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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 创 高 原“ 断 裂
带”施工先河

川藏电力联网工程，从四川乡城经
巴塘到西藏昌都，全长 1521 公里，总投
资 66.3 亿元。施工区域处在川藏交界
的“三江”断裂带，地质结构极其复杂、
地质灾害密集分布，线路 5 次跨越金沙
江，翻越近百座山峰，平均海拔 3850
米，最高海拔 4980 米，被称为全球最具
挑战性的输变电工程。

水电二总队承建的第 15、16 标段，
平均海拔 4200 米以上，4980 米的海拔
最高区段就在其中。在含氧量不足内地
50%的高原山峰上施工，机械、牲畜和
人，每天都在挑战极限。六支队中士蔡
加洲的感受是“不堪回首”。作为测量队
长，他带领 3 名战士提前来到施工区域
复测线路。每天背着几十斤的测量仪
器，迎着六级以上的大风，顶着突如其
来的冰雹、暴雪在山峰间跋涉，几次昏
倒，全靠吸氧才缓过劲来。

N251126A 塔基终年积雪，是全线
最高最险的塔位。施工前的一场暴雪，
让驮沙石的骡马都难以前行。一只骡子
不堪重负，口吐白沫，栽在雪中，其他骡

子无论怎么驱赶也止步不前。怎么办？
中队长张佑军的眼神是无声的动员，大
家默默地从骡背上卸下石料，像蚂蚁搬
家一样，将 70 余吨沙石骨料和搅拌机
等设备运到山顶塔位。

“三江”断裂带的独特地形地貌，
“工程材料运输难、地质基础开挖难、悬
崖绝壁组塔难、落差跨越架线难”四大
世界级输变电建设难题接踵而至。国内
外专家感叹：“在如此恶劣复杂的地质
气候条件下展开输变电施工，是一个奇
迹！”

靠人力肩扛背驮只能是救急之策。
沿线 80%施工区域处在高山峻岭之
上，许多地方人和骡马根本上不去。项
目主任姜国华经过多方论证，决定架设
循环索道解决运输难题。他翻山越岭，
反复对索道的路径选择、定位测量、设
备选型、通道清理进行全过程试验，总
结出了标准化索道架设方案，在 100 多
公里的线路上架设了近百条运输索道，
密度之大在世界送变电建设史上前所
未有。不仅将施工效率提高了 30%，还
大大减少了施工沿线植被破坏，为高原
绿色施工树立了典范。

“破碎地质结构”给塔基开挖带来
的困难，是总工程师伍灿辉的“噩

梦”：“挖塔基时经常遇到塌方，经常
挖一段塌一段。”他带领技术人员反复
勘测，创造出“分段开挖、及时彻
衬、分层支护、整体加固”的施工方
法，破解了施工难题。

在寒风呼啸的高原高寒悬崖绝壁
上组立铁塔，施工难度之大、作业风
险之高可想而知。官兵们创造出“无
线传感集控报警器监控吊装受力、监
测风速控制塔材吊装角度”等先进作
业方式，有效降低危险系数，将组塔
效能提高了 40%。

面对导线展放最大达 1000 米的
超大落差，官兵们精确计算复杂地形
对导线牵引的受力影响，通过对包络
角与上扬滑车的精密控制，实现了大
高差导线安全展放，受到川藏联网工
程指挥部专家的高度赞扬。

在“生命禁区”托
起“生命之舟”

半个多世纪前修筑川藏公路，平均
每公里就留下一名筑路官兵的英名；新
世纪初的青藏铁路格尔木至拉萨段建
设，医疗保障虽已今非昔比，但也发生
过高原病死亡病例。然而，川藏联网工

程实现了高原病“零死亡、零伤残、零鼠
疫传播”的目标。创造这一成绩的，是武
警水电部队二总队医疗保障医院。

医院院长梁红军告诉记者，在长达
720 公里的藏东高原沿线，他们织起了
三级医疗保障网：每 45 公里建立一个
医疗站点，医务人员与建设者同吃同
住，白天坚守现场，晚上驻地巡诊；每
240 公里设立一座拥有高压氧舱等先
进设备的二级医疗站；在昌都县与解放
军 75 医院联合设立三级医疗站。细致
入微的医疗保障特别是高原病防治措
施，给施工人员吃下定心丸。

2014 年 6 月 7 日下午，一名工人
被山崖上滚落的石块击中，石头砸破
安全帽，顿时鲜血直流昏了过去。守
在作业一线的卫生员卢维茂迅速止血
包扎，将他送到日通二级医疗站。站
长王能斌立即实施了清创缝合手术。
20 分钟的抢救，终于从死神手里把这
名工人的生命夺了回来。醒来后，他
不禁放声大哭：“我还活着！”

尽管措瓦二级医疗站建在全线海
拔最高、环境最恶劣的地方，但诊疗
室、试验室、药房等科室一应俱全，
同时容纳 6 人的高压氧舱，又大又舒
适。医院政委李立介绍说，每个二级
医疗站的水平都不亚于当地县级医
院。2014 年 4 月 19 日凌晨，一名藏族
工人突发肺水肿，措瓦医疗站站长陈
建华马上带人前去救治。为了防止零
下 10 摄氏度的低温使急救针剂结冰，
他把冰冷的针剂放在了贴身的内衣
里。患者痊愈后，给医疗站送来“军
民一家亲”的锦旗。

施工期间，医疗队累计诊治伤员
和病人 76000 多人次，治愈高原肺水
肿 13 例，高原脑水肿 6 例。工程指挥
部赞誉水电二总队医务官兵，在“生
命禁区”托起“生命之舟”。

在决战川藏电力联网工程的 240
多个日夜里，52 名官兵主动放弃休
假，9 名官兵推迟婚期，11 名官兵在
亲人病危、妻子临产的情况下，仍坚
守在施工一线。

2014 年 11 月 20 日，川藏电力联
网工程投入运行，从根本上解决了四
川甘孜南部和西藏昌都地区 145 万群
众缺电和无电的难题。川藏和青藏两
个电力联网工程，如两条电力天路，
把藏区和祖国内地紧密连在一起，为
藏区实现资源优势转化和民生改善注
入强劲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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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悉金发光的人都知道，对每名
患者极度负责、每次问诊一丝不苟是
他最大的特点。

病房护士记得，一名女患者来医
院就诊，确诊是小细胞肺癌，金发光
当即安排患者住院治疗。然而，当这
名 患 者 从 亲 友 口 中 得 知 自 己 患 了 癌
症，竟一时想不开，产生了轻生念头。

金发光陪着她聊到半夜，细心讲
解小细胞肺癌的治疗原理，并郑重告
诉她，“只要你保持乐观的心态，积极
配合治疗，就一定能康复”。

在金发光的悉心治疗下，女患者
的肺癌得到了有效控制。7 年过去了，

她依然身体健康。
2009 年，陕西省礼泉县一名 60

多岁的农民患肺癌，在当地医院做手
术时继发感染，转到唐都医院抢救。
刚 到 急 诊 病 房 ， 病 人 呼 吸 、 心 跳 骤
停。金发光临危不乱，凭经验判定是
痰阻塞了呼吸道。顾不得消毒处理，
他立即口对口给这位病人进行人工呼
吸并进行胸外按压。果然，接连吐出
了 几 口 浓 痰 ， 病 人 心 脏 又 恢 复 了
跳动。

有同事问他：“当时你就不怕被感
染？”金发光坦然地说：“关键时刻没
想那么多，救病人的命比啥都重要。”

医乃仁术，无德不立。去年，甘
肃一位 14 岁男孩因母亲患精神病，对
生活失去信心，服毒自杀。在当地医
院昏迷了 7 天后，被判定为脑死亡，
送 到 第 四 军 医 大 学 准 备 进 行 器 官 捐
献。“还有希望，病人还有救！”谁
知，金发光在诊断后，却断定病人是
假性死亡。经过多学科专家会诊，他
的诊断得到一致认可。

但是，这个病人家庭情况特殊，
无人替他交付住院医疗费。怎么办？

“救人要紧，费用我们大家想办法。”
在 科 室 党 支 部 会 上 ， 金 发 光 带 头 捐
款。在他的带动下，科室里的医务人
员共捐款 3 万多元。金发光又向医院
党 委 申 请 爱 心 基 金 8 万 元 。 经 过 26
天 的 救 治 ， 这 名 小 男 孩 竟 痊 愈 出
院了。

金发光常对同事们说：“作为一名
医生，要正直做人、正确做事，在任
何时候都不能丢失了德行这条底线，
这应该成为人生信条。”

“技术多储备一分，患者的治愈
率就高一分，当医生的不能打无准备
之仗。”为了攻克疑难杂症，金发光
在 科 研 和 临 床 实 践 中 不 断 创 新 诊 疗
方法。

2008 年 6 月，新疆患者努尔巴来
到唐都医院时，已全身青紫，呼吸困
难。金发光通过气管镜发现，肿瘤几
乎 堵 塞 了 患 者 的 整 个 大 气 道 ， 只 剩

2—3 毫米的缝隙维持呼吸，这给手术
带来了极大的困难。一旦出血，病人
会瞬间死亡。面对这一前所未有的难
题，金发光当机立断，大胆采用全新
的中心性气道狭窄开放技术，从肿瘤
和气管的缝隙中塞入直径 5 毫米的硬
塑料管，通过高频通气机保证病人正
常呼吸，并立即采用冷冻、氩气刀和
电切等器械切除肿瘤，手术获得圆满
成功。

通过实施推广这项新技术，金发
光当年取得了军队医疗成果一等奖。
此项技术先后挽救了来自全国各地的
3000 余位患有中心气道狭窄患者的
生命。

咯血是呼吸系统常见的急、危重
症，由于病因多、病种复杂、不易确
诊，大咯血常可危及生命。为破解这
一难题，金发光利用 3 年多的时间，
对 562 名顽固性咯血患者随机双盲对
照研究，在临床中大胆运用支气管镜
介入技术，大大提高了诊断的准确性
和治愈率。

肺结核严重影响人类健康，是我
国重点防治疾病之一。涂阴肺结核的
漏诊漏治，是造成致残率和死亡率高
的重要原因。自 2000 年以来，金发光
率先把介入肺脏病学技术应用于涂阴
肺 结 核 的 早 期 诊 断 和 支 气 管 结 核 治
疗，诊断率、治愈率分别达到 96%和
98%以上。

唐都医院领导欣慰地告诉记者，
金发光任科主任 16 年来，先后把介入
性 肺 脏 病 学 技 术 应 用 于 肺 癌 早 期 诊
断、中心气道阻塞、顽固性气胸、晚
期重度肺气肿和顽固性哮喘等多种呼
吸系统疑难和危重疾病的诊疗中，创
造了一个又一个医学奇迹。

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呼吸内科主任金发光：

守 住 德 行 这 条 底 线
本报记者 李争平 通讯员 侯国荣 相双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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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条

左图 武警官兵正沿铁塔向上攀爬。

右图 武警官兵克服高原反应，向施工点位前行。 李兵峰摄

我国东北地区进入春季森林防火期，武警黑河森林支队

积极展开防火宣传进校园活动，希望达到教育一个孩子、影响

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的防火宣传教育目的。图为官兵为

小学生发放宣传单开展防火常识教育。 王友恒摄

金发光

（左三）带领

医护人员为

患者会诊。

张 静摄

“沙坪坝区小龙坎转盘处
多人围在马路中间殴打一人，
引发众人围观，影响道路交通，
造成了恶劣影响！”4 月 3 日，武
警重庆总队作战勤务值班室电
话铃声骤响。3 分钟后，正在
附近巡逻的 2 支步巡逻分队
和 1 支车巡分队迅速到位，配
合公安人员控制场面。

“在维护社会治安中，武
警巡逻官兵积极作为，发挥主
力军作用。”武警总队司令员何
良奎介绍说，“从 2013 年 4 月
起，成立了 13 个巡逻中队，部
署 99 个步巡组、31 个车巡组，
构建起‘多能一体、有效维稳’
的联勤模式，为突发情况处置
赢得了先机。”

“按照‘守点、巡线、控面’
和‘网格巡防、无缝衔接’要求，
巡逻官兵平时担负巡逻防控任
务，特殊时期前置驻点警戒，突
发情况就近先期处置，实现了
立体防控、打防结合的目标。”
何良奎说。

在武警重庆总队作战指挥中心，记者看到，依托全市视
频监控、动态勤务管控系统，武警部队能够全时掌控街面态
势，实时指挥调度片区兵力；各巡逻分队利用数字化集群电
台、GPS 定位、3G 视频传输等装备，互通现场情况，实现
了“一点预警、多点响应”。

记者了解到，除社会面上的巡逻防控，官兵们还担负大
量“隐秘”勤务，如在闹市设制高点哨，在人群聚集地设便
衣哨、侦察哨，在机场、车站、码头等重要目标周边备足应
急反恐力量，一旦有突发情事，就能够快速高效处置。

去年圣诞夜，重庆解放碑、观音桥等地超过十万人聚集
欢庆，武警重庆总队及时调派警力加强巡防，向重点方向预
置 机 动 力 量 ， 确 保 了 现 场 态 势 可 控 、 安 全 平 稳 。
总队政委汪海说：“‘化被动为主动、由应急转常态’的主
动维稳模式，为武警部队遂行多样化任务提供了保证。”针
对巡逻勤务“临时勤务性质、固定勤务模式”和“分散部
署、开放执勤”的特点，重庆总队围绕任务需要组勤、紧盯
安全正规管勤，确保勤务正规有序。

日常执勤中，他们按照“警便结合、步车结合、两警联
勤”要求，采取新老搭配、强弱搭配和混编联勤等方式，灵
活执勤编组，分批组织换勤，确保官兵始终精力充沛。按照

“警力跟着警情走”的要求，定期研判警情和评估风险，有
针对性调整巡防部署，特殊时期前置备勤，较好实现了等级
巡防、分级布控、梯次上勤。按照“优先保障巡逻分队、优
先保障重点片区、优先保障一线官兵”的原则，采取自我调
配、向上请领与协调地方支持的办法，分级落实执勤装备器
材配置标准，最大限度满足执勤所需。按照“建章立制促
管、落实制度严管、警地督查联管”要求，制定勤务动态管
控细则，细化人车枪弹管控措施和防袭预案，落实便衣随队
警戒、步车编组互援，确保了官兵的自身安全。

“部队随时雷霆出击，令不法分子闻风丧胆。”武警重庆
总队参谋长王同凯说。为锻造应急处突铁拳，巡逻备勤官兵
眼睛带着敌情入眠，睡觉都睁着一只眼，枕戈待旦，24 小
时处于战备状态。

巴南区红锦小区一精神病患者持刀追砍民众，巡逻官兵5
分钟内成功处置；七星岗街道两男子持刀追砍一辆轿车，巡逻官
兵3分钟制服暴徒⋯⋯国家反恐办组织考核，官兵们实现了“三
分钟接警到位，五分钟处置完毕”的要求。

总队政治部主任周新自豪地说，“巡逻的任务就是为了
让人民群众放心，巡逻的使命就是为人民群众服务”。一辆
辆巡逻车穿梭在山城的街道上，一队队橄榄绿身影行走在闹
市人群中，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大幅提升。两年来，巡逻官兵
共救助群众 4500 余人次，开展便民活动 3000 余次。一年
来，共处置打架斗殴、扒窃盗抢等警情 400余起，处置街头
行凶、劫持人质事件各 1 起，抓获违法犯罪分子 200 余人，
为群众筑起安全屏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