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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拥助力疫情防控

热点聚焦

双拥见证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全国双拥办
迅速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双拥部门发挥
双拥工作优势，帮助战“疫”一线军队人
员解决实际困难。与此同时，军队各级
也主动发挥自身优势，积极支援地方疫
情防控和复工复产。

特殊战“疫”中的“双拥样板”告诉
我们：病毒挡不住全民战“疫”的洪流，
疫魔挡不住军政军民团结的伟力。

铭文刻在门诊楼前

更刻在子弟兵心中

湖北武汉。中部战区总医院门诊
部大楼前，一行石刻铭文格外醒目：一
切为了人民健康。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这庄严承诺
扛在全体医务人员的肩头，更刻在每一
名人民子弟兵的心中。
“尊敬的空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

院党委，作为一支有优良传统并具有丰
富经验、成功战胜过‘非典’的医疗队
伍，我们随时听候调遣……”除夕夜，一
份落款为“空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呼吸内科全体人员”的请战书，在朋友
圈刷屏。

17年前，他们战斗在抗击“非典”一
线；17年后，他们再一次义无反顾地奔
赴“战场”。一页页摁满红手印的请战
书，一声声铿锵有力的誓言，响应使命
的召唤，回应生命的呼唤。

1月 21日，中部战区总医院受命组
建第一批 40人的医疗队，进驻武汉市肺
科医院重症监护二病区，这是武汉市新
冠肺炎重症患者定点收治医院之一。
这是军队最早派出的一支医疗队。仅
仅 5天后，该院再次受命组建第二批 22
人的医疗队，支援武汉市第七人民医
院。医务人员闻讯后纷纷主动请战。
28岁的护士王艳，原本定于正月初六结
婚，但一直坚守在岗位上。她说：“结婚
是个人的事，可以推迟；抢救病人是要
命的事，不能推迟！”

截至 3月中旬，中部战区总医院发
热门诊量达 1.3 万余人次，新冠肺炎专

区累计收治患者 829 人，治愈出院 739
人。

勇于担当，越是危险越向前。在人
民子弟兵的逆行行列中，又何止中部战
区总医院的医务人员！

除夕之夜，发兵之时。任务突如其
来，广大军队医务人员毫不犹豫，有的
甚至来不及与家人道别。

3 批共 4000 多名医疗队员闻令而
动，动若风发。2月 2日上午 8时 55 分
许，8架大型运输机每间隔 5分钟依次
降落在武汉天河机场。

2月 14日，由“南丁格尔”奖章获得
者、军队首批“援非抗埃”医疗队总护士
长游建平等 7人组成的党员冲锋队，首
次进入武汉泰康同济医院“红区”。

从 1月 25日至今，军队支援湖北医
疗队已连续奋战两个多月。医疗队员
们不叫苦，不喊累，连续作战，无怨无
悔。

火神山医院、雷神山医院，边建边
接收治疗患者。

3月 16日，陈薇院士团队重组新冠
疫苗研制成功，获批启动临床试验。从
1月 26 日赶赴现场到取得这一重要成
果，由陈薇领衔的军事科学院科研团
队，仅仅用了58天！

如果不是胸怀人民，如果不是勇于
担当，何以创造一个个奇迹？

这次疫情大考，再次告诉世人：无
论时代如何变化，无论任务多么艰巨，
无论局面多么复杂，人民子弟兵急人民
之所急、忧人民之所忧，爱民为民，甘愿
为人民群众牺牲奉献的宗旨本色永远
不会改变。

“连心卡”连起前后方

更连起战“疫”一盘棋

2月 10日，火神山医院陆军医疗队
急需支援 1300套医疗内衣。浙江省从
有关方面受领任务后，军地立即联合启
动应急动员程序，1小时内对接好货源，
3小时内完成物资筹措和捐赠手续办
理，中国邮政开辟专车专人“绿色通
道”，不到 72小时就将援助物资送达武
汉。

2月中旬，河北省廊坊军分区通过
电话、短信、微信等方式发布募集医疗
物资公告，仅仅 48小时，就从 13家地方
企业募集一大批 84消毒原液、医用消毒

酒精、防护服和橡胶手套等医疗物资共
计38吨，及时运往湖北抗疫一线。

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奋战在一线
的“战士”扛起了一座座大山。他们也
是平凡的血肉之躯，只有心无后顾之
忧，才能轻装前行。

疫情发生后，各地党委政府和双拥
部门讲政治、顾大局，专门为战“疫”一
线军队人员和家属制作“连心卡”，安排
专人“点对点”服务……解决问题之快、
传递爱心之暖、落实力度之大，令人赞
叹。
“打疫情防控阻击战，实际上也是

打后勤保障战。”“保障”，既是保障一线
急需，也是保障一线人员后顾无忧。

3月中旬，正在武汉火神山医院抗
疫一线奋战的军医谢华红接到消息：在
军地共同努力下，身患重病的父亲谢开
圣顺利转入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
医院，接受进一步治疗。他悬着的心终
于放了下来。

无独有偶。在山东省曲阜市吴村
镇吴村，一个电话让军属孔令勤愁眉舒
展。镇武装部部长告诉他，民兵帮扶队
帮他家的麦田追撒了开春头茬肥。孔
令勤感动不已：“这可真是‘及时雨’啊，
正愁家里承包的 40亩麦田没法及时施
肥呢！”原来，他正居家隔离，无法下地
耕田。

打赢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
战、阻击战，军政军民团结发挥了不可
替代的特殊作用。

联合指挥快速高效。千军万马看
指挥，指挥关系顺畅，预案精细，梯次推
进，确保了抗疫防疫既有条不紊又快速
高效。

资源整合事半功倍。军地协作、信
息共享，整合资源、优势互补，大大提高
了抗疫防疫的效率。

并肩作战士气大振。武汉保卫战，
军民并肩作战。湖北保卫战，军民并肩
作战。全国疫情防控，军民并肩作战。
军民守望相助，同舟共济，“中国方案”
令世界惊叹。

“硬核快递”传递信心

更传递双拥正能量

1月 23日，武汉关闭离汉通道。武
汉市蔬菜货源中，约七成来自外省采
购。受疫情影响，武汉市物流配送企业

未能复工，市场保障供应人力严重不
足，蔬菜配送成为首要难题。

根据地方请求，报中央军委批准，
湖北省军区立即协调空降兵某部、中部
战区空军某基地、空军航空兵某师、空
军预警学院、中部战区陆军某舟桥旅、
陆军勤务学院训练基地等驻军部队和
军事院校，紧急抽调 130 辆军用卡车、
260余名官兵，组成驻鄂部队抗击疫情
运力支援队——网友亲切地称之为“硬
核快递”。
“这么短时间内，把来自不同兵种

部队的运力集结起来，成立一个混合编
队，由省军区统一指挥，这在省军区的
历史上绝无仅有！”湖北省军区副政委
吴海涛说，只要当地群众有需求，我们
“使命必达”。

湖北省军区前进指挥所的日志里，
每天更新着运力支援队的任务轨迹：截
至 3月 10日，这支混合编队跑遍了武汉
三镇 200 多个点位，运送物资 11000 余
吨，累计行车 35万多公里……他们就像
抗疫战线的“摆渡人”：河南生产的资料
柜，要从武汉郊区运到火神山医院，他
们来了；青海西宁捐赠给武汉的爱心高
原白菜，要从仓储点拉到武汉市民的
“菜篮子”边，他们来了；“方舱医院”急
需大量病床，他们来了……

军爱民，涓涓细流汇成大海；民拥
军，点点星光照亮天空。这种可贵担
当，让更多人加入抗击疫情和复工复产
的洪流中——

河南郑州退伍老兵杨东旭，率 6名
员工赶到武汉，无偿为运力支援队提供
车辆维修保养服务。在他们寻找汽车
配件的过程中，许多商家一听说是部队
需要，纷纷主动捐赠。

3月 2日，运力支援队前往武汉黄
陂区运送蔬菜，途经服务区，工作人员
送来饮料、面包等食品，官兵严守纪律，
婉言谢绝……这一幕被路人发到网上
后，无数人为之泪目。
“每天趴在窗户上，看到军车从眼

前驶过，心里就踏实多了！”社交媒体
上，许多武汉市民表达着心声。

战胜疫情，信心百倍，穿越时空隧
道，人们依稀看见：

淮海战役时的数十万小推车，与
“硬核快递”运力支援队，正自信地手牵
手。

这牵手是军民团结如一人的强大
力量，也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
战脱贫攻坚目标任务的磅礴力量。

风雨里，我们同舟共济
——各地发挥双拥优势助力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闻思录

■中国国防报记者 方 帅

“脱贫攻坚战不是轻轻松松一冲

锋就能打赢的，必须高度重视面临的

困难挑战。”习主席在决战决胜脱贫攻

坚座谈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给军队

支援地方脱贫攻坚指明了方向。

军队支援地方脱贫攻坚成效显

著，但当前，军队帮扶的贫困县、贫困

村还有一些未摘帽、未出列，这些深度

贫困地区大多地理位置偏远、自然灾

害多发、生存条件恶劣、基础设施和公

共服务落后，都是最难啃的硬骨头。

经验告诉我们，攻克最后的堡垒难度

大，务必拿出滚石上山的干劲，一鼓作

气才能打赢脱贫攻坚这场历史性战

役。

一鼓作气，呼唤军地合力，标准不

降，力度不减。曙光在前，万万不可麻

痹大意。数据表明，已脱贫人口中有

近200万人存在返贫风险，贫困边缘

人口中还有近300万存在致贫风险。

“足寒伤心，民寒伤国。”我们务必进一

步提高站位，千方百计巩固现有成果，

确保已脱贫群众不返贫。“帮钱袋”管

一时，“教技术”管长远。通过定向培

训和精准培训，确保已脱贫户拥有安

身立命的一技之长，尤为重要。扶贫

先扶“志”，扶贫必扶“智”，在解决好物

质贫困的同时，不断帮助提高农村贫

困群众的文化素质、健康素质和法律

素质等，彻底隔绝贫困的“代际相传”，

同样十分重要。开识字班，办夜校，帮

助乡亲们提高科技文化素质，我军历

来有这样的好传统。当前和今后一个

时期，如何既继承传统，又开拓创新，

是考验也是挑战。

一鼓作气，呼唤军地合力，咬定

目标，攻坚克难。脱贫攻坚不存在

“差不多”与“基本完成”，只能不折不

扣地彻底完成，这是初心使然，更是

使命召唤。还未脱贫的群众和剩余

的贫困地区，是最后的贫中之贫、困

中之困。拿下脱贫攻坚的“腊子口”

和“娄山关”，有战略还要有战术。军

地双方只有瞄准突出问题和薄弱环

节对症下药，不断优化现有政策、提

升执行效率，通过狠抓落实，才能彻

底拔掉“穷根”。只有把脱贫盲点摸

清摸透，逐村逐户逐项梳理问题短

板，一项一项整改“清零”，一户一户

“对账”销号，才能确保农村贫困人口

全部如期脱贫，同全国人民一道迈入

全面小康社会。

一鼓作气，呼唤军地合力，“摘

帽”不摘责任，“摘帽”不撤摊子，“摘

帽”不甩包袱。今年是脱贫攻坚战收

官之年，因遭遇疫情影响，各项工作

任务更重、要求更高。“摘帽”不摘责

任，体现的是脱贫攻坚担当。“摘帽”

只是一个阶段的结束和总结。“摘帽”

后会不会返贫？有没有潜在返贫因

素？统筹考虑这些问题，切实拿出预

防之策，才能确保“穷帽子”摘得彻

底、永久。“摘帽”不撤摊子，体现的是

脱贫攻坚后劲。“一个萝卜一个坑，出

水才看两腿泥。”我军性质、宗旨和光

荣传统，决定了军队帮扶是一个长期

过程，理应让脱贫村始终感觉到子弟

兵作后盾，从而增强发展的信心和勇

气。从某种程度上讲，“摘帽”后的帮

扶标准更高，难度更大，更需要有的

放矢地帮，追求帮扶的最大成效。“摘

帽”不甩包袱，体现的是脱贫攻坚初

心。不忘初心，更能看清差距所在。

想一想当初为什么助力地方脱贫攻

坚，看一看这几年脱贫攻坚做了些什

么，哪些地方做好了，哪些地方还留

有遗憾。有了这些总结检视，大功告

成的想法就不会出现，歇歇脚的念头

就会打消。

(作者单位：第七十九集团军某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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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员，我们为啥跟千里之外的
朱村开展军民共建？”前不久，第 82集
团军某旅“钢八连”组织开展“忆传统、
寻初心、励斗志”主题党团日活动，上等
兵周雨辉一番问话引起了新兵们的普
遍关注。
“朱村是我们老八连救下来的！”连

指导员刘为的讲述，慢慢打开尘封已久
的画面。

位于山东省临沂市临沭县的朱村，
被誉为滨海“小延安”，是抗战初期就建
立党组织的支前模范村。1944年农历
除夕的清晨，一股日伪军攻进了朱村。
八连在连长鄢思甲带领下，与日伪军激
战 6个多小时，保护了朱村 1000多名群
众。这次战斗中有 24名战士献出了宝

贵生命。第二天大年初一，天刚蒙蒙亮，
乡亲们不约而同齐聚朱村王氏老林，祭
奠牺牲的24名烈士。到今年大年初一，
这个纪念仪式整整延续了76个年头。

在“钢八连”服役的老指导员郑沂
家，转业后一直寻找“钢八连”当年在朱
村战斗中牺牲的 24 名烈士遗骸安葬
处，找到了就修一座墓，立一块碑。

2012 年，富裕起来的朱村村民自
发捐款 60余万元，建成了由朱村抗日
烈士陵园、老四团“钢八连”纪念馆、朱
村历史文化陈展室和朱村档案资料馆
等组成的红色文化教育基地。

听到这里，来自山东临沂的战士王
冠超激动不已：“我一定努力训练学习，
为家乡和连队争光！”

延续76年的祭奠
■高中录 郭伟峰

2月 6日一早，一个佩戴护目镜、口
罩，脸被包裹得严严实实的老人，顶着
刺骨的寒风，把用纸包着的厚厚一沓
钱，送到辽宁省军区大连第七干休所：
“请把这笔钱转到武汉，这是一个老兵
全家人对疫区的一份爱心！”说完这
话，老人扭头就要离开，工作人员拦住
老人，一再挽留追问，才弄清了事情的
原委。

老人名叫谈明，今年 95岁，是一位
军队离休干部，曾在抗日战争、解放战
争中屡立战功。新冠肺炎疫情发生
后，老人忧心忡忡，一连多日睡不好
觉。当他看到武汉疫区医疗物资缺乏

时，更是心急如焚，就跟陪在身边的两
个女儿商量：“等我这个月工资下来，
咱给灾区捐点钱吧！”

知父莫过女，两个女儿了解父亲，
也赞同父亲的想法。两人当即到银行
把父亲当月的工资取出来。接过钱，
谈明数了数说：“留一小部分生活费，
剩下的 12000元钱，都捐给武汉吧！”受
父亲感染，退休的大女儿谈卓俐和二
女儿谈卓慧商量：“老人有这个心愿，
我们不但不能拦着，而且还要向他学
习！”两人把兜里的余钱也捐了出来。

晚上下班回到家中的孙子谈博得
知情况，也主动加入捐款行列：“爷爷

和姑姑都献了爱心，我也不能落后，我
捐 1000 元！”就这样，你 800 元我 1000
元，谈家 9口人，争先恐后慷慨解囊，连
刚上小学的两个曾孙子每人也捐了
200元“压岁钱”。大家数了数，全家凑
了 19400 元。丈夫病故的大儿媳妇虽
生活拮据，也不甘人后：“剑锋因病去
世后，家里虽然欠了些债，可我们也要
尽微薄之力，我代表剑锋给凑个整数
吧！”就这样，不到一天时间，谈家凑了
两万元捐款。

其实，谈明家里并不富裕，大儿子
前几年患肺癌去世，大女儿一直和老
人生活在一起，全家开销不少。老人

更是生活节俭，穿的都是原来的旧军
装，或是儿孙们淘汰的旧衣服，最值钱
的电器是孙子给买的电视机；一把藤
椅坐了近 30年，破损的扶手用布缠裹
起来接着用；吃的很简单，常常是一碗
粥、一碟咸菜。干休所领导劝谈明：
“您老家里本来就不宽裕，还是少捐点
吧！”谈明坚决不同意：“党培养我这么
多年，国家又养了我几十年，我捐点钱
是应该的。不是捐多了，是我做得还
不够。知道我为啥想隐姓埋名捐款
吗？就是怕你们知道了又得劝我少
捐！”

熟悉情况的人都知道，谈明家献
爱心已成“惯例”。据不完全统计，仅
从’98 抗洪起，非典疫情、汶川地震、
玉树地震，全家累计捐款 11.8 万元。
日前，在谈家祖孙四代模范行为感召
下，谈明所在干休所的干部员工和离
休老干部纷纷行动起来，不到半天时
间，就为灾区捐款 12 万余元。

四代人捐款记
■李 刚 姜 彬

地方复工复产任务繁重，

武警官兵紧急行动。3月7日，

驻守粤港一线的武警广东总

队执勤第三支队，在深圳盐田

港巡逻执勤，加强对进出任务

区工作人员和车辆的防疫检

测、卫生消杀，守护任务区复

工复产。图为在盐田港填海

区，武警官兵为进出人员测量

体温。

助力复工
■廖 键 文/图

军地时评

为助力地方做好学校疫

情防控工作，确保春季开学

工作安全有序进行。3月下

旬以来，辽宁省辽阳军分区

组织人员对市区38所学校进

行全面防疫消杀。据悉，近

期他们还将协助地方开展入

校晨检、安置发热学生隔离

室、校园公共卫生条件保障

等工作。

守护复学
■谭长俊 文/图

双拥影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