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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军嫂周秀杰来说，草长莺飞的 5 月没有一丝浪
漫可言。10 年前的这个季节，济空某场站助理员、丈
夫吴晓东患上了一种世上罕见的疾病：棘红细胞增多
症。患上这种神经系统免疫性缺陷疾病的人，身体不
受大脑控制，头部和四肢不停摆动，生活不能自理，
吃喝拉撒都要靠人照顾。从 33 岁到 43 岁，周秀杰一直
陪护着丈夫，不离不弃。

吴晓东和周秀杰的家，在营区一角的家属区。别
人家房前屋后都栽着花、种着菜，惟独他们家的门前
长着野草。“家，只是个概念了。”坐在医院病房的窗
前，周秀杰略带伤感地说。

从吴晓东发病那天起，医院和求医的旅途就成了
周秀杰的“家”。10年间，她带着丈夫先后到北京、武
汉、沈阳等地的 10多家医院 40多次求医问诊。尽管每
个医院都告诉她，这病无法根治，但她不死心，常常
从这家医院出来，就直奔下一家医院。住院治疗，短
则十天半月，长则一年半载，有时春节也在病房里过。

2009 年，听说国外有手术治疗这种病的先例，周
秀杰带着丈夫找到北京一家知名医院，专家告诉她手
术风险很大，治好的希望很小，治疗的费用很高，得
花几十万元。“只要有百分之一的希望，我们就治，花
多少钱都行！”她毫不犹豫一口应下。在部队和亲戚的
帮助下，钱总算凑得差不多了，医院也被周秀杰的真
情打动，只收取了 23 万元的手术材料费和部分药费，
为吴晓东做了棘红细胞增多症国内首例手术。

果然，手术没过多久，病症又复发了。
老话说，“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

但周秀杰在命运煎熬中，始终与吴晓东十指相扣、风
雨同舟。说起这些年服侍丈夫，周秀杰就像在讲别人
的事，一脸平静。她的手机响了，手机屏上是个女孩
照片，甜甜地笑着。周秀杰垂下眼帘告诉我们，这是
她女儿。

2003 年吴晓东生病不久，周秀杰就把 5 岁的女儿
送到东北的三姐家。半年后病情略有好转，她把孩子
接了回来。2006 年，吴晓东病情加重，为全力以赴照
顾丈夫，她又把 8 岁的女儿送到大姐家。7 年间，她只
见过孩子 3 次。女儿 11 岁那年突发阑尾炎，大姐背着
孩子跑医院，她只能在千里之外流泪。2011 年，60 岁
的大姐得了重病，周秀杰又把女儿寄养到二姐家。如
今，女儿已上高一，学习成绩非常优秀，这是她惟一
的安慰。“我欠孩子太多了！”周秀杰擦着泪说。

10 年，3650 多天，一日三餐，她要一口一口地喂
丈夫，吴晓东边吃边不自主地甩头，吃一半掉一半，
一顿饭要喂一个多小时；打吊瓶，她要牢牢拽住丈夫
的手，一拽就是一两个小时，稍不留神，针头就被吴
晓东甩掉了；由于四肢不停地动，丈夫天天一身汗，
周秀杰每天都要为他擦一次身，隔几天就给他洗回
澡；只要不下雨，她每天下午都把丈夫“弄”到轮椅
上，推着他锻炼和散心。医护人员和病友都心疼地劝
她说,人都病成这样了，在床上维持就行了。可周秀杰
说，“能让丈夫多活一天，就多一分康复的希望，医学
越来越发达，会等到有救的那一天”。在别人看来，
老吴是周秀杰的累赘。可在周秀杰看来，有丈夫在就
有一个完整的家。

丈夫安好，便是晴天。周秀杰十年如一日服侍病
残丈夫，撑起一个军人家庭的事迹，深深感动着部队
官兵。各级党委机关累计筹资 26 万元，用以补贴吴晓
东的医药费，官兵自发捐款帮助他们渡过难关，部队
多次派人协助周秀杰护理吴晓东。2012 年 12 月，周秀
杰被济空评为“十大身边感动人物”。今年 3 月，她被
空军表彰为“好军嫂”。

“体系作战能力的物质依托，是信息
化武器装备。”装步二营列装信息化装备
之初，缺乏训练教材，官兵们唱着战争年
代《说打就打》的铁血军歌，逐个按钮、逐
件火器、逐项性能了解新装备结构，千方
百计收集资料，自己动手编写训练教材。

坦克二连连长苏建辉解决了利用模
拟器对运动目标瞄准训练老是脱靶的难
题；装步六连下士王楠在训练中摸索出

“信封靶瞄准法”，为火炮锁定目标赢得先
机；战士张磊摸索出新型反坦克导弹操作
要领，编写了《某型反坦克导弹操作规范
手册》，并在实弹射击中首发命中；修理营
士官刘纪伦革新 60 余件维修保障器材，
研发 14 项新装备革新成果，2 次获全军优
秀士官人才一等奖⋯⋯。不到两年，该旅

编写 6 类 23 本新装备训练大纲和操作规
程，研发 26 个 3D 教学软件，制作 70 多部
教学视频，收集整理数百万字的资料，探索
出12种新装备训法，填补了全军空白。

“信息系统互联互通是提高体系作战
能力的基础。”随着信息化武器装备不断
列装，机步旅与许多部队一样面临“成长
的烦恼”：装备水平参差不齐，指挥平台存
在兼容性差、信息难以共享等诸多问题，
成为体系作战能力提升的最大制约因
素。由于须克服的技术难题太多，有人断
言“这根本不是基层部队能解决的事”。

机步旅官兵咬定青山，稳扎稳打逐个
攻关。针对装甲指挥车组与某型坦克、步
战车信息系统不兼容的问题，排长熊辉带
领攻关小组经过上百次实验，将过去的单

一语音通信指挥拓展为语音、简令、代码、
图标指挥，实现了旅营连 3 级数据信息互
联互通。全旅组织技术骨干与专家联合攻
关，通过升级软件系统、规划组网模式，实
现了各型坦克、步战车、高炮、自行火炮等
不同武器平台的信息互通，成功构建起新
型指挥信息系统，形成了作战要素高度融
合、作战单元有效链接的作战体系。全旅
21项信息化训练成果被军区推广，自主研
发的 7 项技术革新成果获军队科技进步
奖，为部队形成新质战斗力夯实了根基。

旅政委孙宗政说，“东西好不好，用起
来见分晓”。在上级组织的“猛进-22”网
上对抗演习中，机步旅运用“体系破击、信
息主导、火力主控、联合制胜”的体系作战
思想，采取“要素分离、系统互联”方法构
建网状指挥体系，采取“时差判断、位移判
断、轨迹判断”方法快速融合战场力量态
势，采取“同步获取情况、同步分析判断、
同步筹划决策”方式实施精确指挥控制，
实现了“三战三捷”。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坚定不移把信

息化作为军队现代化建设发展方向，推动信息

化建设加速发展。加强高新技术武器装备建

设，加快全面建设现代后勤，培养大批高素质新

型军事人才，深入开展信息化条件下军事训练，

增强基于信息系统的体系作战能力。

什么是“基于信息系统的体系作战能力”，

军事科学院的专家们认为，“就是通过信息网络

凝聚而成的新质战斗力，它给现代战争带来的

最大变化是：无网不成军，无战不经网”。

图为信息化新型主战装备在实装演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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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猛 虎 ”添 翼 出 华 山
——第47集团军某机步旅依托信息化形成新质战斗力纪实

本报记者 李争平 通讯员 游成峰

5 月 24 日夜，华山脚下风雨

如磐。素有“华山猛虎”之称的第

47 集团军某机步旅数百辆新型装

甲战车如出山猛虎，衔令扑向指

定地域，拉开了一场基于信息系

统的体系作战大幕⋯⋯，视察该

旅的军委首长称赞他们“在核心

军事能力建设上成绩突出，在新

装备形成战斗力上很有作为”。

这支靠“莲花一支枪”在井冈山成

军，在上千次战役战斗中靠步枪、

铁脚板创造出无数战争神话、被

朱德总司令赞誉为“猛进雄狮”的

老牌红军劲旅，如何在新军事变

革中脱颖而出，成为享誉全军的

信息化新型作战力量建设标杆？

“大战”过后，记者走进该旅一探

究竟⋯⋯

“为家乡人民和患者做点事”

2008 年 5 月，黑龙江省大庆市居民老
曹突然感觉左眼疼痛难忍。有朋友向他
推荐民营的大庆眼科医院，但老曹感觉不
太放心，在他看来，民营医院一向是“不怎
么靠谱的”。走进医院之后，老曹一路诊
治，一路观察。他发现，这里大夫护士的
服务态度都不错，整个治疗过程也很舒
服，结账的时候一看，挂号加拿药，一共才
花了 10 多元。用药几天后，老曹的眼睛
就彻底“清亮”了。从那之后，老曹彻底改
变了对民营医院的成见。

如今，在一些人看来，患者给医生送红
包是人之常情。一些患者甚至在术前执意

要把红包塞给手术医生，否则心里不踏
实。大庆眼科医院拒收红包的规定有些特
别，为了缓解患者的心理压力，他们允许医
生可以暂时收下红包，但术后必须上交，再
由医院将红包转入相应患者的账户。医院
每月都要公布一次拒收红包人员名单，并
给予一定奖励。但如果哪位医生触犯了

“收红包”这一道德底线，真的把红包收归
己有，就会受到严厉的处罚。曾有一位年
轻医生收取了 200 元红包，院方发现后当
即就将他辞退。院长于耀光说，“心疼啊，
这名医生已经能独立上台做手术了，但碰
了‘高压线’，只好忍痛割爱了。那段儿时
间我特上火，血压也高了，连吃了 10 天药
也没降下来”。自那之后，老百姓知道了大
庆眼科医院是“不收红包的民营医院”。

于耀光说，创办这个医院，就是想为家
乡人民和各地患者做点事。短短几年间，

医护人员走遍了大庆周边 10 多个市县，免
费诊治患者 27 万人次，支出资金超过 500
万元。

2007 年和 2009 年，大庆眼科医院代
表黑龙江省医疗系统两次组织医疗队进藏
送光明，带队的于耀光记得，在海拔 4600
多米的日喀则地区，医生、护士吸着氧气，
同时展开 3 台手术，最多一天为 85 位患者
剥离了白内障。重见光明的藏族同胞摘下
纱布后欣喜若狂，“大庆，扎西德勒！”

“我们只研究眼睛一件事”

于耀光曾是沈阳军区空军某部医院院
长，转业之后被分配到地方卫生局当干
部。坐机关不符合他的性格，他要干点
事。从当眼科医生的父亲和弟弟那里，于
耀光了解到，大庆地区风沙大，患眼疾的人
很多，但全市还没一家专业眼科医院，很多
患者只好到外地求医。在于耀光看来，这
是一个机会。很快，他筹资创办了大庆市
第一家民营眼科医院。白手起家办医院，
困难之多可想而知。于耀光说，“每当医院
发展遇到困难，或是对前途感到迷茫时，我
就会到铁人王进喜纪念馆转一圈，看到铁
人‘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

上’的豪言壮语，浑身就有使不完的劲”。
让黑土地的普通百姓患者不出家门、

不出市区就能享受到世界水平的眼疾检查
和治疗，这是于耀光和复转军人战友们的
不懈追求。

来自北京同仁医院、北京大学眼科中
心、解放军总医院等国内名院的著名专家，
常年来院坐诊；50 多位外国专家来院出诊
讲学；眼角膜移植术、后巩膜加固术、眼底
血管接通术等国际前沿眼科手术，先后在
这里展开。

医院开创了国内领先的准分子治疗
中心，2002 年投资 500 多万元购进了黑龙
江省首台世界上最先进的准分子激光系
统，去年又花 1900 万元引进了国内第一
台德国进口 FS200 飞秒激光和 ES500 准
分子激光组合。医院引进东北地区第一
台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 3D0CT-1000 光
学相干断层扫描仪，为复杂眼病的诊断治
疗提供了更加科学准确的依据。2011 年
6 月，大庆眼科医院超声乳化技术培训基
地成立，使该院在新技术应用方面又走在
了同行前面。

随着大庆眼科医院的知名度渐高，来
谈合作的人也多了。有人说，“房地产正
火，投点吧”；“金融证券正火，准挣大钱”。
可大庆眼科医院凭着军人的淡定守住了医
疗主业：“No！我们只研究眼睛一件事！”

旅长徐建刚对该旅探索“增强基于信
息系统的体系作战能力”的介绍开宗明
义，“我们就是转变观念，构建体系，运用
体系”。徐旅长说的体系，其实就是专家
们说的“网”。

2010年 6月，机步旅迎来了最新一代
陆军主战装备。面对眼花缭乱的操控界
面、火控系统、信息化装备以及兰州军区
对该旅提出的“率先实现战斗力生成模式
转变、率先形成体系作战能力”的明确要
求，“华山猛虎”有些手足无措。

多次在比武竞赛中摘金夺银的四级
军士长刘怀磊，刚一钻进新型步战车就懵
了：车载计算机、电子罗盘、激光测距等信

息化系统目不暇接，小小的舱室里上百个
开关按钮星罗棋布，一时间他连开机按钮
都没找到。连续 8 年被评为通信能手的
四级军士长吴计波，麻利地钻进新型坦
克，打开电源，初始化数据库⋯⋯，忙活半
天竟连电台都没能联通，憋得满脸通红。

官兵们惊讶地发现，面对新装备信息
化“触摸屏”，原来的知识和技能瞬间“归
零”。于是，一些干部仍习惯于用传统方
式抓新装备训练，很多老兵对新装备和信
息化技能训练缩手缩脚，担心把“宝贝疙
瘩”弄坏了。

面对信息化装备带来的冲击波，旅党
委达成共识，“思想观念的转变是最根本的

转变”，很快确立了“以新装备能力建设牵
引转变、以加速培养急需人才支撑转变、以
信息系统集成融合主导转变、以经常性基
础性工作助推转变”的旅队建设思路。

他们大张旗鼓组织官兵学习信息化
理论和高科技知识，强化官兵推动信息化
建设的信心和决心；安排技术骨干到全军
信息化建设先进单位参观学习，开阔视
野、认清差距；请军地专家深入分析世界
近几场高技术局部战争的特点，引导官兵
走出传统思想的误区⋯⋯

“不精通信息化技能，就没资格走上
未来战场。”如今，机步旅有 3400 名官兵
获得计算机等级证书，600 名官兵完成信
息技术学历升级，干部 100%会操作使用
一体化指挥平台；8 名旅党委常委人人取
得主战装备驾驶、炮长、车长三大专业等
级证书，被军区领导称赞为一个“全面过
硬的‘打仗型’班子”。

训练新装备 摒弃旧观念

攻克技术关 倍增战斗力攻克技术关 倍增战斗力

旅领导干部带头学习使用新装备。

胡 泊摄

军转干部的“光明事业”
本报记者 张 忱

军转干部的“光明事业”
本报记者 张 忱

撑起一个军人的家

——军嫂周秀杰十年服侍病残丈夫的故事

李广君 侯颖超

一家由于耀光、葛万英、孙大伟等 7 名复转军人建起的民营医院——大庆

眼科医院，仅仅经历了 10 余年的发展，就已成为黑龙江省大庆市首屈一指的

“放心满意医疗机构”，进入了东北地区眼病治疗第一方阵，吸引了来自 23 个

省区市的 30 余万患者入院就医。在他们的“熏染”下，大庆眼科医院更像一座

军营：每天早会雷打不动，院长以下人员逐个点名答到，定期检查室内外卫生

⋯⋯。正是凭着军人的精神，他们不仅白手起家打出了自己的品牌，也赢得了

老百姓的信任和口碑。

国防聚焦

6 月 5 日世界环境保护日当天，广东边防七支队数百

名官兵顶着酷暑和蚊虫叮咬，深入深圳市第一“绿肺”梅

林山清理垃圾。 廖 键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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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贵州省金沙县“军民共建农村饮水安全工
程”日前在安底镇破土动工。安底镇陡滩、红光、龙坝 3
个自然村村民一直靠山坡季节性泉水和村寨附近的水井
解决生活用水，秋冬干旱季节须到 2 公里以外取水。为
解决影响群众生产和生活的饮水难题，金沙县人武部经
过深入调研，决定采用军民共建的方式兴建饮水工程。
他们积极与县水利局等相关部门协调，并抽调 65 名民兵
组成突击队参与建设。预计明年 1 月底投入使用的该项
工程，将有效解决这 3个自然村的人畜安全饮水问题。

（余洪静）

贵州金沙县军民共建农村饮水工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