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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核”出击，争分夺

秒开辟战“疫”新战场

从武汉关闭离汉通道那天起，一直
奋战在抗疫前线的付明贵，几乎没睡过
一个囫囵觉。

正月初一下午，火神山医院建设刚
拉开序幕，武汉市决定再建一所雷神山
医院，32 个病区，1500 张病床，10 天左
右建成。

非常时期，非常任务。有着“地产
铁军”之称的武汉地产集团受领了这项
“急难险重”任务。当晚，总经理付明贵
火速组建雷神山医院建设指挥部并担
任指挥长，他在集团内部广发“英雄
帖”，设计、工程、监理、审计、质量安全
等各专业精兵强将纷纷请缨参战。

此时的武汉，疫情蔓延，医疗资源
告急，火神山、雷神山两座医院的建设
牵动着亿万人的心。
“提速度、保质量、重安全！不负

党和人民的重托，坚决打赢雷神山医
院建设攻坚战！”面对鲜红的党旗，付
明贵带领全体参建党员作出承诺。他
深知，要打赢这场非同寻常的硬仗，
必须打破常规，用实际行动“硬核”出
击。

面对“极限工期”和“超高质量”的
双重压力，以及春节假期和严峻疫情的
双重阻力，面对亿万“云监工”的高度关
注，面对渴望尽早住进病房患者的期
盼，在武汉市新冠肺炎防控指挥部的领
导下，付明贵带领团队会同中建三局等
建设单位，13000多人、1500多台设备昼
夜施工，争分夺秒推进项目建设。清晨
到达施工现场，晚间巡查指挥，每天平
均步行十几公里，成为付明贵日常的工
作状态。
“快点！再快点！”雷神山医院的建

设时间以小时甚至以分钟计算。历经
10个昼夜的鏖战，一座现代化专业传染
病医院拔地而起。

一条条“捷报”从雷神山医院建设
现场陆续发出：2月 6日开展验收逐步
移交，2月 8日收治首批新冠肺炎重症
患者……在这个不平凡的春天，付明贵
和同事们奋勇建造的“生命安全岛”，为
战“疫”开辟出新的战场。

战斗有我，为英雄的

城市打造“生命方舟”

武汉按下了“暂停键”，方舱医院建
设按下了“快进键”。

2月 3日下午 5时许，雷神山医院建
设正酣，武汉市新冠肺炎防控指挥部又
紧急下令，立即将武汉国际会展中心、
武汉客厅和洪山体育馆改建成 3所方舱
医院，有效应对疫情高峰，实现应收尽
收、应治尽治、重症轻症分流诊治。

这是一场背水之战——零经验、疫
情急、人员缺、物资少、运输难。

这是一场与时间、与疫情赛跑的硬
仗——工期 36 小时，提供 4400 余个床
位，施工进度必须精确到以小时计算。

接到任务时，付明贵还在雷神山医
院施工一线。“方舱医院建设必须‘加速
度’！”付明贵立即赶到方舱医院施工现
场进行指挥调度：设计团队现场办公，
制订多套方案供医疗专家选择；施工人
员 5小时内抵达现场；立即联系材料供
应商，连夜调货……根据感染控制专家

的意见，付明贵带领团队设计出 50张床
位的样板间，后来被作为方舱医院建设
的模板。

2月 5日凌晨，3所方舱医院陆续收
尾，分项验收。与此同时，医护人员和
患者开始进场。无缝衔接的背后，是付
明贵和同事们的艰辛付出，“不觉得困，
也不觉得冷，大家心里始终绷着一根
弦，一刻也不敢懈怠。”

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总攻阶段，武
汉方舱医院不断扩容。2月 17日，武汉
地产集团再接任务：5天内再建 2所方
舱医院。

越是艰难越向前。当天踏勘选址，
第二天开工建设。经过紧急调配、多方
协调、昼夜施工，2所方舱医院全部按期
完工。

急速建造方舱医院，有速度更要
有温度。看到媒体刊发的患者在病床
上看书的照片，付明贵建议设立“图书
角”，这一做法很快在其他方舱医院推
广。“方舱医院的设计除了从医疗功能
上考虑，还要注重人文关怀，要想深想
细想周到，真正成为托举生命与爱的
方舟。”

组织建设 5所方舱医院，累计提供
床位 7814张，超过武汉全市方舱医院床

位的四分之一，运行 30余天后收治患者
数量归零……付明贵和“地产铁军”建
设人员的贡献，从此写进这座城市的战
“疫”历史。

守望相助，与英雄的

人民并肩战斗

疫情期间，武汉街头有一张宣传
画，上面写道：“’98抗洪挺过来了，’08
雪灾挺过来了，这次武汉也能挺过来。
武汉加油！”

看到这张宣传画，付明贵感触颇
深。

在武警湖北总队武汉支队船艇大
队的荣誉室里，摆放着国务院、中央军
委授予的“抗洪抢险英雄船艇大队”荣
誉称号锦旗。

付明贵清楚记得，22年前的 7月 3
日，武汉暴雨如注，情况危急。接到命
令后，时任船艇大队教导员的他和 40
名战友组成敢死队，分乘 12艘橡皮艇，
抵达位于长江和汉江交汇处的高公街，
一次次转移被洪水围困来不及撤离的
群众。

从穿上军装那一年开始，30 多年
来，付明贵始终与武汉这座城市“同呼
吸，共患难”。疫情发生以来，武汉地产
集团有 500 余名工作人员下沉到汉阳
区、江岸区的 5个街道 41个社区参与疫
情防控工作。“你们克服困难，坚守岗
位，充分体现出‘地产铁军’的责任与担
当！”在社区工作点，前去看望的付明贵
这样给同事加油鼓劲。

雷神山医院建成后，近 8万平方米
建筑的物业管理，以及污染区的日常保
洁消毒、医疗垃圾转运仍是难题。紧急
关头，在付明贵的倡议组织下，集团的
80余名退役军人站了出来，近百名员工
写下请战书。短短 3天时间，400 余人
进驻现场，近百人的后备队伍随时待
命，为雷神山医院运行提供专业、高效
的服务。

物业管理团队出征当天，付明贵赶
到雷神山医院，带领党员先锋队庄严宣
誓：“使命在肩，战斗有我！”

疫情不退，战“疫”不止。在这场没有
硝烟的战斗中，付明贵和建设者们仍在坚
守岗位，用智慧和汗水托举希望之光。

与英雄的城市风雨同舟
■本报记者 陈国全 特约记者 何武涛 通讯员 田国松

河南信阳，作为毗邻湖北武汉的
豫南地区之一，以及大数据统计武
汉人口流出排名第一的外省城市，自
疫情发生伊始就面临着极大的防控压
力。面对突如其来的严峻疫情，广大
信阳退役军人闻令而动，冲锋在前，
在这片红色土地上助力打赢疫情防控
阻击战。
“我报名！”“我请战！”信阳市浉

河区自主择业干部牛荣华等 22名退役
军人第一时间在请战书上按下红手
印，申请成立退役军人突击队。“祖国
有困难，前线在召唤，我们理应入
列。”牛荣华说。
“最难熬的是春节假期那几天，天

特别冷，漫漫冬夜中寒风袭来，让人
瑟瑟发抖。”信阳市双拥办的巴红光是
最早响应信阳市委号召，加入社区志
愿者队伍协助防控值守的机关党员干
部之一。“我是一名老兵，只要有需
要，就该冲在最前面。”

2月 15日，信阳市大雪突降。罗
山县楠杆镇岳楼村的疫情防控卡点
上，“父子兵”施昌盛和儿子施璐璐始
终坚守在风雪中。据统计，信阳市市
县 （区） 两级退役军人事务部门有
600余人参与了抗疫志愿服务，1.2万
余名退役军人守在“疫”线。

前方战“疫”攻坚，后方守望
相助。“我们年纪大了，不能上一线
冲锋陷阵，就让我们为战胜疫情尽
一点绵薄之力吧。”原空军一航院的

几位退休老干部送来捐款 1万元。退
役军人邬有春购买了价值 16 万元的
500 套防护服、3000 公斤消毒液和 2
万个口罩，捐给潢川县抗疫一线的
工作人员。鸡公山管理区退役军人
吴坤组织他所在的车友会捐款 20 余
万元……爱心汇聚成洪流，在抗疫
“战场”，信阳上万名退役军人主动
捐钱捐物，涌现出一大批“支前模
范”。

随着国内疫情的逐渐好转，许
多省市在防控疫情的同时，开始紧
锣密鼓地复工复产。“企业有没有
外地员工？口罩够不够？复工期间
有没有需要解决的难题……”连日
来，信阳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积极动
员退役军人参与复工复产，确保疫
情防控和保障生产“两不误、两促
进”。

信阳市一家科技公司是省重点企
业，受交通管制影响，许多员工出行
不便。了解到这一情况后，12名驾驶
技术过硬的退役军人主动承担起接送
员工返岗的任务。

疫情难掩春光好，春耕备耕正当
时。近日，退役军人、淮滨县新里镇
陈围孜村第一书记黄登，正与村里的
党员干部一起，忙着为村民采购农
资。他们逐一了解各家各户需求，联
系农资销售网点统一购买种子、农药
等农资配送到各家各户，确保村民春
播春种不受影响。

河南省信阳市退役军人抗疫战场冲锋在前

战“疫”，他们再次入列
■吴 刚 本报特约通讯员 孙明江

“我也是为人子、为人夫、为人父，
肩上也扛着沉甸甸的责任，但作为一
名党员、一名医务工作者，尤其还是一
名退役军人，我必须坚持下来。”谈起
疫情高发那段困难时期的境遇，自主
择业军转干部、湖北省武昌医院放射
线科医生尹红卫很是感慨。

1月 22日，武昌医院被确定为收治
新冠肺炎患者定点医院，医院东西院
区共开设了 504张床位，不到 3天就全
部住满，但仍有大量门诊患者涌入，全
院上下都在超负荷工作。

尹红卫所在的放射线科CT室，为
了解决大量病人滞留问题，全体人员
24小时三班倒进行CT检查，防护服一
穿就是七八个小时。由于超强度、大
负荷的工作，加之经常与患者零距离
接触，科室先后有 3名医护人员病倒，
这无疑给其他人带来巨大的心理压
力。
“不过，忙起来就忘了害怕，特别

是看到军队支援湖北医疗队队员不畏
生死、千里迢迢来帮助我们，作为他们
中曾经的一员，还有什么理由退缩
呢？”尹红卫说。

在抗击疫情的特殊战场，武汉市
广大自主择业军转干部虽然脱下军
装，但仍像战士一样冲锋陷阵，奋勇当
先。

周帆 2018年自主择业后成为武汉
市第四医院武胜路院区泌尿外科的一
名医生。疫情发生后，他主动请战，到

医院急诊外科接诊发热病人。
该院古田院区被确定为收治新冠

肺炎患者定点医院后，周帆临危受命，
从 2 月 8 日起开始进入隔离病房工
作。多少次夜不能寐，多少次湿透衣
服，周帆已经记不清了，但只要病人需
要，他每次都是第一时间前往隔离病
区。

哪里有需要，就往哪里冲。这是
属于军人的果敢，即使离开军营，也不
会改变。
“轻伤不下火线，更何况我曾是一

名军人，现在正是需要我的时候。”面
对严峻的疫情，甘玉成在腿伤尚未痊
愈的情况下，义无反顾地回到工作岗
位。

2018 年退役后，甘玉成到江汉区
民族街街道办事处工作。去年 12 月
中旬，甘玉成在工作时不慎将膝盖韧
带拉伤，医生建议他静养 3 个月。春
节期间，随着武汉疫情形势越来越严
峻，看到街道办事处人手紧张，在家休
养的甘玉成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他
耐心说服了家人，投身街道一线防控
工作，不管是接转病人、社区防控，还
是代老人购药、配送生活物资，哪里有
需要，哪里就有他的身影。

一日从军，终身是兵。在全国上
下众志成城、全力以赴抗击疫情之际，
武汉市广大自主择业军转干部，用实
际行动践行了“若有战、召必回、战必
胜”的铮铮誓言。

武汉市广大自主择业军转干部积极投身疫情防控工作

哪里有需要，就往哪里冲
■柯 磊 本报记者 赖瑜鸿 特约记者 何武涛

每年的 3月 8日，蔡绪强都要给妻
子送一束花，这一天是他们的结婚纪
念日。尽管今年因为上了抗疫前线来
不及送花，他还是跟妻子说，会补上
的。

可这一次，他失约了。
3月 9日清晨，这位疫情期间在湖

北省荣军医院连续坚守 47天的退役军
人，心脏骤停，抢救无效因公殉职，
年仅53岁。

当天，湖北省荣军医院又有 15位
治愈的新冠肺炎患者出院，但那个之前
每天笑呵呵给他们送饭的“蔡大哥”，
再也没能出现。

蔡绪强生前工作时，喜欢在工作
服里穿一件海魂衫。1985年 11月，19
岁的蔡绪强成为海军某基地的一名水
兵。服役 5年间，他两次被评为“红
旗车驾驶员”。1990 年退役后，他成
为湖北省荣军医院一名职工。

疫情发生后，蔡绪强主要承担医院
的餐饮保障工作。当时正值春节假期，
缺人缺物，他一个人前后奔忙。随着隔
离病区从 1个增加到 7个，返岗的医护
人员和接收患者不断增多，最高峰时一
天的餐食将近700人份。蔡绪强负责统
计和送餐工作，47天里没有耽误过一名
患者、一位医护人员的一日三餐。

和他并肩作战的医院总务科负责
人谭学龙说，蔡绪强每天早上 5点多
就起床，一直忙到晚上七八点大家都
吃完饭，他才能返回驻地。回到房
间，他还要统计第二天送餐的份数，
休息时已是晚上11点多。

蔡绪强的妻子在微信里问他怕不
怕，他说：“不怕是假的，但如果退
缩，那我们的武汉怎么办？病人怎么
办……”

这些年，蔡绪强在荣军医院当过司
机，烧过锅炉，干过基建，服务过供
养。无论在哪个岗位，只要组织有需
要、有安排，他不怕苦、不怕累、不讲
条件，坚决服从组织决定，而且总是会
成为最让人放心的人选。

随着疫情发展，地处武汉的湖北省
荣军医院成为抗疫前沿之一。除了救治
一线病患，为数百名医护人员和患者配
送三餐、保障抗疫“粮草”同样成为一
项艰巨的任务。

退役军人事务系统援鄂医疗队后
勤保障组刘敏回忆，起初蔡绪强来送
餐时，他们要和他一起搬，他却不
让，“太重了，我自己来，你们在救治
一线已经很累了，要节省体力。”

蔡绪强打心眼里心疼这些医护人
员，他曾说过：“很多姑娘都跟我女
儿差不多大，因为疫情都走到了前
线，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一名老兵
更应该坚守不退！”

湖北省荣军医院是隶属于湖北省
退役军人事务厅的优抚医院，平时主要
为集中供养的一至四级伤残军人提供
医疗服务。能够在这里服务昔日的战
友、服务伤残军人，蔡绪强感到十分光
荣，他一直把在荣军医院工作当成军旅
生涯的延续，尽心尽力关爱战友。

和蔡绪强一样，荣军医院的全体

职工也把为退役军人、伤残军人服务
的满腔热忱，延续到救治新冠肺炎患
者身上。近两个月来，湖北省荣军医
院共收治住院发热病人 800 余名，其
中包括 471 名新冠肺炎患者，治愈出
院 359人。“救命之恩，无以尽报。仅
以拙笔，愿君安好。”出院患者用饱含
深情的诗歌，表达着对荣军医院全体
人员的真挚感谢。

平日里乐观、热情的蔡绪强，为了
活跃微信工作群里的气氛，给大家减
压，有时会把自己演唱的歌曲发到群
里。3月 8日晚，蔡绪强像往常一样在
微信群统计第二天全院医护人员和患者
的三餐。只是，以往在微信群里十分
“活跃”的蔡绪强，当晚显得有些“安
静”。同事说多加几份饭，他只是简单
回复了一个“嗯”字，过了一段时间才
发出了修改后的送餐表。

如今，蔡绪强演唱的《我爱你中
国》的歌声依旧在微信群里回响，可
大家再也吃不到他配送的可口饭菜。
但他们都记得蔡绪强在微信群里的那
句留言。当大家感谢他的辛苦付出
时，他回复说：“我曾经是名战士，现
在还是。”

下图：蔡绪强（左）生前与同事

一起为医护人员和患者送餐。

作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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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山东省军区临沂离职干部
休养所离休干部李群迎来了他的百岁寿
辰。往年李群过生日，儿女们都会从各
地赶来与他欢聚一堂，可今年因为情况
特殊，李群的家人无法前来为他庆祝这
个特别的生日。然而，在离休所工作人
员的精心筹划下，李群依然度过了一个
温馨的百岁生日。
“所里有 18名老干部，平均年龄 91

岁，都属于新冠肺炎易感人群，我们必须
尽全力保障他们的健康和安全。”离休所
所长解清说，为了让老干部在疫情防控
期间依然享有高质量的服务保障，全所
工作人员自疫情防控伊始就全员待命，
与老干部建立挂钩联系负责制，每天两
次登门为老干部测量体温，了解他们的
身体状况和生活需求，确保饮食配送、送
医送药、日常维修、信报收发等服务水平
只升不降。

文职医生张丽和文职人员孙振翔
负责“结对”服务老干部李群。每天两
次登门“拜访”时，除了医学护理外，张
丽还特别关注老人的心理状态，通过心
理疏导及时缓解他的焦虑情绪。由于
疫情防控要求，春节期间李群的儿女不
能前来看望照顾老人，难免有些不理
解，孙振翔耐心劝说，并主动承担起老
人的日常服务工作，不论是搬运杂物还
是收拾庭院，他随叫随到，用热心关爱
化解了老人儿女的担忧。

李群生日当天，离休所的工作人员
一大早就忙活起来，为老人做了长寿面
和生日蛋糕，还准备了鲜花一同送到家
中。回望自己的百年人生，李群感慨万
千：“听党的话，跟着党走，我们才能过上
好日子。”他表示，作为所里年龄最大的
党员，他自愿捐款 2000 元，用于支持疫
情防控工作。

百岁老人的别样生日
■冯 岚

归零！
3月 10日 15时 30分，最后一批患者走出武

汉市武昌方舱医院。至此，运行30余天、累计收
治1.2万余人的武汉16家方舱医院全部休舱。

看到自己参与建设的“生命方舟”陆续退出
抗疫“战场”，付明贵欣慰不已。

22 年前，面对那场长江特大洪灾，时任武
警湖北总队武汉支队船艇大队教导员的付明
贵，率领官兵一次次驾驶冲锋舟与洪水搏斗，用
“生命之舟”救出群众22000多人。

10个昼夜建成雷神山医院，迅速高标准建成
5所方舱医院……当危急时刻再次来临，退役军

人付明贵带领武汉地产集团建设人员，交出了这
样的战“疫”成绩单。

参军入伍到武汉，转业工作在武汉……30
多年来，付明贵始终与这座英雄的城市“同呼
吸、共患难”，也把使命与担当融入这座城市的
历史。

付明贵（右一）在雷神山医院建设现场指挥调度。 作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