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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防天地

青岛市王思聪、辛慧敏夫妇不幸先天性双目失明，今年都 60 多
岁了，无儿无女。然而，他俩又是幸运的：济南军区青岛第二疗养院
勤务连的官兵 26 年来对他们不离不弃、悉心照料，帮助他们延续着
幸福生活。

阳春三月，记者走进这个疗养院，探寻官兵们爱心传承的故事。
1987 年，一次偶然的机会，正在上高中的刘海青结识了这对盲

人夫妇。低矮的茅草房、破旧的门窗，锈迹斑斑的铁锅⋯⋯王思聪夫
妇的艰苦生活激起了刘海青心底强烈的同情。“大爷、大娘，往后生
活中有什么困难就跟我说吧，我愿当您的一双‘眼睛’⋯⋯”一句诺
言成为刘海青不懈的坚守，时常组织同学利用课余时间去做家务。考
入军校后她定期从微薄的津贴中拿出一部分资助这个特殊家庭。照顾
这对盲人夫妇成了刘海青生活的一部分。

一晃 8 年过去了。1995 年，刘海青军校毕业，分配到了济南军
区青岛第二疗养院任勤务连排长，现在，她已是“二疗”营养科主
任。岗位、身份变了，但照顾盲人夫妇的善举没有变。而且，在她的
倡议下，整个勤务连的官兵开始了爱心接力，一同照顾这对老人。

勤务连官兵把两位老人当作亲人。每当新兵下连、老兵退伍时，
连队都组织官兵去王思聪夫妇家“认亲”和“告别”；每逢两位老人
的生日，官兵都会买来蛋糕为他们祝寿。官兵还定期带领老人外出参
观，让他们感受青岛市的变化。五四广场、奥林匹克帆船中心、海军
博物馆等景点都留下了老人的欢声笑语。

通过帮助两位老人，勤务连的年轻官兵也对生活有了更深的体
悟。女兵夏颖颖说，王思聪、辛慧敏二老相依为命、相濡以沫 36
载，这才是人间最纯洁的爱情。90 后女兵王晓莉则说，面对生活中
如此的不幸和艰辛，他俩都乐观面对，还对未来充满信心和希望。我
们在生活中遇到的困难，又能算得了什么呢？

“感动是触动心灵向善的力量，也是激励官兵追求高尚、完善人
生的动力。践行雷锋精神，传承乐于助人的闪光品质，是当代革命军
人对社会责任的勇敢担当。我们要将盲人夫妇的‘眼睛’当到底。”
该院政委李祥斌、院长马修堂说。

爱心传递正能量。疗养院官兵们爱心接力 26 年，感动了很多
人。“连队官兵常年义务照顾盲人夫妇，让我们看到了部队优良传
统的继承和延续，是我们学习的榜样。”青岛市湛山社区工作人员
马明伟说。

自 2005 年起，连队原话务班班长李建每年都从自己微薄的工资
中拿出 2000 多元，资助因家庭贫寒而面临辍学的孩子。在他的帮助
下，已经有 7 名枣庄和蒙阴地区的失学儿童重返课堂，其中 3 名如今
已经大学毕业，走上了工作岗位。在“二疗”官兵的感召下，这些孩
子在自己的岗位上开始了新的爱的接力⋯⋯

在官兵们的带动影响下，“弘扬真善美，微尘献爱心”活动在
青岛第二疗养院已经蔚然成风，连队先后有 3 任主官、160 多名战
士参与了爱心接力传递，一个个“雷锋”在这里成长起来。“我捐
300 元，我捐 200 元，我捐 50 元⋯⋯”2011 年 8 月，该院院务部职
工薛德强的妻子又查出患有肾衰竭，他的儿子还患有先天性脑瘫。
院党委得知此事后，发起了为薛德强一家捐款的活动，短短十几分
钟，全院官兵就为他们捐款 3200 多元。

我们就是您的“眼睛”
——济南军区青岛“二疗”官兵26载照顾盲人夫妇纪事

魏国 于涛 解孝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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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海中，嘿，火场上，昼夜急行
的森林战士；蓝天下，嘿，草原上，扎
根边陲的森林战士⋯⋯”雄壮的 《呼
伦贝尔森林战士》之歌，唱出了森林官
兵守护绿色资源的豪迈情怀和“打造灭
火作战拳头力量”的坚定决心。

“7.28”、“4.16”、“5.25”⋯⋯扑
救重特大森林火灾的战役代号，见证
了森林官 兵 与 火 魔 的 一 次 次 殊 死 搏
斗。组建 60 年来，呼伦贝尔森林支
队扑救森林草原火灾上千起，其中
重特大火灾数十起，曾被国务院扑

火前线指挥部评为“灭火作战模范
集体”，多次被武警森林指挥部、内
蒙古自治区政府评为“扑火作战先
进集体”。

2002 年 7 月 28 日，大兴安岭北部
原始林区发生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一
次雷击火灾。由于林区长期干旱，灭
火水源短缺；森林里累积的腐殖层燃
烧形成地下火，以致风力灭火机等现
代化工具束手无策。官兵们只能人工
挖开腐殖层直至土层或岩石层，形成
隔离带，控制地下火。扑救过程中，

当地又频发干雷暴，引发新火点，先
后出现大小 15 个火场、几十个火点。
官兵们不怕困苦、不畏艰险，奋战 23
昼夜终于完成灭火作战任务，创造了
世界森林火灾扑救史上的奇迹。

2012 年 4 月，陈巴尔虎旗突发草
原火灾，部分火线火焰高达 3 米，火
光映红半边天，热潮辐射千米外，火
魔肆意撕扯着宝贵的草原资源。呼伦
贝尔森林支队官兵紧急奔赴火场一
线，常规分队、水泵分队、装甲分队
采取“一点突破，两翼推进”、“多点
突破，分兵合围”等多种战术同时展
开扑救。“每次发生火灾，只要森林官
兵一来，我们的心里就踏实了，”牧民
乌仁巴图的话语，道出了当地群众对
森林官兵的高度赞誉和信赖。

“我的心爱在天边，天边有一

片辽阔的大草原，草原茫茫天地

间 ，洁 白 的 蒙 古 包 散 落 在 河 边

⋯⋯”一首悠扬的《呼伦贝尔大草

原》，让多少人听得如痴如醉、如

幻如梦，对那片天堂草原心驰神

往。

驻守在草原深处的武警内蒙

古森林总队呼伦贝尔支队，组建

60 年来，承担着呼伦贝尔市 363

万公顷森林、840 万公顷草原，以

及中俄、中蒙 1723 公里边境线的

森林草原防火灭火任务。近几年

来，他们积极参加生态文明建设，

主动承担起植树造林、防沙治沙、

抗击雪灾、扶贫帮困等急难险重

任务，为大草原的平静安宁、草绿

山青做出了突出贡献。

灭火作战锻造拳头力量

灭火作战是主力，抢险救灾当先
锋。2009 年春节前夕，一场百年不遇
的暴风雪袭击了呼伦贝尔草原，连续
12 场降雪造成交通、通讯全部中断，灾
区牧民面临缺衣少粮、牲畜缺少饲草的
双重危机。

接到救援任务，呼伦贝尔森林支队
紧急调拨上万斤面粉、千余件御寒衣物
和大批药品、燃料、饲料送往受灾最严
重的新左旗乌乡和巴音敖包嘎查。为

尽快疏通道路，官兵们每天 10 多个小
时奋战在救灾一线，饿了啃几口凉馒
头，渴了喝几口冰雪水，10 多名官兵的
脸部和手部被冻伤，20 余名官兵得了
重感冒。经过官兵连续 1 周的奋战，终
于在春节前将救灾物资送到受灾群众
手中，让他们过上了一个温暖的春节。

在草原深处的白音岱苏木，至今传
颂着一个蒙古族阿爸与 42 个“兵儿子”
的故事。1991 年，孤寡老人布和朝鲁

因患眼疾双目失明，一度失去生活信
心，几次欲寻短见。驻守在这里的呼伦
贝尔森林支队鄂温克旗大队官兵得知
后，主动承担起老人的生活起居。没了
生活用品，官兵们给他买；缺了柴米油
盐，官兵们给他送；生病了，大家背他上
医院⋯⋯一晃 20 年过去了，先后有 42
名官兵接力照顾老人。目前，支队共与
8 所敬老院、6 所儿童福利院、35 名生活
困难的孤寡老人结成“对子”，定期开展
以“爱洒千里草原”为主题的送温暖、献
爱心活动。支队曾被全国双拥工作领
导小组、国家民政部、解放军总政治部
联合表彰为“拥政爱民模范单位”，被自
治区政府评为“公益之星单位”。

扶危济困彰显卫士情怀

呼伦贝尔森林支队官兵正在林

海深处瞭望。

杜俊奇摄

本报讯 自 2012 年以来，解放军总医院医疗队先后赴西藏、四
川和山东等地，完成数万例适龄儿童的先天性心脏病筛查工作，确诊
223人，免费为他们实施手术治疗，全部获得成功。

据解放军总医院政委陶德平介绍，2012 年 3 月，解放军总医院
与中华慈善总会签约，成为“为了我们的孩子——千名少数民族贫困
家庭先心病儿童救助行动”爱心医院，拉开了救助行动的序幕。

同年 4 月，解放军总医院牵头发起救助西藏地区先心病儿童的
“慈善援藏”活动。5 月 17 日，医院专家医疗队对日喀则地区西部的
10 个高海拔边境县市的初筛儿童进行免费排查，确诊 147 名患儿。
医院收治了 36 名病情相对较重的复杂先心病患儿，用世界先进的设
备和医疗技术为他们实施手术。

一年来，解放军总医院医疗队克服高原缺氧等诸多困难，3 次赴
西藏开展先心病筛查，还先后赴四川凉山和山东临沂完成了数万例适
龄儿童的先心病筛查工作。

（王继荣 罗国金）

解放军总医院

成功救治223名贫困先心病患儿

近年来，武警四川森林总队凉山支队木里大队党委因地制宜抓

部队后勤工作，营区开垦 5 亩菜地和温室大棚，种植 20 余种季节性蔬

菜，让高原官兵吃上了新鲜的绿色蔬菜。在官兵们的精心呵护下，

“又白又圆又胖”的高原大萝卜成为警营的生态风景。 程雪力摄

守望天边的大草原
——记武警内蒙古森林总队呼伦贝尔支队

本报记者 张忱 通讯员 李宝军 杜俊奇

国防聚焦

3 月 13 日，在发生过森林火灾的福
建省宁德福安市坂中乡铁树岭上，武警
福建森林总队建立“绿色卫士林”义务
植树现场生机勃勃，百余名官兵在被大
火烧得黑乎乎的山坡上栽下一排排树
苗，给光秃秃的铁树岭重新披上绿装。
武警森林指挥部政委亢进忠介绍说，今
年森林部队要求营以上单位都要建立

“绿色卫士林”基地，绝大部分选择荒
山、沙丘、过火山林。

以保护森林生态资源为己任的武
警森林部队，分布在 74%的国土面积

和 92.6% 的 边 境 线 上 ， 组 建 60 多 年
来，为保卫国家森林资源、维护生态
安全做出了突出贡献，被誉为森林防
火灭火的“国家队、专业队和突击
队”。随着职能使命任务逐步拓展，适
应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
发展要求，武警森林指挥部党委向各
基层部队发出争做植树造林生力军的
号召。从雪域高原到八闽大地，从漠
河山岭到七彩云南，一处处“绿色卫
士林”基地郁郁葱葱、生机盎然。西
藏森林总队林芝支队驻地无霜期短，

战士们从冬季就开始植树造林，搬走
乱石岗上数百吨石头，挖下数千个树
坑，从百里之外运来黄土，栽种了具
有边疆特色的巨柏、左旋柳、白杨等
树种。如今，在他们建立的“绿色卫
士林”基地内，树苗挺拔葱翠，碧绿
成荫，吸引了大量鸟类安家落户。

目 前 ， 森 林 部 队 新 建 的 133 个
“绿色卫士林”基地遍布祖国大江南
北，为神州大地山更青、水更绿、天
更蓝构筑起生态屏障。

（张伊 陈维奇）

133个“绿色卫士林”构筑生态屏障

武警内蒙古森林总队

呼伦贝尔支队积极参加生

态文明建设，主动承担起

植 树 造 林 、防 沙 治 沙 任

务。图为官兵们与当地群

众一起栽树治沙。

杜俊奇摄

“请您帮看看，我是不是患了再生
障碍性贫血？”今年春节前夕，广东患者
张先生通过书信向赵子义求诊。认真
研究了张先生的各项血相检测指标和
所述病情，3 天后，赵子义回信张先生，
初步诊断是早期“再障”。

在赵子义家中，她诊疗过的所有
患者的原始信件和医疗档案，塞满了
几十个卷宗。“患者的每封信，我都会
回复。”据赵子义说，34 年来，她给求诊
患 者 复 信 3 万 余 封 ，远 程 义 诊 病 人
3000 余人。

有的患者，治疗期间向赵子义持续
来信数十封。河南获嘉县一位患者，7
年里先后和赵子义通信 25 封，赵子义

在他的档案卡片上抄录的血相数据多
达 1000多个。

也有的病人，简短的一两封信后就
没了下文。尽管时隔多年，赵子义仍把
信件和他们的医疗档案卡收藏着。“每
个病人我都要负责到底。”赵子义用最
原始的书信通讯方式，搭建了一条条延
续生命的桥梁。

患者缘何络绎不绝求助赵子义？
赵子义是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二内科
原主任医师，国内知名血液学专家，
1989 年离休。1979 年，赵子义因证明

“左旋咪唑”——这种曾经只是用来打
虫、即使现在也不过 2.5 元一瓶的药，对
治疗再生障碍性贫血有特殊疗效，全国

闻名。其后，国内 20 余个省区市的患
者纷纷写信向她求助。她不厌其烦地
一一回复，成了“不见面的好大夫”。

不见面，自然谈不上诊疗费。有人
劝赵子义，适当收取一点费用。赵子义
却说，治病救人是我作为军医、作为党
员义不容辞的责任。

江苏无锡病人凌知民，因在当地买
不到赵子义在信中开出的药品，停止了
治疗。赵子义得知后，自己掏钱给凌知
民寄去，鼓励他继续治疗，直到痊愈。
凌知民激动地给赵子义写信说，“过去
我曾信教，现在我相信您就是我们病人
的‘上帝’。”

医院内科主任张秀芳说，赵老师开

处方的最大特点是便宜，一个方子可能
只需要几百元。“左旋咪唑、康力龙加上
一些辅助药，1 年吃下来才 1000 多元
钱，我的病就好了，可以下地劳动了。”
在武汉某社区医院病房里，65 岁的“再
障”病人郭齐荣给病友们讲起了赵子义
给自己治病的事儿。

1998 年，老郭因患再生障碍性贫
血，经人介绍来到赵子义所在的武汉某
社区医院看病。两个月后，他的血相开
始趋向正常，因为经济困难，赵医生给
他开方子，让他回家吃药。10多年过去
了，老郭的病有些反复，他再次来到武
汉总医院，“没想到赵医生还在这里查
房，她都快 90岁的人了啊！”

1989 年离休时，不少地方大医院
高薪聘请赵子义，都被她婉言谢绝，然
而，她却接受了一个“再障”患者较集中
的社区医院——湖北省地质医院的邀
请，当上了一名普通的社区医生。赵子
义说，“我要到患者最需要的地方去。”

饱 蘸 深 情 在 笔 端
——记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离休老军医赵子义

本报记者 张忱 通讯员 余 敏 杨亚斌

写书信，对于很多人来说，可能已是遥远而陌生的事情，但广

州军区武汉总医院88岁高龄的离休老军医赵子义，34年来通过书

信，为数以千计的血液病患者义诊，把全部精力无私奉献给了一个

个素不相识的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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