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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防控第一线——战“疫”手记

自除夕夜听令出征、驰援武汉以
来，我已参与战“疫”40 天，也在
“红区”工作了40天。

所谓“红区”，就是新冠肺炎患者
隔离病房。在这里，我经历了生离死
别，也经历了爱的传递。我们全力治
愈患者，患者也用爱激励我们。每一
天，“红区”里都有温馨的故事发生。

2月 19 日那天，我如往常一样在
“红区”值班。身着三级防护服的医护
人员穿梭于病房内，询问患者病史、
进行医疗救治、协助生活护理，一切
井然有序。

入夜，紧张了一天的“红区”慢
慢平静下来，有的患者在病房里看电
视，有的与亲人视频。一位战友提
出，咱们平时穿戴密不透风的全身防

护服，与患者交流比较吃力，何不趁
这个机会，请他们把最想说的话写下
来呢？

我们拿出纸笔，写下“请问您最
想说点什么”“您有什么要求”等，而
后分发给患者。他们纷纷在纸上写下
自己的心声：“感谢亲人解放军，你们
辛苦了”“愿我们都早日走出‘红
区’”……

一句句感谢，一个个祝福，每个
字都让人心里暖暖的。我想，这些
“红区”的“访客”们，一定是在这
里看到了生命的希望，才能写出这
般温暖的文字，有专业医护人员在
他们身边，他们是安心的。我们在
这里不仅治疗他们身体上的病痛，
还激发他们战胜困难的信心和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
回想武汉下雪的那天，我发现 39

床的患者王叔叔心情不好，便主动上
前跟他搭话。年过六旬的他，拉着我
直掉眼泪。我一时不知该怎么安慰，
想起他喜欢写字，就找来纸笔，说：
“王叔，你送我一幅字吧。”“风雨送
春归，飞雪迎春到……”他一气呵成
写下了毛主席的 《卜算子·咏梅》。
看着窗外飘落的雪花，感觉这首词特
别应景。

在“红区”这样特殊的病房里，
医护人员和患者都是并肩作战的“战
友”——待到山花烂漫时，我们相约
笑着走出去。
（张旭航、王俊康、本报特约记

者 李大勇整理）

“我们全力治愈患者，患者用爱激励我们”
■火神山医院感染一科一病区护士 唐 杰

2月中旬，记者在新疆军区某装甲
团二营采访时得知，该营四连坦克射
击专业教练员、上士雒吉垚组训任教
资格被暂停，由首席教练员对其进行
为期两周的帮带。

专业教练员为何有此遭遇？原
来，在专业基础教学训练中，雒吉垚
组训任教方法不科学，安全风险评估
未到位导致参训人员出现训练伤，这
才被要求停职“回炉”。

那天，营里对坦克射击专业进行
理论和车载武器分解结合考核，雒吉
垚组训任教的小组虽然成绩排名靠
前，却引发了争议——他要求组员夜
间加练，但缺乏指导，导致两人因操
作不当手被严重划伤而无法参考，只
好临阵换人。
“不仅雒吉垚这一组，其他小组成

员手上、脸上都或多或少贴着创可

贴”“科学组训是刚性要求，不能蛮
干”……议训会上，营连干部骨干从
“雒吉垚小组临考换人”切入，进而就
“如何防止出现训练伤”问题深入展开
讨论，普遍认为由于组训不科学导致
的非战斗减员是极大的潜在危害。

会上，大家还对去年发生的一
件事记忆犹新。去年 7月，营里组织
车载机枪实弹射击。二炮手、上等
兵小王因操作失误，手指被挤伤，
所在车组也因非战斗减员被迫中断
射击。
“平时治训不严，战时就容易掉

链子。训练不科学、操作不规范是
产生此类现象的根本原因。”该营对
照新大纲深入查找出“干部指挥素
养偏弱”“教练员组训任教缺乏实战
思维”“军事训练评比竞赛内容单
一”“不注重纠正个人训练痼癖动

作”等可能导致非战斗减员的 5类 34
个问题，逐一建立问题台账，制订
整改措施。

记者翻阅台账看到，每条措施都
直指问题根源。以教练员组训任教问
题举例，记录共有 4 条 9 人次，涉及
“纠治教练员参照教案多结合实际
少、组训任教方法老套、忽视过程质
效评判”等方面，贯穿教练员备课示
教、组训任教、实弹演练全过程各环
节。

对照营连下发的纠改计划和实施
步骤，经过一周多的帮带，像雒吉垚
一样“回炉”的 5名教练员已初步掌
握了科学的组训任教方法。“‘回炉’
只是手段，而让每一名骨干认识到科
学组训的重要性、必要性，形成传帮
带良性循环才是目的！”重获执教资格
的雒吉垚，对此认识深刻。

专业教练员为啥被停职“回炉”
—新疆军区某装甲团二营坚持从严治训的一段经历

■吴曰斌 本报记者 颜士强

记者探营

连日来，武警青海总队执勤支队按计划展开技能训练，稳步提升官兵军事素质，在做好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的同时，加紧练兵备战。图为官兵正在进行擒敌训练。

杨 浩摄

“王杰，这次战备物资核查，可别
再‘移花接木’了啊！”战友的一番调
侃，让我内心泛起了阵阵波澜。

时间调回到上个月底，保管队组
织库存物资例行核查，当检查到我负
责的药材库房时，细心的队长捕捉到
一个细节：“这支口咽呼吸管怎么和
其余 9支不是同一批次的？”他随即找
来装备登记簿核对，不一会儿就发现
了端倪。

眼看纸包不住火，我只好将事情
的经过和盘托出：几天前，我在整理库
房时，不小心损坏了 1支口咽呼吸管，
本想第一时间申领补充，但因为收发
任务交织，忙乱中将此事抛到了脑
后。眼瞅着就要核查库存了，慌乱之
下我便自作主张在隔壁库房“暂借”1
支，准备以“移花接木”之策应付完检
查，再按标准调整库存物资。
“口咽呼吸管是战场上至关重要

的救护器材，如果不按要求储存管
理，遇有紧急任务就会出问题，影响
黄金救援时间！”平日里和蔼可亲的
队长丝毫不留情面，当即对我提出了
严肃批评。

晚点名时，队长一一通报了检查

中暴露的问题，并语重心长地告诫
大家：“战斗力建设来不得半点虚
假，一切都要从有利于战备的角度
考虑问题，平时‘移花接木’‘张冠李
戴’，到了战场就会付出惨痛代价！”
熄灯后，队长的这段话久久萦绕在
我的脑海。

翌日一早，我第一时间归还“借”
来的物资，请领补充库存缺件，认真
做好装备出入库登记，并主动与战友
查纠仓储管理中的“和平隐患”，当我

们把“机械执行应急收发程序不讲时
效”“个别物资存储期限过长未及时
更换”“库区物资摆放影响通行”等问
题一一梳理出来后，整改思路也随之
明晰……

经历这件事让我深刻明白了一个
道理：保管员首先是战斗员，也要有随
时准备打仗意识，“移花接木”长不出
战斗力的“实心果”！

(郭佳兵、本报特约记者 刘一

波整理)

“移花接木”长不出战斗力的“实心果”
■西宁联勤保障中心某基地保管员 王 杰

值班员：新疆军区某高炮团指挥连

连长 刁盼盼

讲评时间：2月19日

今天，我们对全连战备物资进行
了突击检查，有 4名同志战备物资不
齐全。为什么在例行战备检查时大家
全部合格，而突击检查就会发现这么
多问题？

据我了解，例行战备检查是严格
按照计划落实，时间相对固定，也让
个别同志觉得有机可乘。他们明知自
己物资不全却不及时补充，而是临检
前向哨兵、炊事人员“暂借”，蒙混
过关。而今天对所有人员进行突击检
查，不少平日里藏着掖着的问题就暴
露了出来。

同志们，打起仗来人人都是战斗

员，缺少任何一件战备物资，都可能
导致“一颗马蹄钉毁掉一个王国”的
故事重演。大家要端正态度，充分认
清战备物资的重要性，切不可“偷工
减料”“滥竽充数”，更不能抱着侥幸
心理“移花接木”。下一步，各级骨
干要加强监督管理，连队还会不定时
对战备物资进行抽查。

（台 浩整理）

战备物资岂能“借用”

营连日志

北风呼啸，寒意袭人。2月下旬的
一个周末，刚值班结束便要无缝衔接地
参加班务会，西藏军区青藏兵站部某大
队信息保障队战士任东波没有丝毫埋
怨，反而还很期待。

然而，就在前不久，他和不少战友还
对参加班务会不“感冒”。原来，该队官
兵常年担负无线电台、卫星接收等通信
值班，任务十分繁重。“工作不分昼夜，每
次值班结束已是精疲力竭，特别怕折

腾。”任东波坦言，之前的班务会存在不
少“形式主义”，让人倍感心累。
“班务会天天强调‘老三样’，有一种

‘似曾相识燕归来’的感觉”“班务会形式
大于内容，战士不愿畅所欲言”“个别班
长就是连务会的‘传话筒’，班务会开得
没有重点”……在前期该队组织的一场
“兵言兵语”建言献策活动中，班务会成
了战士们吐槽的热点。
“绝不能让不走心的班务会成为

战士们的负担。”为使班务会真正开到
战士的心坎上，他们根据收集到的意
见建议，向班务会中存在的形式主义
“亮剑”：调整规范班务会内容，组织示

范观摩；支委成员推门进班，全程跟踪
督导；充分发扬民主，让人人都手握
“麦克风”……一套“组合拳”打下来，
效果立竿见影，战士们都感觉“班务会
实了，大家心气儿足了”。

听闻此事，一名兵站大队领导在感
叹的同时，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房间内
务打扫完了，装模作样继续“干活”的战
士会被班长表扬，而在一旁忙其他事的
人则会挨批评。问题来了，形式主义的
“根”究竟在哪里？这名大队领导继而引
导机关干部反思此事折射出的不实作
风，认真梳理自身在指导帮带、工作模
式、作风建设等方面存在的问题。

把班务会开到战士的心坎上
■张 征 本报特约通讯员 朱伊丹

“叔叔，这是我最近的考试成绩
单，数学差 7分就得满分了。”“叔叔你
看，我的分数比他高。”……前不久，
第 73集团军某旅勤务保障营四级军士
长史泽远休假期间带着 1800 元现金，
走访福建省长泰县的几个贫困家庭，刚
一下车，就被孩子们团团围住。

5年前，史泽远来到这个村参加义
务劳动时，无意间得知了几个困难家庭
的情况，由此走上了捐资助学之路。这
些年来，史泽远一有时间就会给孩子们
辅导功课、讲励志故事，像亲人一样关

心他们的学习生活。
去年小郑考上了宁德师范学院，

今年小姚又考上了莆田学院。孩子们
的努力，让史泽远倍感欣慰。小姚激
动地说：“衷心感谢史叔叔的帮助，等
我走向社会，一定会将这份爱心传递
下去。”

其实，早在 2008 年底，史泽远便
开始了捐资助学。当时，入伍不久的
他在单位组织的学雷锋活动中了解
到，驻地村里有学生因家庭困难被迫
辍学。于是，他主动找到村干部要求

资助贫困学生，这一做就是 12年。在
史泽远的资助下，先后有 7 名贫困学
生完成大学学业。目前，还有 25名中
学生、10 名小学生在史泽远的爱心呵
护中茁壮成长。

爱的辐射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战
友加入到爱心助学行动。截至目前，该
旅已有 20多名官兵与驻地贫困学生结
成“一帮一”对子。

一句话颁奖辞：爱心助学不言弃，你

让很多学子有了更广阔的人生舞台。

一棵“爱心树”浇灌 12年
■徐明章

宋义忠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