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物简介：黄文杰，1962年 5月出

生，南部战区总医院呼吸内科主任医师，

曾成功报告全国首个非典病例，成功救

治首例非典患者，荣获全国创新争先奖

状，荣立一等功、二等功各1次。2020年

初，作为军队支援湖北医疗队队员，他再

次出征，驰援武汉。

离开火神山医院那天，黄文杰是带
着笑容的。结束两周隔离期后，5 月 1
日，他在广州家中迎来自己的 58 岁生
日。爱人李庆丽为他准备的蛋糕上，写
着“平安”二字。

17年前，黄文杰成功报告全国首个
非典病例，并治愈了首例非典患者，是抗
疫“一等功臣”。17年后，面对汹涌而来
的新冠肺炎疫情，他毅然递交请战书：
“让我为祖国再次上‘战场’！”

武汉，是黄文杰曾经求学的地方。
疫情发生前几个月，他还到这里参加过
学术会议。变化仿佛发生在转瞬之间，
原先充满烟火气的城市，顿时变得沉寂
下来。
“武汉人民遇到困难，我怎能不

来！”黄文杰带领团队进入火神山医院
后，一直铆在“红区”救治危重患者。

一次会诊，患者忍不住剧烈咳嗽起
来，空中喷散的飞沫令人心头一紧。看
到患者担心的眼神，黄文杰笑着说：“放
心吧，我就是冲着病毒来的！”

抵命厮杀的战场上，谁是老兵，一眼
就能看出。

从当年的非典到如今的“新冠”，面
对众人谈之色变的病毒，英雄总是挺身
而出。黄文杰经常在病床前一站就是
半个钟头，为病人查咽喉、听肺部呼吸
音变化、清理气管分泌物……他说：“一
定要和患者面对面，俯下身来听他们的
心跳。”这样的距离，是医者和患者的心
贴心，是战士和敌人的殊死搏斗。
“我先上，大家跟着我做。”病房里，

黄文杰时刻用专业和沉稳为患者和战友
注入信心。最后一名患者出院那天，看
着那个轻松的背影渐渐远去，回想起 70
多天前接诊首批危重症患者时的情形，
黄文杰颇感欣慰。

那是 2月 8日，元宵节，从当天下午
1点到晚上 9点，黄文杰站在“红区”的
通道入口，对所有 45名患者逐个进行查
看、分诊。当时，天很冷，他一直在户外
刺骨的寒风中站立工作，持续整整 8个
小时。直到脱下防护服，他才发现自己
的双脚已经冻得麻木。
“我们是与死神赛跑，多坚持一

分钟，就能给患者多带来一分希望。”

黄文杰经常这样鼓励战友。然而，纵
使久经沙场的老兵，也会有“脆弱”的
时候。

一次，黄文杰差点倒在了“红区”。
身穿厚重的防护服，口罩、护目镜紧紧
勒住面部，持续的高强度工作，让本来
就患有鼻炎的黄文杰感到胸闷……那
天，在与病人交谈时，他突然喘不上气，
眼前一阵眩晕。他赶忙用手扶住墙壁
往门口走，大口呼吸，过了好一会儿才
缓了过来。
“您是科室的心脏，每一次跳动，都

能给我们带来生的希望……”一位患者
写给黄文杰的感谢信，让人们读懂了一
位老兵的坚强和仁心。

从 38 年前走上医学道路的那一
刻起，黄文杰就是“冲着病毒来的”。
他对各种疑难杂症很感兴趣，科室的
人说他是“医学侦探”。黄文杰珍藏着
10 余本“剪贴本”，那是他从医多年整
理搜集的经典治疗方法。
“医者也是师者，传道也是救人。”

如今，他也将这些攻克疑难杂症的“宝
典”，全部传给了自己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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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杜曙光、记者孙兴维报道：
近日，军委后勤保障部就全军部队坚决贯
彻落实习主席制止餐饮浪费行为重要指
示作出部署，要求各级深刻领会习主席重
要指示精神，用实的举措、严的要求，采
取有效措施，建立长效机制，坚决制止餐
饮浪费行为，在全军部队营造浪费可耻、

节约为荣的氛围。
“深化饮食保障模式改革，逐步扩大

副食成品半成品供应比例，部队野外驻训、
遂行军事任务，以军用食品保障为主、全程
实施快餐化保障，减少食材损失浪费，提高
保障质量效益。”记者了解到，为贯彻落实
习主席重要指示精神，军委后勤保障部从
“加强宣传教育引导、推进保障模式改革、
提升伙食管理水平、推广应用新技术新方
法、提高炊事加工制作水平、强化饮食节约
督导检查”等方面提出了具体要求。

持续加强宣传教育引导。把“厉行
节约、反对浪费”纳入部队经常性教育，
采取印制宣传资料、网上开设专栏、组织
知识问答、评比先进典型等形式，引导官
兵全员参与，不断强化文明节俭的饮食
观念，使文明就餐、“光盘行动”成为官兵
的自觉行动。

深入推进保障模式改革。加快推进
副食品集中筹措步伐，最大程度实施直
达配送供应，最大可能减少物资运输途
中损耗，充分发挥集约保障效益优势。

加大标准餐推广，因地制宜确定食堂规
模和组伙方式，有条件的单位推行集约
化办伙，全面落实分餐制；转变伙食管理
理念，推动部队饮食保障由粗放管理向
精细管理转变、由强调饭菜品种数量向
追求质量效益转变。增强饮食保障计划
性，节假日科学制订节日食谱，既要烘托
节日氛围，又要弘扬勤俭传统。

积极推广应用新技术新方法。倡导
节能、绿色、智能新理念，探索应用高效节
能灶、万能蒸烤箱、烹饪机器人等先进炊
事设备，提高膳食制作机械化、智能化水
平，降低炊事劳动强度，减少炊事能耗。
推广应用新版给养信息系统，实现食物消
耗自动计量、军人食谱自动生成、营养水
平自动评估。提高炊事加工制作水平。
加大业务技能培训，广泛开展岗位练兵，
倡导炊事节约革新，提升饭菜制作质量，
减少“盘中餐”浪费。改进烹饪加工方式，
粗菜细做，细菜精做，一菜多做，杜绝过度
加工、奢华烹饪，增加蒸煮菜数量，降低煎
炸菜品种，减少食用油消耗量。

全军多措并举制止餐饮浪费培养节约习惯
把“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纳入部队经常性教育；加快推进

副食品集中筹措步伐，发挥集约保障效益优势；加大标准餐推广，

增强饮食保障计划性

坚定理想信念，建设坚强集体，把打赢本领
搞过硬。

—习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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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军某潜艇部队官兵披肝沥胆，

潜航大洋深处，用生命和赤诚镌刻下

一道道闪光航迹。

习主席一直牵挂着常年奋战在

深海大洋的潜艇兵。2018年 6月 11

日，习主席来到这支潜艇部队，下舱

室、进战位，详细了解武器弹药技战

术性能，勉励官兵坚定理想信念，建

设坚强集体，把打赢本领搞过硬。

牢记领袖重托，官兵“驭鲸蹈海

打胜仗”，一次次深潜远航、一回回成

功发射、一个个崭新纪录，推动部队

转型发展取得重大阶段性成果。

牢记领袖重托，官兵“战风斗浪

勇担当”，在广阔的远海大洋砥砺斗

志，不断突破极限条件，刷新战斗力

建设新标高。

牢记领袖重托，官兵“隐姓埋名

作奉献”，悄无声息出港，默默无闻返

航，没有鲜花和掌声，可他们从无畏

惧，从不计较。

“不需要你歌颂我，不渴望你报

答我，我把光辉融进祖国的星座。”作

为军人，我们都应像潜艇官兵那样，

忠诚使命、献身使命，置安危荣辱于

度外，抛个人私利于脑后，全身心地

投入自己的工作岗位，为强军兴军作

出更大的贡献。

带着嘱托和梦想破浪远航

蒋金良不寻常——
他是海军声纳专业比武冠军。

2018年 6月 11日，习主席视察他所在的
海军某潜艇部队，在声纳听音训练室现
场出题抽考，蒋金良的回答准确无误，
习主席竖起大拇指为他点赞。

蒋金良的“水下战位”也不寻常——
由于常年关注水下目标识别，他睡

觉有时出现幻听，耳朵钻心地疼。后来
他找到一个秘诀：将水下噪音细节与生
活中熟悉的各种声音对应起来，构建起
一个舰船噪音形象化的“音感世界”。
通过这种方法，他的专业训练事半功
倍，判别目标更加快速准确。

然而，今天的这场较量更不寻常——
耳机里传来的阵阵“嗞啦嗞啦”声，

混杂着潮汐浪涌、海洋生物和各型船艇
发出的噪音——声纳信号数据量是海
军比武标准的两倍，辨别难度可想而
知。蒋金良的对手，是声纳业务长张友
奎带领声纳团队研发的一套新型训练
系统，被大家称为“智能声纳兵”，本领
非凡。
“这可是声纳号手与‘智能声纳兵’

的第一次比武……”蒋金良喃喃自语。
对这场较量，担任裁判的张友奎有

更深的思考：通过勤学苦练，像蒋金良
这样的优秀声纳兵，已经把“听音辨型”
的技能，练到了人力所能达到的极限。
只有创新训练思维、升级训练条件，探
寻新的战斗力生成路径，才能在未来海
战中打胜仗。

从积累式、经验式练兵到“人工＋
智能”的组合，这场较量的背后是训练
模式的悄然变迁。

谈到这个变化，张友奎难忘习主席
亲临综合模拟楼察看潜艇部队训练情
况时的情景——

模拟训练设施怎么样？能不能满
足需要？有没有实际困难？习主席边

走边看，问得很仔细。得知训练设施能
够较好模拟实装性能参数，官兵在这里
得到很大锻炼，习主席很高兴，叮嘱有
关方面加强训练条件建设，为部队训练
提供有力支撑。
“就是在这个房间里，习主席现场

出题考核并为声纳兵过硬的专业技能
点赞。”张友奎说，“习主席的点赞，是我
们的无上荣光。但战斗在声纳战位，不
能只听见祝贺的掌声，更应该听到催征
的号角。”

习主席视察结束后，张友奎和战友
们重新对声纳战位能力标准进行全方
位研究，查找听音训练与实战的差距。
经过两年奋战，他们成功研制出一套新
型训练系统，开启了向“数据”要战斗力
的新征程。

牢记领袖嘱托不断前行，沿着强军
蓝图加紧赶路，不只是声纳兵，这支潜
艇部队的各个战位都在转型中重塑“能
力坐标系”。

某艇员队电工技师黄井磊，曾是海
军维修技能比武冠军。然而这个电工
专业响当当的人物，却在一次专业比武
中滑落到第四名。

复盘比武过程，首先让他倍感压
力的是考卷之变：除了本专业内容加
载实战背景之外，他还必须接受一个
随机的副项考核：在声纳兵负伤、设
备出现故障时，由黄井磊代为维修声
纳设备。
“增加副项，并不是为难比武选手，

这些情景是实战过程中很可能遇到
的。比武的目的，就是为了测准战斗力
的‘水深’。”比武组织者如是说。

仗怎么打，兵就怎么练。他们研究
提出了“全要素、全过程”的实战化训练
理念，通过模拟手段把海上实战化环境
搬到训练教室，实现岸港训练与水下战
场的“无缝对接”。

习主席视察当天，艇长刘云海率艇
出海，向着大洋深处挺进。

这是一次面对战场背景、复杂海况
和极限考验的长航。每向前一步都是
一个新的探索。暗流涌动中，官兵们与
“敌”周旋，斗智斗勇，圆满完成多个训
练科目，一举打破潜艇航行经度跨度最
广等4项海军纪录。

记者想请刘云海谈谈当时的感受，
没想到他因为训练任务太紧，居然爽约
了4次。

最后，记者通过电话“追到”刘云
海，他告诉记者：“习主席下舱室、进
战位，勉励我们坚定理想信念，建设
坚强集体，把打赢本领搞过硬。我们
顿感责任重大、使命艰巨，不敢有丝

毫松懈！”
把打赢本领搞过硬，不是在旧的平

面上循环，而是在新的体系中拓进。一
次次深海潜行，他们标定着战斗力的新
刻度。

这是一次惊心动魄的捕捉——对
手在哪里、什么航向、何时会来……事
先全然不知。突然，一个微弱的信号一
闪而过，顷刻消失得无影无踪。但是，
这瞬间的一闪，在声纳号手的脑海留下
刀刻般的印记。
“主动出击！”他们运用信息系统，

巧妙地将水声世界的“天时地利”化为
作战优势，对手渐渐现出原形。于无声
处听惊雷，他们创下了预警时间最长、
探测距离最远的纪录。
（下转第二版）

下图：破浪远航。 王 青摄

海军某潜艇部队：

迈向水下“新长征”
■本报记者 魏 兵 陈国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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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胜利开辟民族复兴光明前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