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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宣誓：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
员义务……”

3月 16日上午，在重组新冠疫苗研
发获批正式进入临床试验的特殊节点，
一场“火线入党”宣誓仪式在中部战区
总医院移动检测实验室前举行。坚守
战“疫”一线 50余天的军事科学院军事
医学研究院研究员黎浩、助理研究员张
梦瑶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军事医学专家组全体党员在临时
党支部书记、中国工程院院士陈薇的
带领下，面对党旗庄严宣誓，重温入党
誓词。
“入党不仅意味着身份的转变，也

意味着沉甸甸的责任。希望你们在今
后工作中，时刻以一名合格党员的标准

要求自己，坚决服从党的领导，关键时
刻冲得上去、危难关头豁得出来，只有

做到战斗精神更强、工作标准更高、服
务态度更好、完成任务更优，才无愧于

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仪式后，陈薇院
士的话既是鼓励更是鞭策。
“坚决完成党和人民交给的任务，

靠的就是战斗堡垒坚强，党员先锋模范
作用好。”陈薇告诉记者，专家组在组建
伊始，就同步成立了临时党支部，绝大
多数党员参加过抗击非典、抗震救灾、
援非抗埃等重大任务，人员数量精、专
业技术水平高。
“在这个艰巨的时刻，我将迎难而

上，坚决听从党的安排，尽职尽责，为
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贡献自己的力
量！”“听党指挥，全力以赴，冲锋在
前，不辱使命！”面对鲜红的党旗，黎
浩、张梦瑶都表达了坚守疫情防控一
线、不获全胜决不收兵的坚定决心。

左图：在鲜红党旗下重温入党誓

词。前排从右至左依次为陈薇、张梦

瑶、黎浩。 邵龙飞摄

在火线成长 在火线检验
—探寻两名火线入党党员的心路历程

■本报记者 邵龙飞 特约记者 庄颖娜 张振威

我出生在一个军人家庭，父亲是一

名军队政治工作干部，参加过青海玉树

抗震救灾，还被评为“全国抗震救灾模

范”。我记得，很小的时候，父亲就带着

我一起长跑，寒暑无阻，不仅强健了体

魄，还潜移默化地塑造了我积极、奋进、

坚定的性格。父亲一直是我的导师和

榜样，直到现在，遇到重要的事情我总

会征求他的意见。

从小学到大学，我学习成绩一直很

好，没让父母操过心。可没想到，在入

党的问题上，父亲连续两次给我泼了冷

水，建议我“暂缓”。

第一次递交入党申请书，是我大学

本科毕业那年。父亲跟我长谈后说，我

对党的基本知识掌握不牢，不具备入党

条件，建议我全面深入学习以后，再考

虑入党的事。

不久后，我考入原第四军医大学，

硕博连读，还获得了赴国外继续深造的

机会。在即将获得博士学位的时刻，我

郑重地告诉父亲：我已经认真学习了党

的知识、党的理论，决定再次申请入党。

没想到，再次与我促膝长谈后，父

亲认为我依然不具备入党条件。

军校博士生中，党员比例很高。我

感到“别人是党员，我也应该是”。父亲

说：“这是对党认识不深，思想上不成熟

的表现。”

“入党不是攀比，也不是一种荣誉凭

证，那是一种发自内心的信仰。”他的这句

话让我至今记忆犹新。

如今，在战“疫”一线，我对入党有

了更深的理解。

在这里，我身边的多名党员都叫响

“跟我上”，每天不知疲倦地忘我工作。

我能真切地感受到他们舍小家、顾大家

的大局意识，临危不惧、奋勇当先的无畏

精神，吃苦耐劳、纪律严明的优良作风。

受到他们的感染，我也浑身充满了干劲。

我所从事的核酸检测工作，昼夜颠

倒、轮班进行是常态。一次全流程的核

酸检测，从单批次的检测数量到人员进

舱出舱准备、检测的时间，都相对固

定。有时送检样本数量多，检测人员不

但轮番上阵，还要连夜赶工，最终确认

结果往往要到凌晨四五点。

一天天下来，我开始习惯这样的工

作强度，习惯在附近的会议室找个地方眯

一会，习惯了“沾床就着”，习惯了脸上长

痘、黑眼圈、掉头发，习惯了像是被人狠狠

揍过一顿的肌肉酸痛……曹诚研究员代

表党组织找我谈话那天，我也是刚奋战一

个通宵，早上7点多才从实验室出来。

“我也想成为这样的人，成为党组

织的一员。”我在入党申请书中写下了

自己最真实的感受、最迫切的愿望。

得知我在疫情防控最前沿火线入

党，父亲发信息勉励我：入了党就要一

生坚定追随党，服从安排听指挥，尽职

尽责作贡献。

能在一线火线入党，我感到无比骄

傲和自豪！我想告诉党组织，告诉大

家：入党是我发自内心的选择。

入党是发自内心的选择
■张梦瑶

我出生在湖北咸宁，大学毕业于

武汉大学，这里是我的家乡。能在战

“疫”一线光荣入党，对我来说有着特

殊的意义。

2008年，我在武汉大学获得学士

学位，并被保送至原军事医学科学院攻

读硕士和博士学位、参军入伍，2013年

留院工作。

说实话，学生时代的我曾一度以

为，入不入党对我来说并不重要，只要

遵规守纪，一门心思搞科研就足够了。

在战“疫”一线50多天的战斗生活，促

使我认真回顾了10多年来在军事医学

科研殿堂的成长成才足迹，让我真正认

识到：是组织培养我成为关键时刻能顶

上去的“防疫尖兵”，是身边的共产党员

带动我成为再危险、再疲惫也不下火线

的“钢铁战士”，加入党组织成为我前所

未有的热切期望。

我所在的研究所有着60多年的光

荣历史，为攻克部队卫勤保障难题，老

一辈科研工作者曾经冒着枪林弹雨，在

祖国西南边陲的密林中用茅草搭起实

验室搞科研。入学后，我多次听到导师

讲起他们的故事。

参加工作后，我主要从事新发传

染病研究。在曹务春研究员的带领

下，我跟随科研团队在我国蜱媒传染

病最为严重的地区开展了8年前瞻性

研究。每一次野外作业，曹研究员都

身先士卒，冒着被叮咬患病的危险，带

领课题组的年轻同志深入戈壁、草原、

森林，采集媒介与宿主动物标本，获取

蜱虫种类、季节消长、病原体本底等一

手数据，为部队官兵和当地医院提供

详尽的蜱媒传染病防控解决方案。在

这期间，我们发现了数种世界上从未

报道过的新蜱媒传染病，相关成果获

得了2019年度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

这期间，我个人在学术领域也取

得了很大收获，不仅主持多项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国家重点研发

计划课题，在国际知名学术期刊发表

SCI论文 20余篇，还获评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优秀青年科学基金、北京市科

技新星。我被组织破格晋升为研究

员，获得正高职称。

在参与多项重要科研攻关和执行

重大任务中，我也接触到了更多优秀的

共产党员，他们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勤

勤恳恳工作。从他们身上，我看到了党

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这次到武汉战“疫”一线，所见所闻

更加深了我对党的认识。陈薇院士、曹

务春研究员等都冲在抗击疫情的最前

沿，不惧危险，开展实地调查，指导样本

筛检，制定防控策略，组织疫苗研发。他

们的坚强党性、奉献精神，深深地感染了

我、鼓舞了我，让我明白了党员是什么。

对我来说，入党是我人生的必选项。

习主席说：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

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

望。作为一名公共卫生领域的科研人员

和部队防疫战士，我深刻体会到了使命

感、责任感。在这个艰巨的时刻，我将迎

难而上，坚决听从党的安排，尽职尽责，为

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贡献自己的力量！

愿用一生担起使命职责
■黎 浩

“这次集训采取网上送学、线下
组学的方式组织，形式新颖，而且坚
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为各级党委
加强班子能力建设，推进党建工作扎
实展开，理清了思路、夯实了基础。”
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日前组织的师旅
团级党委班子党建集训，让参训学员
收获很多。

谈及开展集训的初衷，该中心党
委领导说：“做好落实中央军委党的建
设会议精神下篇文章，重点要解决好
加强党委统一领导的问题。中心所属
单位管钱管物管工程的多，行业问题
集中敏感，要把加强党的建设和党的
领导作为必修课、常修课，摆在突出位
置。”据了解，在防控疫情情况下，集训
无法以集中办班模式组织进行，他们
不等不靠，及时调整集训方式，利用强
军网、视频会议系统，采取远程指导模
式开展，突出领导帮、示范领、相互学、
自行悟相结合的方法，全面提升各级
党委强自身、解难题、抓备战、统建设
的能力。

线上送课，线下答题。此次党建
集训，在量化学习篇目、细化学习时
间的基础上，在线上每天设一个专
题、上一课辅导、出一份试卷，各级党
委班子采取个人自学、小组讨论、自
主答题、视频交流等方式，按时按量
落实集训内容。针对集训难督导的
问题，采取查验资料和电话抽查的方
式，通过实时查看图片、视频、记录等
方式，严格保证集训的时间、内容、人
员、质量“四落实”。不少集训学员
讲，虽然是线上送课，但时时处处都
能感受到严督实训的压力，一点也不
敢放松。

聚焦问题靶标，才能当好“解题
人”。中心党委领导介绍，他们前期
利用考核党委班子、蹲连住班等时
机，下到基层、沉在一线，与官兵面对
面、心贴心交流，不仅形成了一批党
建调研报告，还梳理出强化党委集体
领导效能、加快部队转型重塑、聚焦
备战打仗等 8 个急需破解的现实难
题。在此次集训中，中心党委常委带
头受领“大课题”，结合工作实际和调
研成果进行备课授课。各级党委根
据部队建设需要确定“小选题”，总结
抓建经验后再横向分享给兄弟单位，
形成集众家之智，共强“一线指挥部”
的良好局面。

结合集训学习，该中心进一步固
化抓党建强组织常态化机制，持续深
化“常委分片抓建、机关挂钩帮带”活
动、探索“考风、考绩、考德”师旅团级

党委班子的考帮建路子、定期组织党
建专题调研和巡查抽查等举措，为持
续加强中心部队党的建设和党的领导
找准了抓手，推动全面从严治党深拓
实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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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典型就是一面旗帜，一次标
兵党员评选活动就是一次生动的党员
教育。

3月上旬，武警某部特战第二支队
组织开展“海外荣光”主题党日活动，评
选标兵党员。这个支队担负着特殊的警
卫任务。组建以来，一批又一批党员赴
汤蹈火，舍小家顾大家，用实际行动践行
使命任务。为表彰先进典型、赓续“海外
荣光”，支队党委研究决定评选“爱党卫
国、爱军精武、爱岗敬业”十大标兵党员，
并予以表彰宣传。

身边的先进典型最具感召力。支
队领导说，他们中有坚守战场、义无反
顾的海外勇士，有征战赛场、摘金夺银
的“双一等功臣”，有兢兢业业、服务基

层的机关干部，也有业务精湛、保障有
力的基层司务长。组织评选标兵党
员，就是要充分发挥标兵党员的引领
表率作用，激发广大官兵的荣誉感和
使命感，持续推动支队建设向好向上
发展。

支队以此为契机，在全体官兵中
开展“接续砥砺初心，续写海外荣光”
使命任务讨论，鼓励大家与先进典型、
标兵党员对照，把感悟收获变成锐意
进取、开拓创新的精气神和埋头苦干、
真抓实干的原动力。不少新毕业的年
轻干部表示，要尽快克服从院校到基
层的水土不服，向标兵党员看齐，强化
担当意识，努力提高建功本职的能力
素质。

武警某部特战第二支队

身边的典型最具感召力
■贾 乾

“20床需要高流量吸氧，哪位能解
决！”
“高流量氧气湿化仪已放在缓冲

间，并调至备用状态，随时可用。”
……
紧急需求，迅速处置，火神山医院

感染三科一病区护士姜雪深知，时间
就是生命。

病区医生傅恩清告诉记者：“只要
有姜护士在，保证你要啥有啥，配合得
准默契。”

姜雪是某医院神经外科手术室护
士长，有着 25年的党龄，多次参加大型

卫勤演训保障活动，对救援任务有非
常丰富的经验。汶川地震医疗救援
中，她不顾危险，连夜配合医生为多名
重伤员进行手术治疗；作为列车医疗
队队员,千里护送伤员至北京；参与抗
击埃博拉病毒的 100多天里，配合医生
挽救多名非洲患者的生命。
“与时间赛跑，跑赢了就可能救活

一条生命！”大年三十凌晨接到驰援武
汉的通知后，她安顿好刚病愈出院不
久的父母，第一时间向组织递交了请
战书。
“疫情就是命令，时间就是生

命。抢救新冠肺炎患者就是与疫魔
抢夺生命，物品的保障必须快速、有
序、高效。”这是她多次参与急救总
结的深刻心得。

姜雪和护理团队战友们全方位保
障病区患者的衣、食、住、用物资，以及
治疗耗材及药物，每次要清点领取几
十箱物资，有时只能徒手搬运回病区，
但她从未有半点退缩之意。

十几趟下来，汗水浸透衣服，腿和
胳膊僵硬酸痛不听使唤，但她尽量减
少中途休息的时间，心里念叨着“自己
是名老党员了，关键时刻一定要做好

榜样，带动大家早一分钟将物资送抵
病区，患者就早一分钟得到救治。”

日升月落，夜以继日。她像一部
不知疲倦的机器，不停地运转着，为身
边战友做出了榜样。

为了持续改进病区护理质量，作
为质控组长，除完成自己工作外，姜雪
在基础护理、专科护理、病区管理等方
面主动帮带年轻同志。从感染控制落
实到各项流程优化，从优质护理服务
到患者的心理服务，每一个细节，她都
努力照顾到。

3月 18日，病区同时收治了 3名 90
岁以上重症患者，姜雪带着责任护士
逐个了解患者情况，明确护理重点和
注意事项，带头给患者喂饭、更换尿不
湿。一路照顾下来，虽然累得直不起
腰，但当听到患者对她说“谢谢你，你
是一位负责任的护士”，姜雪所有的疲
倦一扫而空。

火神山医院感染三科一病区护士党员姜雪——

跑在病情变化之前
■本报记者 陈国全 特约记者 王均波 通讯员 杨 柳

南部战区海军某基地结合探索建立战斗精神长效培育机制，广泛开展

“学习战斗英雄、弘扬战斗精神”主题党日活动。图为3月13日，曲靖舰党员

干部正在给入党积极分子讲述先辈战斗经历。 薛成清摄

党员风采

党建视野
党员故事

■新闻快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