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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名片

王向荣，空军特色医学中心医疗保障中心主

任，该中心第19批帮扶医疗队队长，援藏期间曾

担任左贡县人民医院院长、党总支副书记。2020

年10月20日，被表彰为全国拥政爱民模范。

过年的时候，将有多少新生儿降临人间？
两年前，在西藏左贡县人民医院担任帮扶医

疗队队长的我，与战友们为一个婴儿的降生而紧
张忙碌，当时的情景至今记忆犹新。

左贡，如果不仔细寻找，是一座在西藏地图
上很可能被忽略的高原小城。那里海拔 3750米，
地广人稀，自然条件恶劣。2019年 7月，由我带领
的中心第 19批医疗队，来到西藏左贡县人民医院
开展健康扶贫。

当年 12月的一个凌晨，一阵刺耳的电话铃声
惊醒了手术室护士王慧琦。原来，一名孕妇遭遇
突发情况，需要紧急手术。医院病房抢救条件有
限，我们尽快将孕妇转移到手术室。术前准备仅
用了 5分钟，所有人都在争分夺秒。从电话通知
到孩子降生，整个过程没超过 15分钟。新生儿缺
氧，出生后几乎没有生命体征，助产士肖锐凭借
丰富经验，经过胸外按压加正压通气，复苏成功，

婴儿恢复了自主呼吸！
第二天复盘整个抢救过程后，我们立即解决

了手术室感控区域划分不明确、人员无菌观念差
的问题，通过打隔断，利用楼道空间等办法，规划
出合理的手术室布局。

去年，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左贡县人民医
院还打破了没有急诊科的历史。急诊科运行首
日，就遭遇“意外”。晚饭时间，一名危重患者经
过约 50分钟抢救，暂时脱离危险。当时，医院的
医疗条件还不能满足患者后续治疗，只好连夜
转运。没有转运呼吸机，医护人员一路轮流用
球囊辅助患者呼吸。273 公里，5个多小时崎岖
山路，一路上帮助患者辅助呼吸的护士苑婧双
手早已麻木，身子也几乎冻僵了。直到把患者
安全转运至昌都市人民医院继续救治，她才稍
稍松了一口气。

援藏过程，并非所有事情都能如愿以偿，
但所有事情都值得尝试，我们医疗队每一名队
员都深知：再小的努力，只要坚持下去都会变
得伟大。

10 多年间，中心 19 批帮扶医疗队有太多专
家教授把心血倾注在左贡。如今，县医院已经
具备了较好的医疗技术基础，能够独立开展全
麻、剖宫产、肝包虫病手术等。近两年来，第 19
批帮扶医疗队通过常态化开展院、科两级学术
讲座，远程网络医学教育，选派技术骨干外出进
修、开展考核公示和比武竞赛等多种形式，对县
医院进行业务培训与人才培养。

进藏对口帮扶一年多时间，让我们强烈感
到，医疗上的精准扶贫，其实就是一次“空军
蓝”与“高原红”的水乳交融。这期间，受益的
不只是各族群众，当“空军蓝”染上“高原红”，
我们每一名军队医务工作者也完成了一次精
神上的洗礼。

过年啦！谨向左贡县各族群众问好，谨向坚
守在那里的战友们致敬！

当“空军蓝”染上“高原红”
■

我是一名光荣的工程兵。春节前夕，刚从千
里之外的机关参加完颁奖典礼回到工区，我便接
到一封来信。寄件人是陈晓晴。

她是我帮扶的一名贫困家庭学生。担心陈
晓晴家里遇到困难，我立即拆开信件，里面除了
一份字迹工整的书信外，还有一份令人欣慰的成
绩通知单。
“我虽然家庭贫困，但我很幸运，在困难时得

到解放军叔叔的帮助……”细细读来，我真切地
感受到陈晓晴的阳光和坚强。

初次与陈晓晴的家庭接触，是在 2019年底部
队组织“1+1”捐资助学活动时。陈晓晴跟母亲生
活，靠母亲打零工维持生计，家里比较贫困，陈晓
晴一度辍学。

扶贫帮困是人民子弟兵义不容辞的责任，身
为农民的孩子，我深知农民的不易。

我与陈晓晴结成帮扶对子后，很快帮她重返
校园。

记得 2017年 11月，我刚接任分队长，分队便
接到上级命令，赴江西革命老区执行道路改建扶
贫任务。

为打通两个相邻村庄之间的道路，需要在
荷花池上修建一条公路。我主动联系当地政
府，引进“抛石挤淤”法完成池底彻底清淤。条
件艰苦、点多线长、机械保障难度大……面对诸
多困难，我带领官兵凭借一股“工兵面前无困
难、困难面前有工兵”的干劲和对老区人民的深
厚感情，昼夜鏖战 3个半月，提前两周高标准完
成 3.5 公里村级道路改建和 4000 平方米场地硬
化绿化任务。看着这条“致富路”，老区乡亲们
露出了笑颜。

征尘未洗，兵马未歇。2018 年，分队又接到
执行新的国防施工任务命令。

新任务地有 10余个少数民族聚居，经济相对
落后，牧民群众对土地草场依赖度高。鉴于此，
我详细了解当地风俗习惯，严格落实民族政策和

群众纪律，组织编撰少数民族习俗口袋书，官兵
人手一册，制定群众纪律“十不准”措施，教育大
家充分尊重民族禁忌、宗教习俗、生活习惯。这
些做法赢得当地牧民的充分信任和支持，促进了
民族关系团结和谐。尽管营队施工区与群众生
活区交叉重叠，可施工丝毫没有受到影响，任务
进展得十分顺利。

前不久，部队隆重举办第二届“奋进的工程
兵”颁奖典礼，我再次受到表彰。我深知，这一高
光时刻不只属于我个人，更属于我们这个光荣的
战斗集体。
“共产党好！解放军亲！”这几年，我们施工

所到之处总会有干部群众这样夸赞，每逢听到这
样的话语，战友们都会为之动容，更感到肩头责
任重大。

甘为人民致富筑坦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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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小燕，甘肃省陇南康神苦荞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董事长、武都区康神拥军优属协会会长。曾

获甘肃省“回乡创业带头人”“首届青年创业奖”

“爱国拥军模范先进个人”。2020年10月20日，

被表彰为全国爱国拥军模范。

1963 年，我出生在有“秦陇锁钥、巴蜀咽喉”
之誉的甘肃省陇南市。这是一片具有深厚红色
基因、双拥传统的热土。红军长征经过哈达铺的
红色故事，我从小便耳熟能详。也正因为如此，
军旅梦的种子早早就种在了我心中。

上中学时，我在晚会上饰演了“不爱红装爱武
装”的红色娘子军。演出过后，我激动得夜不能寐，
参军入伍、当一名巾帼英雄的愿望更强烈了。

遗憾的是，因为种种原因，我与军旅梦一次
次擦肩而过。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我又萌生了
嫁给军人的念头。庆幸的是，我嫁给了一名退役
军人。

真正与子弟兵近距离接触，是在 1984年。那
时我刚参加工作，在陇南市东江汽修厂当学徒。

工厂组织慰问在陇南市武都区修筑抗洪堤坝的
部队官兵，见他们一身泥水，我便主动打来洗脸
水，送上水果瓜子。慰问期间，我从部队官兵身
上感受到了苦干实干、敢拼敢闯、永不服输的精
神。这种精神深深感染了我。

上世纪 90年代，我下岗自谋生路。乘着市场
经济的东风，我开起了酒店。成功创业后，我被市
里授予“巾帼建功”标兵。后来的日子，创业道路上
有起有伏，但我从没忘记心中那抹迷彩情，总想着
能为军人做点什么。

我先从点滴做起，历次招工都优先考虑退役
军人、伤残军人军属、军（烈）属子女，尽可能为他
们提供就业岗位。

为帮助更多退役军人就业，我还组织建立互
助社，带领大家共同创业。根据家乡自然条件，互
助社因地制宜种植药材、花椒、核桃，并帮助大家
把蕨菜、木龙头、香椿等各类野菜销往外地。
“5·12”汶川特大地震和舟曲特大山洪泥石

流发生后，我多次组织拥军活动，为抢险救灾官
兵送去慰问品。

2018年 11月，陇南市退役军人事务局挂牌成
立后，我在武都区申请成立了康神拥军优属协
会，在各乡镇组建拥军优属互助社，开办种植、养
殖、农务等互助合作活动。

去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期间，我带领党员和
退役军人员工，深入各个疫情防控点，慰问奋战
在一线的工作人员。

让军人军属受尊崇、得实惠，关注关心退役
军人就业和生活，是我永远不变的追求。这辈
子，我愿做子弟兵永远的后盾。

今年春节，因疫情防控需要，不少官兵家属
不能来队探亲。我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在组织慰
问驻军的同时，特意为一些官兵的亲属邮寄了慰
问品。

愿做子弟兵永远的后盾
■

“走千走万，不如淮河两岸。”安徽省淮南市
是一片丰厚的沃土，这里民风淳朴。因为当过兵
的原因，乡亲们喜欢称呼我为“兵支书”。经过 10
多年打拼，我更坚定了自己的选择：争当群众信
任的“兵支书”。

1998年退役返乡之初，家乡的贫穷深深刺痛
了我。从那时起，我便下定决心努力改变家乡面
貌，带领乡亲们脱贫致富。2004年时，我刚满 25
岁。经村里父老乡亲们推选，组织上任命我担任
武庙村党总支书记。我不敢辜负 4000多名群众
的期盼，从上任第一天起，就挨家挨户登门拜访，
与乡亲们谈心交心。

一开始，乡亲们并不愿意听我讲创业政策，
认为“说得轻巧做着难”。我首先团结带动村子
里的退役军人，开展种植养殖，开发旅游，做出样
子后，再吸引更多人参与。

2012 年，我们创办了退役军人创业基地。2
年后，响应国家森林城市和生态农业建设号召，
我又带领 6 名退役军人，投入资金流转土地达
800亩，组建葡萄种植合作社。为了增加乡亲们
的收入，我们在果树成长期通过套养鸡鸭的方
式获取收益，土地流转资金每年到期发放给农
户。葡萄挂果第一年，收益 130 多万元，乡亲们
尝到了甜头，发展果树种植业的积极性一下子
高涨起来。

贫困户苏朝川一家因病致贫，但他本人有
扎扫把的手艺。我拿出 1 万元，帮助他建生产
房、联系竹料方，生产逐渐扩大，盈利逐渐增
加。2018 年，苏朝川一家顺利脱贫。“苏书记是
位帮我们办实事的好书记！”从那以后，苏朝川
逢人便夸赞。

当过兵的人，都有军旅情结。每当村里大学
生适龄青年返回家乡时，我都会主动上门，与他
们对话交流，鼓励他们应征入伍、报效国家。近 3

年，全村相继有 13名适龄青年投身军营，到部队
建功立业。

这些年，村里每个“光荣之家”荣誉牌，我都
会亲手悬挂。每年八一、国庆、春节等节日，我都
会走访慰问军属及退役军人家庭。

我和乡亲们苦干实干，武庙村从一个不起眼
的贫困村成了远近闻名的富裕村、幸福村。2018
年村“两委”换届时，我再次当选为村党总支书记
并被推选为村委会主任。

春节前夕，又有一批退役返乡的战友找到
我，探讨扎根乡村创业的路子。我坚信，随着
越来越多退役军人的加入，“兵支书”队伍将增
添新血液，注入新动力，焕发新活力。“走千走
万，不如淮河两岸”的古老歌谣，也将因为“兵
支书”们的共同努力，演绎出乡村振兴的崭新
乐章。

争当群众信任的“兵支书”
■

2020 年 12 月，退役军人事务部、军
委政治工作部、军委国防动员部联合印
发《立功受奖军人家庭送喜报工作办
法》，明确了寄发喜报、登记建档、送喜报
等环节要求。去年 9月，军委政治工作
部依托中国邮政，在全国开设军队喜报
专递业务，喜报“回家”的速度更快了，对
军人的尊崇之情更浓了。

喜报“回家”
速度快了
■蒋 勇 绘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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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霄，1998年12月入伍，现任96782部队

60分队分队长。2018年，所在分队被表彰为全

国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示范单位，曾荣立个人三等

功3次，多次被评为国防施工先进个人和优秀基

层干部。2020年10月20日，被表彰为全国拥政

爱民模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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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本放，安徽省淮南市潘集区架河镇武庙村

党总支书记。2020年10月，被表彰为全国爱国

拥军模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