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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7月
18日，我和战友们一起在江西省鄱阳县
昌江圩朱家桥段大堤旁，面对党旗庄严
宣誓。我是一名 00后新兵，入伍还不满
1年，没想到能够在抗洪一线火线入党。

我出生在赣南革命老区，爷爷是一名
老兵，他经常给我讲：“军人在任务面前一
定要时刻冲锋在前。”入伍后，我不光是“干
活有劲”，事事都冲在前，而且干什么事都
特别“拼”，战友们都叫我“拼命三郎”。

今年入夏以来，江西多地出现持续
强降雨，农田被毁、道路被淹……人民生
命财产安全受到严重威胁。我们支队积
极响应，随时准备投入抗洪抢险。我想，
我是军人的后代，事事不能落在别人后
面，于是，我向中队党支部递交了请战
书，如愿以偿地成为抗洪队伍中的一员。

7月9日晚，我们作为第二梯队，从营
区紧急赶赴鄱阳县昌江圩大堤。在大堤
上，我抬头朝昌江江面望去，漆黑的夜幕
下什么也看不清，只听见哗哗的水声，顿
时，我的心怦怦直跳。再看脚下，凶猛的
江水快要漫过路面。说实话，长这么大，
我还没有见过这么大的水，心里真有点
害怕。估计不少新战友也是这么想的，
但灾情来不及让人思考，只是跟着班长
拼命地扛沙袋。那一晚，从装填沙袋处
到堤坝，我不知道跑了多少趟，也不知道
扛了多少沙袋，只觉得身上就像散了架
一样。休息时，我连矿泉水瓶都拿不住，
一点力气也没有，靠着沙袋就睡着了。

过了几天，鄱阳湖水位突破了历史
极值，昌江水也涨成了地上河，圩堤上更

是险情不断。“前方出现泡泉群，迅速前
往处置！”一天夜里，指导员的对讲机中
又传来险情通报。我已经没有了刚上大
堤时的慌张，紧跟着班长的步伐，扛起沙
袋向前冲，并带头跳入水中踩实填埋的
土料……我和战友一直坚守到天亮，才
成功处置了险情。

7月 21日一大早，我还没睡醒就被
战友拉起来了，大家都笑呵呵地向我祝
贺。指导员徐培根打开手机屏幕，我看

到一个熟悉的身影。原来，前几天在大
堤上被摄影记者抓拍到我扛沙袋的瞬
间，没想到《人民日报》用这张图做了一
期公益广告，还配了文字说明：“灾情面
前，总有一群人不顾安危冲向险境……”
看了图片，我心里热乎乎的，作为一名军
人，扛沙袋时也要做拼命三郎。

（叶 杉、特约记者曹先训整理）

图为刘意飞在大堤上抢运沙袋。时

雨摄

“扛沙袋时也要做拼命三郎”
■武警江西总队机动支队防化中队列兵 刘意飞

今年抗洪任务来得很急。7月 13日
下午，连队在外驻训几个月，刚回营区才
3天，就接到紧急出动的命令。连队在
安排出动人员时，考虑到我是老同志，在
外驻训几个月没有回家，孩子、老人都要
照顾，就让我留守营区。
“在连队我兵龄最长，党龄也最长，还

参加过九八抗洪，有经验，让我先上！”我

得知连里的安排后，很是着急，赶紧向指
导员递上“请战书”：“人民有难、九江告
急，我是一名老党员，怎能留在后方‘躲清
闲’，只要人民有需要，我必须冲上去！”

得知我要去抗洪，妻子担心我腿疾复
发，想劝我留下来。我发微信告诉她：“你
放心，到了大堤上，有啥毛病都好了！”

部队出动，我们急行军 10多个小时

抵达江西省彭泽县棉船镇。该镇是长江
下游的一个岛镇，四面环水，地势较江面
水位低了近2米。放下背包，我立即随营
领导一起对任务地段江河堤坝进行勘察，
连续数天与战友一同在齐腰深的水渠沟
壑中铲沙土、背沙袋、清淤泥、固堤坝。

除了处置险情，每天我还会带着勤务
保障营的党员突击队上环岛大堤巡堤。巡
堤任务可不简单，堤坝长时间高水位浸
泡，一些渗水、泡泉看起来很微小，但下面
的泥土可能已经被掏空，一不小心踩下去
就会引发危险。这些经验都是我参加九
八抗洪时积累的。

7月 18日早晨，一处防洪大堤突发
险情：岛上一条主干自来水管爆裂，飞溅
的水流不断冲刷着大堤，如不及时止住
险情，会影响到大堤安全。
“党员突击队，跟我上！”我正在吃早

饭，放下碗筷拿上工具就往现场跑。到
达险情处，一股水流猛烈向外“喷射”，堤
坝上的泥土已经湿了一大片。我们顶着
近 35摄氏度的高温，先用铁锹、铁镐挖
开泥土，在接近水管处时又徒手挖，在黏
稠的泥浆中连续奋战 5个多小时，终于
将这根隐患水管更换下来。

抗洪抢险冲一线，备战打仗当先
锋。作为一名老兵、一名党员，就是要始
终保持冲锋的姿态，在人民需要的时候，
挺身而出，敢于牺牲！

（刘 伟、特约记者童祖静整理）

图为谢元学在大堤上清理杂物。

“我参加过九八抗洪，让我先上！”
■陆军第72集团军某旅勤务保障营一级军士长 谢元学

2017年，我报名参加部队扶贫攻坚
任务，并担任鄂石滩村扶贫工作队队
长。第一次来到鄂石滩村，我感到这里
实在太闭塞了。大山沟里横七竖八坐落
着几个自然村，泥土和碎石铺就的简易
山路九曲十八弯，还经常因为暴雨或冰
雪而与世隔绝。村里的年轻人早早都出
去打工了，留下的大多是老幼病残，我们
挂钩扶贫的鄂石滩村 83户 187人中，因
病致贫的就有 51户。从那时起，我就下
定决心：“宁可脱掉几层皮，也要带领乡
亲们在3年内甩掉贫困帽子。”

看花容易绣花难。我千方百计联系
驻地政府和企业帮助村里引进了肉牛养
殖等项目，可是不少人怕上当受骗而持
续观望。于是，我挨家挨户上门做工作，
可一周下来，村民也没几个人支持我。
有时我在想，天天磨破嘴皮子还在这里
受气，到底是为啥？

关键时候，仓库政委陈翰经常找我
谈心，还给我推荐了《习近平谈治国理
政》《习近平在正定》等书籍。带着心底
的委屈和疑惑，认真阅读这些书籍，我慢
慢悟出其中道理：在工作中要学会换位
思考，一切从群众切身利益出发。

于是，我深入了解了每户村民面临
的困难，决定先从退伍老兵郭跃华入
手。非常巧的是，他与我的一个哥哥是
战友。先谈感情，再讲工作。三番五次，
他被我说动了，第一个参与肉牛养殖项
目，很快实现了产品外销。在郭跃华的
带动下，不到一年，全村每户人家都至少
参加了一个扶贫项目。

3年来，部队各级累计投入资金 300
多万元，从引进经济项目到拓宽销售渠
道，从帮带组织建设到实施公益扶贫，从
思想互助到医疗救助。渐渐地，村里的
水泥路通到每家每户，六七十岁的老党
员带头加油干，肉鸡养殖、虹鳟鱼饲养、
蘑菇种植、肥料加工等项目形成良性循
环产业链，肉牛从 30多头发展到 200多
头，鄂石滩村人均收入从 2900元增加到
5980元，今年年底有望突破9000元。

扶贫攻坚，信任是关键。老百姓脸
上的笑容多了、眼睛亮了，一碰到我就
说：“队长，啥时候来俺家吃顿饭啊！”每
逢此时，我的心里格外甜，正应了那句老
话：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
扶贫工作，不论困难有多大，只要捧出爱
民为民的心，冰山也会被融化。

（李华兴、特约记者张 雷整理）

图为王宁指导村民开展蘑菇种植。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作者提供。

大 爱 如 山 化 春 风
■中部战区空军某仓库二级军士长 王 宁

抗疫是一次无悔的人生选择。去
武汉前，很多人问我：“你为什么要
去？”似乎在别人眼中，年过半百的
我已经不需要再像年轻人那么拼了。
但我觉得，人总是要有点精神的。在
家国危难之际、在疫情最为紧张之
时，作为一名军人、党员和医生，就
必须挺身而出。

我 2月 17日随海军军医大学第二
批医疗队驰援武汉，担任湖北省妇幼
保健院光谷院区感染三科主任、医院
会诊专家组组长、干细胞治疗组组
长。在抗疫一线，“红区”就是主战
场。进“红区”是我每天必须要做
的，甚至有时一天进去两三次，日均
工作时间超过 10 小时，最长达 17 个
小时。

一天晚上 10点多，我接到报告，
当天收治的老年患者多，病情都比较
重。其中有一名 55岁男性重症患者呼
吸急促，急需抢救。情况紧急，我没
有多想就又穿好防护服冲进“红
区”，与值班医生一同开展抢救，直
到凌晨 2点多。令人欣慰的是，第二
天查房的时候，这名重症患者的症状
已明显减轻。但是次日晚上，另一位

患者突发病情变化。午夜 12点，我再
次赶到“红区”，直到凌晨 4点才走出
病房。我本想在第三天休整一下，可
当天是我们第一次开展干细胞治疗，
为确保万无一失，我又在“红区”工
作到晚上 9 点多。年龄真的不饶人
啊，脱防护服时，我才感到腰像断了
一样，疼得半天直不起来。

对新冠肺炎这种传染性很强的疾
病，一句亲切的问候，都是一剂“良
药”。科里收治的一名74岁患者，感染
新冠肺炎的同时还患有严重的失眠症，
情绪低落，不愿配合治疗。我就到病床
前与老人拉家常，讲述新冠肺炎知识和
我们感染三科成功治疗的案例。老人很
快被我们的真情所感动，当面表达了
歉意，还成为了病区文化共建的积极
分子。

在武汉期间，一名记者曾问我：
“在这里工作你害怕吗？”我回答说：
“我不怕！”作为一名军人和党员，出
征前我已做好了应对各种突发情况的
思想准备。

（特约记者王泽锋整理）

图为谢渭芬在光谷院区给科室人

员布置工作。

白 衣 执 甲 守 望 初 心
■海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消化内科主任 谢渭芬

“八一建军节就要到了，祝您节
日快乐！谢谢您和战友们曾为武汉拼
过命……”“八一”前夕，我收到许
多祝福信息，但这条来自武汉一名康
复患者的信息让我格外欣喜，也把我
带回到在武汉抗击疫情时那惊心动魄
的 50多个日夜。

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我所在
的 988 医院要抽组医疗队支援武汉抗
疫，我立即递交了请战书。

到武汉后，我被武汉泰康同济医
院任命为感染七科护士长。刚进病
房，患者钱阿姨就抱着我哭开了，反
复说：“解放军同志，一定要救救
我……”这时，一直坐在角落里不说
话的患者林阿姨也来了，神情疲惫，
双眼通红，眼角还挂着泪痕。原来，
她老伴前几天刚因新冠肺炎离世，她
连最后一面都没见上。正在她伤心难
过、不知所措时，解放军医疗队来
了，让她重新看到了希望。

两位患者阿姨的话足以证明人民
军队在群众心中的位置，也深深刺激
了我，我这辈子都不会忘记，一定要
为武汉人民多做点事。为了能救治更
多的患者，病区床位从 45张增加到 60

张，大多是高龄重症患者。为了方便
照顾患者，我直接住到了科里，白天
在病房护理病人，晚上睡在“红区”
门外的值班室。

患者张爷爷是一名抗战老兵，今
年 90多岁，刚住院时有些神志不清，
拒绝一切治疗，有时候耍脾气，有时
候又独自流泪。我就一直守在床边，
安抚他的情绪，为他监测生命体征。
一天，我握着张爷爷的手，鼓励他：
“抗战时期，您用生命保护了人民安
全，现在生病了，让我们来守护您健
康，请相信我们。”老人睁大眼睛看了
看我，过了好一会儿才含着泪点点
头。经过 7天的科学治疗，张爷爷身
体的各项指标越来越好，很快符合出
院标准。大家一起送张爷爷出院的那
一刻，我心里甭提多激动了。

作为武汉泰康同济医院最年轻的
护士长，在抗击疫情的战斗中，我更
加深刻地感悟到了人民至上、生命至
上的崇高品质，感悟到了人民军队爱
人民的军民鱼水情。
（冯智源、特约记者王均波整理）

图为江小萌在病房鼓励患者战胜

病魔。

抗 疫 彰 显 鱼 水 情 深
■联勤保障部队第988医院骨科护士长 江小萌

题图摄影：郝东红、吴永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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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那些人，还是那样的兵。”江西省九江市一位在

九八抗洪时被解放军相救全家脱险的市民，特意找到今

年支援九江抗洪的部队表达感谢之情。谁把人民放在心

上，人民就把谁放在心上。在群众眼里，人民子弟兵浑身

透着一股“英雄气”，有着天然的“亲近感”。为什么？因

为军心连着党心民心，每个军人心中都饱含着沉甸甸的

爱民情怀。正因为宗旨所向是人民，胜利之本是人民，力

量源泉是人民，我军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支持和帮

助，才能攻险阻、战顽敌，战胜一个又一个敌人。

当新冠肺炎疫情来袭时，解放军医疗队在除夕之夜

闻令而动，逆行武汉；当洪水地震等自然灾害来临时，人

民子弟兵奋勇争先，向险而行，全力投入抢险救灾；当脱

贫攻坚到了决战决胜阶段，担负扶贫任务的官兵真抓实

干，瞄准突出问题精准施策……哪里有危险，哪里就有人

民子弟兵；哪里有需要，哪里就是人民军队的战场。人民

军队紧紧与群众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线。

今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3周年。93年来，在这

支人民军队从小到大、由弱到强的光辉历史中，每一页

都镌刻着“人民”二字。人民子弟兵来自人民、植根人

民、服务人民。高原海岛卫国戍边，抢险救灾舍生忘死，

疫情防控闻令而动，脱贫攻坚脚步不停……每时每刻，

人民子弟兵都在用实际行动诠释着“人民军队爱人民”

的初心。

（陶春晓）

永做人民子弟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