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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防控第一线——战“疫”手记

Mark军营

互联网邮箱：jbjccz@126.com

强军网网盘：jbjccz

值班员讲评

带兵人手记

值班员：火箭军某团教导员 郝庆生

讲评时间：2月7日

这几天，我在检查各连值班室战备
秩序过程中，发现有的连队战备药箱里
贮存的药品摆放混乱、归类不清；询问
卫生员药箱里医疗器材的数质量情况，
有的同志答不上来或是含混不清；更有
甚者，在其负责管理的战备药箱里还发

现了过期药品。
对基层官兵来说，战备药箱装的

不仅仅是药品，更是备战打仗的重
要 物 资 ， 关 键 时 刻 能 顶 大 用 。 前
年，一名战士在巡山途中被毒蛇咬
伤腿部，幸好同行的战友携带的药
箱里装有蛇药片，以及止血和清洗
伤口的专用物品。由于先期处理得
当，这名战士不仅无性命之忧，也

保住了腿。
同志们，战备药箱要“战备”。绝

不能将战备药箱当作摆设，平时的维护
保养和检查更换不能流于形式。要不打
折扣落实战备制度，时刻保持规定的战
备秩序，只有狠抠细节，部队战斗力建
设才能有保证。

（殷秀祥、李 丹整理）

战备药箱要“战备”

“报警功能正常，咱们可以在清
单上‘销号’了。”2 月 4 日，第 76 集团
军某旅弹药科联系厂家进行售后服
务，将弹药库内损坏的震动报警器更
换到位，助理员梁正昊验收无误后，
在相应一栏打上了对钩。这是该旅
对照问题清单，紧盯遗留问题抓整
改，确保新年度工作开局轻装上阵的
一个具体举措。

春节前，旅机关在对各分队进行调
研时发现，不少在年终总结时提及的问

题仍未解决。“对存在问题听之任之，总
结的意义何在，单位建设水平如何上新
台阶？”旅党委一班人态度鲜明，必须做
好问题整改的“下篇文章”。他们将解
决遗留问题作为开展新年度工作的重
要抓手，对年终总结中各分队提到的问
题进行“回头看”，制订整改措施，明确
整改时限。

与此同时，旅党委成员按照分工带
队深入一线，对照问题逐一督促整改。
针对整改过程中出现的矛盾困难，现场

办公、具体帮带，将涉及警戒执勤、政治
教育、安全工作等 9个方面的 31个遗留
问题解决到位。

笔者在“销号”清单上看到，机关为
作战值班室等点位统一采购的真空保
温饭盒已到位、购买的全新灭火器已配
发到各分队……“不受遗留问题牵绊，
我们能以更好的状态投入新年度工
作。”近日，旅机关组织调查问卷显示，
官兵对遗留问题解决的满意度达到
90%。

第76集团军某旅

新年度工作开局先整改遗留问题
■李雁景 赵炫竹

前不久，指导员休假回家，连长又
碰巧赶上集训。两位主官不在位，营里
就让我暂时负责连里的工作。虽说是
暂时负责，但我十分珍惜这次难得的锻
炼机会，雄心勃勃想要干出成绩以证明
自己的能力。可这才第一周，我就被连
队官兵“上了一课”。

上周连务会上，在周流动红旗评选
时，抱着平衡照顾的想法，我提议将内
务卫生流动红旗颁给三排七班，没想到
却引发了一场争执。

其实在提议之前，我已经深思熟虑
了半天：一排已经获得军事训练和作风
纪律流动红旗，二排已获得政治教育流
动红旗，只有三排还是“零”。根据内务
卫生检查统计结果，一排一班和三排七
班都有资格获评内务卫生流动红旗。而
一排已经有两面流动红旗，少得一面应
该不会计较。把内务卫生流动红旗给七
班，三排面子上也会好看些。

谁知，我抛出这个“合情合理”的想
法后，一排长却面露难色地说道：“副连
长，给七班我们也能理解，但是一班表
现确实也不错，我觉得还是用数据说话
最合适。”听完他的发言，在场的骨干们
都若有所思。一排长虽不是故意令我
难堪，可当十几双眼睛盯着我时，我瞬
间感觉不自然起来。

尴尬之际，二排长的建议让我找到
了台阶。他说：“日常内务卫生的状态
最能反映水平的高低，不如来个现场
‘PK’，对一班、七班进行突击检查，作
为评选依据。”见大家都没意见，我便带

着众骨干对一班和七班的内务卫生逐
一进行了检查。检查结果显示，一班存
在 3个问题，七班没有发现问题，内务
卫生流动红旗最终花落七班。

虽然这次评选的结果跟我的意见一
致，但过程给我上了一课。表彰奖励一
定要有理有据，才能令官兵信服。虽然
评选颁发流动红旗在一些人眼里算不上
大事，但对珍视荣誉的官兵们很重要，带

兵人马虎不得，更不能“想当然”。
认识到自己的失误，晚点名时为各

班排颁发完流动红旗后，我向全连官兵
保证：负责工作期间一定把各项工作做
扎实，事关表彰奖励绝不搞平均主义，
和大家一起脚踏实地推动连队各项工
作向前发展。

（李佳鹏整理）

表彰奖励不能“想当然”
■新疆军区某团修理连副连长 卢 可

立春当天，我们迎来了首批转院的
确诊患者。接触确诊患者，三级防护的
重要性不言而喻。出发前，我们接受了
严格的培训与考核，在准备接诊前，大
家共同回忆训练细节，互相提醒注意事
项，就像一场小规模的防护“比赛”。

清晨的武汉，寂静又空旷。前往火
神山医院的车上，大家望着窗外，期盼
着这场疫情早日结束。

抵达医院后，紧密严实的防护，
一时让我们呼吸急促，行动迟缓。我
接诊的首位患者是一名 50 岁的阿姨，
身材瘦小的她看起来有些虚弱。但当
看到我们时，她眼神中像是闪过一丝

光芒，轻声说道：“解放军来了，一切
都会好起来的。”穿过厚厚的护目镜和
防护面屏，她那种信任感给我们注入
了新的力量。

我切身感受到了患者在承受病痛
的同时，还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所
以，我们除了治愈他们身体的疾病，还
要给予他们心理上的支持和帮助。正
如在校攻读医学时，老师时常挂在嘴边
的话，对病患“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
助，总是去安慰”。

身着防护服，全副武装进行高强度
工作，很多战友都出现了头疼、头晕、呼
吸困难等症状，但没有一人喊难喊退，

大家都坚持了下来。虽然汗水浸透了
我们的衣衫，勒痕刻在了我们的脸上，
但是我们早已忽略了这些，因为，我们
把对生命的呵护看得比什么都重。

通过这次身处战“疫”一线的经历，
我们多了一份从容和对生命的敬畏之
心，我为身边战友的默默付出而感动，
为广大的武汉人民而感动，希望在我们
的治疗救护下，患者们能尽快康复，回
到家人的怀抱——这是我们医务工作
者的初心，也是人民子弟兵必须扛起的
责任！
（白子玄、本报特约记者 刘一波

整理）

呵护生命比什么都重要
■军队支援湖北医疗队队员 周晓丰

“大家睡觉前一定要明确好明天的
送货点和联系人，提前做好准备。”2月
4日晚上 10点 03分，我做完分队出车计
划后，又挨个房间通知运力支援分队的
战友。这时，和我住一个房间的驾驶员
李石恒跑出来找我：“快，有紧急任务
了！”紧接着，我的手机就响了：“刚接到
紧急通知，我们需要出动两台车支援方
舱医院建设……”
“我请求出车！”听到任务我毫不犹

豫地请战。我们单位是“抗洪英雄营”，
“任务敢抢、困难敢闯、红旗敢扛、重担敢
挑、生命敢献”是根植在骨子里的红色基
因。支援方舱医院建设这么重要的任
务，不能有丝毫拖延，早一分钟把物资运
送到位，医院就能早一些收治病人。

我一边穿防护服，一边思考注意事
项：做紧急出车计划，联系好一同执行
任务的兄弟分队人员和物资装载点联
系人，检查发动车辆，检查人员是否防
护到位，排好行军序列……这些工作几
乎是同时交织安排，脑子里似乎有好几
条信息回路。晚上 10点 35分，车队出
发了，我看看表，距离接到紧急通知仅
过去32分钟。

一路疾驰。晚上 10点 55 分，我们
到达物资装载点，考虑到人员体力消耗
大，我让一级军士长王帅在车上休息，
他一口回绝了，“多一个人，干得更快一
些，现在必须争分夺秒。”

装载完 4卡车的物资已经是次日 0
点 23分，大家不敢有丝毫懈怠，驾车

迅速向方舱医院开进。坐在车上，困
意袭来，我打开车窗让冷风吹在脸
上。这时，一辆救护车从我们对面方
向驶过来，向我们打了几下双闪。驾
驶员李石恒告诉我，这是在向我们致
敬！一下子，我的困意全无，心中迸
出一句话：世上有一种英雄主义，那
就是认清死亡的残酷后，去拥抱残
酷，拯救生命！

1点 50分，我们终于到达方舱医院
建设点。看到现场那么多忙碌的身影，
我更加坚定了战胜疫情的信心和决心，
我们一定会坚决完成上级交给的一切
任务。

（本报特约记者 张鹤、何武涛整理）

战斗在子夜
■驻鄂部队抗击疫情运力支援队队员 吴嘉恒

夜已深，但防控指挥部里依旧灯火
通明。

大年三十就开始在这里战斗，不知
不觉已经 20多天了。刚才几个同志因
为有不同意见，进行了激烈讨论。但争
论归争论，心情可以理解，都是为了把
防控工作做得更好。

我学过医，也有过抗击非典的经
验，组织上信任我，让我担任省军区疫
情防控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说实话，
压力挺大。十几年了，我们还从来没遇
到过如此严峻的情况。

疫情发展比想象中的要快。令人
欣慰的是，省军区采取了一系列超常措
施，确保自身防控不出问题，也让我们

有足够精力去支援地方抗击疫情。
在没有硝烟的战场上，我们不能

像医护人员那样冲到一线，“有劲使
不上”的感觉让人浑身难受。但我们
能做的事还很多，除了自身防控，还
要与驻军部队和地方各级党委政府
进行对接。

这几天，在一线战斗的同志给我打
了很多电话，现在最大的困难还是防护
物资补充问题。

在我们的积极协调下，社会各界积
极支援，当地的一些企业捐助了 4万件
防护服、20万只口罩，这种众志成城、共
克时艰的举动，让我们备受感动。

来自社会各界的爱心，通过我们不

断涌向战“疫”一线。一定要把防疫物
资送给最需要的人，这是我们一致的想
法。这几天，同志们一直忙于在军地之
间穿针引线，我们陆续把地方捐赠的物
资送往防控一线官兵、医护人员和社区
医务工作者手中。

工作节奏很快，很累，却很值得。
唯独放不下的，是家里的老人。岳父岳
母先后被确诊感染新冠肺炎，一个病
重、一个病危，没能陪在他们身边共渡
难关，心里觉得有愧，但无悔。因为，我
是一名军人。

（杨云鹏、本报特约记者 何武涛

整理）

把防疫物资送给最需要的人
■湖北省军区疫情防控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 毛洪山

收到这几篇来自战“疫”一线的手

记，是在凌晨时分。作者在短信里不

约而同地表达了这样一个观点：一线

的同志很不容易，但为了传递力量和

决心，他们在深夜抽出宝贵的休息时

间撰写稿件，希望大家都能看到我们

必胜的信心。

军队支援湖北医疗队队员、驻鄂

部队抗击疫情运力支援队队员、湖

北省军区疫情防控领导小组办公室

主任……每篇手记的作者有着不同

的身份，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称

谓——抗“疫”战士。

三级防护下争分夺秒救治患者、

子夜奋战支援方舱医院建设、从大年

三十开始持续值班对接军地……每

篇手记里都有感人的细节，每篇手记

背后都隐藏着许多普通而平凡的无

名英雄。

疫情面前，没有局外人、旁观者，

人人都是参与者，人人都是战斗员。

只要我们团结一心、众志成城，就一定

能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

——编 者

2月5日，西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新年“开飞”即组织火箭地靶射击、对抗空

战等高难课目训练，锤炼部队实战能力。图为机务人员迎着朝阳完成“开飞”前准

备工作。 文 瑞摄影报道迎着朝阳开飞

写 在 前 面

马路通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