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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赵春光

党龄：3个月

党员心语：人一

生难得有一次被国家

需要的机会，我将永

远保持一颗对党和人

民的赤子之心。

党 员 名 片

扫描二维码，为您讲述空军文

职护师赵春光的抗疫故事。

“七一”特别策划·新时代共产党员风采

记者手记

图①：军队支援湖北医疗队队员在火神山医院救治患者。 本报记者 范显海摄

图②：2019年，国庆阅兵训练期间，赵春光在训练基地文职人员方队宿舍楼下留影。 武一鸣摄

图③：2020年4月14日是赵春光在武汉抗疫前线的第81天，这一天，他专门穿上自己绘制的防护服。 张 颖摄

特 稿

武汉抗疫归来，军队文职护士赵春

光没想到，自己在单位多了一项新任

务——演讲。

一开始，他自己写了一篇演讲稿，

同事看完直摇头：“太平淡了。”

读着经别人“润色”后的演讲稿，

赵春光自己直摇头：“我就是一个护

士，干了该干的事。如果非要说有点什

么特别，我是为数不多的男护士。”

在人们的传统观念中，护士大多为

女性。相关数据显示，中国男护士占护

士总人数比例不足2%，注册男护士人

数仅为三万余人。

空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男护士

赵春光就是这稀有而独特的三万分之一。

2018年，男护士赵春光通过全军

文职人员招考，成为首批9000余名文

职人员中的一员，穿上了“孔雀蓝”

制服。

2019年国庆阅兵，文职男护士赵

春光经过层层筛选，入选受阅文职方

队，和战友们昂首阔步走过天安门广

场，接受党和人民检阅。

今年除夕夜，赵春光作为军队支援

湖北医疗队队员，奔赴武汉抗击新冠肺

炎疫情最前线。

赵春光，今年 27岁。如此年轻，

拥有如此人生经历，常人难以复制。

短短几年时间，赵春光的青春脚步精

准地踩到了一个又一个重大时间节点

上。这些小概率事件，都恰巧集中在

赵春光身上。

对一个“90后”青年而言，这些

是幸运，是机遇，也是挑战。每一步，

赵春光都迈得踏实又坚定。

2020年3月18日，注定会让赵春光

铭记一生。这一天，他除了护士、文职

外，又多了一个全新的身份：共产党员。

人的一生，能写进档案履历里的数

字并不多。出生年月和入党日期，是为

数不多必须标识的信息。

出生日期，是一个人成为生命个体

的起点；入党日期，是一个人向着理

想、价值再出发的起跑线。

“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

而劳动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

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而献身。”马

克思的选择为广大青年指明了方向。

赵春光也做了这样的选择——奋战

在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做有意义的事，

成为有价值的人。

习主席在武汉考察时，曾用“抗疫

一线的主力军”来形容“90后”和“00

后”。在给北京大学援鄂医疗队全体“90

后”党员的回信中，习主席指出，青年

人同在一线英勇奋战的广大疫情防控人

员一道，不畏艰险、冲锋在前、舍生忘

死，彰显了青春的蓬勃力量，交出了合

格答卷。广大青年用行动证明，新时代

的中国青年是好样的，是堪当大任的！

抗疫战场，亦是人生舞台。赵春光

的背后，是无数个同他一样平凡又闪光

的年轻人。他们做着再普通不过的工

作，却又无疑是这个时代真正的英雄。

敢于把磨难踩在脚下，他们定会迎来春

光无限的未来。

那平凡又闪光的青春
■本报记者 李一叶

在抗疫一线，他写下

第五封入党申请书

有一丝紧张，又有一丝期待，他整理
好衣襟，佩戴上锃亮的党徽，坐进会议
室里。

这是党龄才 3 个月的赵春光，第
一次以党员身份参加党组织生活。
此时，距离他从武汉抗疫归来刚刚
28 天。

耳畔，是空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
院传染病科主任连建奇的声音，他正在
传达上级抗疫有关精神。思绪翻涌，赵
春光脑海中再一次回忆起在武汉抗疫的
日日夜夜。
“我是党员，我先上！”这句话，是赵

春光在抗疫一线听到次数最多的一句
话。最危险的“红区”里，他看到最多的，
是党员冲锋在前的身影。

赵春光记得，从医院出发前，留守西
安的连建奇主任白头发还没有那么多。
时隔一周，再从电视新闻里看到 54岁的
连主任，他已经满头灰白。一问才知道，
他是每天吃着降压药坚持守在西安抗疫
一线。

赵春光又想起另一个人的背影——
为了保护缺乏防疫经验的年轻队员，仲月
霞主任带着党员骨干第一批进入“红区”。

望着背影单薄的仲主任推开“红区”
的病房门，赵春光敬佩之情油然而生。
他暗下决心，也要成为他们那样勇于担
当的人。

灾难之下，再坚强的人也会有脆弱
的一面。抵达武汉初期，防护物资供应
不上，仲月霞一度很焦虑。“平时那么坚
强的一个人，那天就在‘红区’门口哭
了。”赵春光回忆说。

在最艰难的时候，仲主任沙哑的声
音响起来：“别人不上可以，作为军人、作
为党员，没有条件，我们创造条件也要进
‘红区’、进病房！”

听着这句话，赵春生心潮澎湃。那
种勇于冲破困境的力量和决心，让他受
到了深深的震撼。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赵春光强烈
地想要成为党员队伍中的一分子。

2月 8日清晨 8点，赵春光结束在火
神山医院的夜班工作。回到房间，他顾
不上休息，便趴在写字台上。

笔尖在纸上沙沙作响，激动的心却
怎么也平静不下来。写完入党申请书搁
笔那一刻，赵春光毫无睡意。几小时后，
他又要开始新一天的战斗。

入党的心愿，终于在第 5次提交入
党申请书后，得以实现。

3月 18日，武汉抗疫一线组织火线
入党仪式。“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
切……”赵春光攥紧举起的右拳，在党旗
下庄严宣誓。

作为与患者接触最频繁、随时都
面临感染甚至牺牲风险的医疗队员，
入党誓词中的一字一句不再只是嘹亮
的口号，更像是用实际行动对信仰许
下的承诺。

与如今大多数年轻人一样，赵春
光一开始对党的认识理解并没有多么
深刻。

对他来说，大学时写下第一封入党
申请书，就像是从少先队员到共青团员

一样，是按部就班的必经之路。
毕业后，赵春光来到空军军医大学

附属医院当护士。那年，他跟随医疗队
到高原参加卫勤保障任务。

在那里，目睹的一幕幕让赵春光受
到了心灵震撼——

医疗队那些上了岁数的老专家、老
党员，强忍着高原反应带来的各种身体
不适，却坚持为基层官兵巡诊。

坚守在唐古拉山口的官兵，脸颊被
紫外线晒得又红又黑，尘土满身，可他们
在训练场上依旧斗志昂扬……

在海拔 5000 多米的青藏高原某兵
站，深受感动的赵春光写下了第 2封入
党申请书。

从模糊到清晰，共产党员由一个抽
象的概念变成了一种更为具体的形象和
行为准则。

2016 年，作为卫勤保障人员，赵春
光参加了“和平使命”联合军演。在演
习中，看到官兵们凌晨三点钟仍在抢
修被大雨冲毁的路基，他的热血再次
沸腾了。

除了赵春光，卫勤分队的其他 5名
队员都是医疗专家，也都是党员。他
们与官兵同吃同住同训练，丝毫没有
架子。

在遥远的异国他乡，赵春光在演习
间隙第 3次写下入党申请书。后来，参
加国庆 70周年阅兵训练期间，他又写下
第4封入党申请书。

每一次，他都被身边那些党员冲锋
在前的精神所感动。疫情袭来，驰援武
汉，赵春光更加深刻地认识和领会到党
的伟大。

只有亲身体验过、目睹过，认识才
不会浮于表面。对于赵春光来说，加入
中国共产党这个先锋队组织，已成为他
从灵魂深处许下的生命诺言。

只有燃烧自己，才能

成为那道光

考大学时，赵春光阴差阳错地被调剂
到护理专业，成了一名男护士。如今，他
觉得男护士这个职业挺不错。

因为从小向往军营，赵春光毕业后
选择到部队医院工作。在他眼里，自己
只是像许许多多平凡奋斗的年轻人一
样，干着一份普通的工作；像所有医务工
作者一样，履行着自己应尽的职责。

赵春光没想到，有一天，他竟会成为
别人“寒冬”里的一缕春光。

除夕夜，凌晨 4点，赵春光接到驰援
武汉的命令。意料之中的他，早已做好
准备——过一个战斗的春节。连夜收拾
好行囊，赵春光加入军队第一批支援湖
北医疗队，从西安飞往武汉。

怀着忐忑的心情，赵春光和同事们
并肩走下运输机。车窗外的武汉，寂静
空荡。曾经喧闹的大街上，此刻空无一
人。整个城市仿佛睡着了一般，弥漫着
一种令人压抑的恐惧。

这里，就是他们的战场。
片刻休息之后，赵春光和战友就忙

碌起来。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敌
人是肉眼无法识别的病毒。

虽有恐惧，但也怀揣着胜利的信
心。赵春光所在的医护团队中，有很多
人参加过抗击非典、汶川抗震救灾、援非
抗埃等任务，无论是在专业技术还是实
战经验方面，都堪称一支训练有素的英
雄队伍。

赵春光已做好准备，和大家一起，用

血肉之躯抵抗无情病魔。
初到武昌医院，困难不言而喻。病

毒肆虐，医院超负荷运转，有的地方医护
人员前期已被感染……

作为医疗队仅有的几个男护士，赵
春光完成日常治疗性护理工作后，还承
担起搬运医疗物资、随行物品等体力劳
动。他主动申请去医院最危险的“红
区”，承担任务最繁重的夜班工作。
“红区”内外，仿佛两个世界。
层层叠叠套上洗手衣、防护服、防水

衣，再戴上 N95 口罩、护目镜、防护面
屏、三层手套、鞋套，好不容易把自己密
不透风地裹起来后，赵春光觉得自己仿
佛又回到了高原演训场：稍一剧烈活动
就缺氧，一不注意心率就会飙升。

平时看似简单的护理工作，如今变成
了高强度运动。没过一会儿，赵春光一呼
吸，雾气便在口罩中凝结成水珠。“红区”
内不能摘口罩，再难受他也只能忍。

那些素昧平生的陌生患者，此刻对
赵春光和同事们以性命相托。

生命的嘱托有多重？
护士张颖记得，她第一次与赵春光搭

班进“红区”时，一名患者病情突然恶化。
赵春光对队友说：“你们到外面去

吧，这里交给我一个人就可以了。”话音
未落，他便抢先一步站到床头，使用氧气
囊进行人工按压，辅助患者呼吸。

如此近距离接触，患者每呼吸一下，带
着病毒的飞沫都会喷溅出来……赵春光一
直捏着气囊，按照患者呼吸频率不断挤压。

患者紧紧抓住赵春光的胳膊，就像
抓住了救命的稻草。经过一个多小时紧
张抢救，患者情况终于稳定下来。

甩了甩已经酸疼麻木的手，赵春光
长出一口气。此刻，他已经精疲力尽。
“当时真没想那么多，只想着缓解患者的
痛苦。如果我不冒险施救，他可能挺不

过去，一个生命也许就会转瞬即逝。”赵
春光说，“那一刻，只有燃烧自己，才能成
为一道希望的光。”

退到病房外的张颖，目睹了整个抢
救过程。以前在西安时，她就知道赵春
光上过阅兵场，是医院的“新闻人物”。
现在，她眼里的赵春光变得更加可敬，
“很多事他都冲在前面，只要有他在，大
家就很安心。”

关于“红区”抗疫的日日夜夜，赵春
光没有给记者透露更多信息。关于那场
惊心动魄的战斗，在此前的新闻报道中
已经有过很多描述。战友们记忆最深刻
的是这样一个特别的场景——

抗疫第 3个月，医疗队进入最难熬
的阶段。来到武汉第 81天，赵春光身穿
休息时精心绘制的“限量版”防护服，出
现在大家面前。

鲜艳的国旗、庄严的党旗、可爱的卡
通版队员漫画，还有一个大大的数字：81。

这件特殊的防护服，在那个特殊的
时间点，吸引了病房里所有人，大家都把
它拍下来保存在手机里。
“对我们来说，那确实是一件值得纪

念的作品。”回想当时的情景，张颖现在
仍能感受到一股鼓舞人心的力量。

气温回暖，春天如期而至。如他的
名字一样，赵春光将春天的阳光洒满整
间病房，带来希望。

党员的光环究竟有

多耀眼

从抗疫一线回到平凡日子，赵春光
并没有觉得生活有什么变化。每天依旧

是医院和家两点一线，依旧在传染病科
承担着同样的工作，甚至连工作的内容
都没有太多改变。

可一些变化已经发生了。赵春光成
为人们眼中的英雄。有时走在医院走廊
里，他会听见不认识的人喊他“英雄”。

处事低调的他觉得，自己当不起这
个沉甸甸的字眼。“我不过尽责完成了分
内工作。”他淡淡地说。

在抗疫归来的座谈会上，赵春光作
为“90后”代表发言。“在武汉的日日夜
夜，作为医者，这就是我们的本能。”他
说，留守西安的那些战友同样也是奋战
在抗疫一线，只不过新闻报道的镜头对
准去武汉的人更多些。

5月1日，空军军医大学支援湖北医疗
队凯旋。因为参加过国庆阅兵，学校让身姿
挺拔的赵春光担任旗手，走在队伍最前面。

赵春光的妻子何艳丽，抱着刚满一
岁半的女儿，在人群中等候多时。她特
别想冲上去，让丈夫早点抱抱女儿。

这一次，女儿没有拒绝爸爸抱。赵春
光不在家这些天，女儿看到电视里穿迷彩
服或是防护服的人，都会叫一声“爸爸”。

去年，女儿还不满 5个月，赵春光去
参加阅兵任务。164天后，妻子带着孩子
去高铁站接他。当时，女儿已经完全不
认识眼前这个黑得发亮的人，一抱就哭。

说起这事，赵春光表情有点尴尬。
他相信，等女儿长大后会明白，有个参加
过阅兵的爸爸，是多么令人骄傲的事。

为了在天安门广场的那 66 秒、96
米、128步，赵春光付出了 4000公里、500
万步的努力。

每一个基本动作，他都要练习成千
上万次，瘦了 20斤，踢坏 3双皮鞋，磨破
2套春秋常服……一切只为兑现他曾立
下的誓言：“要做一个正步走过天安门的
男护士。”

阅兵前一晚，赵春光拿出崭新的“孔
雀蓝”礼服，将靴子拿鞋蜡打得锃亮。8
点便躺下的他，激动得怎么也睡不着。
11点才睡下，凌晨 2点又醒了，他提前起
来戴好隐形眼镜。

10月 1日当天，当赵春光迈着正步
走过天安门广场，接受党和人民检阅时，
那种震撼与荣耀，他一辈子难忘。

沿路的交警向他们敬礼，路过的行人
挥舞着国旗为他们欢呼。返程的大巴车
上，赵春光望向窗外，自豪感油然而生。

参加阅兵，带给赵春光的除了荣耀，
还有更强健的体魄、更坚毅的意志。在
抗疫战场上，这些都成为他和病毒对抗
的底气和力量。

阅兵与抗疫，为国与为民，他每一次
都义无反顾，每一次都尽显担当。

火神山医院封舱那天，赵春光是感
染三科一病区坚守到最后的人——彻底
消毒后，他为每个病房贴上封条。

看着火神山医院从毛坯房变成一个
完备的医院，看到一个个病人重获新生，
火神山的日子已经成为赵春光不可磨灭
的记忆。

没有想象中“胜利的喜悦”，更多的
是不舍。赵春光在封条上写下日期，亲
手为这里的抗疫战斗画上句点。

离开前，赵春光和同事们到医院旁
的知音湖前合影留念。大家都听说知音
湖很漂亮，可从来没有机会去知音湖好
好转一转。
“下次再来武汉，要去武大看樱花，要

和武汉的同学们聚个餐。”赵春光的愿望很
简单，做一名出色的护士、一名合格的军队
文职人员，也争做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

空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传染病科文职护士赵春光——

迈 向 未 来 春 光 无 限
■本报记者 李一叶 特约通讯员 檀 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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