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9党员突击队”

速递17份血样
本报记者 柳 洁 通讯员 肖梦阳

3月4日8时30分，湖北襄阳市消防救援支队“119党员突击队”的
一辆爱心车，准时从襄阳市中心医院出发开往十堰市。为了护送车上
的17份血样，突击队队员展开了一场生命“速递”。

今年50岁的刘女士，10个月前接受了器官移植手术，需终身服用
抗排异药物。同时，她还必须每个月做一次血样检测。“医生需要根据
检测结果对我这种病人进行用药指导，药量过多或过少都可能会对身
体造成严重损害甚至有生命危险。”刘女士介绍，襄阳当地医院没有开
设血样检测项目，她每次检测都要去武汉。

由于疫情防控期间实行交通管制，包括刘女士在内，襄阳市有17
名接受器官移植手术的病患无法出城，他们中有的已经两个月没有做
血样检测了。

无奈之下，刘女士等人通过市急救中心辗转向“119党员突击队”
求助。“他们接到求助后，立即作出回应，今天一大早就开车接患者到医
院抽血样。”襄阳市急救中心综合科副科长胡玉丽说，经过反复考虑，他
们决定将血样送到同样具有检测资质的十堰国药东风总医院进行检
测。突击队组织人员车辆，不仅帮助护送血样，还主动承担了接送病患
的工作。

当日8时20分，17名病患全部完成血样采集。10分钟后，襄阳市
中心医院检测科科长范久波将装着17份血样的蓝色箱子交到突击队
队员宦吉飞手中，并交代了注意事项。

“越快送到越好，时间长了会影响检测结果的准确性，避免剧烈震
动，温度必须保持在10℃以下，目前室外温度就可以。”听了范久波的
叮嘱，宦吉飞和队友迅速驾车护送携带血样的一名医护人员驶向十堰。

10时40分，血样被顺利送到十堰国药东风总医院。该医院器官
移植科主任郭小军表示，样本保存完好，送达也相当及时，保证了血样
检测结果的准确性。

13时40分，血样检测全部完成，检测结果被录入“智慧十堰医联
体”微信平台，供17名病患自助查询，方便他们就医问诊。

“全体人员必须‘零’感染，圆满完成任务，安全回家！”这是出发前，
河南息县第二医疗健康服务集团医疗小组组长何若海发出的承诺。

2月4日12时20分，何若海带队息县第二医疗健康服务集团医疗
小组，奔赴疑似病例集中收治点夏庄分院开展工作。

一下车，何若海顾不上吃饭，将行李往门口一放，即带领大家熟悉
医院隔离病区的环境、通道，反复确认污染区、半污染区及清洁区的位
置，组织队员一遍又一遍上手操练工作流程，“咱们多练习不仅是为了
保护自己，更为了服务好收治的病人”。

进驻隔离病区的4位医生中，何若海年龄最大。为了让大家能好
好休息，他主动承担第一天的夜班任务。隔离区没有单独的值班室，穿
着防护服又无法睡觉，困了只能坐着打盹，何若海一工作就是10多个
小时。

第二天也不能休息，因为他还负责全县发热门诊病人的会诊工作，
24小时电话铃声、微信提示音响个不停。

为了更严谨、更科学地判断病人病情及收住院标准，他挤出时间反
复研读《新冠肺炎诊疗方案》及《河南省新冠肺炎诊疗专家共识》，组织
人员编写符合县域内疑似新冠肺炎的《入院流程》《治疗临床路径》以及
《疑似新冠肺炎患者入院问诊流程》，通过微信平台迅速推广到医院发
热门诊及各病区，为发热病人的筛选提供了宝贵的参考依据。

工作中他是一位好队长，生活上他更是贴心大哥，从人员洗手次
数、时间，到穿脱隔离衣、物品擦拭、房间消毒、病房安置，他都亲自把
关，时间长了，大家也习惯了他的“唠叨”。

不仅如此，他以自己积极乐观的态度引导稳定病人的情绪，带动身
边“战友”树立战胜疫情的决心和信心，认真做好每位疑似病例的对症
治疗。

2月18日，结束了14天的“战斗”，何若海与他的战友们进入酒店
隔离点休整，他也实现了出征时的承诺，一个不少地把战友们都带回
来了！

“一个不少地带回战友”
本报记者 夏先清 通讯员 裴娅晖 任海恩

一架架军用运输机呼啸而来，震人心
魄的轰鸣声响彻武汉天河机场。自1月
24日农历除夕紧急起飞以来，中部战区
空军航空兵某团4次执行支援抗击新冠
肺炎疫情紧急空运任务，用飞向抗击疫情
最前沿近5万公里的航迹，书写着“大国
之翼”的使命担当。

“都成了昆仑雄鹰的一员”

1月24日18时许，该团副团长路中
华驾驶飞机升空飞赴上海。

0时22分，飞机抵达上海虹桥机场，
路中华第一时间与医疗队对接，组织人员
和物资装机，一刻不敢停歇，23时52分飞
机又稳稳地降落在武汉天河机场。

当晚，该团3架大型运输机准时抵达上
海、重庆、西安三地，将450名军队医护人员
和物资于0点钟声敲响前送抵武汉，拉开了
空军支援抗击疫情紧急大空运的序幕。

2月2日凌晨，该团8架大型运输机
分赴沈阳、兰州、广州、南京，四地同步再
次向武汉紧急空运军队支援湖北医疗队
队员和物资。

2月13日凌晨，空军出动运-20、伊
尔-76、运-9共3型11架运输机，分赴7
地机场向武汉空运军队支援湖北医疗队
队员和物资，该团3个机组参加。

2月17日凌晨，空军3型8架大中型
运输机，第4次向武汉空运支援湖北医疗
队队员和物资，该团再次出征。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该团飞行三大队
因7次驾驶老装备进驻青藏高原、征服昆
仑天险，被空军授予“昆仑雄鹰大队”荣誉
称号。

“我是空军21041飞机的机长，我和
机组全体人员很荣幸能够搭建这条生命
航线……”机长丁毅的机舱广播，一经披
露迅速在社交媒体上刷屏。

2月17日上午，一张蓝底白字、印有
二维码的“运-20登机牌”温暖着全国民
众。“昆仑雄鹰全体官兵向您致敬，祝您平
安，期待您早日凯旋！”几个小时后，登机
牌的扫码内容被网友齐刷刷复制到留言
区。该团政委任强感慨：“此刻，全国人民
与我们在一起，都成了昆仑雄鹰的一员！”

看着网友的一条条评论，57岁的老飞
行员崔树清心潮澎湃，尽管这个春节不能陪
伴亲人，但他说：“退休之前还能与大家一起
并肩奋斗支援抗击疫情，这个年过得值！”

“移动堡垒立起榜样旗帜”

“此次任务政治要求高，且出动方向
多、对外接触多，大家务必严格落实疫情

防 控 规 定 ，确 保 任 务 完 成 和‘ 零 感
染’……”2月2日凌晨，该团出动8架飞
机连夜奔赴 4 个方向执行紧急空运任
务。出发前，近百名官兵按任务方向编成
4个临时党支部、8个临时党小组，赴南京
方向执行任务的临时党支部书记、团副政
治委员杨扬反复对大家明确纪律要求。

“飞机离地、组织成立，这是我们机组
外出执行任务的一贯做法。”在杨扬看来，
这种做法让每一个机组飞行万里始终牵
引着一根向心的红线，任务越紧急党组织
发挥的作用越明显。

那晚，空中通信师邱帅是南京方向任
务机组成员。进场后，他有点心神不定，
杨扬发现后了解到，邱帅的孩子连续几天
高烧，岳母之前突发脑溢血，妻子在家独
自照顾比较辛苦。但看到战友都在为紧
急空运任务忙碌着，想着还有那么多人等
待着救援，就没向组织提。

杨扬一边安慰邱帅，一边将情况报告
后方机关。第二天一早，邱帅和战友将医
疗队人员空运到武汉天河机场。刚下飞
机，就收到妻子的消息：“部队协调了老家
医院，一切安排妥当，你好好执行任务不
要担心。”

不仅是杨扬所在的临时党支部，每个
党组织都在发挥着重要作用。团党委采
取医疗防护物资、生活保障物资统一配送
方式，为官兵家属解决买药难、就医难、买
菜难等现实困难，师党委专门划拨专项党
费慰问一线官兵。

“万米云端，移动的战斗堡垒立起榜
样的旗帜。”团政治工作处主任李世宁介
绍，4次紧急空运任务中，他都是所在任务
机组的党支部书记。李世宁利用飞行间
隙“一句话新闻”“三分钟动员”等形式，见
缝插针做教育引导，提醒注意事项，确保
机组人员保持昂扬的战斗精神。

旗帜引领，战“疫”必胜。不管部队开
进到哪里，党组织就会跟进建到哪里，领
导干部的示范作用就会发挥到哪里。团
长不是在指挥所就是在飞行，直接了解掌
握一线情况；政委留守后方，负责所有机
组各种保障；副团长 3 次执行空运任
务……支援抗击疫情任务中，先后有16
名师团领导带队执行任务，党员骨干冲锋
在前，“看我的，跟我来”始终叫响在紧急
空运最前线。

“随时准备听令出征”

4次出征，15架飞机，8个不同机场，
纵横交错近5万公里航迹，紧急空运上千
名军队医护人员和百余吨医疗物资……
这组沉甸甸的数据背后，是一个敢打硬
仗、英勇奋斗的团队。

4次紧急空运任务，他们都是深夜准
备、凌晨起飞，昼夜连续飞行，起降近10个
机场争分夺秒抢运医疗队人员和物资，有
的机组一次任务飞行时间超过14个小时。

与病魔较量，对他们而言就是与时间
赛跑。为了抓紧时间，机组一边组织装

载，一边加油检查和准备下段飞行。整个
空运期间，各机组都是吃在飞机旁，休息
在机舱内，准备在飞机上，一心只想将医
疗队最快速地投送到救援一线。

特殊的空运任务，对机务保障同样也
是考验。该团机务大队长李恒介绍：“每
次出征前，我们给机舱加装座椅、隔板和
临时厕所，在尖锐处贴上海绵防撞，就是
要让奔赴抗‘疫’前线的白衣战士乘机更
加安心舒心。”

这次紧急大空运，不管是紧急起飞、
连夜飞行，还是多地同步、准时到达，任务
官兵不怕疲劳、不畏艰难、敢打硬仗。他
们飞行近5万公里、260多个小时，航程相
当于绕地球飞行了1圈多，把“昆仑雄鹰”
的光荣和辉煌再一次镌刻在蓝天之上。

完成任务的过硬底气源于平日里严
格的练兵砺剑。2月17日，随着最后一架
参加空运的运输机安全着陆，他们又立刻
完成任务转换，次日即展开多个高难度实
战课目训练。

刚下抗“疫”前线，就上训练一线。紧
急空运，他们勇往直前，练兵备战，更是一
刻也不停歇。每次执行任务返回驻地，该
团立即从紧张忙碌的千里大驰援转而投
入到热火朝天的练兵备战。团长王立勇
告诉记者：“平时过得硬，战时才能打得
赢。我们始终从严从难开展飞行训练，随
时准备听令出征！”

这，就是“大国之翼”对祖国人民最好
的承诺！

摊开的疫情记录本、水杯里尚未喝完
的水……这几天，每当看到王春天的办公
桌，同事们都无法相信，他已经永远地离
开了……

2020年2月11日，已连续工作多日的
黑龙江齐齐哈尔市公安局铁锋分局新工地
派出所四级警长王春天在执行任务时，因
劳累过度突发心脏疾病，倒在了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一线，生命永远定格在了32岁。

“我现在感觉春天兄弟还在身边，没
有走远！”当天与他一起出警的同事崔红
宇几度哽咽，仍不肯接受战友王春天牺牲
的事实。

疫情防控期间，王春天的警队负责辖
区内8个小区、200多栋楼的巡查工作，由
于每天加班，无暇顾及家里。1月23日，
王春天把妻儿送到了大庆市岳母家。“这
样我就没有后顾之忧，能全力投入战斗
了，所长放心，能干的我全上。”他对所长
张铁军说。

此后20多天，王春天都吃住在单位，
不仅承担核查公安、铁路部门推送的返乡
人员信息的任务，还与崔红宇负责巡逻、
接处警、入户排查等工作。两人平均每天
要核查90人的住址、出行、发热等情况信
息，最多一天接到过2000人的核查信息，
工作量非常大。

2月11日中午，王春天感觉身体不舒
服，崔红宇劝他休息一下，下午的常规巡
逻找别人去。可刚躺下没多久，王春天又
坐起来，说自己熟悉工作，还是自己去。
拗不过王春天，两人便开车到辖区巡逻。
途中，有社区书记打电话求助，说一封闭
小区出现问题需要调解。二人马上调转
车头，到达小区了解情况后，王春天问了
一句：“人在哪个楼？”话音刚落，他便突然
晕厥倒地，失去意识。随后，王春天被
120送往临近医院抢救，然而他最终未能
醒来。

“好兄弟、好战友，我们想念你！”“好
公仆、好警察，我们舍不得你！”噩耗传来，
王春天生前的同事和喜爱他的群众都难
掩内心悲痛，泣不成声。

成为警察，是王春天从小的梦想。
2014年，王春天大学毕业后成为齐齐哈尔
市公安局铁锋分局的一名民警。从工作第
一天起，他就主动承担最累、最多、最难的工
作，出色的工作表现很快让他脱颖而出。

王春天负责的辖区是派出所里管辖
人口最多、人员结构最复杂的片区，但工
作面前他永远冲到第一个，连续3年基础
工作考核都在全局遥遥领先。三等功两
个、嘉奖一个、优秀公务员一个——王春
天几乎每年都被分局表彰奖励。

由于工作勤恳踏实，群众口碑好，
2019年9月，铁锋分局设立了“春天警务
室”，“从警务室设立的那天起，老百姓的
夸赞就没断过。”铁锋分局户政大队副大
队长董鑫说。

腿勤、眼睛里有事儿，“聊友”多、能琢
磨事儿，心肠热乎、肯办事儿，是老百姓对
王春天的印象。他对群众的好，也被群众
记在了心里：“王警官为了我们生活和谐，

真是操碎了心。”王春天多年来养成了没事
儿就下片区转转，唠唠嗑、叙叙旧的习惯。
这些看似平淡无奇的日常工作，却起到了非
常好的效果，但凡有案件发生的苗头，根据
他积累的经验，总能将矛盾及时化解。

“我在您身边，有事儿您说话。”这是
王春天常挂嘴边的一句话。每次入户走
访排查，他都把自己的手机号添加到老百
姓的手机上，一句“有事儿您说话”，让社
区居民倍感踏实和温暖。曾和王春天共
事5年的民警韩齐说：“春天办案向来追
求完美，群众都很尊重和信任他。”

匆匆逝去的生命，王春天只留给家人
一个离开家门口时疲惫的身影，但他却把
倾心为民、关键时刻全力以赴的公仆情怀
和奉献精神留在了群众心中。这个“春
天”，是个不平凡的春天。群众认可、领导
赏识、同事喜爱，王春天用自己的付出兑
现着春天的诺言。

生命的坚守
——追记齐齐哈尔市公安局铁锋分局民警王春天

本报记者 马维维 通讯员 王贺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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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辽宁抚顺市清原县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没有“多居家、少出门”，
而是每日走家串户，担负着村（社区）重点人员的排查和健康监测工作，
不仅及时填报排查和监测数据，还要消杀防控、科普宣传、路口执
勤……他们冲锋在战“疫”最前线，他们的名字叫“村医”。

天刚泛亮，枸乃甸乡朱家堡村村医尹明生如往常一样肩背医药消
毒箱，骑上摩托车，匆匆赶往居家隔离的群众家中为他们测量体温。

行医已有48年的尹明生，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他挨家挨户发放
消毒药物，为村部和商店等公共场所消毒，每天给返乡人员测量体温，
制定隔离措施。稍有空闲，他就回到村里的疫情防控监测点帮着做防
控工作。看到卡点没有御寒场所，他主动从家里拿来塑料布，搭建起一
处取暖棚。

农历除夕，英额门镇英额门村村医赵雪凤却依然在去村民家测量
体温的路上。有的村民对疫情认识不到位，存在恐慌心理，她就挨家挨
户为村民讲解相关知识并指导村民如何正确防护、消毒等，用自己从事
乡村医生44年的经验服务全体村民。在所有的湖北返乡人员解除隔
离后，她又投身于街道卡口的执勤工作。

自疫情防控以来，土口子乡陈家沟村村医杨绪丰，就一直住在村卫
生室。每天除了照顾卫生室原有的患者，他还要与卫生院人员入户对
湖北及外地返乡人员进行走访、测温、登记、备案等，“作为一名共产党
员，一名村医，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自农历腊月二十八接到任务后，大苏河乡村医巨美霞、李秋芳早晚
两次主动为湖北返乡人员上门量体温。“每当见到她们认真、专注工作
的样子，我们就感受到了家乡人的温情与关爱，心里像吃了定心丸。”一
位返乡隔离者说。

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疫”中，清原县233名乡村医生无怨无悔地
坚守在抗“疫”一线，他们舍弃与家人的团聚，全力以赴、扎实有效地做
好基层疫情防控和医疗诊治工作，让这个特殊的春天有了别样的温暖。

他们的名字叫“村医”
本报记者 张允强 通讯员 王 丽

在人民最需要的时刻
——中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团支援湖北抗“疫”空运纪实

本报记者 姜天骄 通讯员 龙德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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