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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16 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
炸 50 周年的日子。几十名曾参加核试验
生物效应研究的科学家，聚首军事医学
科学院，回忆峥嵘岁月，抒发戈壁情怀。
他们中 76 岁的王德文研究员，是唯一全
程参加历次核试验生物效应研究的医学
专家，至今还带领科研团队在新武器效
应与防护研究领域不懈跋涉。

王德文清楚地记得，1964 年 4 月 30
日，当他接到参加我国第一次核试验生
物效应研究的命令时，一股热血冲向头
顶：“这是党对我的极大信任啊！”10 月
16 日，当蘑菇云在大漠戈壁腾空而起的
时候，他和同事们在老科学家刘雪桐的
带领下，不顾核爆炸产生的 100 多种放
射性核素对健康和生命构成的极大威
胁，深入核爆现场回收试验动物，展开生
物效应研究。从此，他的生命就与我国防
原医学研究事业紧紧连在一起。

在历次核试验中，王德文都义无反
顾深入试验场区。担任病理分队队长
后，更是身先士卒闯爆心，把最危险的
工作抢在手里。在那次最大当量的核爆
炸后，大家在地表温度最高达 82 摄氏
度的戈壁滩，昼夜不停地对大量实验动
物进行剖检。任务终于完成了，但王德
文总觉得还有新的病变未被发现。趁着
夜色，他只身悄悄回到动物掩埋场，扒
出腐臭的动物尸体，就地进行更精细的
剖检。接下来，王德文和团队对新数据
进行深入分析，在世界上首次发现，核
爆炸对人体的伤害不是传统的 4 种而是
6 种，对核武器防护研究产生了重大影
响。

30 多年的防原医学研究中，王德
文带领团队首先发现和提出核爆炸光辐
射所致特殊部位烧伤规律和特点；提出
地下核爆炸震动伤是不同于冲、烧、放
伤的种类，并首先阐明其致伤范围、量
效关系、临床病理特点和发生机理，研
究出单兵与集体防护措施；首次完成核
爆炸电磁脉冲致伤效应规律研究，使我

国核防护水平跻身世界前列。
常年大量“吞吃”核辐射，王德文

的身体受到严重损害，白细胞数量曾降
到只有正常人的 20%。1996 年，我国
签署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老朋友们
劝他，搞军事医学研究成果保密，无名
无利，正好趁机转向民用医学，凭实力
威望，一定能开出一片新天地。王德文
不为所动：“我们是在党旗下发过誓
的，一辈子都不能忘记使命！”

上世纪九十年代，在几场局部战争
中大量出现的高新技术武器，引起王德
文的警醒。他牵头组建了全军高技术武
器生物效应与防护重点实验室，对高新
技术武器的致伤规律和防护展开全面研
究。此后的 20 年里，他们对百余项新武
器杀伤规律进行全面研究，提出防护措
施办法，研制防护药品，显著提高了我军
医学防护和救治水平。

今年 5 月 17 日，全国科技活动周
会场上，“恐怖袭击应急救援”科普展
被安排在最显眼位置。“老伙计，十几
年的心血没有白费，国家和人民需要我

们的研究！”中国工程院院士、公安部
物证鉴定中心原主任刘耀，拉着王德文
的手感慨地说。从 2003 年起，他们就
一起开展国家反恐爆炸科研管理工作，
先后出版 《恐怖袭击应急救援》 和 《反
恐应急救援》 专著，在国家反恐维稳中
作出重要贡献。王德文团队还完成了公
安和武警系统近百项武器装备损伤效能
评估，为新武器的改进定型、鉴定列装
提供了重要依据。

从军 52 年来，王德文和团队获得
包括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在内的重大奖
项 80 多个，总后勤部党委给他们荣立
集体一等功。

踏入军事医学防护领域那天起，王
德文就梦想建立一座军事医学博物馆，
既提醒世人警惕战争，又能为相关研究
积累资料。为了实现这个梦想，50 多年
来，他时刻不忘收集标本、实物和研究资
料，目前已达 4000 多件。令他欣慰的
是，经有关部门批准，世界最大、内容最
全的国家级军事医学博物馆，已经开工
建设，他的梦想即将实现。

他们检验鉴定导弹，身处新导弹交
付前的最后一环；他们奋战在深海高
山，鲜为人知。

他们就是海军某试验区官兵。多年
来，他们任劳任怨、艰苦奋战、接力传
承，一次又一次吹响为人民海军新型武
器试锋砺刃的号角。

使命如天

那年初秋，随着海上一声闷雷般的
巨响，某型导弹昂首直刺万里云天。当
导弹准确击中预定靶区、试验圆满告捷
后，现场顿时沸腾了，参试人员无不欢
呼雀跃⋯⋯

成功的背后，需要踏过无数的荆棘
险滩。当年，在某型导弹正式立项时，
该试验区已经多年没有承担过重大试验
任务。人才大量流失，装备严重落后，
各种困难接踵而至⋯⋯

“无论面对什么样的艰难困苦，我们
也要义无反顾完成使命！”时任该试验区
总工程师的娄汉泉主动承担起重任。

靶场测控系统被称作导弹试验“神
经中枢”，但当时的技术条件无法满足
试验需求。“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
上。”娄汉泉带领科研团队像打仗一样
日夜奋战攻关。终于，这一系统提前装
备靶场，应用到试验任务中，成为我国
第一代多功能集成的统一测控装备，并
荣获全军科技进步一等奖。

⋯⋯
凭着这股百折不挠的韧劲，靶场官

兵在 100 多次出海执行导弹试验及合练
任务中，创造了“组织指挥零失误、技
术操作零差错、设备设施零故障、任务
软件零缺陷、数据判读零遗漏”的骄人
成绩。

心无私念

靶场某研究所工程师余义德，在一次导弹试验中发现，
由于某高速记录系统安装位置问题，弹体发射的瞬间无法捕
捉。此后，经过长达 1 年多的深入研究论证，缜密分析推
算，他愈发坚定了自己的想法。

于是余义德找到有关部门提出调整该记录系统位置。有
人善意提醒他：试验设备定位归零后，平时就是动一下也要
经过多方严格审批，调整位置更是“天大的事”，万一获取
不到试验数据，将要承担不可估量的巨大风险，再说，这套
设备安装定位由其他参试部队负责，你何苦自找麻烦⋯⋯

余义德不为所动：“只要有利于试验早日成功，我个人
冒多大的风险也值得！”在他的多方奔波努力下，最终将该
记录系统位置进行了调整。

当导弹再次试验发射时，研制部门的一名专家激动得热
泪盈眶——通过记录系统实时传输过来的画面，从事导弹研
制几十年的他第一次看到发射瞬间某关键参数轨迹，掌握了
第一手资料。

为事业敞开胸怀，用打赢凝聚力量。在长期艰苦的并肩
奋战中，一代代靶场官兵与多家参研参试单位主动摒弃私心
杂念，共同攻坚克难，为新型武器试验探索积累了大量的宝
贵经验资料。

英雄无名

2007 年冬，试验区某中心 80 后女工程师戚晓晶正参加
一次试验任务。

当时天况极差，海边掀起几米高浪。戚晓晶强忍不适，
将几十公斤重的设备安装固定调试完毕，向指挥台报告“图
像清晰”后，才“哇哇”吐起来⋯⋯

当船驶向远海时，风浪一阵紧似一阵。突然，天线传输
出现异常。戚晓晶立即解下绳子，套上安全索，向距船甲板
十几米高、位于桅杆顶端的天线爬去。

任务完成。戚晓晶在零下２０多摄氏度的冰海中，整整
坚守了３个多小时。

在试验区，看到的多是这样平凡的军人，每个人背后几
乎都有耐读的故事。然而，试验时，能看到导弹发射壮观画
面的官兵少之又少，他们大多身处舰艇、机房等岗位。

试验结束后，试验区机关将试验视频挨个单位播放，看
着画面上导弹从水下腾空划出一道壮阔的弧线，不少官兵都
会流下泪水：“一切的辛苦都值了。”

“我们的官兵没有惊天动地的英雄事迹，在岗位上默默
无闻的无私奉献，就是为了导弹早日腾飞⋯⋯”试验区政委

陈孝强说。 文/于贵民 于文权 洪远

2014 年 金 秋 十 月 ， 伴 随 高 昂 的
《义勇军进行曲》，沈阳军区首长把一
枚枚金灿灿的荣誉奖章郑重地挂在 395
名蓝盔将士胸前。这是我军首批赴马
里维和部队的官兵，他们试剑沙场，
不惧生死，不辱使命，凯旋而归，在
蓝色的国际维和旗帜下，展现出中华
民族对和平的热爱与担当。

为世界和平亮剑撒哈拉

50 摄氏度高温，能把帐篷连人卷
起的沙暴，难忍的毒虫叮咬，以及随
时面对的暴恐袭击、汽车炸弹等生死
考验，都挡不住战士们不辱使命、为
国争光的信念与决心。

去年 12 月 5 日，中国政府受联合国
邀请，向马里派出首支由 170 名官兵组
成的维和警卫连。沈阳军区某部接到组
建这支维和部队的命令后，2030 份请
战书第一时间呈递到指挥员手中。官兵
们纷纷请缨出征。远在北京军区参加特
战比武并取得三金一银一铜奖牌的李
庆昆，先后 3 次推迟婚期申请参加维
和；在哥伦比亚世界顶级狙击手比武夺
冠的刘佳顾也积极请战。

执行维和任务期间，警卫三排排
长王洋接连痛失 2 名至亲，呱呱坠地
的孩子被诊断为脑梗，他未向任何人
表露，也从未影响工作。部队先后 4
名官兵亲人去世，12 名官兵家庭遭遇
变故，大家把悲痛埋在心底，将祖国
荣誉高高举过头顶。

在执行任务的 10 个月间，警卫分
队身处形势危险、条件艰苦、环境恶劣、
伤亡严重的任务区，先后圆满完成保卫
战区司令部、为维和友军提供全域防卫
和 458 次任务责任区机动巡逻、239 次
警戒护送等急难险重任务，有效应对了
大规模暴力游行、自杀性汽车炸弹、火

箭弹袭击、武装交火波及、为难民提
供庇护救援等 60 余起敏感突发事件，
以果敢行动捍卫了世界和平，开创了
我军维和历史上“首次成建制派出安
全部队”、“首次为外军提供全域防
卫”、“首次实弹战术演习以慑止战”
等 6 项 先 河 ， 创 立 了 联 合 国 公 认 的

“中国防卫楷模”等 8 项纪录，受到联
合国秘书长马里特别代表肯德尔斯的
高度赞誉：“你们的卓越行动为维护马
里和平发挥了榜样性作用。”

维和战场淬炼卫勤尖兵

70 位来自解放军 211 医院等单位
的白衣天使，组建成中国首支赴马里
维 和 医 疗 队 ， 在 战 乱 未 息 、 恐 怖 频
发、环境恶劣、病毒肆虐的严峻挑战
中，圆满完成卫勤保障任务。

今年 5 月，马里爆发基达尔危机，
各方冲突袭击不断升级，医疗队先后成
功救治在 9 个波次袭击和事故中受伤
的塞内加尔、柬埔寨、乍得等国家的 42
名维和官兵，在血液和氧气供应不足的
情况下，实施急诊手术 24 例，并妥善安
置、冻存了部分阵亡官兵的遗体。

非洲是各类传染疾病爆发的重灾
区，医疗队每天都要接触来自各个国家
的就诊患者和住院病人，常规检验中发
现患有梅毒、艾滋病、甲肝、乙肝等传染
疾病的人，个别人携带数毒。但所有医护
人员不顾遭受感染的危险，在做好自身
防护的基础上，时刻坚守在第一线工作
岗位。埃博拉病毒爆发期间，医疗队还专
程为联合国马里维和特派团东战区司令
部和其他友军分队进行专项培训。

由于东战区基达尔二级医院未能
如期设立，预定保障 3000 人的医疗分
队，需要承担近 5000 人的保障任务。在
新医院开诊前 5 个月内，先后接收门诊
病人 800 余人。繁重的任务压得他们喘
不过气来，但没人叫苦，也没人有怨言。
救治床位不足，他们就把自己休息的床
位改成病床；医护人员不够，就把工作

时间不断延长；医疗设备短缺，就想方
设法提高周转率，很多人一个月就瘦了
十几斤。这其中，为乍得伤员切脾保生
命的主治医师周润海，冒着被袭危险救
援友军陷坑车辆的药剂师侯志勇等很
多人的事迹令维和部队赞叹。东战区司
令马马杜将军说，中国医疗队是“一支
神奇的医疗队伍”。

提升水平锻造打赢能力

沈阳军区首批赴马里维和工程兵
大队是以某集团军工兵团为主体，与总
参谋部、国防大学等 6 个单位抽调人员
配属组建。维和期间，中国工兵分队
155 名官兵，共执行任务 109 项，架设板
房 6355 平方米，装运各类物资 5600 余
吨，浇筑混凝土 1820 余立方米，修筑道
路 1810 延长米，被联马团司令卡祖拉
将军赞誉为“最强工兵”。

有一次，大风借着沙暴的淫威肆

虐横行，一夜之间吞噬了工兵分队驻
地附近的桥梁与河流。工兵分队主动
联系当地政府官员，日夜奋战修桥保
通。大桥建成之时，当地民众按捺不
住激动之情，围着中国官兵在欢快的
鼓点下跳起了当地民族舞蹈。

今年 3 月 6 日中午，工兵分队突然
接到联马团东战区帮助加奥恢复电力
供应的紧急命令。原来，内战中受到重
创的加奥地区唯一发电厂，3 台变压器
在 11 时又出现故障趴窝，而新的变压
器由于缺少大型机械无法安装。突发
的电力故障，不但影响了市民的正常生
活，而且给医院等民生场所造成严重不
便。接到求援的工兵分队，立即赶往电
厂。经过近 4 个小时的紧急抢修恢复
了供电系统。

中国的维和军人以实际行动让马
里人民真正感受到，中国军人在帮助
他们恢复和平与繁荣，在为中马友谊
添砖加瓦。

壮阔弧线腾空起

蓝 旗 下 挺 立 着 中 国 军 人
——记我军首批赴马里维和部队

本报记者 倪伟龄 通讯员 黄力辉

首批赴马里维和部队官兵正在当地巡逻。

坚 守 在 军 事 防 护 医 学 高 地
——记军事医学科学院一级研究员王德文

本报记者 李争平

“军功章里有我的一半，也有你的一
半⋯⋯”一首传唱了几十年的歌曲，讲述
了一对对军人和军嫂动人的故事。最
近，江西省九江市中学教师葛琴，用柔弱
的肩膀担起家庭重担，无怨无悔支持丈
夫第 21 集团军某电子对抗团政委邓涛，
扎根西部大漠 20 多年追求强军梦想的
故事，在西北军营传为佳话。

1994 年，邓涛从地方大学毕业，怀
着金戈铁马的从军梦想踏上了西行的军
列。初入西北军营，生长在长江边的邓
涛面临着重重考验：生活不习惯，环境落
差较大。当时还是恋人的葛琴，时时打
电话鼓励他坚定自己的抉择。

然而，刚刚离开家乡不久，邓涛的父
母相继生病住院。为了不让邓涛分心，
尚未婚嫁的葛琴默默地挑起了照顾“公
婆”的重担。洗衣做饭，端屎倒尿，葛琴
从无怨言。病友们都羡慕地说：“你们老
两口真有福气，养了这么一个好女儿。”

谁知祸不单行，1995 年，葛琴的父
亲又遭遇车祸。坚强的葛琴没有被生活
的苦难击倒，一肩挑起了照顾 4 名老人
的重任，这一挑就是 20年。

2008 年 3 月，邓涛带队赴刚果（金）
执行为期 8 个月的维和任务。知道丈夫
担心体弱多病的父母还有刚出生的女
儿，葛琴给邓涛当起了“政委”，做思想工

作：“放心去吧，家里的事你不用操心，能
出国给国家争光，这样的机会很难得。”

不管付出多少汗水和泪水，从来都
是报喜不报忧，默默撑起家庭的朗朗天
空。20 多年一路走来，让铁骨铮铮的邓
涛心怀感恩：“要是没有她，我不可能走
到今天。”

不仅默默地支持丈夫的强军事业，葛
琴也常常用自己的专业特长服务部队建
设。“嫂子来上课啦！”今年立冬时节，到西
北军营探亲的葛琴，给寒风凛冽的训练场
带来丝丝暖意。原来，在江西省九江市田
家炳实验中学当体育老师的葛琴，发现有
的新兵骨干组训不够科学合理，主动来到

训练场上给官兵讲授体能训练方法。就
像面对自己的学生，葛琴边讲解边示范，
从速度、耐力、柔韧三个方面，让初入军营
的新兵领悟体能训练科学要领。葛琴说：

“我既是一名教师，又是一名军嫂，能发挥
自己的专长服务官兵，也是为部队尽一分
绵薄之力。”

近些年，在葛琴的鼓励下，越来越
多的学生萌生了参军入伍的志向，报考
军校的学生逐年增多。他们正在重点
中学读书的女儿，也在父母国防情结的
影响下，确立了报考军校的目标。而
这，成了邓涛和葛琴在强军路上比翼齐
飞的骄傲。

强军路上比翼飞
宋 策 相双喜

本版编辑 许跃芝

“想不到，真是想不到！”参加了退伍老兵就业创业系列培
训，小李开始对创业跃跃欲试，这和之前自己的状态比起来，
他连说“想不到”。

小李所在的武警河源市支队，不久前进行了一项老兵调
查。结果显示，老兵走一步看一步的少了，绝大多数对退伍后
的人生进行了详细的规划，100%的老兵对退伍后就业创业充
满信心。支队政委黄建光介绍，这个“想不到”，一是来自支队
对老兵职业技能培训的超前谋划，用心用力；二是来自社会各
界对老兵们的关心关爱。

随着征兵制度改革，新老兵更替越加频繁，每年有大批退
伍老兵返乡，提升老兵适应社会能力，为老兵树立就业创业信
心，已成为老兵退伍工作的关键问题。该支队在充分挖掘自
身资源的基础上，先后联合市人社局、市职业技术学院及驻地
企业管理服务公司，每逢老兵退伍之际，一是集合警地各方资
源，精心开展以社交、电脑、厨师等为主要内容的职业技能培
训；二是组织老兵学习退伍相关政策及法律法规；三是依托地
方管理服务公司，开展老兵就业创业培训会，为老兵返乡就业
解难答疑，制定系统规划。

此外，他们还联合多方企事业单位，开展多场次、高层次
的老兵就业现场推荐会，每年有 60%的老兵成功进入推荐企
业，有 5%的老兵进入公务员队伍。 文/严得立

武警河源市支队：

不让一个退伍老兵烦心

本期聚焦

军旅人生

军 营 特 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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