工程量清单编制、审价结算管理等
内容；邀请工程建设管理一线专家分析
典型案例，在解读政策、答疑释惑过程中
促进专业理论消化理解，提高官兵实践
操作能力。

据该中心领导介绍，他们还拓宽交
流渠道，与驻地某银行就“工程估算、资
产评估、资金监管、造价咨询”等内容进
行业务交流，提升工程建设财务保障效
益。

沈阳联勤保障中心借助地方资源提升专业人才培训效益

军地携手培养工程建设管理“明白人”

2月2日，武警甘肃总队酒泉支队卫勤人员对营区和出入车辆进行消毒，全面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侯崇慧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