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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26日，武汉在院新冠肺炎患者
清零……医疗救治工作取得了重大胜
利，经过 3个多月的艰苦努力，目前中国
本土疫情传播已基本阻断，生产生活秩
序加快恢复。

从寒冬到暖春，举国上下齐心协力，
一幕幕抗击疫情、抢救生命的画面汇成
爱的洪流。

这是生命至上的中国理念——“把
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摆在第一位”
“尽最大可能挽救更多患者生命”“最大
限度提高治愈率、降低病亡率”……疫情
暴发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做出重要
部署，要求全力以赴救治患者。

这是守望相助的中国实践——全国
4.2万余名医务工作者逆行出征；火速建
成火神山、雷神山医院；创新推出方舱医
院，中医药治疗贯穿始终，集中优势资源
抢救重症患者……中国以实际行动诠释
着敬佑生命的人间大爱。

最美逆行，托起生的希望

4 月 15日，华中科大同济医院中法
新城院区，几度生命垂危、与新冠肺炎缠
斗了 67天的刘先生康复出院。望着眼
前的白衣天使们，他无限感动：“谢谢你
们，给了我一个春天。”

那一天，武汉阳光明媚。

该院区不远处的一家酒店门前，闻
讯赶来的武汉市民手持红旗鲜花，送别
战斗了 80多天的北京协和医院援鄂医
疗队队员，他们也是最后一批撤离的援
鄂国家医疗队。

白衣天使们为患者托起生命的春天，
武汉市民以最高礼仪致敬逆行的英雄。

欢送的人群举着横幅——“感谢北
京，因为有你，武汉不怕”“致敬最美逆行
者”等标语在阳光下闪动。
“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包括北京协

和医疗队在内的，来自全国的医护人员
赶过来帮我们，不计生死，让我们十分感
动。”前来欢送的刘君激动地说，他也是
一名奋战在抗疫一线的武汉市蔡甸区中
医院医生。

大疫突袭，英雄无畏。
31个省区市、逾8万人感染病毒……
面对前所未有的重大疫情，武汉一

度告急、湖北一度告急：医院人满为患、
住院床位紧张，物资设备短缺，医护人员
不足……严峻形势令人揪心。

疫情防控的全国棋局上，湖北和武
汉是重中之重，是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的决胜之地。

疫情就是命令！“我报名！”“我熟悉，
我来！”……铿锵话语，伴随着一幕幕最
美逆行——

1月 24日除夕夜，人民解放军闻令
而动，450 名首批支援湖北医疗队队员

搭乘军用运输机飞赴武汉；
1月 26日大年初二，北京六家医院

抽调重症医学科、呼吸科、医院感染科专
家组建的 121人国家援鄂医疗队向武汉
进发；

2 月 9 日正月十六，辽宁、上海、河
北、江苏、广东、山东等十多个省份 5787
名医疗队人员同日抵达，武汉天河机场
迎来异常繁忙的一天；

……
全国 346支援鄂医疗队、4.2万多名

医护人员尽锐出征，其中重症、感染、呼
吸等专业超过 1.6万人，与湖北和武汉同
仁并肩战“疫”，点亮生命之光。

更有钟南山、李兰娟、王辰、张伯礼、
陈薇、黄璐琦、仝小林……院士“逆行团”
冲在了防疫最前线，为疫情防控和医疗
救治贡献智慧。

这是一场举全国之力、集优质资源
的生命保卫战——

武汉之外，19个省份对口支援湖北
的医疗队和物资也接踵而至，黄冈，山
东、湖南来了！荆门，浙江、内蒙古来
了！襄阳，辽宁、宁夏来了！……

4万多名建设者并肩奋战，火神山、
雷神山医院拔地而起；方舱医院迅速启
用，定点医院加快改造扩容；增加医院感
染控制专家，征用酒店、高校等建立隔离
点，竭尽全力避免交叉感染；
（下转第三版）

分秒必争！一切为了治病救人
—中国抗疫生命至上的生动实践

4月24日，第83集团军某旅与空中突击部队联合开展伞降实跳训练，从难

从严打牢战斗力基础。图为特战队员跃出机舱。

肖腾达摄

南沙群岛，座座岛礁如宝石镶嵌
碧海蓝天之间。

仲春时节，记者登上华阳礁看到，
官兵一天的生活油污水经过一套神奇
的装置处理后，很快便实现油和污水
分离——油被收集后送，污水则被进
一步处理。
“这是我们南沙人自己的发明，还

获得了国家专利！”守礁官兵自豪地介
绍，要保护好南沙美丽的自然环境，岛
礁上的生活油污水处理是必须攻克的
难题。这套“虹吸式油水分离装置”已
在南沙各岛礁安装使用，不仅大大提
升了治污能力，而且节省了一笔可观
的环保经费。

油污处理装置的发明者叫吴井
泉，是南沙守备部队的一名助理工程
师。29岁的他，皮肤晒得黝黑，让人很
难将其与时髦的“创客”联系到一起。
然而，这名看似普通的技术干部登上

南沙岛礁不久，解决现实难题的发明
创造便一件接一件。仅 2019年，他就
有 5项发明获国家专利。

吴井泉出生于海南儋州，从小目
睹父辈在南海捕鱼作业，立下了保卫
这片“祖宗海”的志向。2012 年，从华
东理工大学毕业后，他选择参军入伍，
期望能到南沙去守礁。因为专业不对
口，他被分配到位于广州的南部战区
海军某部。

2018 年，南沙守备部队选调干
部，看到通知上有专业对口的岗位，
吴井泉没有丝毫犹豫报了名。来到
南沙，他很快找到了施展才华的舞
台。测绘专业出身的他发现，潮汐是
影响海洋战场环境的一个重要因素，
而当时岛礁上的潮汐测量仪器容易
受海水盐度分层和温度分层影响，产
生不少误差。

能不能设计一种更精准的潮汐测
量装置？大学期间曾获得过 2项国家
发明专利的吴井泉又一次“脑洞大
开”。

“你有多大才，就给你多大台。”得
知吴井泉的想法，南沙守备部队党委
表示全力支持，并为他开展革新提供
便利。

说干就干，吴井泉在永暑礁上选
择了几个观测点，收集海潮涨落数
据。为获取第一手资料，不论烈日当
头还是狂风暴雨，他每天坚持测量，用
一组组翔实的数据建起了潮汐数据模
型。经过反复尝试，他创新设计出“新
型自动验潮仪”。这一装置测得的潮
汐数值不受海水水温、盐度等因素影
响，不仅能有效提高测量精度，而且设
备成本大大降低。

首战告捷，吴井泉攻关热情更
旺。水深测量设备受风浪影响误差较
大，他便设计出能精准测量船只动态
吃水深度的新型测量仪；海上测量设
备易受环境因素影响，他又研发出排
空式小孔滤波器等新型滤波设备……
除了革新发明，他把本职工作也干得
有声有色，先后获得海军测绘成果一
等奖3项、二等奖 6项、三等奖 3项。

南沙守备部队助理工程师吴井泉扎根岛礁锐意科研创新—

一年获得5项国家发明专利
■本报特约记者 黎友陶

习主席指出，青年时代，选择吃

苦也就选择了收获，选择奉献也就选

择了高尚。青年军官吴井泉投身守

卫海疆一线、取得丰硕科研成果的故

事，正是来自基层部队的生动实践。

它启示我们：青春是用来奋斗的，奋

斗的最佳舞台就在备战打仗一线，奋

斗的最好方式就是为能打胜仗攻坚

克难。

向战而行，为战攻关。战斗力建

设前沿，有大片空白需要填补，有大量

课题需要探索，有大批难题需要破解，

期待有志者去创造，闯出一片天地。

期待每名勇于担当强军重任的年轻战

友投身其中、成长成才，在火热的一线

淬炼火红的青春。

向战而行 为战攻关
■王天益

吴井泉近影。 作者提供

4月23日，西藏军区某边防团岗

嘎边防连组织党员先锋队在兰巴拉

山口巡逻。 卢亚鹏摄

4月 24日，武警北京总队机动第一支队
训练场上，一场别开生面的故事会赢得现场
官兵的热烈掌声。伤愈归队的特战尖兵张
家润在训练间隙以《500 天后，我重返“战
场”》为题，讲述了他顽强拼搏、与伤病抗争
的故事。
“2018年 4月，我在一次比武竞赛中意外

受伤，躺在病床上无法动弹。‘立即停止训
练！’在医生通知我的那一刻，我想的不是病
痛，而是怎么样早日重返‘战场’。从离开病
床到重新学习走路，最后回到比武场，每一
次的进步都饱含太多的汗水和泪水。”

说起重返“战场”的点点滴滴，这名入伍
12年的老兵脸上满是坚毅和自豪，在场官兵
被他的事迹所感动。

该支队领导介绍，他们结合主题教育，每
月组织“军营大讲堂”主题故事会，以身边典型
作为生动教材，营造“人人参与教育，处处都是
课堂”的浓厚氛围，激励官兵爱军精武。

不久前，先后 3次参加阅兵的四级警士
长刘铜川在故事会上与战友们分享了受阅
经历。“选择放弃，就永远无法实现自己的目
标。”聆听了刘铜川全身多处损伤仍坚持阅
兵训练的事迹后，官兵表示要学习他不怕困
难、勇往直前的战斗精神。

一个典型竖起一面旗帜，一个榜样立起
一根标杆。走进该支队战术训练场，特战二
中队正在进行抓绳上课目考核，曾经和刘铜
川一起在新兵连摸爬滚打的小队长申鸿浩，
不顾手上磨起的血泡，咬着牙向目标发起冲
击。“虽然战位不同，但我时时刻刻在向先进
看齐。”谈起刘铜川，申鸿浩激动地说。
“一次分享带来的不只是感动，更是一

次汇聚力量、凝聚兵心的思想教育。”该支队
政治工作部主任张勇介绍，他们抓住有利时
机，组织开展“学习先进典型”教育配合活
动，利用“两微一端”等载体推广基层自主收
集整理的身边典型事迹，并组织拍摄《我身边的典型》微电影，让大家在潜移
默化中汇聚磅礴力量，有效地激发了官兵扎根基层、建功军营的热情和动力。

如今，学习身边典型在该支队蔚然成风。列兵杨乾旭在日记本上工整地
写道：要努力成为张家润那样的好兵；下士裴晓露给自己立下目标：下个月要
在中队龙虎榜上写下自己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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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张新凯、特约记者冯金源报
道：4月中旬，火箭军某旅针对全防护状态
下官兵实装操作训练问题，组织所属发射
分队开展微光操作、减员发射等实案化演
练。发射一营营长牛振东坦言，唯有瞄准
短板弱项科学施训，不断解决打仗难题，部
队战斗力才会大幅提升。

前不久，该旅召开练兵备战形势分析
会，党委一班人认为，找不准问题靶标，就
牵不住练兵备战的“牛鼻子”。为此，他们
针对大型号导弹发射易受气象条件影响等
特点，按实战标准全要素全流程检验训练

成果，先后梳理出 10余个偏训漏训课目和 8
种脱离实战的问题。

该旅紧紧揪住查找出的问题不松手，逐
一制订整改措施，从训练内容、训练进度、考核
时限等多个方面建立统一标准，确保战斗力
链条上的每个环节都过硬。同时，他们还成
立训练督导组，全面跟训督导，纠治随意降低
标准等问题，并严肃问责。
“今天问题找得准，明天战场少流血。”

该旅参谋长包相龙说，实战化训练必须用
实战的标尺衡量，只有把问题找出来、解决
掉，才能真正实现“像训练一样打仗”。

瞄准短板弱项 立足实战砺兵
火箭军某旅坚持问题导向提升训练实效

不历三分险，难练一身胆。挑战风

险是一种对战斗力的投资。

前不久，北部战区海军某部组织航

母舰载机飞行员进行“伙伴加油”训练。

在飞行界，空中加油被称为“空中穿针引

线”，其难度和风险可想而知。这种勇攀

高峰、涉险训练，强化提升新质战斗能力

的做法值得提倡。

“要加强新型作战力量建设，增加新

质战斗力比重。”近年来，随着首艘国产

航母、歼-20、运-20等新装备入列，特种

作战、空中突击、远程火力等新质作战力

量亮相演兵场……部队正处于强军兴军

的加速推进期。“练兵若难，进军就易；练

兵若易，进军就难。”如何使用好新型武

器装备，将科技优势转化为作战优势，这

些都给部队加强实战化训练提出了新的

更高要求。

战争是流血的训练，训练是不流血

的战争，训练强度和训练风险相伴相

随。然而，少数单位在实战化训练中，或

缺少向险难课目发起挑战的勇气，或缺

乏科学有效的创新招法，使训练水平总

在低层次徘徊。须知，训练不怕风险，打

仗多道保险。各部队要自觉向北部战区

海军某部学习，从实战需要出发，着眼新

质作战能力生成，充分挖掘装备最佳性

能，在练临界点、突破极限值上下功夫见

成效，全面提升新时代打赢能力。

训练不怕风险 打仗多道保险
■李力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