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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17日，卧病在床 2个多月的湖
北省咸宁军分区干休所 94岁离休干部
唐光友嘱咐家人将 11800 元捐给咸宁
市慈善会用于抗疫。6天后，唐光友因
多器官功能衰竭去世，家人遵照他生前
意愿，捐赠他的遗体用于医学研究。

咸宁军分区干休所有一份特别的档
案，记录着唐光友多年来的捐款举动。
从 1963 年湖北襄阳发生水灾捐出 100
元，到唐山大地震寄去200元，再到汶川
大地震捐出 6000元……唐光友的捐款
记录几乎年年都有。出生在湖北丹江口
的唐光友1948年参加革命，曾先后多次
奋不顾身抢救群众和国家财产，拿出积
蓄支援国家建设、救济灾区和帮助人民

群众，1979年被原武汉军区评为“雷锋
式干部”，1983年荣立一等功。

今年春节过后，唐光友的病情突然
加重，一直处于半昏迷的状态，但清醒的
时候，他就让家人打开电视机，了解疫情
最新情况。2月 17日，家人按照他的嘱
托把家中所有的现金11800元交给干休
所，汇给咸宁市慈善会。“他捐出了自己
所能捐出的一切，包括自己的遗体，兑现
了生前‘把一切献给人民’的诺言。”咸宁
军分区政治工作处主任徐亚宗说。

在湖北省崇阳县，也有一位一等功
臣为支持“故乡”抗疫捐款。去年年底从
崇阳县人武部转业到地方工作的梁宽，
军旅生涯写满荣光。1995年 12月，在退

役返乡路途中，他所乘的大巴出车祸翻
滚到桥下，在大巴即将爆炸起火的紧要
关头，他冒着生命危险与其他两名战友
一起救出十几名乘客，后来被部队记一
等功，并特许他二次入伍。当地政府赠
予他的1万元奖励金，他全部捐给了“希
望工程”。此后在部队工作期间，他先后
参加了’98抗洪和汶川抗震救灾，每次都
不顾个人得失，主动请缨冲到一线。
“崇阳县是我的第二故乡，我一直关

注着当地疫情的发展。由于我目前身在
广州，没办法亲临抗疫一线，我就想到把
自己离开部队前最后一个月的工资捐出
来。”梁宽说，“如果还身在军营，我一定
会和战友为人民竭尽全力。”

两位一等功臣的抗疫“初心”
■田国松 吴忠勇 本报特约记者 何武涛

2 月 11 日 11 时，湖北省军区派出
的车队准时到达鄂赣交界处，迎接到达
此处的山西、江西和浙江三省荣军医院
派出的40名医护人员组成的医疗队。

14时 30分，医疗队抵达武汉。队
员们来不及休息，就立即投入抗疫“战
斗”。隔着厚厚的防护服，张大文和邓
祖华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

张大文是江西省荣军医院副院
长，是这支医疗队队长、临时党支部书
记。邓祖华是湖北省荣军医院院长。
这次相隔四地、跨越数百公里的握手，
拉开了全国退役军人事务系统医疗队
对口驰援湖北省荣军医院的序幕。在
湖北省荣军医院病房内，来自 4个省份

的医护人员并肩战斗、连续奋战，为患
者带去生命的希望。

截至 2月 27日 18时，湖北省荣军
医院累计收治住院发热病人 451人，其
中确诊新冠肺炎病例 382例，治愈出院
160例。

160人“争抢”13个出

征名额

1月 20日，作为隶属于湖北省退役
军人事务厅的优抚医院，湖北省荣军医
院被武汉市卫健委确定为全市首批 61
家发热门诊定点医疗机构，1月 23日，
被武汉市洪山区政府指定为新冠肺炎
确诊病例和疑似病例定点收治医院。

作为一家为集中供养的一至四级
残疾军人提供医疗服务的机构，湖北
省荣军医院并不具备接收传染病人的
基本条件。然而，在疫情肆虐的形势
下，湖北省荣军医院不讲条件、不讲困
难，立即整合资源，开辟救治专区。他
们按照要求，将医院原有发热门诊 60
张床位、1个隔离病区改造成 130张床
位、5个隔离病区，调集 158名医护人员
全力收治。

随着疫情的不断发展，医院收治
确诊病人很快达到 300多人，医护人员
紧缺的问题凸显。得知情况后，退役
军人事务部决定分批组建医疗队并向
全系统发出支援湖北省荣军医院的倡
议，各地优抚医院积极响应，医护人员
纷纷报名请战。经过综合考量，山西、
江西和浙江三省荣军医院组建了第一
批医疗队。

在确定出征人选的那天晚上，面
对“仅有”的 13个名额，山西省荣军医
院的领导像过筛子一样，从 160多个请
战人选中选出 45人，又从这 45人中选
出 13人，整个过程持续了近一夜。

选人“难题”同样出现在江西省荣
军医院。医院领导要从 93个报名的医
护人员中选出 16人支援武汉。听说儿
子张大文要报名，他 80多岁的父母不
干了：“你颈椎有问题，本身就是一个
病人，去武汉能吃得消吗？”经过和父
母反复沟通，最后家人还是支持了张
大文的选择。

在浙江省荣军医院，支援武汉的
消息刚一发出，就一下子激起“千层
浪”，11名医护人员通过严格选拔，光
荣“胜出”。

并肩奋战在最危险的

“战场”

在位于武汉市洪山区的湖北省荣
军医院，40名医疗队队员像冲锋的战
士，与湖北省荣军医院的医护人员，以
及所有的患者，并肩奋战在最危险的
“战场”。

晏鑫鹏是江西省荣军医院副主任
医师，2000 年退役后来到医院工作。
“我不仅是一名医生，还是一名退役军
人。在国家需要的时候，我必须上。”

他是院里第一个报名支援武汉的医
生。在湖北省荣军医院的隔离病房，
他和其他两名医疗队队员主管 10名确
诊患者，除了查看患者生命体征、拟制
治疗方案，他们还要帮护士分担抽血
送检、采集咽拭子做核酸检测等工作，
工作时间里几乎没有片刻停歇。

来自江西省荣军医院的主管护师
邹雁，在护理病人的同时，体会更多的
是病人给予他们的温暖和鼓励。许多
确诊病人得知他们从外地赶来支援湖
北，在治疗过程中给予了莫大的支持与
配合，“你们辛苦了，武汉会记住你们。”

一次，一位 82岁高龄的患者需要
去做 CT，邹雁扶他起床时，老人却推
开她说：“姑娘，我自己来。我病得很
重，你别靠我太近，会传染的。”邹雁
说，第一次进“红区”时，说不害怕是不
可能的，但是面对这样的患者，她觉得
再大的风险和付出都是值得的。
“穿着密不透气的防护服，戴着雾

气蒙蒙的护目镜、双层手套，呼吸格外
费力，打针、换药、采血都没有那么灵
活，治疗操作起来不像往日那样娴
熟。”繁重工作之余，医疗队队员张腾
用细腻的笔触记录下所见所闻，所思
所悟。他还记录了这样一件事。他第
一次给患者打针时，因为紧张和操作
不便，扎了好几下都没扎准。可患者
并不恼怒，反而对他说：“没关系，慢慢
来，就当帮你练练手。”

一首写在药盒上的72

字小诗

因为隔离病房的特殊性，水果在这
里并不多见。有时候，医疗队队员会把
自己的水果带去病房分发给患者。一
天下午，四病区的每一位患者都拿到了
一个由浙江省荣军医院医疗队队员送
来的苹果。患者陈阿姨握着苹果说：
“我舍不得吃，再想吃也舍不得。”虽然
戴着口罩，但从她笑眯眯的眼睛里，能
“看”到口罩下那张喜悦的脸庞。

正如山西省荣军医院医疗队队员
任晓换所说，患者脸上越来越多的笑
容，让他们看到了战胜疫情的希望，这
就是支撑他们坚持下去的力量源泉。

在医护人员的精心治疗下，患者
治愈率越来越高。很多出院的患者
都对医护人员致以最真挚的感谢。
“翩翩白衣，孜孜战役。不识青丝，潜
心如一……”一位患者康复出院前，把
对医护人员的感激浓缩在一首原创的
72字小诗中，写在药盒的背面，小诗下
面还写着多位医护人员的名字。护士
李茜回忆，她在整理出院患者的床位
时，发现了这个写有小诗的药盒，被摆
在病床最显眼的位置。这位患者是 1
月 28日入院的，经过 17天的医治，2月
13日治愈出院。

语短情长。这些话语饱含着患
者的感激之情，也代表了许多患者的
心声。正如一位患者所写：“白色战
袍下分不清是谁，但我们知道你们为
了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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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参加过1949年开国大典的91岁老干部（右），因脑梗致右侧上肢

乏力，见到诊治他的医疗队队员时，他举起左手向他们敬礼致意。

左上图：医疗队队员在进入“红区”前相互加油鼓劲。

左下图：医护人员研究患者病情，确定治疗方案。 作者供图

2月 1日，湖北省孝感市烟店镇水寨
村党支部书记黄汉明突发疾病殉职抗疫
一线。2月 5日，黄汉明的儿子黄雷在处
理完父亲的后事后，在父亲的微信工作群
中，写下了请战书：“我也是一名退役军
人，身体素质良好，思想意志坚定。我将
以父亲为榜样，不负使命，请领导批准。”

黄汉明 1985年退役回乡，1990年开
始任村党支部书记，一干就是 30年。水

寨村属“城郊村”，全村有 486户 1974人，
武汉返村人员达 92人，防控压力很大。
从 1月 23日起，58岁的黄汉明开始带领
村干部入户宣传疫情防控知识，逐户摸
排村民信息。1月 28日，黄汉明入户排
查时突感身体不适，到医院检查结果为
过度疲劳引发慢阻肺，医生建议他住院
治疗。第二天症状稍有缓解后，黄汉明
又急着回村参与疫情防控工作。2月 1

日上午，黄汉明的病情突然恶化，抢救
无效，因公殉职。2月 2日，孝感市委追
授黄汉明“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父亲去世后，黄雷翻看父亲的手
机，浏览着依旧消息不断的微信工作
群，感受到父亲生前所做工作的意义，
也对战“疫”有了更深刻的认识。2月 5
日，当黄雷在工作群中看到一条招募志
愿者参加巡逻活动的信息后，他很快写
下请战书。
“我和父亲都是党员，都曾当过

兵。参加疫情防控，既是为了完成父亲
的遗愿，也是一名老兵的职责所在。”

（蔡建奇、卢晨曦、姚 立）

父子两代老兵接力战“疫”

“苗苗，我们募集的口罩，武汉大学
中南医院已经收到了。”
“谢谢冰姐，这次真的太感谢你了！”

2月 17日，收到郭冰的微信后，在日本留
学的田苗兴奋不已，长舒了一口气。

田苗是一位来自湖北孝感的姑娘，
曾在驻海南某部服役。2019 年她前往
日本留学。得知疫情突如其来、家乡人
民身处困境后，田苗心急如焚，一边密

切关注着国内疫情的发展，一边寻找能
够支援抗疫的渠道。她本打算在日本
朋友和同学中募集 5000个口罩，自己出
邮费寄回湖北，孰料随着疫情蔓延的影
响，东京很多店铺口罩都脱销了，田苗
和朋友们就发动日本各地的中国留学
生通过各种渠道筹集口罩，终于筹集到
医用口罩 6640个、民用口罩 8467个及其
他一些物资。

为了顺利将这些物资及时寄回武
汉，在朋友帮助下，田苗联系到“抑疫·
2020武汉”的发起人郭冰。郭冰也是一
位退役女兵，2002年入伍的她曾在空军
某部服役。从大年初一开始，郭冰就积
极联系口罩生产商并在朋友圈发起募
捐，并通过海外采购向武汉大学中南医
院定向捐赠了6000个N95口罩。
“很高兴认识田苗，因为我俩都当过

兵，都心怀军人的责任感！”结识田苗后，
郭冰帮她找到运输渠道，并连同自己再次
从日本募集的医疗防护物资，一起定向捐
赠给接管了一座方舱医院的武汉大学中
南医院。 （刘 华、陶 昱）

退役女兵跨洋携手捐赠口罩

2 月 8 日，雷晓东上初中的儿子早
早起床，给爸爸煮了一碗热气腾腾的鸡
汤面，还附上了一张小纸条，上面写道：
爸爸加油，你是我心中的防疫英雄、暖
心爸爸！

这是近段时间以来，退役军人雷晓
东和儿子之间特殊的交流方式。疫情
来袭后，作为江苏省徐州市交通控股集
团交通运务公司副总经理，雷晓东主动

取消了春节回江西老家探亲的计划，放
弃休息时间，全身心投入到公司的疫情
防控工作中。因为无暇照顾儿子，心存
愧疚的雷晓东只能在每天一大早出门
前，写几句叮咛的话放在儿子的床头。
虽然经常见不到爸爸，但已经懂事的儿
子明白爸爸此时的工作有多么重要，为
了支持爸爸的工作，他还将自己的 1000
元压岁钱，捐给所在社区用于购买疫情

防控物资。
从 1月 24日起，雷晓东主动承担起

公司的防疫应急方案制定、疫情动态上
报等工作。在当地公交车停运后，为了
确保出租车运营安全，保证乘客出行平
安，交通运务公司全体党员在雷晓东的
带领下，为运营出租车提供定点定时消
毒服务。
“我们工作再苦再累，都是为了乘

客平安出行……”繁重工作之余，雷晓
东时常这样鼓励周围的同事。在同事
们看来，“在雷总的身上，总能看到军人
那股使不完的劲！”

（周 林、张 芹）

“暖心爸爸”守护市民出行平安

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在山东郓
城老家休假的西藏移民管理警察、退
役不久的闫纪君有些坐立不安。
“我曾在西藏边防服役 16 年，现

在又是一名警察，在国家有困难、人
民有需要的时候，我必须得做点什
么！”他通过微信和电话联系了当地一
些退役军人，组成了郓城县首支退役

军人抗疫志愿服务队并担任队长。得
知山东淄博一名郓城籍医师想给家乡
捐赠医护物资却联系不到运输车辆
后，闫纪君主动请缨，立即和 2 名队
员一起连夜奔赴 200 多 公里外的淄
博，取到捐赠物资后，他们又马不停
蹄地跑遍淄博市大小药店，自费购买
了 200 个护目镜以及 200 个 N95 口罩，

才踏上返乡的路。
自组建退役军人抗疫志愿服务队

以来，闫纪君和队员们四处筹措资
金，先后向郓城县多个党政机关部
门、乡镇等防控一线工作人员捐赠了
价值 30余万元的抗疫物资。其实闫纪
君的家境并不宽裕，父母担心他吃不
消，劝他说：“这个时候捐赠出力是
好事，但也要量力而行。”他宽慰父
母：“你们不用担心，现在防控疫情
要紧，我还年轻，有工作，生活不会
有问题！”

（魏忠友、李 伟、张财军）

边防老兵倾力支援抗疫一线

“晚上到家，推开门看到几天没见
的 3岁儿子大声喊着‘爸爸’冲上来想抱
我，我却只能后退几步躲闪着，不敢去
亲吻可爱的儿子。”

这是退役军人张光辉近期日记里
的一段话，那时他已经在安徽蚌埠的
疫情防控一线奋战了数日。张光辉是
为安徽省退役军人提供创业平台的安

徽军拓众创空间创始人之一，也是第
一批加入蚌埠青年突击队的志愿者。
在共青团蚌埠市委的领导下，军拓退
役军人志愿者突击队奔赴需要支援的
龙子湖区，配合社区人员做好社区防
控工作。此外，蚌埠市所属县区的突
击队队员也投入到基层一线的抗疫工
作中，监测往返人员体温，为防疫人员

捐献物资，为社区居民配送生活用品，
竭尽所能为打赢这场战“疫”贡献自己
的力量。

在蚌埠市固镇县扬庙乡疫情防控监
测点，还有一对突击队的父子兵。父亲
孟保成是退役军人，儿子孟昊是一名放
假在家的军校学员。得知父亲接到参加
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后，孟昊也强烈要
求参加，与父亲一起进行疫情排查、卡点
值班等工作。孟昊感慨地说：“这是一个
‘无声’的课堂，从父亲和其他队员的身
上，我感悟到什么是退役不褪色。”

（丁庆喜）

老兵突击队冲锋上“疫”线

一声“到”，一生“到”！
—各地退役军人投身疫情防控工作扫描

“我要报名参加！”听说镇上要组织
退役军人志愿者投入疫情防控工作，江
西省抚州市临川区退役军人黄开荣立
刻报了名，配合镇上的工作人员开展情
况摸排、体温测量等工作。

黄开荣 2000年入伍，在部队服役期
间曾被评为优秀士兵、优秀士官。2004
年退役后，他创办了一家米业公司，凭

着努力拼搏，把一个家庭作坊式粮食加
工厂发展成市级龙头企业。

前段时间，由于疫情蔓延，导致市
场米面粮油价格有所上涨。作为米业
公司负责人，黄开荣的态度很坚决：“疫
情当前，继续保持价格不变，决不发‘国
难财’，要做有良知的企业。”他要求工
厂每天从早上 6时 30分到晚上 12时不

停机生产，全力保障抚州市大米供应。
前几天，黄开荣了解到部分湖北返乡人
员生活物资匮乏，他立即让工厂连夜加
班生产了 1700斤大米，第二天就给临川
区的湖北返乡家庭每户送去 4袋大米，
解了他们的燃眉之急。 （张新春）

上图：1月30日起，湖南省长沙市蓝

天救援队开始在长沙市的车站、社区、宾

馆义务开展消杀工作。长沙市蓝天救援

队是一家从事应急救援的公益组织，队员

中有不少人是退役军人。图为队员、退役

军人肖晓鹏（左）和队友辗转人群密集地

区执行消杀防疫任务。 谭 蕾摄

老班长“粮”心生产保供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