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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 赢 疫 情 防 控 阻 击 战

本报北京3月20日电 华垚迪、记
者安普忠报道：记者今天从北京航天飞行
控制中心获悉，嫦娥四号巡视器“玉兔二
号”和着陆器分别于 3月 18日 7时 30分、
23时 38分结束月夜“休眠”，在阳光照射
下自主唤醒，进入第十六月昼工作期。目
前，设备运行状态良好，各项指标正常。

在上个月昼中，“玉兔驾驶员”团

队用一系列精湛操作展现了高超的技
术水平。他们一边分析月面影像图，
规划完善探测路径，一边向“玉兔二
号”发送指令，使巡视器在行驶途中巧
妙规避大大小小的撞击坑。“玉兔二
号”安全行驶 30余米，圆满完成既定探
测任务。

本月昼中，“玉兔二号”将继续沿规

划路线向北偏西方向行进，通过全景相
机成像、红外光谱分析等手段，勘测地形
地貌、分析月表物质，嫦娥四号着陆器将
开展月背低频射电天文探测和月球环境
探测研究，获取更多科学数据。

截至 3月 19日 0时，“玉兔二号”已
在月背存活 440 天，持续刷新月球车在
月球表面存活时间纪录。

嫦娥四号结束月夜“休眠”
巡视器着陆器自主唤醒开启第十六月昼探测任务

伴着和煦的春风，胜利的脚步越来
越近。

3月 19日，武汉泰康同济医院公布
接收首批新冠肺炎患者一个多月来的
“战报”——累计收治患者超过 2000人，
治愈出院患者突破1000人。

一个多月来，该院一次次刷新抗疫
“战报”：成立次日接收过百，成立 10日
收治过千……

与武汉同舟共济，与人民心连心、同
呼吸、共命运。对于日夜奋战在这里的
1400名军队支援湖北医疗队队员来说，
这家本来还有 5个月才能完工的“毛坯
医院”，是他们阻击疫情的战场。
“你们是最大的功臣，党和人民要给

你们记头功。”习主席在湖北省考察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时的温暖话语，鼓舞
着泰康同济医院党委机关和全体医护人
员，也激励着他们连续奋战，与武汉人民
并肩战斗到胜利那一刻。

“从现在开始，我们

是一家野战医院”

2 月 14日，是军队支援湖北医疗队
进驻泰康同济医院的第二天。

傍晚，天空飘起了雪花。作为感
染八科的护理负责人，林守钰一直守
在医院广场，手冻僵了，心里却有些着
急上火。

7 点刚过，一辆集装箱货车驶入

医院广场。车刚停稳，人“呼”地一下
围了上去。车门打开，是几百张钢架
病床！
“明天就要收患者了，病床今晚才送

到，都着急。”19个科室、19个护士长，争
先恐后想把自己的科室早点布置好，尽
快投入战斗。那一夜，林守钰和同事们
忙了一个通宵。

疫情肆虐，武汉告急！泰康同济医
院成立即运行，起步就冲刺。

这是一张疾如闪电的战“疫”时间
表——

2月 12日 22时，先遣组抵达武汉，5
人均为党委班子成员；13日 12时，队员
集结完毕；14日 15时，第一批医护人员
进入原医院轻症病房，接收 143 名确诊
患者；15日 9时，营房改造等一切收治准
备工作就绪；15日 12时，开始收治新的
患者……

这是一幅流星赶月的行动展开
图——

第一时间建立 12个临时基层党委、
35个临时党支部，成立党员突击队；第
一时间畅通党委、机关、科室的管理链
路；第一时间建立轻症、普通、重症三级
救治阶梯；第一时间摸清军地物资装备
和需求底数……
“从现在开始，我们是一家野战医

院！”医院领导的话掷地有声。来自 3个
军种 50多个建制团级单位的医护人员，
迅速攥成铁拳。

2月 14日 15时，由“南丁格尔”奖章
获得者游建平等组成的 7 人党员冲锋
队，首次进入“红区”。听说是军队医疗
队进驻，一位大姐哽咽着说：“你们来了，
我们就放心了！”

“每一天都有新的

挑战，每一天都是背水

一战”

3 月 15日，重症二科护士长李琦走
进 ICU，在重症患者的吸氧声中，开始了
新一天的战斗。

一个月前，医疗队刚刚进驻，重症二
科 72名医护人员就接到命令：4天内建
成一间兼备新风系统和负压环境的重症
监护病房！

90多个小时，李琦和同事们连续奋
战，如期完成任务。来不及喘口气，病房
就开始接收重症患者。“每一天都有新的
挑战，每一天都是背水一战！”李琦说。
“快！4床危险！”那天，ICU内呼叫

声骤起，“刺”得宋勇一个激灵。一名患
者血氧饱和度突然下降，面临休克的危
险。宋勇迅疾冲过去，开放气道、给氧、
监测心率、推药……

转危为安！眼看患者各项指标趋于
平稳，宋勇一颗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
来。作为泰康同济医院重症二科主任，
他早就习惯了这样的冲刺。
（下转第三版）

同 舟 共 济 战 疫 魔
—军队支援湖北医疗队之泰康同济篇

■本报记者 王通化 陈国全 特约记者 高 洁 罗 杨

本报讯 记者赖文湧、特约通讯员
石芝鹏报道：3月上旬，东部战区陆军某
陆航旅在飞行训练中穿插进行“液压油
泄漏”特情处置模拟训练。机组接到指
令后，按照特情处置预案，沉着应对、密
切配合，控制飞行姿态并逐渐降低飞行
高度，操纵直升机平稳降落。该旅领导
告诉记者，他们把空中特情处置纳入日
常飞行训练，有效锤炼了飞行员应急处
置能力。
“平时处变，战时不惊。”据了解，特

情处置训练由于风险高、难度大，对飞行
员的驾驶技术、心理素质等都是严峻考
验。出于安全考虑，往年组织这类训练
的频次不高。今年初，该旅在分析年度
训练形势时感到，越是险难课目越要常
练实练，锤炼飞行员的过硬本领。

该旅广泛收集近年来军内外各类空

中特情案例整理成集，采取“一个特情一
个专题”的办法，组织案例复盘、技术研
究，帮助飞行员加深对特情处置流程的
理解掌握。他们在充分准备的前提下设
置操纵系统故障、动力系统故障、液压系
统故障等空中特情，使飞行员掌握紧急
情况下的飞机状态，磨合前后舱、长僚机
之间的协同操作。训练结束后，他们还
组织飞行员研讨特情处置方法、分享特
情处置经验，进一步巩固训练效果。

飞行员李豪向某空域飞行途中，收
到“左发停车”的特情。他立即按照处
置流程展开操作，迅速调整操纵动作，
保持直升机姿态，精准操纵直升机安全
平稳降落。走下战机，李豪感慨道：“只
有将特情设在平时、练在平时，熟练掌
握各类特情处置方法，关键时刻才能化
险为夷。”

东部战区陆军某陆航旅锤炼飞行员过硬本领

特情处置纳入日常训练

本报讯 特约记者杨永刚、通讯员
莫珀滔报道：初春时节，高原戈壁依然
滴水成冰，火箭军某旅一场实战背景下
的战斗发射演练打响。演兵场上，穿戴
防护服、防毒面具的官兵熟练驾驭某新
型装备，作战筹划、占领阵地、标定射
向一气呵成，一枚新型导弹突破重围模
拟发射成功。

该旅列装某新型装备不久，就受命
发射首枚导弹。他们以发射任务为契
机，以新装备训练为牵引，练指挥协
同、练战术运用，提高新技能、研练新
战法，让官兵把手中装备练到极致，提
升部队实战化水平。

战斗警报随时拉响，战斗演练随时
上演。该旅常态组织野外驻训，构设模
拟战场环境，锤炼官兵在复杂环境、极
限条件下的应对能力。为推进训练与实

战接轨，他们还梳理完善涵盖多课目的
《特情处置流程》，锤炼官兵实战条件下
的战斗发射能力。

该旅通过高强度训练深入挖掘新装
备潜力，先后探索出 10余种实战化训
练成果，大大缩短部队战斗力生成周
期。疫情防控期间，他们练兵备战不松
懈，围绕独立发射、独立操作、独立战
斗“三种能力”开展比武集训，参训的
10 余个发射班组均通过考核，提升了
实战能力。

火箭军某旅以新装备训练为牵引狠抓实战实训

极限条件锤炼发射硬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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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缕阳光刚刚洒进窗户，“全副
武装”的李晓莉快步走进病区。

来自火箭军某医院的李晓莉，短发
齐耳，走路带风。作为湖北省妇幼保健
院光谷院区感染十四科护士长，病区是
她每天战斗的地方。

从军 31年，临床护理干了 26年，参
加过国际维和，执行过抗震救灾、泥石
流抢险等重大任务，李晓莉见过太多
“生死一瞬”。此次战“疫”，李晓莉再次
经历了许多“生死时速”。

那天上午，李晓莉查房时发现 85岁
的郑大爷目光有些异样，便叮嘱当班护
士“多留意”。当天下午，郑大爷病情突
然加重，各项指标异常危险。静脉补
钾、高流量吸氧、通知重症病房做好插

管治疗准备……李晓莉根据医嘱立即
实施急救。一连串的救治措施，把郑大
爷从死亡边缘拽了回来。
“作为护士，关键时刻要有与死神

‘拔河’的能力素质。”交班时，李晓莉结
合这起急救案例提醒队友。

李晓莉曾在呼吸、传染、发热门诊
等多个科室工作过，参与过数千次急
救，总结出一条条“护理宝典”：高龄患
者防跌倒猝死、高血压患者防昏迷、呼
吸道疾病患者防气管堵塞窒息……

一天傍晚，李晓莉刚出病区，就听
护士赵巧梅用对讲机呼叫：“34床高奶
奶陷入昏迷！”穿上防护服再进病区已
经来不及了，李晓莉在脑海里迅速梳理
患者信息：高奶奶已年过八旬，患有严

重的高血压。
“立即测量血压，打开移动工作站

与我视频！”李晓莉沉着冷静地对她
说。吸氧、心电监护、口服降压药和速
效救心丸……40多分钟后，患者意识恢
复正常。

李晓莉的父亲是一名参加过抗美
援朝的老兵。刚穿上军装时，父亲送她
一句话：“当兵就要有兵的样子。”多年
来，李晓莉始终记着这句话。得知组建
医疗队支援湖北的消息，李晓莉带领科

里护士集体递交了请战书。
护士站有个“督导栏”，每天查房

后，李晓莉都会贴上标签，列出当天存
在的问题，次日逐条逐项“销账”。她
说：“问题看似不起眼，但处理不好就可
能‘针尖大的窟窿透过斗大的风’。”

在战友眼里，李晓莉是战士；在患
者眼里，她是“天使”。

李晓莉常常叮嘱年轻护士：称呼患
者尽量不要叫床号，最好根据年龄称呼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听着暖心。”
60多岁的胡阿姨说。胡阿姨春节前从
杭州到武汉探亲，不慎感染新冠肺炎，
刚入院时情绪十分低落。李晓莉每次
见她都叫“大姐”，一有时间就陪她拉家
常。如今，胡阿姨身体恢复很快，还经
常热心帮助其他病友。

92岁的王奶奶出院了，李晓莉赶去
送她。一见李晓莉，王奶奶高兴地说：
“我今天出院，就想再看你一眼……”

一名护士长的“生死时速”
—记湖北省妇幼保健院光谷院区感染十四科护士长李晓莉

■本报记者 高立英 特约记者 李永飞 通讯员 许 溟

春草喜阳。投下一缕暖阳，满园

郁郁芊芊。

育苗与育人的道理内在相通，关

键词都是“成长”。草木渴望成长，越

长高，就拥抱越多温暖阳光；官兵渴望

成长，越长大，就越接近实现理想。

在第77集团军某旅，一名官兵的

成长故事犹如一束“微光”，只能照亮

一隅；一名名官兵的成长故事轮番登

台，便足以形成势场，汇成一片阳光，

照耀更多新苗。

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片云推

动另一片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

魂。把教育的自主权交给官兵，其意

义不仅在于让教育更接地气、更有温

度，更在于能激发更多官兵自我教育，

坚定信念，茁壮成长，从而汇聚成投身

强军实践的磅礴力量。

向 阳 处 处 有 新 绿
■赵喜业

短 评

3月上旬，第 77集团军某旅“我的
成长”分享活动如期进行。讲台上，某
连指导员何芳明以“人生的起点”为
题，回顾了自己从排长岗位破格晋升
的经历——
“我当兵时23岁，比排长大1岁；当

干部时 27岁，比指导员大 1岁。有人
说我年龄大、干龄短，发展空间有限。
虽然人生起点各不相同，但我一直坚
信，决定人生高度的，唯有努力奋斗。”

台上，何芳明挥起右拳，神情振
奋；台下，官兵端坐静听，一些大龄排
长更是若有所思……

该旅政治工作部主任陈良才介
绍，去年以来，他们把教育自主权交
给官兵，定期组织基层官兵分享成
长感悟，期望通过一次次成长分享
活动，激发官兵奋斗前行的动力，同
时也为思想政治教育创新提供鲜活
样本。

从回忆成长经历，到交流学习心
得；从畅谈岗位实践，到总结工作得
失……15个月，30名基层官兵的成长
样本，犹如 30 束“微光”，汇成一片阳
光，照亮台上台下。

李亮刚走上指导员岗位，就面临
“锣齐鼓不齐”的窘境：连队培养多
年的优秀骨干，几乎全被分流加强
到新组建单位。加上李亮工作之初
经验不足、思路不清，连队从一个
“老先进”，断崖式跌落，成为一个
“后进生”。

活动中，该旅优秀基层干部黄波
分享了自己“打好基础、稳中求进”的

工作体悟，让李亮很受启发。他主动
提出同黄波结成互帮对子，每周分享
带兵心得。当年底，李亮所在连队“重
回巅峰”，被表彰为旅基层建设先进单
位。“择其优而从之，是一条成长捷
径。”李亮有感而发。

分享活动既带给听众以启迪，也
让分享者自身受益匪浅。某连特战小
队小队长宋庆曾对此深有感触：“一次
分享，是一次自我反思，也是一次自我
激励。”

宋庆曾为争取参加国际军事比赛
资格，苦练 3个月，落选；为争取参加全
军特战小队小队长集训名额，又苦练 3
个月，依旧落选。当他失落地重返工
作岗位时，旅领导邀请他登上讲台，并

特意命题“不是第一也精彩”。
“不是第一，让我错失了很多机

会。我为之苦恼，甚至有些气馁。可
静下来反思后发现，正是‘追求第一’
的信念让我一直进步……”走下讲台，
宋庆曾重拾信心。数月后，他凭借过
硬表现，在同批毕业的小队长中率先
晋职，任某特战连副连长。
“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的方式有很

多，重要的一条就是要充分尊重基层
官兵主体地位，关注每名官兵的成长
进步。”该旅领导介绍，如今，集团军已
经通过新媒体平台，在所属部队推广
了他们这项活动经验。从“我的成长”
到“我们的成长”，分享活动汇聚的阳
光，正照向更远的地方。

第 77集团军某旅创新思想政治教育方式，通过组织
分享活动，把“我的成长”变为“我们的成长”—

30束“微光”汇成一片阳光
■本报实习记者 丁 涛 通讯员 杜 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