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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巧家县包谷垴乡新坪村灾民安置点，一位脸
庞黝黑、个子瘦小的武警中校正与战士们一趟趟地
从车上卸下矿泉水、大米和食用油等生活物资，扛
进救灾帐篷。

“这个‘当官的’，别看个头小，干起活来一点
不含糊。”受灾群众说的这个“官”，就是武警
8751部队政委向荣贵。

鲁甸地震发生后，向荣贵带领 800 余名官兵星
夜赶赴巧家县参加抗震救灾。听说最偏远的周家坪
村陷入“生命孤岛”，向荣贵二话不说，冒着塌方、余
震的危险，带领官兵翻越大垭口山这道“鬼门关”，艰
难跋涉 4个多小时来到周家坪村。

结合以往经验，向荣贵提出“村有连、组有
排、户有兵”的排查方法，有力提高了官兵搜救
效率。

救援黄金 72 小时结束后，向荣贵没有丝毫懈
怠，他一边要求官兵继续加大搜救力度，一边着手
灾民安置工作。在新坪村，不少受灾群众舍不得离
开受损的祖宅。向荣贵灵机一动，提出“抢险官兵
与灾民同吃住”。炊事班做好了饭菜，他就带着战
士挨家挨户请村民到安置点吃饭。为了防止灾后发
生疫情，向荣贵派出采购员翻山越岭到县城采购药
材，给灾民熬制大锅药，并定时分发到每名受灾群
众手中。

在红石岩村堰塞湖处置任务中，向荣贵奉命带
25 名党员突击队员执行运送和安放炸药任务。当
行至离堰塞体 2 公里处时，山路被泥石流完全冲
毁。向荣贵审时度势，组织官兵用一根 50 米长的
绳子在断路两边搭起了一条临时过道。他站在最前
面，一手紧抓绳子、一手紧扒断壁、双脚紧贴山
石，第一个通过断崖。顺利到达堰塞体后，向荣贵
又第一个扛起炸药，爬上 50 米高的坝体，运至第
一个起爆点。

夜幕降临，当官兵们完成任务回撤时，发现返
回的道路被塌方阻断。向荣贵果断决定，寻找安全
地域原地休息。第二天，当 2.2 吨炸药妥善安放完
毕后，向荣贵带着 25名勇士凯旋。

向荣贵带兵有办法，抗震救灾有“点子”，灾
后安置有“路数”，美名一时在当地群众和官兵们
中流传开来。

“‘神医’陈本善来了！”消息不胫而走。鲁
甸震区十里八乡的受灾群众都来了。在重灾区龙头
山镇乐马广场云南公安边防总队救援医疗队帐篷
前，每天黎明就排起了长队，只因陈本善少将在这
里义诊。

陈本善是云南公安边防总队医院院长，8 月 3
日地震发生当夜，就带队徒步进入震中救人。听别
人说陈本善只需搭脉，就能诊断患者身体哪里有问
题，67 岁的沙坝村农民马玉武决心亲自验证一
下。8 月 13 日一大早，他也来排队就医。快到 11
点，终于轮到他了。只见陈大夫伸出双手，给他左
右手同时把脉。不过几秒钟，陈大夫微微一笑，说
道：“你胃不好，腰椎间盘突出，右腿坐骨神经也
不好。”马玉武顿时目瞪口呆，“真是神了！我这些
老毛病他怎么知道呢？”

双手搭脉，一说就准，是陈大夫的绝技。自义
诊至今，他每天要看三四百人，从早晨 7 点半忙到
下午 6 时。带来的 2 吨多中药材，不几天就用光
了，通知昆明院里加送了 4 次。即使这样，仍然不
够用。不够用咋办呢？陈大夫自有办法。

在义诊帐篷背后的空地上，小战士张云红正切
分青草、树枝、树皮。可别小瞧这些寻常之物。比
如那段树枝，叫杜仲，是医治砸伤的良药。张云红
说，每天下午 6 点下班后，简单吃完晚饭，陈大夫
都要带着他们，冒着余震的危险，去附近山林里采
药材。

将军免费治病，亲自上山采药，深深感动了震
区群众。龙泉村邓怡梅，被肾结石折磨多年，8 月
11 日吃了陈大夫一剂药后，当晚身上就舒服多
了。见陈大夫每天用药很多，邓怡梅强忍着丧女丧
孙的悲痛，每天去深林里寻觅中药材，一捆一捆地
背来。营盘村村民张奇明，地震中被砸伤，经陈大
夫诊治痊愈后，回家砍倒精心养护了 20 多年的杜
仲树，雇车送来。小战士赵美和说，每天都有十几
位受灾群众来送药材。

鲁甸救灾，陈本善院长带来了 50 多人，超过
总队医院全部医护人员的一半。近年来的汶川、玉
树、舟曲地震，他都在第一时间赶到灾区，亲自义
诊救人。将军陈本善，以医技医德，感动着灾区，
感动着世人！

“点子政委”

向 荣 贵
本报记者 王新伟 通讯员 邵洪波

“神医将军”

陈 本 善
本报记者 黄俊毅

防疫洗消是防止地震灾区发生灾后
疫情的重要行动。这一天，巧家县药山
群峰上的珙桐枝条迎风轻舞，珙桐树
下，5 个戴着口罩和红十字臂章，正在
忙碌的女军人的身影尤为引人注目，她
们是第二炮兵抗震救灾部队 533 医院医
疗队的女子突击组成员。

珙桐是国家一级保护植物，散布
在巧家县的山林中，花开如鸽。而这
5 名 女 子 突 击 组 成 员 ， 也 像 盛 开 的
珙 桐 花 一 样 ， 赢 得 灾 区 群 众 的 一 致

“点赞”。
鲁甸地震发生后，内科护士长李

莉、传染科护士长丁丽萍、内科护士袁
文兰和急诊科护士何璐、雷丹奉命出
征。救治伤员、发放药品，在抢救生命
中尽展各自优长。

一位受伤的老太太因与儿子联系不
上，坚决不肯离开村子。细心的李莉为
她清理了伤口，留下了消毒药品，手把
手教她使用方法。奔走、清创、配药，
李莉自进入灾区以来，像旋转的陀螺一
样停不下来。她心中似乎总有一个声音
在催促：多走一顶帐篷，多看一个病
人，多发一盒药物⋯⋯

一位年轻妇女因失去了 2 岁的孩
子悲痛欲绝，拥有国家三级心理咨询
师证书的何璐以一名母亲的身份对她
进 行 心 理 疏 导 ， 引 导 她 泄 出 心 中 的
痛苦。

雷丹负责水源检疫，她对红石岩村
每一口水井都进行仔细检测，还不厌其
烦地叮嘱群众，饮用水要烧开了喝，人
的饮水和牲畜饮水要分开。

在当传染科护士长之前，丁丽萍当
过外科和骨科护士，她发现灾区很多老
人孩子软组织挫伤和扭伤比较严重，但
因为没有出血没有骨折，所以不去治
疗。她耐心为大家普及医疗知识，及时
为他们包扎清创、发放药品。

袁文兰到达红石岩村后，瘦小的
她就和男兵一起背着 40 斤重的便携式
消毒器，开展卫生防疫工作，共喷了
6 大箱。

一直和女子突击组战斗在一线的
533 医院院长郝杰说，女子特有的细
腻和坚韧，以及丰富的情感，使她们
在救灾工作中的作用无可替代。她们
的风采，如同盛开的珙桐花，在灾区
美丽绽放。

到鲁甸灾区采访这些天，记者一直
和武警云南公安边防总队机动支队的官
兵在一起，不大的帐篷里，挤着我们 12
个人，铺板一个挨着一个。

那天晚上，记者发现文书张世平趴
在 小 凳 子 上 写 着 什 么 ？“ 是 在 写 日 记
吗？”“不是，是在写一次经历。”小张
说，那次经历让他永生难忘——

8 月 7 日，骄阳烘烤着大地，干了一
天，我们只吃了两块饼干，完成搜救任
务返回村委会时，大队长给我们每人一
桶泡面，我拿着泡面去老乡家里找热
水。刚走近，在一片废墟前，两顶蓝色
的帐篷外面支着两口锅，一家老小 20 来
个人正围着吃饭。一位大婶看到我招呼
说：“嗨，兄弟找什么呢，还没吃饭吧，
快进来吃饭！”

我不好意思地说：“不了大婶，你们
吃吧，我赶时间，想找点热水。”

大婶说：“这怎么行呢，快进来吃
饭，吃完再走。”

大婶对着旁边的人说：“快给这个小
兄弟打碗饭来。”这时，一家老小都围了

上来。
我一个劲推脱，大婶板起脸说：“是

人都得吃饭才行，来！快接着。”说着拿
过一碗饭菜，硬塞到我手里。

我接过碗，低下了头眼眶就红了。
吃到一半，一位 80 多岁的老大爷又端着
自 家 酿 的 白 酒 ， 倒 了 一 碗 说 ：“ 来!孩
子，喝一杯，喝一杯就有劲了。”

我 赶 紧 蹲 下 ， 恨 不 得 将 脸 埋 进 碗
里，生怕不争气的眼泪掉下来，怕让别
人看到了笑话一个当兵的还哭。

吃了大婶的饭，一天的疲惫早已没
了踪影。这次经历，让我真正地懂得了
什么叫人民就是我们的衣食父母⋯⋯

躺在记者对面铺板，入伍前曾是贵
州职业警官学院学生的列兵张廷权说，

“听到地震发生的那一刻，我的心情很
沉重。队伍开进途中，我一路给灾区祈
祷，希望灾区伤亡人员越少越好。8 月
4 日，我们来到龙头山镇。在左家湾，
中队一天挖出了 5 具尸体全是小孩子，
我心痛的直不起腰。当晚，我们冒着山
体滑坡，用泪水伴着汗水，将孩子们的

尸体送到停放点。途中，有段 100 多米
长的路，只有脚板宽，开始由两个人抬
一头，最后只能一人来抬一头，加上晚
上天黑，我们几乎是爬着走过来的。这
次救援，是我人生中一次难忘的经历。
这场灾难让我学会了勇敢，懂得了作为
军人的职责。当国家和人民需要我们的
时候，就应该义无反顾，冲锋在前。只
有这样，才不辜负党和人民的养育之
恩。”

王强政委此时也插话说：“当时，还
有一个无儿无女的孤寡老人，房子全塌
了，把他辛辛苦苦存的钱埋在废墟里。
我们全力以赴帮他挖掘，但是钱放得比
较分散，最后在衣服、烟盒、塑料袋、
神龛底下，一点点挖出来 12096 元钱，
我们一分不少地交给了老人。临走时，
70 多岁的老人流着眼泪给我们敬礼，目
送队伍离开。”

夜很深了，记者走出帐篷，站在龙
头山镇的街道中，只见一顶顶帐篷闪着
光亮。有全国人民的支持，灾区的明天
一定会更好。

8 月 3 日 16 时 30 分 ，鲁 甸 地 震“ 震
动”全国。灾情就是命令！正在进行实
战化训练的第 13 集团军某陆航旅立即转
入抗震救灾战场，第一时间开辟空中生
命通道。

8 月 4 日上午，成都和鲁甸地震灾区
两地的雨一直下个不停，这可不是直升
机飞行的理想天气。然而，震区道路抢
通保通十分困难，物资进不去，伤员出不
来⋯⋯

鲁甸在呼唤！生命在呼唤！
起飞！起飞！7 时 28 分，滇中某野战

机场，旅副参谋长唐春带领 2 架直升机冒
雨率先向灾区挺进。9 时 33 分，成都某机
场，旅参谋长李金武率领 4 架直升机直飞
云南昭通机场集结。

一架架“生命之鹰”迎闪电穿雨雾，一
场激烈的搭建“空中生命通道”战斗在鲁
甸地震灾区上空打响。

鲁甸县所处的地理位置地形复杂、气

象条件恶劣，险峻的山势和低云多雾的天
空把受灾群众锁在大山之中。

8 时 50 分，在没有任何地面引导、
没有任何资料参考、没有任何机降地点
的情况下，副参谋长唐春驾驶的直升机
穿过疾风密雨，飞临震中鲁甸龙头山镇
上空。

“快救人啊！”地面传来呼救信号。“人
命关天，刻不容缓！”唐春紧张搜索着陆地
点，终于在龙泉中学前一块平地上降落。
这是第一架在重灾区龙头山镇着陆的飞
机。从昭通至鲁甸第一条“空中生命通
道”终于打通了，首批 4 名重伤员被抬上
飞机，紧急送往昭通市第一人民医院救
治。

受灾区域遍布大山之中，一个机降点
远远不能满足救援需求。“伤员等不得了，
我去摸清情况！”参加过汶川、芦山抗震救
灾等 10 余次抢险救灾任务，有着 20 多年
飞龄的旅参谋长李金武斩钉截铁地说。

高山峡谷，航路险恶，机身不停地剧
烈摇摆，飞机上的一位医生当场呕吐了起
来。搜寻目标、悬停选址⋯⋯17 时许，李
金武稳稳地把直升机降落在了另一重灾
区巧家县一处草坪上。机组人员将 6 名
重伤员抬上了直升机。

在地震灾区，陆航战鹰成了群众眼中
的“生命之鹰”。昭通市卫生局疾控科科
长铁昆说：“如果没有陆航旅的直升机，重
伤员无法及时转治，后期伤亡率将大幅提
升。”

地震使鲁甸多个受灾严重的乡镇成
为“生命孤岛”，陆航官兵义不容辞担起空
中投送群众生活急需品的重任。龙头山
镇西屏村，是距震中最远的村庄，山体崩
塌，道路中断，受灾群众饥寒交迫。飞行
四大队大队长安然受命紧急向西屏村运
送救援物资。由于西屏村附近没有合适
的降落点，安然机组果断采取离地 3 米悬
停的方式将物资成功卸载给灾区群众。

山顶、河滩、球场、玉米地等狭小地
带，变成了一个个托举生命的支点，救灾
航道基本覆盖全部灾区。

旅参谋长李金武告诉记者，参与鲁甸
救援的飞行员，都是陆航旅的精兵强将。
六大队大队长徐扬有着 12 年飞行经验，
参与过汶川、芦山地震救援，在他看来，此
次鲁甸地震灾区海拔较高、地形复杂，救
援困难程度较汶川有过之而无不及。

“恨不得能快点下去，多救一个人、多
运一吨货，就能减少一分损失。”28岁的飞
行员李军是第一次执行重大救援任务。
当他第一次飞过龙头山镇上空时，身下满
目疮痍的场景令他心急如焚。

机长彭德意说，“受灾群众都叫我们
‘希望之鹰’，他们说我们带来物资是希
望，带走伤员也是希望。这句话就如同催
征战鼓，谁能不拼命？！”

从汶川到芦山再到鲁甸，英雄的陆航
“神鹰”一次次托举起生命希望。

帐 篷 夜 话
本报记者 王新伟

“神鹰”托举生命希望
——陆军第13集团军某陆航旅鲁甸抗震救灾纪实

本报记者 张 忱 通讯员 向 辉

灾区绽放

珙桐花
——第二炮兵抗震救灾

部队女子医疗突击组素描

本报记者 张 忱

通 讯 员 吴天喜

8 月 5 日，陆军第 14 集团军某炮兵

团“女兵医疗队”正在为南筐邓家田村村

民检测身体各项指标。 罗 雨摄

下图 武警黄金部

队专家组利用地质灾害

排查评估系统对灾区次

生灾害进行现场排查评

估、划分危险区域、设置

安全警示牌。
张 龙摄

左图 鲁甸地震发

生后，以乌蒙铁军著称

的陆军第 14 集团军某

炮兵团官兵第一时间进

入灾区，抢救生命，运送

伤员，抢运救灾物资，排

除堰塞湖险情，一直坚

持在鲁甸抗震救灾第一

线。图为官兵们翻山越

岭，进村入户，为受灾群

众送去物资。

罗 雨摄

武警云南总队第二支队官兵在永善地震灾

区帮助受灾群众搜寻财物。 江 为摄
武警云南总队第二支队官兵在永善地震灾

区帮助受灾群众搜寻财物。 江 为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