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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肆虐，武汉告急！疫情从武汉

蔓延到全国，支援从全国汇集到武汉，

一场阻击非常疫情的非常战役在这个

春节打响了。在抗击疫情的前线和后

方，有一群特别的“战斗员”，他们的名

字叫“退役军人”。

当军队驰援抗击疫情的集结号吹

响时，退役军人也闻令而动。这是他们

的本能，穿上军装，保家卫国；脱下军

装，奉献社会。这种本能来自于曾经的

那身军装，来自于永远不变的军魂。“一

朝戎装穿在身，终生流淌军人血”，从抗

洪抢险到抗震救灾，从“最美睡姿”到

“最美逆行”……无论是群体还是个人，

无论是现役还是退役，中国军人总是在

人民最需要的时候，以最果决的姿态出

现在最恰当的位置，让党和国家放心，

让人民群众安心。

有网友说，“退役军人是国家撒向

社会的英雄”。当人民群众的生命财

产安全受到威胁时，总会看到他们挺

身而出的身影。近年来，退役军人见

义勇为的事迹刷屏网络，一次次证明

着他们在关键时刻的担当和勇气。因

为，这种奋不顾身的力量早已在部队

生活中深植在他们的灵魂，这种义不

容辞的选择早已化作他们心中坚定的

信念。

主动请战奔赴抗击疫情一线，捐款

捐物支援医务工作以及湖北当地群众

的日常生活，积极参与各地宣传动员、

站岗筛查等疫情防控工作……疫情就

是命令，疫场就是战场，这一次，无数退

役军人依然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斗中

贡献着自己的力量。这是一种行动自

觉，更是退役军人心中不变的本色和初

心使然。无论是在防控一线和疫情作

斗争，还是为各种物资保障尽己所能，

抑或是在基层防疫岗位履职坚守，广大

退役军人都坚决听从党和政府的安排

和号召，用行动践诺“若有战，召必回”

的誓言，履行着告别军营时“退伍不褪

色”的坚定承诺。

2月 2日下午，“最美退役军人”

“英雄机长”刘传健主动请缨，执飞航

班送四川省第三批援助湖北医疗队和

物资前往武汉。就在当天凌晨，空军

出动8架大型运输机，分别从沈阳、兰

州、广州、南京起飞，向武汉紧急空运

795名军队支援湖北医疗队队员和 58

吨物资。

“每个平凡的春天，无不经历了寒

冬惊心动魄的历练。”在祖国和人民最

需要的时刻，现役军人和退役军人正在

抗击疫情的各条战线逆行着、战斗着，

与全国人民一起，同心协力，众志成

城。我们坚信，这样的信心和力量，一

定会比病毒“传播”得更快，助力我们共

同打赢这场阻击战。

（周晓辉）

抗击疫情，退役军人在行动——

战“疫”，老兵再出征

“任务执行完毕，安全顺利！”2月 2
日凌晨 5时，在新建成的火神山医院，
退役军人袁亮搬完最后一个床架，终于
可以放松地靠在墙边喘口气，拿出手机
向家人报平安。

2月 1日晚 20时，湖北省武汉市火
神山医院建设进入收尾阶段。当得知
医院搬运物资人手紧缺的消息后，袁亮
第一时间联系武汉市蔡甸区人武部，加
入到火神山医院医疗器械搬运、病床架
设、物资转运等工作中。

处在疫情中心的武汉市，此时此
刻，居家无疑是最安全的选择。“火神山
医院提前 1分钟交给部队，就能提前 1
分钟遏制疫情蔓延。医护人员不分昼
夜与病毒赛跑，我们当过兵的都想出一
分力。”袁亮说，他来到火神山医院建设
现场才知道，除了专业的施工人员外，
参与建设的还有很多来自五湖四海的
退役军人。

这其中就有退役军人魏辉，他是武
汉市蔡甸区供电公司一名员工。1月
23日，农历腊月二十九，正在超市购买
年货的魏辉，突然接到火神山医院建设

现场电力施工的紧急通知。他二话没
说放下手中的年货，跟身旁的妻子打声
招呼就立即赶赴火神山医院建设现场。

随着疫情形势发展，湖北省多地要
求“人不出门，车不上路”，部分乡村道
路实施从严管控。在得知社区人手不
足，同时又是疫情防控的重要工作区域
后，宜昌市猇亭区退役军人黄海荣，邀
上几个同是老兵的战友一起找到社区
书记，申请到一线执勤。

在连接三峡专用通道的宜昌长江
公路大桥关键出口，黄海荣和几个老战
友不避严寒，与基层干部、交警一起 24
小时轮流值守。“我们虽然不能上一线
去战‘疫’，但作为老兵，就要为防止疫
情扩散贡献力量。”黄海荣说，虽然脱
下了军装，但军人能打硬仗的本色还
在，在疫情面前，保护人民群众的安全，
再苦再累，也无怨无悔。

1月 25 日，正月初一，来自武汉市
青山区区属机关事业单位的 70名退役
军人身份的党员干部，组成了防控疫情
退役军人突击队。清洁整理医院、护送
孤寡老人、运送物资……突击队队员 24

小时备勤待命，哪里有需要就出现在哪
里，哪里任务最艰巨哪里就能看到他们
的身影。

在湖北省疫情一线，除了勇敢“逆
行”，还有很多退役军人通过各种方式
为战“疫”助力。

2月 2日上午，湖北省枝江市红十
字会收到一笔 7300 元的战“疫”捐款，
这笔捐款的发起人是一个名叫胡志勇
的退役军人。“疫情肆虐，作为一名身处
疫情一线的老兵，我们能做点什么？”为
了给一线防疫人员加油鼓劲，胡志勇发
动一同回乡的枝江籍退役军人捐款捐
物，不到半天时间就有 53 名老兵响
应。无独有偶，在湖北省黄梅县，退役
军人姜万新号召 64 名战友捐款 7260
元，尽管他们当中有的人是下岗工人，
有的人是退休不久的职工，许多人的家
庭生活条件并不宽裕，但都在为战胜疫
情贡献绵薄之力。

一日为兵，终身为国。这就是老
兵，在祖国和人民需要的时候总会挺身
而出，用自己的行动彰显着退役军人的
本色。

逆行，在湖北疫情一线
■陈 玮 邓健文 本报特约记者 朱 勇

自从打响疫情防控阻击战以来，

山东省青岛市西海岸新区每天有近

3000名退役军人志愿参加防疫工作，

他们积极请战，投入到疫情防控知识

宣传、村居卡口执勤等工作中。

在位于西海岸新区的灵山岛省级

自然保护区，55名老兵自发成立“退

役军人先锋队”，配合保护区管委，在

重点区域岗位执勤、公共区域消毒、进

出车辆及返乡人员登记排查等工作中

发挥重要作用。

罗薇、张涛摄影报道

1 月 28 日，大年初四，一位耄耋老
人在家人陪同下，来到湖北省老河口市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防疫指挥部，捐
献了 2万只医用外科口罩。老人再三
叮嘱指挥部工作人员，一定要将口罩转
交给在防疫一线的医务人员和执勤公
安民警。

这位老人名叫唐遂成，今年已是 87
岁高龄。1952年 8月，唐遂成随中国人
民志愿军入朝参战，先后参加了上甘岭
战役、西海岸战斗，由于军事素质过硬，
1959年 10月他参加了新中国成立 10周
年大阅兵庆典，在天安门广场接受党和
国家领导人的检阅。
“我是党员，也是退伍军人，我有义

务为政府减轻负担，为人民做点该做的
事。”当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受到威胁时，
这位热血老兵再次站了出来。唐遂成
说，他看到医护人员和公安民警放弃休
假，日夜奋战在抗疫第一线，作为一名
老兵，他怎么也坐不住，便萌生了捐赠
医疗物资的想法。唐遂成和在北京工
作的女儿联系后，他的想法得到女儿的
支持，女儿立即帮助联系口罩生产厂
家，将口罩装箱连夜发往湖北省老河口
市的家中。

1978 年，已是副营职干部的唐遂
成转业返乡。原本他有机会选择去大
城市安家工作，但心系故乡的他还是
回乡成为当地粮管所一名普通干部，

一干就是 30 年。“大城市你想去，我想
去，大家都想去，那偏远的地方谁去？
只有回到家乡把家乡建设好，我们的
未来才会更好！”谈及当初的决定，唐
遂成不言后悔。
“我相信在党和政府的坚强领导

下，在广大群众的共同努力下，我们一
定可以打败病魔，战胜疫情！”老兵唐
遂成的捐献义举在老河口市引起强烈
反响，许多退役军人纷纷前往市防疫
指挥部，表示要为防疫工作出钱出
力。退役军人陈学金向防疫指挥部捐
献 1.5 吨酒精，老兵任光道在退役军人
微信群发起募捐，一天之内就有 43 名
老兵捐款近万元。

一名八旬老兵的“抗疫”情怀
■张海洋 本报特约记者 朱 勇

“作为一名军人，就应该上战场；作
为一名护士，就应该救死扶伤；作为一
名党员，就应该冲锋向前……”

这段文字出自一封 17年前的请战
书。17年前，“非典”疫情肆虐之际，作为
一名军队医务人员，李晓静主动申请进
驻小汤山医院参加抗击“非典”的战斗。
这一次，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
来袭，已经离开军营、现任上海市浦东新
区浦南医院护理部副主任护师的李晓
静，依然在第一时间写下请战书，并在 1
月 27日晚，带领上海援鄂医疗队中一支
50人的护理队驰援武汉。
“我曾经是你们当中的一员，虽然

脱下了军装，但我还是以医务人员的身
份，和你们继续战斗在一起。”面对媒体
采访的镜头，李晓静不忘为正奋战在一
线的军队医务工作者加油鼓劲。

危急时刻，“李晓静们”依旧与战斗
在抗击疫情最前线的军队医务人员是
并肩作战的战友。在他们的身后，还有
许多来自各行各业的退役军人为他们

保驾护航，做他们坚实的后盾。
从 2月 1日起，李晓静等出征武汉

抗击疫情前线的浦东新区 26名医护人
员家中，每天都会迎来一位送菜小哥，
为他们免费送去新鲜蔬菜和水果。原
来，这家蔬果外卖公司的负责人梁昌霖
就是一名退役军人，得知浦东新区有许
多奔赴一线的医护人员后，他作出决
定：为他们的家属免费配送新鲜蔬菜和
水果，一直到英雄们凯旋！

长时间佩戴口罩超负荷工作，让不
少医护工作者出现“脸部压力性损伤”，
李晓静就在朋友圈募集用来保护脸部的
医用敷料。得知李晓静团队的需求后，
上海市的退役军人们“闻风而动”，一个
退役军人爱心群仅用了 7个小时，就自
筹资金3万余元为李晓静团队捐出2000
个医用敷料，还有很多退役军人在微信
群里对接资源，商量办法，联系全国各地
甚至身居海外的战友，竭尽全力为“前
线”战友送去防护服、护目镜、口罩等急
需物资。

随着疫情发展，在口罩供不应求的
情况下，上海大胜卫生用品有限公司在
全市相关企业中复工最早、响应最快，靠
着公司的清洁工、驾驶员、门卫、文员等
留守人员，紧急启动了十几条生产线，挺
过了大量工人返乡造成的用工荒。企业
负责人吴胜荣更是以一名有着 40多年
党龄的退役军人身份立下“军令状”：坚
决完成党和人民交付的光荣任务！所有
口罩绝对保证质量而且绝不涨价！

1月 29日，10位上海市“全国模范
退役军人”、10 位上海市“最美退役军
人”联合发出一封《致全市退役军人战
友的倡议书》，倡议大家讲政治、作表
率，勇担当、防疫情，信科学、不传谣，冲
锋在前，敢打硬仗，为打赢防疫战作出
积极贡献，在全市范围内又掀起退役军
人抗击疫情的热潮。

在抗击疫情的战场上，前方在战
“疫”，后方在支援。对于退役军人来
说，纵使脱下军装，也要继续战斗，与战
友们并肩前行。

纵使脱下军装，也要并肩战斗
■陈 珺 本报记者 杨明月

1969年春节前夕，我的母亲蔡祖珩

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原总后勤部309医

院的一名医务人员，被选派参加赴陕西

南部商洛山区的医疗队，为当地农民送

医送药，治病救人。当时我才3岁，正是

需要母亲精心照料的时候，可是母亲作

为一名军人，遵照毛主席“把医疗卫生的

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指示，义无反顾地奔

赴祖国的大西北，将年幼的我安排在托

儿所全托，拜托养育员阿姨多加照顾，一

去就是1年多。

妈妈后来回忆，那时他们在山区，

一天三顿吃的都是玉米面窝头和糊糊，

但那已经是当地老乡家里最好的食

物。艰苦的条件没有影响妈妈和其他

医疗队队员为老乡诊治的热情，他们跋

山涉水，足迹踏遍陕南商洛山区的角角

落落，走访一个个村庄，为当地农民义

诊送药。妈妈说，虽然在医疗队工作期

间吃了一些苦，但她的收获更多，因为

经受了更多的锻炼，医术也得到了提

高。有一次，一位农村产妇快要生产

了，老乡急匆匆找到医疗队驻地，不巧

主任出诊了，紧急关头妈妈利用在学校

学过的医学知识和临床经验，到产妇家

中帮助她安全分娩。老乡看到母子平

安，激动地对妈妈说：“是解放军给了我

娃和他妈两条命!”还有一次，妈妈走访

一位农户，发现他家中的中年农妇腹部

高高隆起，诊断却又未怀孕。她跟主任

会诊，判断是腹部肿瘤，在主任的指导

下，妈妈亲自为农妇做了手术，把腹腔

内重达几公斤的肿瘤取出。此事在当

地影响很大，医疗队的队员们受到老乡

们的热烈欢迎。上世纪90年代，我随父

母到海南疗养，偶然遇到一个当年同时

期在陕西商洛工作的老者，他也知道那

时解放军医疗队下乡诊治的不少故事，

可见解放军医疗队的事迹在当地群众

中可谓家喻户晓。

如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

情肆虐全国各地，解放军各战区医院和

全国各地的医院相继派出医疗队支援武

汉，这让我深有感触。那些医务人员，尤

其是女性医务工作者，不正像当年我的

妈妈那样，在祖国召唤、人民需要时，离

家舍亲，毅然决然地踏上治病救人的前

线？还有那些在非常时期坚守在一线的

医务工作者们，他们身上体现的不正是

“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

疆”的崇高精神？

这几天，我在网上看到一个14岁女

孩给奋战在抗疫一线的医生父亲写的一

封家书，“流感突起，肺炎逼至，想父亲安

康？……您于院中应多加留意，谨防传

染。吾坚信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是

的，无论经历怎样的酷寒，春天终会如期

到来。正如钟南山院士所说：“这个劲头

上来了，很多东西都能解决。大家、全国

帮忙，武汉是能够过关的。”

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
■王 越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形势
日益严峻，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浙江
省衢州市常山县的老英雄胡兆富，每天
都盯着电视屏幕，关注着抗击疫情的最
新情况。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我要为驰援

武汉的各地医护人员点赞。”作为一名
老医务工作者，胡兆富对医护人员表示
由衷的敬意和感谢，“如果我还年轻，身
体允许，我一定会和 57年前一样，义无
反顾地报名支援武汉。”

1963年，浙西山区常山县是全国血
吸虫疫情的重灾区。作为一名退役军
医，胡兆富积极响应国家号召，主动报名
参加常山县血吸虫病防治工作，并在常
山县人民医院内科医生的岗位上退休。
胡兆富说，那些与血吸虫病抗争的艰苦
岁月，他如今还历历在目，难以忘怀。

当时常山县人口数量只有 9万多，
但血吸虫病感染者高达 60%，“马路上
随处可见挺着大肚子、面黄肌瘦的人。”
胡兆富说。那时，当地医疗条件差，资
源极度匮乏，县人民医院仅有的几张床
位，仅能安置少部分重症血吸虫病患
者，其余患者只能在村里集中治疗，村
里的祠堂、学校都成了临时治疗点。每
天，胡兆富一早在医院查好房，就直奔
村医疗点，给病人发药、诊治，午饭后再
返回医院照顾重症病人，天天如此，一
刻也闲不下来。“我们是在和死神赛跑，
和时间赛跑。”

当年，为了防控血吸虫疫情，一方
面，医护人员积极治疗患者，另一方面，
政府采取各种措施隔断疫情的传播。
人们在政府号召下，用挖深沟、改河道、
埋钉螺、撒生石灰等简单有效的措施，

成功控制了常山县血吸虫疫情的传
播。胡兆富说，血吸虫病的传播源在
水，控制住水源就能有效抑制病源，但
如今的新型冠状病毒不一样，它会通过
飞沫、接触等途径人传人，危险性更大，
“所以，大家一定要听专家的话，听党和
政府的话，减少人与人的接触，自觉隔
离，挺过艰难时期。”
“像当年战胜血吸虫疫情一样，

我们终将彻底打赢这场攻坚战。”对
此，胡兆富信念坚定。他说，50 多年
前条件那样艰苦，对抗血吸虫疫情我
们依然取得胜利；17 年前，面对肆虐
的“非典”疫情，全国上下众志成城，
共渡难关；如今，我们的国家国力更
加强大，科技水平更加发达，只要大
家同心协力、同舟共济，一定能战胜
疫情，赢得最终的胜利。

95岁“全国模范退役军人”胡兆富——

“我们终将彻底打赢这场攻坚战”
■周志英

1月30日，在辽宁省辽阳市传染病医院工作的张雷、张玉、金忠臣、刘政斌（从左至右）4名

退役军人，积极请战加入抗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最前线。 谭长俊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