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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防控第一线——战“疫”手记

新闻前哨

潜 望 镜

当前，很多部队训练进入实射实投
阶段，官兵个个摩拳擦掌，期待在充满
硝烟味的训练场上加钢淬火。然而，郝
小兵走访发现，某些单位组织实弹训练
时为了确保万无一失，不惜脱离实战，
把硝烟味锁进了保险箱。

一问缘由，各有说辞。有的指挥员
顾虑新兵训练基础不扎实，组织训练主
动降低标准，以求规避风险；有的组训
者以循序渐进为名，把实射实投拆分成

分解动作，就连官兵投弹向前走几步、
射击何时卧倒，都被提前规范好；还有
的担心“年初出事，一年白干”，满足于
枪打了、弹投了，罔顾训练质效。

实战化训练，抓好安全工作无可厚
非，可这绝非训战脱节的借口。厚此薄
彼，盲目地将两者视为对立面，不仅让
面向战场的实射实投训练失去了应有
之义，也使功在长远的安全工作背负不
该有的“骂名”。

这几年，随着和平积弊的深入纠
治，部队训练呈现诸多喜人变化，危不
施训、险不练兵少了，严战严训、实战
实训多了。但近期受疫情影响，有的
带兵人“消极保安全”的思想观念有所
抬头，组训施训放松了要求、降低了标
准，这需要引起各级领导机关的关注
和重视。
（文/徐 鹏、徐明章 图/杨俊滨、

胡 耀）

别把硝烟味锁进保险箱

难得有点闲暇，终于可以整理一下
自己这段时间的所见所闻。没有电脑，
只好用手机把发生在身边的感人故事记
录下来。

穿防护服、隔离衣，戴口罩、护目
镜……每次进入病区前，我们都会把自
己装扮得严严实实。可憋在这样一个
“密闭环境”里，时间一久，眼前就会雾气
腾腾，白茫茫一片，令人焦躁不安。这种
情况下，在护目镜上涂抹碘伏、皂液，就
成了必要之事。

有一次，在穿衣间，一个护士妹妹见
我忙不过来，非常热心地帮我把护目镜
涂上皂液。“您试试看。”接过她递来的护
目镜，我抬头看了她一眼，有些触动：这
姑娘 20岁出头的样子，一张小脸粉嫩无
比。
“小姑娘，你是哪个医院的？”“958

医院急诊科。”交谈中，我一脸吃惊，没想
到她和我是同一个医院的。她告诉我，

她叫谭茜，是医院的聘用人员，这次荆楚
告急，她和同科室的好姐妹胡玉婷主动
请缨，编入重症 ICU。她还告诉我，她现
在最大的愿望，就是在疫情防控一线好
好表现，争取早日加入中国共产党。

说完，谭茜有点兴奋，小脸像被朝霞
映红了似的，这让我不禁想起当年的自
己也和她一样，时刻渴望入党，承担更多
责任。我问她“怕不怕”，没承想她一脸
自豪地回答：“不怕，因为我年轻！如果
说怕，我就怕自己完成不好任务！”

坚毅坦然如斯的，又何止她一人
呢。在我们的护理团队，也不乏一些男
孩的身影，虽然年纪轻轻，却是可以让人
倚靠的臂膀和脊梁。

穿上厚厚的防护服连续工作几个小
时，对身体是极大的考验。有一次，我在
病区碰到一个男护士，和我儿子差不多
的年龄，他一脸焦急，声音有点发颤地告
诉我，他怕大量出汗造成低血糖，工作时

扛不住，早上喝了很多甜饮料，现在有点
内急。

为了防止医护人员感染，我们制订
了严格的进出病区流程，走完整个流程，
最快也要 10分钟，这个小伙子一直在纠
结要不要出去，同时也在内疚因为自己
过于自信而没有穿尿不湿。此时，我没
有说一句带有指责意味的话，只是不断
安慰他，而他却急了：“老师，我不怕与患
者近距离接触，不怕为他们做生活护理，
就怕因为自己的疏忽大意，耽误了工
作。”

看着他离去的背影，我的眼眶有些
湿润。战斗在这里的医护人员，有 60
后、70后、80后，也有很多他这样的年轻
人，其实他们不过是一群孩子换了一身
衣服，与前辈们并肩作战，替更多人负重
前行。在他们身上，我看到了中华民族
百折不挠、薪火相传的精神底色。

（罗 杨、冉春燕整理）

他们是孩子，更是战士
■军队支援湖北医疗队队员 毛 梅

2月 4日 9时 30分，火神山医院迎来
了首批患者。作为医院接诊中心主任，
我负责接诊。
“解放军同志，我有一个请求，你能

答应我吗？”见我走到他们跟前，一位老
人拉着我的手越说越激动。原来，老人
和他的老伴都是患者，他希望他俩能够
住进一个病房，相互有个照应。

详细了解后，我发现他俩的病情差
不多，于是马上与病区负责人沟通。因
为患者内心焦虑属于正常现象，特别是
老人，这个时候更需要抚慰，让他俩住在
一起，有利于身体康复。当得知心愿达
成，老人甭提多开心了，一个劲地对我竖
大拇指。

这段时间，为快速而准确分诊，将患

者送到对症病区，我采取了“一问二听三
看”的方式，即问患者的病情和身体状
况，听患者的声音和说话力度，看患者的
脸色和情绪表达。

针对大部分患者成批转院的实际，
每次接诊前，我都会组织人员进行模拟
演练，确保不会因流程不顺畅而给患者
增添心理压力。特别是用推车将患者送
往病房这个环节，我们慎之又慎，生怕给
患者造成二次伤害。我还特别嘱咐一起
接诊的战友，虽然我们身着防护服，病人
看不见我们的模样，但呵护的动作和坚
定的眼神同样可以传递爱和温暖，千万
不能忽视。截至目前，医院已收治确诊
患者超过1000人，无一例出现差错。

赴汤蹈火，宁死不退。17 年前，我

和战友们一起完成了抗击非典任务。这
次，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我第一时间递
交了请战书。妻子得知此事后，也要报
名参加，我劝阻道：“第一批的名额，你就
别争了；如果有第二批，你再报名。”因为
我知道，战友们都想到前线去，到人民最
需要的地方去，我这个名额也是争来的，
组织上一般不会让“好事”都落在一家人
头上。

17年过去了，年过半百的我又走上
了宛如当年的“战场”。2月 13日，医院
首批 7名新冠肺炎确诊患者治愈出院，
受到广泛关注。这更加说明，我们有信
心、有能力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

（本报记者孙兴维、通讯员巴 涛整理）

我接诊了火神山医院首批患者
■火神山医院接诊中心主任 李奕鑫

2月 11日，空军某后勤训练基地警
通勤务连，刚走下哨位的警卫战士王忠
义洗手消毒后，在宿舍兴致勃勃地看起
了书。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该连大
兴读书学习之风，用浓浓书香沁润官兵
心灵，既丰富了连队文化生活，又防止
官兵在疫情期间虚度光阴。

该连指导员徐继伟告诉记者，根据
上级通知要求，疫期内，连队从严控制

官兵请假外出，减少组织集会以及娱乐
活动。为此，该连结合疫情防控实际和
官兵意见建议，开展以荐书、读书、评书
为主要内容的“阅读坊”活动。

为方便官兵足不出户就能看上图
书，连队不仅列出书目供官兵自行挑
选，还将这些图书通过“流动书箱”直接
送到官兵手中。此外，连队鼓励官兵彼
此推荐、分享好书，利用手机微信群、强

军网等平台在线交流读书学习体会。
前方战“疫”紧，室内书香浓。小小

的“阅读坊”，激活了官兵疫期生活的
“一池春水”。该连战士许家豪告诉记
者：“虽然疫情造成的气氛有些紧张，但
读书学习活动让大家的内心慢慢沉静
了下来。我们要好好利用这段时间抓
紧学习充电，为今后练兵备战积蓄智慧
和能量。”

空军某后勤训练基地警通勤务连开展“阅读坊”活动

前方战“疫”紧 室内书香浓
■申卫红 本报记者 李建文

时下，基层部队练兵备战马不停

蹄。但受疫情影响，很多需要集体组织

的课余活动无法正常开展，官兵自主支

配的时间陡然增多。如何利用好这些

宝贵时间，使之发挥出最大效益，是我

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思考的问题。

可喜的是，许多人把时间安排得紧

而又紧：读书、整理工作笔记、研究战

例，等等。但可惜的是，也有些人在虚

度光阴。君不见，多少崭新的书本堆在

书架，有人即使偶尔展读，也不过寥寥

几页；君不见，有的官兵将微博、抖音、

朋友圈刷了几十遍仍不知疲倦，继而又

在追剧、打游戏间流连忘返；君不见，多

少慕课、微课等教育资源云集网络平

台，有的官兵如获至宝，而有的没有看

过一次……由此可见，在时间利用上，

每个人差别很大，更有甚者，一边感叹

“时间都去哪儿了”，一边在这种感叹中

继续浪费着时间。

网络上曾流传过这样一句话，“世

界上，没有挤不出的时间，只有不想赴

的约定”。当前，疫情之下，有的人之所

以缺乏“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

光阴”的紧迫感，归根结底是心中没有

目标、脚下没有力量。

有人说，这段时间，躺在家里就是为

国家做贡献。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

到，这种“躺”，绝非耽于安逸、消极懈怠的

“葛优躺”，而应当是一种“让梦想跟上脚

步”的驻足反思、“以待最后决战决胜”的

进站休整。深入推进备战打仗有哪些经

验教训，加强新时代基层建设应该如何

作为，开展军事职业教育路在何方……

诸如此类的问题，需要每名官兵立足岗

位实际、基于部队现状好好思考、好好研

究、好好读书，在思想深处开辟出“另一个

战场”。战友们，行动起来吧，让我们做时

间的主人，继续把备战打仗工作抓紧抓

实，别让时间在无声无息中白白溜走。

天寒地冻不会长久，春暖花开已在

路上。相信疫情结束之后，当我们开足

马力、扬帆起航时，能够凭借这段时间

的“蓄能”“加油”“充电”，奋起直追，迎

头赶上，不断开创新局面。

疫情之下，别让时光白白溜走
■邓东睿

深冬的北疆大地，凛冽的寒风如刀
子一般刮得人脸生疼。

踏上茫茫雪野，北部战区陆军某旅
无人机连任务操作手孙亚辉却无暇顾
及这些，满脑子都在琢磨无人机搜寻目
标的动作要领。

即将到来的这场实兵对抗演练，是
孙亚辉担任任务操作手以来首次参与
的重大任务。“是骡子是马，该是拉出来
遛遛的时候了。”阵地上，与战友们对照
技术标准检查完装备，孙亚辉眼眸里透
出期许的神色。

起飞！随着一架无人机腾空而起，
演练拉开战幕。孙亚辉三步并作两步
冲进指挥方舱，在飞控手和情报处理员
的配合下，操控无人机飞向远方，去搜

寻地上随时可能出现的“敌方”目标。
眼尖手快稳如磐，是任务操作手的

基本素养。私底下，孙亚辉和战友们可
没少下功夫。一个、两个、三个……随
着目标被接连找到，孙亚辉一组的最终
捕捉率达到了 80%。就在他们暗自高
兴的时候，却接到一张“不及格”的成绩
单。导调组给出的解释是：捕捉的目标
虽然是有效目标，但与地面侦察手段探
取的目标大量重合。

复盘讲评会上，面对不少官兵的疑
惑，旅参谋长张海滨讲起了自己亲历的
一幕——

一次演习，红方派遣多架次无人机
交替飞行，在规定时限内捕捉了 200余
个目标。然而他们在目标整合时发现，

其中有别于地面侦察的目标竟然不到
10%。这种“侦察撞车”虽然客观上能
起到确认目标的作用，但给信息研判人
员造成很大困扰，做了大量无用功。
“无人机属于新质作战力量，如何

科学使用才能发挥其最大价值？”张海
滨的一番话，直击旅队合编合训中存在
的各自为战问题。试想，如果无人机侦
察分队事先与地面侦察分队沟通，合理
划定侦察范围，又怎会白忙活一场呢？

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爬起来。在
连长陈光辉的带领下，孙亚辉和战友们
来到地面侦察分队，共同探讨解决空
中、地面侦察力量配合衔接问题。与此
同时，旅机关训练部门也就此完善了演
训方案。

无人机捕获八成目标，为啥被判不及格
■本报记者 宋子洵 通讯员 刘星楠

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防疫不忘练兵，按计划组织预提士官集训。图为2月17日，该旅组织集训人员在陌生地域

开展单兵掩体构筑训练。 刘志勇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