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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2月 21日，注定会让我铭

记一生。这一天，我在战“疫”一线火

线入党，实现了人生的一个梦想。我

选择申请入党让很多战友颇为惊讶，

有的说“年过半百的人，入不入党没有

太大的区别”，但我想说的是：“党组织

深深吸引着我，像党员那样去战斗，是

我一直以来的梦想。”

我的父母都是医务工作者，公婆

也是军队医疗系统的离休干部，丈夫

曾在某军医大学服役。受家庭环境的

影响，我从小立志学医、向往军营。中

学时作为优秀学生代表，我写下了人

生的第一份入党申请书，但因当时年

龄未满18周岁，未能如愿。

1992年，我从西安交通大学医学

部毕业，留在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

医院工作。8年后，我考上空军军医

大学博士并参军入伍，博士毕业后，

留校分配到医院传染科工作。后来，

我曾多次递交入党申请书，但因工作

单位屡屡调整变动，加之中间出国留

学，入党的愿望一直没有实现。渐渐

地，我觉得自己只是一名普通的医务

工作者，只要把技术练好，能够治病

救人、服务官兵就行，入不入党没有

什么差别。

今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

来，我看到许多同事都在出征的请战

书中写道：“我是共产党员我先上！”

“我是积极分子让我来！”当我随队来

到武汉抗疫一线时，医院的共产党员

个个不畏生死、用生命抢救患者的感

人事迹，深深感动着我。我也从身边

的党员身上找到了中国共产党一路

走来，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始终保持

强大的凝聚力和战斗力的重要原因，

这也更加坚定了我想要加入党组织

的信念。

出征时，科室党支部书记、科主任

连建奇语重心长地嘱咐我：“你虽然不

是党员，但组织信任你，作为科室副主

任，你要照顾好大家……”我坚定地回

答：“请组织放心，我一定会竭尽全力

不辱使命，以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

己，像党员一样去战斗……”那一刻，

入党的愿望又一次在我心中燃起。

战“疫”开始，危急时刻，一个又一

个共产党员都选择了义无反顾地冲

锋。我看到他们用实际行动履行着党

旗下的庄严承诺：“随时准备为党和人

民牺牲一切……”

老党员黄长形教授今年已经 55

岁，有多年的高血压病史，在医疗队中

他冲锋在前，和年轻医务人员一起搬

运医疗物资、布置病房、转运病人，带

头进入“红区”救治病人，制订诊疗方

案，疏导患者心理压力。同事李沛的

父亲年前刚做完胰腺癌手术，她主动

申请驰援武汉，舍小家为大家。医疗

队许多同事在原单位担任科主任、护

士长等职务，有的还是全国全军知名

专家，但到了火神山医院，却都无怨无

悔地做一名普通医生、普通护士，各项

工作抢着干……身边一个个感人的事

迹，让我看到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为

我树立了很好的榜样，也鞭策着我不

断向党组织靠拢。

除了身边的榜样，从抗疫战场上

接连传来的战友们的声音更让我的

内心久久不能平静。“我有抗击非典

经验，我先上！”“危难时刻，我们党员

不上，谁上？”“我是一名共产党员，必

须冲在救治最前线！”……一句句质

朴动人却铿锵有力的话语，震撼着我

的内心。护士郭晨晨因长时间穿着

防护服，加上高强度工作，晕倒在岗

位上。吴亚玲母亲去世，因疫情防控

原因无法回家，朝着家的方向三鞠

躬，而后擦干眼泪继续战斗。远在西

安的医院科室同事们同样奋战在抗

疫前线，插管小分队个个是党员。连

建奇主任吃住在科里，连续奋战，视

频中数周不见的他已满头白发……

这样的感动无处不在，既诠释着每一

名党员的家国情怀，更鼓励着我像党

员一样去战斗。

一个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一个党

组织就是一座战斗堡垒，它带领大家

英勇奋斗、集智攻关，凝聚起众志成

城、全力以赴、共克时艰的强大正能

量。军队支援湖北医疗队各级临时党

组织，把党员紧紧团结起来，救治工作

高效运转。病区的临时党委及时为医

护人员及家属解难帮困。这让我看到

了党组织强大的凝聚力、战斗力，并深

深地感召着我，我有什么理由不加入

党组织？战“疫”一线的故事，让我对

中国共产党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对

中国共产党有了更加真挚的情感，对

加入中国共产党有了更加强烈的愿

望。我也想沐浴在党的光辉下，以一

名党员的身份和战友们并肩战斗，于

是我再次递交了火线入党申请书。尽

管已年过半百，但我想早一天入党，就

早一天拥有“危难时刻我先上”的特

权。

抗疫一线是考验入党初心的试金

石和磨刀石，我也以实际行动时刻接

受党组织的考验。参加军队支援湖北

医疗队以来，我作为火神山医院的光

荣一员，虽然年龄偏大，但时刻以党员

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始终和年轻同志

一样冲锋，经受住了体力和意志的双

重考验，尽己所能投入救治工作，挽救

更多的生命。

2月21日，我和33名抗疫勇士一

起面向党旗，举起右手庄严宣誓。从

那一刻起，我终于可以以党员的身份

和战友们并肩战斗了。

加入党组织是我人生中的一个新

起点，我一定会以党员的标准严格要

求自己，时刻不忘入党初心，始终以冲

锋姿态接受考验，用赤诚之心和积极

行动践行党旗下的铮铮誓言。

（内容略有删减，标题为编者所

加）

孙兴维、王均波、杨柳推荐

上图为王临旭的火线入党申请

书。

下图为王临旭（前）与战友徐飞一

起从重症一科 ICU接转患者回感染三

科病房。 蔺海月摄

“像党员那样去战斗”
——推荐火神山医院军医王临旭火线入党后的一份思想汇报

关键时刻冲得上去、危难关头豁得出来，才

是真正的共产党员。在战“疫”一线，一大批抗

疫“战士”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他们把

初心落在行动上，把使命担在肩膀上，在危难时

刻挺身而出，冲锋在第一线、战斗在最前沿。火

线入党抗疫“战士”们，为战“疫”一线党组织带

来新的战斗力量。

2月 21 日下午，火神山医院组织了一场短

暂的火线入党宣誓仪式。34名预备党员多地同

步面向鲜红的党旗庄严宣誓。他们中年龄最大

的 50岁，最小的 20岁。作为其中年龄最大的预

备党员，火神山医院感染三科一病区医师王临

旭的选择受到关注，有人对她年过半百申请入

党感到不解，但更多的人则被她铁心向党、“疫”

线冲锋的精神所感动。究竟是什么原因让王临

旭在战“疫”一线选择申请入党，让我们一起从

这位新党员的思想汇报中寻找答案。

读者推荐

入伍时，大家都在同一起跑线，都
在老兵、班长的带领下边学边干，经过
近半年的训练生活，每个人都在逐渐适
应、摸索前行，彼此之间的差距也逐渐
显现。有的人脱颖而出，成为优秀操作
手或在比武中夺魁；有的人却浑浑噩
噩，“泯然众人矣”……这关键还是一个
“怎么看、怎么干”的问题。

军营是人才辈出的沃土，一茬茬官
兵在军队这个大舞台上施展才华，在军
营这个大熔炉里淬炼成钢，书写了绚
烂、无悔的青春篇章，他们的成长足以
证明一切。当然，这些成长并非一朝一
夕完成，也不会从天而降，还需要下苦
功夫去创造。

我 2002 年 12 月参军入伍，当时正
值单位调整转隶，部队各项工作繁杂，

白天参加训练、晚上整理物资，几乎没
有时间学习。每天晚上熄灯后，我就披
着大衣，带着小板凳去洗漱间看书。为
了有更多的学习时间，周末、节假日连
队二楼兵器室的坐岗基本上都让我“承
包”了。

后来连主官查铺时发现我在学习，
专门交代文书把图书室打开，让我每天
去那里学习。一年多的加班学习经历，
让我深刻体会到冬天手脚撕裂般的冰
凉和枯灯黄卷的孤独，而更让我难受的
是身边战友的不理解。当时，有的老班
长不看好我：“别白费劲儿了！”有的同
年兵不理解我：“天天加班学习图个
啥？”面对不理解，我并没有气馁，而是
当成激励我不断前行的动力。

辛勤的付出，换来的是收获的喜

悦。第二年，我以全旅第 5名的成绩考
上原石家庄机械化步兵学院，结束了营
里近5年没有人考上军校的历史。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
来。战斗英雄杨根思在朝鲜战场上立
下誓言：“不相信有完不成的任务、不相
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不相信有战胜不
了的敌人”，激励着一代代官兵奋勇向
前。新战友正值青春年少，是为了理想
去奋斗的最佳年华，每个人都应该去努
力、去拼搏。敢于吃苦，方能成才，只要
拿出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劲头，发扬“见
红旗就扛、见第一就争”的光荣传统，就
能实现自己的成长目标。

特约记者海洋、通讯员王立军、廉
政整理推荐

肯吃苦，成长证明一切
■某营教导员 张 国

虽然新兵入伍已经将近半年的时间，但不
少新兵对军旅生活的认识还是初步的，很多新
战友忙于日复一日的紧张训练和生活，对于个
人成长成才缺少长远规划，没有找到发展的方
向和目标，更不清楚该如何努力实现目标。陆

军第 79集团军某旅组织部分干部骨干以“过来
人”的身份，和新战友分享自己在军营大家庭
成长成才的感悟，受到新兵的普遍欢迎。我们
遴选其中 3名干部骨干的感悟，希望能给新战
友一些帮助和启发。

进发，向着建功军营的目标
——陆军第79集团军某旅 3名官兵成长成才的感悟

你想成为训练尖子、三栖精兵，还
是装备能手、专业大拿，或者是考学提
干、继续深造？战友们，经过半年的适
应期，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对自己的成长
目标做出规划，并通过不懈努力实现这
个目标。

新战友刚到连队，我一般都会要求
每个新同志写一份成长规划，大家起初
不理解，觉得部队每天生活按部就班，
没必要规划。其实，无论是在部队还是
地方，“学习”这两个字都非常重要，一
份切实可行的成长规划可以帮助自己
明确以后的成长方向。

连队曾经有一个名叫申山的大
学生士兵，他提干后留下一本日记
给连队，日记里记录着他当兵生活
的点点滴滴。“1 月 11 日，今天我手
榴弹投了 32 米，距离目标还有 3 米

差距……”“1 月 12 日，今天自动步枪
射击达到了优秀，很高兴，向军官梦
又前进了一步……”当兵两年，他就
是 这 样 将 部 队 的 生 活 点 滴 规 划 清
楚，制定了一个个小目标，努力奋
斗，最终圆了自己的军官梦。

连队还有一名大学生士兵范明
毅，他的经历有些坎坷。入伍后，他一
直想提干，并始终以高标准要求自
己。一段时间，因为表现突出，他被营
里评为“训练尖子”，可没过多久自己
却“不在状态”了。原来，他道听途说
了一些关于大学生士兵提干的条件，
觉得自己很难达到标准，于是训练劲
头没了，工作标准也下降了。得知原
因，我告诉范明毅，虽然提干要求是硬
杠杠，但是只要努力，照样可以有很好
的发展。我和他一起，把目标细化为

每周的小收获、每月的小进步、每季度
的小跨越……这样，范明毅工作生活
有了明晰的目标，一段时间后成效明
显，他成为了本专业的训练尖子，年底
被评为“优秀义务兵”，最终成功考入
军校。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刚刚步入
岗位的新战友渴望得到认可，往往是哪
些能更快得到别人认可，哪些便是他们
的目标。然而，追求事事能干，结果往
往样样不行，白白浪费了时间。这说到
底是缺乏成长成才的清晰目标，应在全
面规划后有计划、有步骤、有标准地实
施，而不能“东一榔头西一棒槌”地打乱
仗。每名新战友都应注重把大目标分
解为一个个小步骤，围绕部队建设需要
和自身实际进行成长规划，早日成长为
部队所需的优秀人才。

分目标，每天进步一点
■某连指导员 于洪涛

步入军营，大家都经历了第一次
站岗、第一次爬战术、第一次实弹射
击等考验，许多第一次时的紧张吃
力，或许会让大家热切盼望能够像老
班长那样胸有成竹、应对自如。这就
需要我们践行雷锋“干一行、爱一行、
钻一行”的钉子精神，立足岗位精武
强能，在军营闯出一片天地，实现成
才的愿望。

2003年 6月，我刚从士官学校毕业
就赶上演习，连队让我负责保障某指挥
所内有线电通信联络。按照计划要求，
此次需要架设 22个用户 12.5公里的线
路，用时大约 50 多分钟。为了提高线
路架设时效，演习开始前，我一个节点
一个节点确认位置，并展开现地模拟作
业，经过与连队老士官和学校教员反复

沟通，我总结出了“三点对向法”，使用
这个方法能够把架设线路的时间减少
到30分钟以内。

演习持续 6天时间，我每天都要架
设 30 多公里的线路。由于“敌情”较
多，所有线路都要埋到地下，我带着班
里的 3个战友，用镐刨、锹挖、手埋的方
式，超额完成了 100多公里线路的埋设
任务，有效保障了通信线路的畅通。从
那以后，每逢重大演训任务，连队都会
指派我参加。

部队调整改革后，新装备陆续配发
到位，如何使新装备快速形成战斗力，
成为连队亟待解决的问题。我主动请
缨，挑起研究新装备的重担，每天加班
加点认真研读装备说明，利用点滴时间
向厂家技术人员请教，同时大胆摸索装

备操作方法，整理出 100多页的操作手
册。

一天晚上，我跟厂家技术人员谈完
问题后，在连队教室对照装备图册整理
笔记，连长查完铺后拿着我的笔记本仔
细翻看，当时便对我说：“有你这样敢挑
大梁的骨干在，我们对新装备尽快形成
战斗力信心满满！”

经常有人问我：“当兵有没有前
途？”前途是什么？前途就是不断提高
自己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实际能力。
发扬“钉钉子”精神，不仅能解决军事训
练、业务工作中遇到的各种问题，也能
解决个人生活遇到的烦恼，快捷获取战
胜困难、解决问题的方法，随之提升的
是个人能力素质、人格魅力，这难道还
不算成功吗？

“钉钉子”，提高就是成功
■某营二级军士长 刘岩清

3月 11

日，武警上海

总队执勤第五

支队开展“共

植成长林、绿

动强军梦”主

题活动。官兵

在营院内种下

树苗，将写着

梦想寄语的卡

片悬挂在树枝

上，并取名为

“成长林”，寓

意官兵与树苗

共同成长、互

相见证。

陆振鑫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