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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军北部边海防部队点多、线长、面
广、远离后方医院，面临着卫勤保障能力
弱、后送难、驻地地方卫生资源匮乏等诸
多难点，原沈阳军区联勤部在全军率先
探索出依托式、区域式、定点式和社会化
相结合的卫勤保障新模式，走出了一条
具有我军边海防部队特色的供给型卫勤
保障新路径，使“医疗直通车”畅达边海
防一线。

直接服务基层官兵

“咱们一线官兵是医疗保障新模式
的直接受益者。”去年 12 月初，在解放军
某医院住院部大厅，刚刚办完出院手续
的辽宁省军区某边防团上等兵李建强欣
喜地告诉战友。

战士在训练中受伤在所难免。那次，
李建强在训练中不慎受伤，情况十分危
急。战友见状直接把小李送到附近的解
放军某医院。由于送诊及时，小李脱离
了生命危险，休养一个月便痊愈出院。

“如今，基层官兵有了医疗需求，不用再
去团卫生队接受检查治疗，而是直接前
往后方医院。”该团卫生队队长邓恒亮说。

海防团日常训练任务繁重，夏秋两
季长期在海水中训练，皮肤病发病率较
高。以前由于卫生队没有皮肤病专科医
生，海训场离部队医院又远，官兵们只能
忍着病痛坚持训练。目前，军区在该团
建立了社会化医疗保障试点，该团直接
与地方医疗机构签订了军地合作协议，
由地方医疗机构负责官兵的急诊和住院
治疗，按照当地医疗卫生收费标准结算
费用，并享受优惠政策。

海防团卫生队队长孙道秋告诉记
者，得知不少官兵因训练患上皮肤病的
情况，地方医院的专家带着冷冻机、激光
仪及皮肤病新药、特效药来到海训场，为
百余名官兵解除了疾病困扰。“他们还为
我们卫生队医生讲解常见皮肤病的诊断
及治疗方法，提升了我们的医疗水平。”
孙道秋说。

从期盼走向现实

卫勤保障模式的创新应用，可以有效解决边海防一线官兵看病
难的问题，那么，新模式究竟如何发挥效用？

借助后方医院优势，实施依托式医疗保障。北疆边海防部队分
布在很长的边海防线上，其中多个部（分）队驻地远离本级卫生机构，
靠近后方医院。按现行医疗救治规定，官兵就医必须舍近求远、逐级
转诊，既耗费时间又延误救治。为此，他们按照就近就便原则，将距
离部队卫生机构超过 50 公里，与后方医院相距 30 公里以内或后送
时间少于半小时的分队，门急诊、住院医疗保障纳入后方医院，官兵
持保障卡或有效证件直接到医院就诊；医院在完成伤病员收治任务
的同时，每月至少组织一次巡诊；部队按保障人数将标准卫生事业费
划拨医院。辽宁省军区后勤部卫生处处长于海龙由衷地说：“依托式
保障既体现了‘就近就便’保障原则，克服了多重转诊弊端，降低了后
送医疗风险，又促使医院前伸保障，有利于提升建制卫勤保障能力。”

整合建制卫勤资源，实施区域式医疗保障。边海防部队营连中
军医、卫生员人数少、力量弱，只能进行简单医疗处置，稍重的伤病员
就要后送。而很多单位远离团卫生队和后方医院，路况不佳，遇有恶
劣天气，后送更加困难，极易延误救治。为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
联勤卫生机构将距离团卫生队和后方医院超过 50 公里，一定区域内
多个驻地相近的分队进行整合，建立中心卫生所，实行区域式医疗保
障。采取“集中式管理、派出式保障”的办法，中心卫生所人员由卫生
队集中管理，每半年轮换一次；设备、经费、医疗用房由军区统一协调
相关部门落实。区域式保障模式有效避免了卫生人员各自为战和私
自调整使用的现象，实现了力量资源的有效整合。

填补一线保障空白，实施定点式医疗保障。边海防部队独立执
勤班排和哨所高度分散，是医疗保障的空白点。为实现全员覆盖，他
们还探索在独立执勤班排和哨所设立医疗点，实行定点式医疗保
障。这一定点式医疗保障填补了一线保障空白，消除了医疗救治的
死角盲区，有效增强了边海防部队应急医疗保障能力。

走融合发展之路，实施社会化医疗保障。边海防部队普遍医疗
条件有限，需借助地方卫生资源提升卫勤保障效能。近年来，联勤卫
生系统在深化完善边海防部队医疗社会化保障上下功夫，先后指导
各省军区与省发改委、卫生厅等部门联合下发《远离军队医疗机构人
员门（急）诊社会化保障实施办法》等法规文件，将符合条件的军队人
员全部纳入社会化医疗保障范围，开通官兵就医“绿色通道”。

补齐战时卫勤保障短板

据了解，卫勤保障新模式通过整合资源、优化机制、完善制度，有
效解决了边海防部队和小散远单位医疗保障难题，提高了基层部队
卫生能力和服务保障质量。然而，如何更好改进和深入推广，有关专
家认为仍有提升空间。

一是进一步健全依托式保障常态化运行机制。越过建制团以上
部队卫生机构，直接依托后方医院保障，与现行逐级转诊后送医疗服
务制度不相符；同时，服务保障任务的拓展，对后方医院提出了新的
更高要求。需要从制度机制层面进行顶层设计，重点解决好医院巡
诊的常态化、制度化，部队经费划拨的途径和方式等问题。

二是进一步发挥区域式保障机构职能作用。中心卫生所是一个
新生事物，没有成型的建设标准和工作规范，其勤务定位是什么、在
部队卫勤保障链中的职能任务如何区分、建设标准和工作标准如何
确定等一系列问题，都需要通过深入研究、实践检验进行明确和规
范，促使其切实发挥职能作用。

三是进一步激发部队卫生人员内在动力。由于缺乏实践锻炼平
台，缺少有效的激励和奖惩措施，少数卫生人员技术水平不高和学习
动力不足的情况仍然存在，这也是制约部队卫勤保障能力提升的一
个重要因素。需要创新部队卫生人员管理使用办法，建立规范培训
考核体系，畅通选调交流渠道，真正调动部队卫生人员工作积极性。

四是进一步探索边海防部队战时卫勤保障模式。“服务平时、保
障打赢”是卫勤保障的根本任务，卫勤保障新模式较好解决了平时保
障问题，而在战时卫勤保障上还有短板。需要结合边海防部队任务
特点，拓展和完善保障模式，研究提出组织指挥、保障样式、装备配
备、人员使用、救治技术等战时卫勤保障方案，加强应急演练和战伤
救治技术培训，切实提高战时卫勤保障能力。

文/戴 岳 陶 然

淮海大地至今传颂着一位英雄的
故事。50 多年前，一位名叫王杰的战
士在危急关头舍身扑向意外爆炸的炸
药包，为保护 12 名民兵和人武干部献
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从此，他用生
命铸就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精神
成为中华民族精神长河中的一座丰
碑，引领着一代又一代人对崇高价值
的追求和信仰。

今天，面对改革强军的严峻挑战，
全军上下都在探讨什么才是新形势下
革命军人应有的样子？什么才是强军
征程上不变的追求？春节过后，记者
再次走进王杰生前所在部队，期待从
这个有着优良传统的英雄部队中寻找
答案。

信仰之光

半个世纪以来，在第 12 集团军某
装甲旅王杰生前所在连队，这样的场景
从未中断：官兵每天早起轮流铺“王杰
铺”、连队每晚点名第一个喊“王杰”，每
周安排一天作为“学习王杰日”，每月举
办一次“王杰陪伴我成长”故事会⋯⋯
从老班长王杰牺牲那天起，这种特殊的
教育就成为官兵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长期以来，连队始终用“两不怕”精神固
本培元、浇铸忠魂，让老班长王杰信党、
爱党、为党的崇高情怀在一茬茬官兵中
接力传承、深深扎根。

采访中，一个个真实的故事告诉
记者，作为王杰传人，每一名官兵都在
映照着英雄的样子，折射着英雄的精
神。扫雷班班长沈振华患脑垂体损伤
住院休养，得知连队参加重大演习，坚
决要求回连队接受任务。一次行动
中，扫雷车突发故障，他带领技术骨干
连续抢修 3 个多小时，故障排除后他
一头栽倒在地。记者问他为啥这么拼
命？他说：“因为我们是王杰的传人！”

几年前，徐州市公安局的求助电
话打到了连队。原来，一处工地上挖
出一枚长 1 米、直径 40 多厘米战争年
代遗留的炸弹。弹体锈蚀严重，因不
能 辨 认 弹 种 ，几 家 排 爆 单 位 不 敢 接
手。时任“王杰班”班长杨瑞旺和战士
王意锦火速赶到，他们从容不迫，先用
电雷管、炸药制作起爆器，再小心翼翼
靠近炸弹，用胶带将起爆器缠绕在弹
体上，稳稳接好线，缓慢撤离⋯⋯随着

“嘭”的一声巨响，险情顺利解除。杨
瑞旺说：“与群众安全相比任何困难都
不可怕！”

故黄河是徐州的一条悬河，横穿
徐州城区，历史上多次决口，污物散发
的臭味经常飘到居民家中，令百姓不
胜其扰。徐州市决定开展清淤行动。
在清理其中老大难段时，因河水未抽
干，工程机械进不去，只能靠人工清
理，市领导第一个想到向王杰生前所
在部队求助。“弘扬‘两不怕’精神模范
连”官兵到达现场后，挽起裤腿赤脚跳
进污泥中，锹铲、盆端、肩扛、手掏，一
干就是 3 天。周边居民被感动了，也
自发参与到清淤行动中。

敢打必胜

一场实兵训练在深山密林展开，
只见高速行进的装甲步战车车顶舱门
突然打开，一名士兵挺身而起，将火箭
筒往车盖上一架，迅速瞄准目标，果断
扣动扳机。随着“轰”的一声巨响，火
舌喷出，目标被炸得粉碎！

记者发现，从训练场下来的官兵
有一个共同特点：手茧厚、脸庞黑、伤
疤多。为锻造能打胜仗的素质本领，

连队把官兵放到复杂环境中磨、险难
任务中练、实兵实弹中考，培养敢闯敢
拼 的 顽 强 意 志 、有 我 无 敌 的 血 性 斗
志。他们针对实战中可能遇到的 4 大
类 83 种障碍设施逐一研究试验破障
方法，对 35 种副防御设施障碍分别制
订 3 种以上排除方案，研练 4 种快速布
雷法在攻防转换中的作战运用，摸索
出 14 种常用地雷在不同土质及特殊
环境下的埋设技术。这些年，他们在
集团军第一个展开夜间实爆训练，第
一个组织水下破障攻关，第一个在复
杂电磁环境下实施遥控爆破，第一个
运用火箭布雷车单车自主布雷。

一次演习，连队受命架设野战靶
标系统，在荒山野岭风餐露宿 74 天，
经常连续作业超过 16 个小时。演习
当天，他们冒雨将近 20 吨的装备器材
搬运到山顶。作业区坡陡路险、泥泞
湿滑，战士刘佳玉一只鞋子陷入泥浆，
就赤着脚继续抬，脚被刺破了也顾不
上处理，直到演习结束，医生从他沾满
血迹的脚掌中拔出一根近 2 厘米的

“木签子”。
在一次次磨炼中连队官兵认识

到：“军队可以有和平时期，但不能有
和平心态。无论未来战争打的是钢铁
还是硅片，人在战争中的主体地位和
决定作用不会改变，人与装备的完美
结合才能发挥最大战斗力。”

工兵爆破是“坐在火药桶上的专
业”，左脚踩着艰苦，右脚踏着危险。
水下实爆课目危险性更大，连队官兵
科学攻关，先后拟定了 12 种方案，提
出 6 种破障新战法，最终圆满完成任
务，填补了集团军工兵专业训练的一
项空白。

近10年来，无论是训练考核，还是
比武竞赛，连队一直以领跑的姿态走在
前列，在旅以上比武竞赛中，先后摘取
247枚奖牌，集团军地爆专业29个课目
纪录，有19个由连队官兵创造并保持。

血性军人

习主席指出，军人血性就是战斗

精神，核心就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的精神。无数事实证明，不论平时还
是战时，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血性胆
气，永远是我们在党和人民需要时，面
对下一场战争的最大底气。

然而，承平日久，血性的消磨对一
支部队形成了“软杀伤”，一些官兵错误
地认为“准备打不一定真打，打起仗来
也不一定能轮上我”，有的甚至说“我家
只有我一个，打仗不缺我一个”，还有的
对精神能否战胜利剑心存怀疑。

军队可以有和平时期，但不能有
“和平心态”。精神的弓弦锈蚀断裂，
思想里没有了马蹄狼烟，未上战场便
注定失败。历史事实反复告诫我们，
只有始终肩负“执干戈以卫社稷”的使
命担当，才能以强烈的忧患意识、危机
意识、使命意识思打仗之责、谋打赢之
策、练打赢之招。

连队在担负旅作战重难点课题某
工程保障攻关任务时，官兵每天人均
负重 40多公斤，冒着近 50摄氏度的地
表高温，来回十几趟进行相关试验，一
天下来个个累得直不起腰。考核验收
当天，官兵乘坐登陆艇在海上连续航
行 40 海里，不少人晕船呕吐，体力严
重下降。登陆艇抵岸后，他们顾不上
艇体摇晃湿滑，仅用 26 分钟，就开设
了一条长 100米、宽 5米的通路。军区
考核组评价：“英雄连队果然名不虚
传，不愧是能打胜仗的开路先锋！”

挖埋雷训练，他们专拣砂石路、坦
克跑道等坚硬地带展开；构筑掩体，他
们专挑河边水塘边荆棘丛生、草根纵
横的地方下锹；实战化演练，他们自我
加压，人人负重 30 公斤，向 300 米高
的山头发起冲锋⋯⋯长此以往，“茧最
厚、疤最多、脸最黑”成了连队战士血
性“印记”。

习主席反复告诫，没有血性的人
不配做军人，没有血性的军队就没有
战斗力。在长期相对和平的环境下，
血性的消磨是我军最大的危险，贪图
安逸是官兵精神的“软肋”。未来战争
不管哪种样式、不管强度高低、不管对
手是谁，老班长王杰身上那种“刀山敢
上、火海敢闯”的血性胆气，永远是制

胜的法宝利器。“师出之日，有死为荣，
无生之辱。”只有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的血性豪情，才能淬成压倒一切困难
的 钢 铁 意 志 ，未 来 战 场 上 才 会 不 辱
使命！

精神传承

多年来，连队官兵身体力行老班
长王杰“在荣誉上不伸手、在待遇上不
伸手、在物质上不伸手”的格言，在名
利得失面前交出了合格答卷。

就在战士曹梦伟打算选改士官
时，一次障碍训练，曹梦伟不慎从高墙
上摔下来，造成左腿骨裂，不仅士官选
改考核不能参加，以后也不能进行高
强度训练。“连队是个荣誉集体，谁都没
有权利拖全连后腿。”曹梦伟主动要回
了自己留队申请，带着遗憾退伍了。

战士李球患强直性脊椎炎，退伍
时，父母与县民政局领导专程赶到部
队，要求提高评残等级和补助标准。
小李听说后，把他们领到连队荣誉室，
向他们讲连队传统，讲老班长“三不伸
手”的故事。他的父母和民政局领导
很受触动，主动放弃了不合理要求。

军人的榜样树在老百姓的口碑
里，树在时代的风尚里。多年来，连队
官兵时刻将群众冷暖放在心上，相继
资助了徐州、邳州等地 60 余名失学儿
童。现在，有 20 多人大学毕业后选择
支教、做志愿者，纷纷表示“王杰传人
改变了我们的命运，我们要把这份正
能量传递下去”。

榜样是看得见的哲理。数十年
来，一代代官兵树立军人样子，始终
引领着人民群众对弘扬传统美德、倡
导文明风尚的主流价值追求。“弘扬

‘两不怕’精神模范连”已经成为军内
外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基地，每年慕
名前来学习参观的党政领导、师生员
工达 100 多批次上万人。“王杰中学”

“王杰储蓄所”“王杰派出所”等一大
批学习王杰先进单位挂牌成立，形式
多样的学王杰活动像春潮一样，遍及
淮海大地。

“什么是理想？革命到底就是理

想；什么是前途？革命事业就是前途；

什么是幸福？为人民服务就是幸福。”

50 年前，王杰曾发出这样的“人生三

问”，并用生命作出了回答。

而今，我们正在经受时代的叩问：

年青一代的士兵离艰苦奋斗的年代远

了 ，老 一 辈 的 理 想 信 念 还 要 不 要 坚

持？物质生活丰富了，社会选择多元

了，当兵究竟还有没有前途？面对金

钱至上、及时享乐等观念侵蚀，怎样才

能让灵魂不被沾染尘埃，获得真正的

幸福？

在“弘扬‘两不怕’精神模范连”，

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优良传统就像

一棵参天大树，把根深深扎进每一名

官兵的心中：连队针对年青一代官兵

对党史军史和光荣传统史知之不多、

了解不深的实际，扎实开展党对军队

绝对领导基本理论、优良传统和根本

制度经常性学习教育，打牢官兵听党

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利用备战训

练和重大任务等时机，培养官兵当兵

打仗练兵打仗的自豪感光荣感，激发

平时爱军精武、战时杀敌立功的血性

胆气，让“两不怕”红色基因源源不断

融入官兵灵魂血脉。

基因是信仰的种子，是每一位革

命军人精神的故乡。“我们这支军队，

战争年代没有被残酷的环境、强大的

敌人打垮，进城后没有被‘糖衣炮弹’

打垮，靠的就是保持和发扬我军光荣

传统和优良作风。”这是老一辈革命家

的谆谆嘱托。习主席深刻指出，能否

始终如一保持我党我军光荣传统和优

良作风，是关系军队建设的大问题。

“弘扬‘两不怕’精神模范连”官兵

之所以能够 60 余次完成重大排爆任

务、20 多次协助军地销毁废旧弹药、10

多次执行重大非战争军事行动任务，

正是由于灵魂信仰的坚固与强大。

当今世界并不太平，现实和潜在

风险依然相伴。意识形态领域斗争

更为尖锐复杂，军事斗争准备任务更

为艰巨繁重。每位军人必须把理想

信念的根子扎深扎牢，知行合一，笃

志躬行。只有让红色基因和英雄血

脉一代代传承下去，才能在复杂的环

境中坚守信仰高地；只有把精神的旗

帜牢牢树立起来，才能确保在强军兴

军的伟大征程上凝聚起势不可挡的

强大力量。
本版编辑 许跃芝 张 虎

 本报记者 姜天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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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军北部边海防部队探索供给型卫勤保障新模式

英 雄 的 连 队 血 性 的 兵
——记第12集团军某装甲旅“弘扬‘两不怕’精神模范连”

实现强军梦要抓住根和魂
姜天骄

右图 指导员张威在连队荣誉室给官兵讲述光荣历

史，鼓励官兵继续努力，争创更多佳绩。 资料图片

上图 连队进行武装五公里训练，打磨军事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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