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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冬，古都南京寒意袭人。忙碌了

一上午的东部战区总医院感染科护士

长、文职人员郑翠霞回到办公室，利用

午休时间拨通了西藏安多县安多兵站

站长马瑞峰的电话。

“听说你们那里零下 20 多摄氏度

了，保暖的同时要注意规律饮食，少吃

辛辣刺激食物……”前不久，马瑞峰胃

肠溃疡合并反流性食管炎的老毛病又

犯了，郑翠霞看到他发来的咨询短信

后，第一时间与消化内科医生研究，为

他量身订制保健方案。

作 为 医 院 第 20 批 援 藏 医 疗 队 队

员，郑翠霞有着 20 余年工作经验，曾多

次参加急难险重任务，先后获评“抗击

新冠肺炎疫情全国三八红旗手”、“四

有”优秀文职人员等。如今，虽然为期

半年的援藏医疗服务任务已经结束，但

她的心依然牵挂着藏区同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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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医院抽组援藏医疗队时，名

单中没有郑翠霞的名字。得知情况后，

她多次找组织主动请缨，先后 2 次递交

请战书，最终得以入选。

坐飞机、转大巴，沿着青藏公路一

路西行 7 个小时，医疗队终于抵达目的

地——安多县。

无 暇 欣 赏 逶 迤 的 雪 山 、广 袤 的 草

原、成群的牛羊，郑翠霞出现了头痛、胸

闷、呕吐等高原反应。下车后，看到群

众手捧洁白的哈达迎接他们，郑翠霞精

神一振，不适感似乎也减轻了很多。那

一刻，她感受到群众的期盼，体会到责

任与使命。

简单收拾行李后，医疗队赶到安多

县人民医院。急诊室传来的阵阵哭声，

深深刺痛了郑翠霞。“我的孩子，你快醒

醒啊……”原来，家住牧区的 5 岁男孩

阿桑次仁不慎被烫伤，由于处理不及

时，导致左侧手臂以及腹部创面发生感

染，被送到医院后突发晕厥，他的母亲

失声痛哭。

当时，孩子烫伤创面脓液已经将皮

肤和衣服粘连在一起。郑翠霞小心翼

翼进行清创、杀菌、消炎，一连串动作耐

心而规范。

随后一段时间里，郑翠霞和医护人

员进行细致入微的护理，阿桑次仁烫伤

创面慢慢愈合，最终顺利出院。出院

时，孩子踮起脚尖，把一条洁白的哈达

挂在郑翠霞脖子上。那一刻，郑翠霞红

了眼眶。

“牧民就医路途不便，我们就服务

上门。”经请示上级同意，郑翠霞和队友

们组成流动医疗队。他们翻雪山、越达

坂、走草地，深入牧民家中开展医疗调

研、送医送药等活动，还为孕产妇进行

体检，为老人普及保健知识。提起郑翠

霞，许多牧民都说她是让人信赖的“阿

加”（藏语：大姐）。

2

太阳升起，霞光在终年覆雪的山巅

铺展开来。这天，按照上级安排，医疗

队前往边防某部开展医疗服务。顺着

蜿蜒曲折的山路颠簸前行，远远看到

“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醒

目大字，郑翠霞顿时感到一股暖流直奔

心田：驻守在雪域高原的官兵，每时每

刻都在用行动诠释着忠诚与奉献。

为当好官兵信赖的健康守护者，郑

翠霞和队友们除了定期为官兵开展健

康体检、问诊送药、急救培训、健康宣教

等活动外，还紧贴官兵实际需求，建立

点对点就诊绿色通道，并提供 24 小时

远程网络咨询就诊服务。

着眼边防一线官兵训练伤病率较

高的实际，医疗队为官兵建立健康档

案，实行一对一精准诊疗，为提升部队

战斗力保驾护航。一次，战士小王在

训练中不慎扭伤右肩，剧烈疼痛导致

手臂抬起困难。治疗期间，郑翠霞常

细心为小王推拿按摩，手把手教他进

行功能锻炼。经过精心诊疗，小王顺

利康复。

“这次参加援藏医疗服务，我听到

了戍边将士驰骋万里边关的铿锵誓言，

见证了边防官兵矢志不渝铁心向党的

实际行动，这段经历是我人生的宝贵财

富。”官兵们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精

神，在郑翠霞心中深深扎下了根，她为

兵服务的信心和决心更加坚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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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促 进 优 质 医 疗 资 源 扩 容 和 区 域

均衡布局，坚持预防为主，加强重大慢

性病健康管理，提高基层防病治病和

健康管理能力。”援藏任务结束回到单

位后，结合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

精神，郑翠霞对高原病和高原战创伤

等课题进行深入研究思考。她由衷感

到，作为一名医护工作者，要切实把学

习党的二十大精神焕发的政治热情，

转化为干好本职工作、强化担当作为

的强大动力，以更加昂扬的精神状态

忠诚履职尽责。

开展远程护理指导工作，实施网络

帮带西藏医院教学工作，根据帮带医院

需求开展护理诊疗服务……近段时间，

郑翠霞忙碌而充实，向着既定目标努力

奋进。

安多县人民医院医生德吉措姆打来

求助电话，郑翠霞立刻联系泌尿外科医

生，通过远程指导完成相关手术；气温骤

降后，阿桑次仁烫伤过的皮肤出现红疹，

郑翠霞第一时间咨询皮肤科医生，通过

视频给予康复指导……郑翠霞说，她的

手机通讯录里有百余名藏族同胞的联系

方式，如今常有人找她寻医问诊或咨询

情况，她虽然很辛苦，但心里甘之如饴。

“清晨我站在青青的牧场，看到神

鹰披着那霞光，像一片祥云飞过蓝天，

为藏家儿女带来吉祥……”这几天值完

夜班回家后，郑翠霞都会打开手机，为

自己播放一曲最爱听的《天路》，悠扬的

歌声萦绕耳畔，也沁入心田。

左上图：郑翠霞工作照。杨 玲摄

在雪域高原搭建“生命之桥”
—东部战区总医院感染科护士长郑翠霞参加援藏医疗服务纪事

■杨子江 汪卫东

元 旦 前 夕 ，在 医 院 组 织 的 第 二 届

感 动 医 院 评 选 活 动 中 ，我 所 在 的 感 染

科被评为“感动医院团体”。大家能够

取 得 这 一 成 绩 ，科 室 的 意 见 箱 也 有 一

份功劳。

转改文职人员后，我的岗位从消化

科调整为感染科。作为医生，我对自己

的业务能力有信心，可作为科室主任带

领一个团队，我却感到有些心有余而力

不足。

科室有哪些突出矛盾急需解决？个

别战友工作劲头为什么不足？大家在工

作生活中遇到了哪些烦心事困难事？上

任伊始，我一度犯愁——不能及时发现

问题，拿不出实在管用的措施办法，何谈

干好工作？

“可以考虑在科室设个意见箱，广开

言路让大家说说心里话。”一天晚上，一

位值班领导与我谈心时提出的建议，让

我眼前一亮。我们是个全“文”编制科

室，设置意见箱后，无论是转改文职人

员，还是社招文职人员，大家可以从多个

角度提出意见建议，也有利于群策群力

解决矛盾问题。

于是，意见箱很快出现在科室办公

区走廊。

发 现 多 了 个 新 物 件 ，大 家 满 是 好

奇。“科室是我家，建设靠大家。希望大

家把自己对科室建设发展的意见建议写

出来。”为了鼓励大家通过意见箱说实

话、道实情，我做起了动员，并鼓励每个

人都写意见。

随着一张张纸条塞进，原本空空的

箱子很快充实起来。

下班后，我迫不及待打开意见箱。

满以为会收获很多“金点子”，可收集到

的大多是对科室的表扬鼓励，只有 3 张

纸条委婉地写了些无关痛痒的问题。

问题出在哪？我沉下心来进行调

研。一次谈心交心，护士长刘微向我反

映，大家不是没意见，而是有顾虑不敢

不愿如实说。有的是怕说了被扣上“没

事找事”“自找麻烦”的帽子，还有的片

面认为只要业务过硬，其他问题都无足

轻重……

反思中，我清楚认识到，“没意见”本

身也是个问题。“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

“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看破不说破”等想

法，成为制约科室建设发展的因素。

随 后 ，我 动 议 党 支 部 开 一 次 恳 谈

会。会上，我拿起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

器，开诚布公把自己摆进去、把思想摆进

去、把工作摆进去，带头进行自我审视、

自我剖析。在我和支部成员带动下，科

室骨干纷纷说实话、道实情，说自身短

板、讲科室问题。虽然有些问题让我脸

红出汗，可我却暖在心里。

这次恳谈之后，意见箱开始逐渐收

到大家的真心话和“金点子”，我也养成

了每天下班后及时翻看意见箱的习惯，

并努力做到及时回复、限时处理、按时

反馈，确保意见建议件件有回音、事事

有着落。

如今，大家提的意见建议越来越有

含金量，意见箱已成为党支部和大家的

“连心桥”。大家都说，能实实在在感受

到组织的力量和集体的温度。

（徐晨曦整理）

科 室 有 个 意 见 箱
■讲述人 沈阳联勤保障中心第 962 医院感染科主任 黄超群

寒冬时节，天朗气清。陆军某部试

验场上，新检定合格的某型经纬仪镜头

清晰记录下目标运行过程中的分解动

态，高质高效完成任务。

“终于做到了！”试验场外，得知这一

消息的该部助理工程师、文职人员李春

蕾难掩兴奋，迫不及待与自己的帮带老

师——高级工程师文海分享喜悦。

怀着对部队的憧憬和向往，李春蕾

如愿成为一名文职人员。刚入职时，每

当听到隆隆炮声，李春蕾就会想象自己

奋战在试验阵地的场景。可最终，李春

蕾被派到某队负责装备计量检定工作。

走上岗位，战友告诉她：“咱们计量人平

时很少去试验阵地。”这让她乍一听有些

失落。

李春蕾坚信，有作为才能有地位。

为补齐短板，她经常找文海请教问题，

狠 下 功 夫 学 习 本 领 。 一 天 上 午 ，按 照

工 作 计 划 ，文 海 带 领 李 春 蕾 学 习 检 测

某型经纬仪精确度。经纬仪测量范围

广，当进行低角度检测时，文海整个人

完全贴在镜头上，同时尽量屏住呼吸，

防 止 呼 出 的 气 冷 凝 结 霜 ，影 响 计 量 结

果。整个检测过程持续近 1 个小时，走

下 检 测 台 ，文 海 满 头 汗 水 。 他 严 谨 细

致、精益求精的工作作风，让李春蕾深

受触动。

轮到李春蕾实践时，她回想相关理

论知识和操作流程，握拳给自己加油打

气。当低角度检测超过 5 分钟后，她感

到腰部酸疼。等到全角度检测完成，她

甚至连腰都直不起来了。最终，李春蕾

独立完成了检测任务。

很快，经他们检测合格的经纬仪顺

利列装试验场。当文海将存有检测过

程 相 关 参 数 的 光 盘 交 到 李 春 蕾 手 上 ，

李 春 蕾 感 到 小 小 的 光 盘 仿 佛 重 逾 千

钧 。“ 我 们 计 量 人 虽 然 很 少 去 任 务 一

线，但经我们检测合格的装备，却总会

冲锋在最前线。”文海对李春蕾说。揉

了 揉 泛 红 的 眼 睛 ，李 春 蕾 觉 得 自 己 的

辛劳付出很值得。

试验部队的天平通常用于称量弹

药，对精确度要求极高，计量砝码必须精

细保养，使用时需轻拿轻放。前段时间，

某型待测炮弹弹药称量工作即将展开，

天平检测任务紧张有序进行。李春蕾深

知，哪怕毫克级的细微误差，都可能影响

试验的最终结果。为保证试验顺利开

展，她主动申请前往储藏室搬取计量器

材，认真完成检测各个环节。很快，从试

验阵地传来消息，某型炮弹的鉴定试验

任务圆满完成。

“在党的二十大精神指引下，我将

继续保持本色、矢志奋斗，做一名合格

的 装 备 检 测‘ 战 地 医 生 ’，以 过 硬 本 领

担起使命、奋发有为。”如今，试验场上

的 隆 隆 炮 声 依 然 不 时 传 来 ，而 李 春 蕾

也 越 来 越 习 惯 在 这 种 环 境 下 开 展 工

作 。 这 不 ，一 批 瞄 准 镜 正 等 待 她 检 测

出场。

陆军某部助理工程师李春蕾——

装备检测的“战地医生”
■李 嘉 马 研

一线孔雀蓝

“接下来，我们学习反偷袭行动的战

斗准备……”讲台上，陆军边海防学院乌

鲁木齐校区副教授、文职人员聂萍激情

授课；讲台下，学员们听得津津有味。

“大家喜欢聂教员，是因为她讲课富

有感染力。”课下，一名学员对记者说道。

聂萍 2006年成为非现役文职人员，

后来顺利通过考核纳编，如愿穿上“孔

雀蓝”。教授某课程期间，她屡创佳绩，

不仅担任学院该学科带头人和课程负

责人，还多次带队参加全国比赛，获得

多个奖项。

那一年，学院在转型改革中取消

了聂萍所教课程的教学。此后，她开

始转型研究“作战对手”等相关内容。

转型之路充满挑战，那段时间，她在患

眼底病的情况下，坚决克服难题，遇到

不懂的问题就向专家请教，认真从每

个知识点、每个操作步骤、每个教学手

势学起，付出了许多心血和汗水，终于

顺利上岗。

乌鲁木齐的寒冬，已是零下 20 多

摄氏度，战友们经常看到聂萍穿着作训

大衣在训练场上摸爬滚打的身影。大

家都说，聂萍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

精一行。这几年，她多次参与学员毕业

论文答辩和毕业联考，负责制订量化考

核表，开展数据采集和导调评估等工

作，从不喊苦喊累。

去年初，为高标准完成上级赋予

的课题研究任务，聂萍跟随调研组深

入边防一线连队和执勤哨所，详细了

解掌握官兵执勤训练需求，进一步优

化课题研究内容体系，完成的课题获

得专家好评。

滴滴汗水，换来累累硕果。这些

年，聂萍积极创新教学模式，参与编写

相关教材 6 部，完成国家级科研项目 2

项、军队级科研课题 4 项，去年被陆军

表彰为“四有”优秀文职人员。“三尺讲

台连着战场。作为一名军校教员，必

须把为战育人深植灵魂血脉，把教战

研 战 作 为 职 业 操 守 。”她 说 ，“ 新 的 一

年，我要在党的二十大精神指引下，更

好践行使命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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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优龙虎榜

近段时间，辽宁省军区锦州第三

干休所组织文职人员利用登门送药等

时机，为老干部及老干部遗孀提供日常

亲情陪护，不断提升他们的幸福感满意

度。图为该所文职人员陈雪（右）结合

工作开展心理服务，帮助老干部解开

心结。

姜玉坤摄

情系夕阳守初心

深学细悟筑根基，以学促行鼓干

劲。元旦前夕，郑州联勤保障中心临潼

康复疗养中心通过开展知识竞赛、组织

主题征文等活动，引导文职人员紧贴使

命任务谈成长、话感悟，不断推动党的

二十大精神入脑入心、落地生根。图为

该疗养中心文职人员正在交流学习心

得体会。

赵军杰摄

深学细悟担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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