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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选择了戎装，就用青春挥洒汗
水，用忠诚践行使命，用实绩兑现誓言。”
从部队医院到干休所、省军区机关，从现
役转改文职，一路铿锵走来，38岁的黑
龙江省军区保障局助理员丁杨杨书写出
一份精彩的军旅人生答卷：2005年，成
绩优异被评为优秀学员；2007年，卫勤
比武勇创佳绩荣立三等功；2020年，防
疫工作贡献显著荣立二等功；2021年 3
月8日，被评为“全国巾帼建功标兵”。

参军入伍白衣为甲

作为军人的女儿，在耳濡目染下，
丁杨杨从小就有当兵的梦想。2002年，
她考上原第三军医大学，到学校报到
前，父亲叮嘱道：“作为军队的‘白衣天
使’，要为战争而学、为打赢而练……”
军校3年，父亲的话始终在耳边，激励她
勤学苦练。

2005年毕业时，丁杨杨放弃留校机
会，选择来到基层部队医院——中国人
民解放军原 211医院当了一名手术室
护士。

“ 手 术 关 系 到 生 命 ，精 准 度 必 须
100%，99%都不行。”丁杨杨说，若在战
时，做好一例手术就是抢救一名战士，保
存一份战力。她坚持每天最早到医护

室，认真做好手术准备，晚上则加班练技
能。在给婴童输液时，为减少患儿的扎
针痛苦，丁杨杨不仅将骨骼肌肉解剖图
谱烂熟于心，还根据不同年龄段婴童的
血管特点苦练静脉穿刺技能，成为全院

“扎针大拿”，被评为“全能型”护士，带教
出330余名学员。

“成功不是偶然的，杨杨守得住清
苦，耐得住寂寞，受得住劳累。”这是医院
战友对丁杨杨的评价。一次，原沈阳军
区组织卫勤集训比武活动，她主动请缨，
早起晚睡苦练野战救护技能。比武当
天，10多个考核项目丁杨杨一马当先，
取得优异成绩，军区领导为她颁奖时赞
道：坚若“铁玫瑰”，猛如“东北虎”。

老干部的“金牌护理师”

2012年 11月，因工作需要，丁杨杨
从医院调入省军区第一干休所，成为一
名护理师。

“老首长，今天身体感觉怎么样？”
“又来报纸了，要不要给您读读新闻？”每
天早上 8点，丁杨杨准时出现在老干部
身边。“她就像一只百灵鸟，为老干部带
来欢乐。”干休所政委嵇伟对记者说，有
的老干部孤身一人，她怕老人家寂寞，就
经常去陪伴拉家常；有的老干部心情不

好，她就跑去聊天讲笑话，逗得老干部
“阴转晴”；有的老干部不肯吃药，她把老
人当孩子哄……

“她是老干部心中的‘好闺女’，只要
老干部有需要，她总是第一时间赶到。”
干休所所长王福井说，一天深夜，有位老
干部因患肠梗阻，胃肠残渣顺食管倒涌
出来，丁杨杨毫不在意，帮老干部清理口
腔、擦洗身体、更换衣服；一位长期瘫痪
在床的老干部，大便排不了，她就帮着用
手抠……类似的情况很多，护理服务从
不间断、从不厌倦、从不抱怨，丁杨杨的

“三不”至今仍是干休所工作人员学习的
标杆。

“老首长是我们身边的英雄，做好护
理工作不仅是我的职责，更是我发自内
心尊崇英雄的实际行动。”丁杨杨说。

疫情防控冲锋在前

“杨杨立功了！”去年底，丁杨杨荣立
二等功的消息在黑龙江省军区官兵中传
开。“这个功啊，实至名归！”省军区司令
员夏俊友说，作为文职人员，丁杨杨之所
以能在防疫斗争中挑起重担，做出突出
贡献，关键在于她眼中有“敌情”、心中有
使命、肩上有担当。

2018年，丁杨杨响应号召转改文职

人员，履新省军区保障局助理员。这次
不仅是转岗，一身绿军装也换成了“孔雀
蓝”。新的身份新的起点，但作为军队的
一分子，丁杨杨仍葆军人本色。

2020年初，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
情让丁杨杨意识到，这次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的危害性和部队防控工作的紧迫
性。她迅速向保障局和省军区领导研
提应对方案，建议紧前预置防疫物资器
材，为省军区及驻军部队抗击疫情赢得
先机。

“都说女人是‘半边天’，我要撑起防
疫‘一片天’。”那段时间，丁杨杨全身心
扑在疫情防控工作上，在办公室吃住
120余天。牵头协调军地搜集各方信
息，建立“日报告”“零报告”等制度机制；
推送疫情动态、流调报告和病例轨迹；筛
查人员行踪、备案健康状况、排查潜在隐
患；跟进制定《营区封控方案》《隔离区管
理规定》等规章制度……丁杨杨每天的
工作都排得满满当当的。

今年年初，黑龙江省疫情出现反弹，
丁杨杨再次挑起疫情防控工作重担。记
者采访时正值“三八”国际妇女节，丁杨
杨没有享受假期，仍坚守在防疫一线。

“虽然国内疫情趋于平静，但是国外疫情
仍然严峻复杂，不可掉以轻心。”丁杨杨
表示，世界疫情一日不消除，疫情防控一
日不松劲。

从部队医院到干休所、省军区机关，从现役转改文职，黑龙江省军区保障局助理
员丁杨杨坚守“岗位就是战位”的初心，肩扛使命砥砺前行，书写精彩军旅人生。今年
3月8日获评“全国巾帼建功标兵”——

“蓝孔雀”奋飞新时代
■冷海涛 本报记者 杨银满

本报讯 汤维、樊金赞报道：3月
初，位于广东省梅州市梅江区剑英公园
东北侧的国防教育军史长廊隆重亮相，
吸引众多市民驻足浏览，梅州城区又多
了一处面向公众开放的红色景点。

梅州是著名的文化之乡，又是广东
唯一全域原中央苏区地级市，红色资源
丰富，拥军氛围浓厚，此次建成的国防
教育军史长廊不仅紧邻城区最繁华的
万达广场步行街，更与叶剑英公园隔水
相望。

军分区司令员段见云介绍，为立足
属地打造红色阵地，讲活红色故事，按
照“利于常态对外开放、便于公众参观
学习、预留适度拓展空间”的原则，将长
廊打造为见证战斗历史、承载优良传
统、蕴含红色基因、寄托民族情感的中
心城区国防教育宣教基地。

据悉，长廊以梅州革命历史纪念馆
东面为依托，军分区牵头筹划，由地方
党委政府安排专项资金建成，总长 102
米，采取室外开放式布展方式，运用全
景立体展示方式布展，内容涵盖人民军
队发展历程和梅州革命斗争历史两大
部分，共分为6大板块。

梅州军分区政委陈煜昌说，在地方
党委政府专项资金到位之后，军分区作
为项目建设牵头单位，先后召集驻军部
队和地方国教办、党史、市政、城建等党
政机关部门召开多次筹建协调会，论证
建设方案。同时，军分区安排专人协同
地方宣传部门深入辖区内县市区、乡镇
搜集整理红色资源、英模人物图文资料
以及梅州籍优秀现役军人典型事迹材
料，为进一步传承红色基因、确保展出
内容质量提供保障。

“长廊是国防教育的重要阵地，是
鲜活的红色教材，是全民的学习课堂，
我们要始终铭记光辉历史、代代传承红
色基因、认真汲取奋进力量。”梅州市委
副书记、市国教委主任张爱军表示。

据了解，该市共有在册红色革命旧
址、纪念设施 366处，其中重要革命历
史事件和重要机构旧址157处、重要革
命历史人物活动纪念地 76处、革命领
导人故居50处。该市高度重视红色文
化资源保护，专门制定出台《梅州市红
色资源保护条例》，以法规形式对红色
资源进行保护管理和传承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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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张凯波、兰善喜报道：
“在条件艰苦、环境恶劣、装备悬殊的
情况下，我们还能打胜仗，靠的就是
那股气！”近日，江西省信丰县人武部
组织新任职民兵营长到赣南游击词
主题园、赣粤边三年游击战争纪念馆
等红色基地参观见学。这是该县人
武部就地就近配制思想政治教育“红
色套餐”，补足“精神之钙”的又一务
实举措。

信丰红色资源丰富，是人武部对干
部职工、文职人员和民兵进行思想政治
教育的富矿。

今年，他们针对常态化疫情防控形
势，采取“化整为零、线上线下、就地就
近”相结合的办法，打造“红色套餐”：联
合地方宣传部门举办红歌赛、征文、演
讲、书画展等主题活动；联合党史办编

写《红色故事》读本，依托大数据中心推
送红色故事；人武部领导到县委党校讲

“红课”……
除此以外，他们还利用红色资源上

好“三个第一课”，即民兵入队第一课、
新兵入伍第一课和新干部、文职人员、
民兵营连长入职第一课。“红色资源是
生动的教材，最具有说服力和感染力。”
人武部领导介绍。

日前，人武部正在组织预定新兵进
行役前教育，他们将“续写红色家谱、争
当红军传人”活动融入其中，不仅组织
预定新兵到红色场馆参观，还专门邀请
为了保护红军、保护群众而献出生命的
朱乙妹的儿子讲述英雄母亲的故事，预
定新兵深受感染，纷纷表示一定要以革
命先辈为榜样，苦练本领，当好红色传
人，争取早日建功军营。

江西省信丰县人武部

“红色套餐”补足“精神之钙”

本报讯 陈晨、特约记者李弘非报
道：“好消息，咱们的100头‘可乐猪’运到
南京后，16000余斤猪肉当天就被发往超
市各门店，很快销售一空……”这几天，贵
州省赫章县大凉山村的村民们奔走相
告。这100头猪的猪苗是江苏省军区援建
大凉山村养猪场的，如今出栏换来钞票。

一年前，江苏省军区跨区域与大凉
山村结成帮扶对子，他们通过调研走访，
决定启动“可乐猪”养殖项目。当省军区
扶贫工作队将这个计划介绍给村民时，
许多村民都抱有怀疑态度：“花 70万去

建一个养猪场，再把猪肉运到南京，能挣
钱？”在一片质疑声中，养猪场建成，首批
100头猪苗“入住”。

让村民没想到的是，“可乐猪”在南
京热销。看到希望的村民纷纷将分红的
钱拿出来投资第二批猪苗。与此同时，大
家也非常期待在建的养鸡场能早日竣工。

去年，江苏省军区曾提出请赫章县
政府为大凉山村建设养鸡场，县政府对
销路问题提出疑问：“我们赫章现有的

‘海雀’牌鸡蛋已存在滞销情况，再建养
鸡场，怕是养得了卖不出啊！”

“你们放心，江苏的市场很大，你们
产多少，我们就能帮你们卖多少！”省军
区领导“豪气”地说。扶贫工作队现场打
电话将任务分配给南京警备区，3天后，
10吨鸡蛋从贵州出发，赫章“海雀”牌鸡
蛋进入江苏市场。

据统计，2020年下半年，省军区协
调江苏最大的连锁超市为赫章县销售鸡
蛋 85.8吨。销路有了保障，大凉山村的
养鸡场开始筹建，届时，村民每年的分红
又可以翻上一番。

养猪场建成后，村里多了不少返乡

者，脱贫户苏有军就是其中一员。面对
记者，他脸上满是笑容：“现在就在家门
口做工，还能入股。我正在攒钱，准备把
家里的房子好好修一修！”

“大凉山村已经脱贫出列，但脱贫摘
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江苏省军区领导说，习主席不久前在全国
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的重要讲话让大
家深受鼓舞，省军区将继续发挥军地协调
优势，依托江苏双拥大省、经济大省、驻军
大省优质资源，切实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
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各项工作。

目前，江苏省军区新年度帮扶大凉
山村计划已经提上日程，幼儿园、图书馆
建设等有望今年落地；鸡蛋、猪肉等产品
的销售规模将继续扩大，品类将延伸至
牛奶制品、坚果等；党建、医疗、教育帮扶
措施等继续落实……

“可乐猪”热销南京城
江苏省军区跨域帮扶贵州大凉山村助力乡村振兴

3月10日，空军杭州特勤疗养中心与浙江大学茶叶研究所举行植树种茶
活动，数十名官兵、在院疗养飞行员和驻地群众一起种下百余棵龙井茶树，为
军民鱼水情增添了新的风景。 柯文才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