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淬火成钢，“硬核”女兵炼成记
□ 傅凌艳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回首军营的历练，精神上有一
种“赚到了”的欣喜。褪色的军装、泛白的肩章、磨旧的领
徽，翻看着珍藏的一件件军旅旧物，就是重温一段段灿烂鲜
活的人生。

那年初冬，我胸戴大红花，怀揣青春的梦想，牢记父母
的嘱托，告别家乡，走进了绿色军营。那天，记得接我们的

“闷罐”大巴车走了近8个小时，又换乘绿色大卡车行程3个
小时，直至晚上八点多才到达新兵训练营。

福建厦门坂头的小山沟冬天湿冷刺骨，深山笼罩着一
层薄雾，曲折的山路隐秘其中。还没来得及适应山里的环
境，新入营的我们就投入了紧张的体能训练，让我们这群初
来乍到的丫头感到非常不适应。

每天起床号一响，便开始出操、跑操、队列训练，齐步、
正步、站姿、匍匐、射击、手榴弹投掷，一练就是几小时，常常
累得吃饭时手拿筷子夹不住菜。

从舒适的生活中脱身，不再有柔软的沙发，告别24小
时热水的家。连长、指导员、排长、班长对我们的“严格”已
超出这两个字的意义。现在回想起来，才明白这种严格，更
多的是对“没有规矩，不成方圆”的诠释。

记得在一次实弹射击考核时，我十发子弹只打出七个
十环，看着连长复杂的眼神，我当时羞愧难当。连长突然眼

放“凶光”，向我咆哮：“在战场上，生的机会只有一次，把你
的娇气收回去！你要记住，现在没有脱一层皮的准备，战场
上小命就丢了！”连长的咆哮，瞬间让我明白了磨砺过硬军
事本领的真正意义。

三个月后，我被分到专业分队，成为一名电话员。初次
值机的我很紧张，手指不听使唤，说话磕磕巴巴，加上对数
字不敏感，望着密密麻麻的号码，一下子就蒙了。我找到班
长，表示想换岗，班长直接告诉我：“给你三天时间，你好好
考虑一下，想好了再来找我。没有哪一份工作轻轻松松就
能干好，将来无论你在什么岗位，都应该勇敢面对。”

晚上，躺在床上的我想着班长白天说的话，还不能完全
领会其中深意。直到有一次，我在打扫卫生时，不经意间在
班长的内务柜里发现一枚阅兵专用标志徽，一下子愣住了：
没想到班长竟是阅兵方阵中的一员。

光鲜的背后，蕴藏着不为人知的付出和努力。后来我
才了解到，班长在阅兵训练基地吃了不少苦。七个月的集
训时间，她坚持最高标准、最好状态，在训练场上反复强化
练习动作，不论有多累，都没想过放弃，硬是靠着过硬的素
质、顽强的毅力走过长安街。“一切成长进步，都要靠努力坚
持。”听了班长的故事，我打心底佩服她。

那一刻起，奋斗的种子在我心里种下了。积极克服消
极情绪，认真学习专业知识，每天加班加点查阅资料、整理
笔记，遇到不懂的就向班长请教……凭借不懈努力，最终我

掌握了话务专业的所有技能，业务取得了很大进步。
为了练出好口功，对着镜子练习授课技巧，找同年兵试

讲，请老班长提意见……最终，我一路过关斩将，被上级评
为优秀话务员。

一名合格话务员的标准是“脑功活、耳功灵、手功巧、口
功清”，简单的12个字，却非练到极致不可。同年兵娜娜为
苦练专业，手腕上的沙袋每天一绑就是十多个小时，小臂酸
痛到筷子都拿不稳，好几个指尖磨出了血泡，连键盘上的字
母标识都被磨掉了好多个。入伍不到一年，她就在全师汉
字录入课目比武中创造了新纪录。

一分钟，对很多人只是转瞬即逝的短暂时间，但在话务
连的女兵心中，一分钟能做的事很多。一分钟，她们可以输
入180个汉字、敲出400多个数字、答出70多个电话号码。

“把简单的招式练到极致就是绝招。”同年兵婧婧为练
就高度灵敏的“耳功”，一次性找来许多录音数据，整整听了
三个月，“耳朵都起了老茧”，终于攻克听方言辨信息、听声
音识用户、听语气判事态等多个难题。

不甘的泪水是咸的，追梦路上的收获是甜的。一群可
爱的女孩儿，一样的年纪，一样的境遇，青春伴着最嘹亮的
号响，看过最美的朝阳，也在暗夜里见过千米高空最亮眼的
星星。

“把青春融进三尺机台，用芳华书写军旅荣光。”这是通
信女兵不变的情愫，也是她们奔跑冲锋的力量源泉。

将青春绽放在检阅场将青春绽放在检阅场 用斗志熔铸大国仪仗用斗志熔铸大国仪仗

多 学 科“ 协 同 作 战 ”
实现救治流程“无缝衔接”

西部战区总医院战创伤救治中心：

——走进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司礼大队女兵队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陈姝
□ 马成治

“晴日暖风生麦气，绿阴幽草胜花时。”仲夏时节，万
物生长。

对于仪仗女兵来说，刚过去的五月有着非凡的意
义。十年前的五月，仪仗女兵首次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
广场举行的欢迎仪式上亮相。

“近年来，仪仗女兵队伍越来越壮大，肩负的任务越
来越多样化，不只是仪仗司礼任务、阅兵，还有抬旗、授勋
等。每一名队员坚定理想信念，团结奋斗，齐心协力，用
无悔的青春抒写仪仗女兵的风采。”仪仗女兵队伍负责人
程诚在接受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采访时说，在每个仪
仗女兵心中都有着“献身仪仗 为国争光”的信念。

自2014年成立以来，十年间，仪仗队女兵用青春和
汗水书写对党和国家的忠诚，先后圆满完成国庆阅兵、礼
宾呈送、近500起欢迎仪式等多起专项任务，向世界展示
了中国女军人英姿飒爽的形象。

热爱——
努力成为“仪仗尖兵”

高高的个子，一双明亮的大眼炯炯有神，谈吐之间，
展现着军人的坚毅，这是记者初见陈晓冉时的感受。

今年是陈晓冉入伍的第二个年头。为什么会选择成
为一名仪仗女兵？陈晓冉的答案坚定有力——一颗军
心，一种情结，三代从军。

“仪仗队代表着国家的门面，我必须练好每一个动
作，要把仪仗女兵的风采展现出来。”对于最初的军事训
练，陈晓冉回忆，那是一段非常磨砺意志的时光。虽然流
下数不清的汗水与泪水，但是对仪仗事业的热爱与忠诚
支撑她坚持了下来。

“在整个新训过程中，自己面临的最大困难是枪操项
目。重7斤半的枪支握在手中，踢正步时还要持枪平稳，
这对我来说很有挑战性。”陈晓冉说，为了练好这一环节，
她经常利用休息时间，加练到手没力气了才罢休。

对于训练的辛苦，“仪仗尖兵”齐李晨也深有感触，她
说：“虽然训练场上的汗水是咸的，但接受检阅后的笑容
是甜的。”

“刚来时，每次放下指挥刀的那一刻，手就会控制不
住地发抖，为了掌握动作要领，每天会长时间对着镜子拔
刀练习，反复琢磨拔刀的动作要领，手上经常磨出大大小
小的血泡。”回忆自己练指挥刀的经历时，齐李晨不自觉
地摸了摸手，手上的伤疤依稀可见。

长时间高负荷的体能、军事训练，对仪仗队女兵的
身心都是巨大的考验，但是她们说，心中对仪仗事业的

热爱可抵万难。像陈晓冉、齐李晨一样，每个仪仗女兵
都不怕苦不怕累，因为她们知道，只有平时多流汗，高
标准完成每一个动作，才能在世界面前展现中国女军
人的风采。

程诚介绍，为提高执行任务能力，仪仗女兵队伍紧贴
使命任务，紧盯练兵备战工作常抓不懈，坚持以任务为牵
引，不断摸索钻研适应女兵特点的科学组训方式，通过评
选“仪仗精兵”“训练标兵”“进步之星”“优秀教练员”，不
断激发官兵训练热情，提高执行任务能力，让每一个动作
干净利落，举手投足间展现出威仪与自信。

信念——
为国争光倍感幸福与自豪

一次受阅，一生光荣。
参加新中国成立70周年阅兵，对马雁飞来说是一生

的荣耀。
“经过层层严格选拔，才拿到阅兵村的‘入场券’，

真的很不容易。”马雁飞回忆，在距离正式任务还有40
天时，自己的腰椎间盘突出症突然发作，医生建议她休
息。但她认为，在捍卫国威军威的使命面前，这点伤痛
不算什么。

眼睛保持两百秒不眨，用正步踢三公里……马雁飞
用坚强的意志力克服着难以想象的困难，只为了“献身仪
仗 为国争光”的信念。

“当我与战友们组成的仪仗方队阔步走过天安门时，
我感到无比的幸福和自豪。”马雁飞激动地说，“当时，我
能感受到队伍中每个人的呼吸节奏都是同频的。”

2014年10月，是马雁飞第一次执行任务，在人民大
会堂东门外广场接受检阅。当她以最标准的动作行举枪
礼时，内心无比激动。那一瞬间，想到平凡的自己与伟大
的祖国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她觉得再苦再累都是值
得的。

2015年9月5日，在俄罗斯“斯帕斯钟楼”国际军乐
节上，36名仪仗女兵首次亮相海外，她们也是受邀参加
的15个国家里唯一一支女兵队伍。

“演出当天下着大雨，但坏天气丝毫没有影响我们的
枪操表演，在12分钟的时间里，圆满完成了441步、177
个队列动作。”马雁飞说，每一个动作都伴随着雷鸣般的
掌声，这让她无比自豪。

在这个大集体中，还有许多仪仗女兵像马雁飞一样，
肩负使命与责任，凭着坚定的信念与顽强的意志力，在执
行任务时，以完美的姿态向世界展示大国威仪的新形象、
新风采。

传承——
为仪仗事业贡献巾帼力量

在仪仗女兵执行任务的照片中，一张2015年“9·3
阅兵”时的照片引人注目，那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阅兵史上
首次组建男女混编仪仗方队。

回想那段难忘的经历，仪仗女兵卢戎俏内心久久不
能平静。当得知成为“9·3阅兵”方阵队员，实现了自己
的阅兵梦，她激动地流下了眼泪。

在阅兵训练期间，卢戎俏顶着50多摄氏度的地表温
度，一站就是两个小时。为了高标准完成任务，她3个月
磨破了4双马靴，也因喊口令过度导致嗓子突然失声，后
来被医生诊断为“声带小结”。

“当时时间紧、任务重，只希望自己与队员们刻苦训
练，高标准完成阅兵任务。”卢戎俏告诉记者，从东华表到
西华表96米，128步的行进距离，每一步都凝结着队员
们满满的爱国情。

如今，卢戎俏已经成了一名分队长，用她自己的话来
说，飘扬的军旗见证了她的成长蜕变，庄严的检阅场留下
了她最好的青春年华，当好“园丁”，传好“接力棒”是她义
不容辞的义务与责任，如今她已培养出一大批仪仗精兵
和任务能手。

秦鑫琪是一名“00后”仪仗精兵，她深刻感受到卢戎
俏对她的影响。

令秦鑫琪印象深刻的，是在最初练习转枪时遇到的困
难。因为转枪有时会导致手腕肿胀，有时候甚至连筷子也
拿不起，她的心情一度很低落。卢戎俏知道后，拿起温毛
巾给她焐手腕，还耐心地和她交流，告诉她转枪的诀窍。

“不管在训练场上还是在执行任务时，大家经常相互
鼓励，非常感恩这个有爱的大集体，让我从一名新兵成为
优秀班长，还荣立个人三等功一次。”秦鑫琪说。如今，她
也当上了教员，像卢戎俏一样，在训练中严抠细训，熟练
掌握每名队员的痼癖动作并耐心纠正，生活中，她和队员
会像姐妹一样相互关心照顾。

仪仗女兵队伍坚持以上率下，形成“头雁效应”，一代
代仪仗女兵肩负使命担当，绽放青春年华最美的姿态，续
写仪仗荣光，为国家的仪仗事业贡献着巾帼力量。

（仪仗司礼大队女兵队供图）

□ 赖瑜鸿 赵芝洪

建立抢救生命通道，多学科紧急联合会诊，绿色通道快速手
术……近日，在西部战区总医院战创伤救治中心组织的战创伤救
治演练中，多学科专家“协同作战”，救治流程“无缝衔接”，不断刷
新最短抢救时间纪录。

“每缩短一秒，都承载着生命的转机。”战创伤医学中心主任
廖冬发介绍，“黄金1小时”是战创伤救治的关键干预阶段，能否在
1小时内进行确定性救治往往比伤情伤势更影响生存率。为此，
他们积极探索战创伤救治新思路，从紧急救援出动、急救程序审
批、住院手续办理、全程绿色通道、多科会诊时间等方面革新，将
医务人员、医疗设备资源不断前移，开通预警联动机制和救治绿
色通道，打造“院前急救、院内接诊、危重急救”三环相扣的“一体
化”战创伤救护体系，有效缩短了患者的抢救时间。

“患者下腹及双下肢出血，随时会危及生命……”前不久的一
天夜里，战创伤中心接到某部队驻地医院电话，一名战士在转运
物资时受工程车辆挤压，伤情紧急，生命垂危。

24小时待命的值班医生立即启动抢救流程：120车载信息
系统第一时间回传伤情资料，急诊医生专线沟通，抢救设备、药
物准备就绪、创伤团队提前就位。创伤评估、静脉通路、限制性
复苏……伤病员通过战创伤救治绿色通道直达复苏单元，在多学
科专家的协作下，边抢救、边诊断、边治疗，从抵达医院到进入手
术室，急诊停留时间用时不足10分钟。

从“患者等医生”到“医生等患者”的转变，得益于该医院依托
医院学科优势和技术能力，基于信息化条件下探索形成的创伤中
心加普通外科、胸外科、神经外科及ICU创伤相关科室的“1+3+
N”模式。多学科联手“战斗”，实现了从传统“救治接力赛”到救治
一体化的转变。

前不久，一名5岁小孩不慎从五楼堕落，落地后意识逐渐丧
失，父母焦灼万分。战创伤中心启动危重创伤患者救治流程后，
普外科、胸外科、骨科及重症医学科等相关科室医生10分钟内到
位会诊，历经两个小时的手术，把孩子从死亡线上抢救了回来。

“早期正确处置，可以有效避免和降低第二、第三死亡高峰。”
据悉，战创伤救治中心还结合部队训练和重大活动中高发重点伤
型，总结致伤原因和伤情特点，建立外科医护常态轮训机制，开展
清创缝合等外科紧急手术训练，努力将救治时间缩到最短、患者
自身损伤降到最低、患者肢体功能恢复到最佳。第二次参加战创
伤中心诊位轮训的急诊科医生张浩介绍：“战创伤救治是官兵生
还的最后希望，每名医护人员都要练就快、准、稳的救治技能。”

平时保健康，战时保打赢。自战创伤救治中心成立以来，先
后接收急性战创伤病患1000余例，经多学科联合救治、紧急手术
后，均脱离生命危险，赢得官兵广泛赞誉。

□ 徐星星 段爱珍 李永飞

“中士谷明，家住安徽省蚌埠市，妻子刚刚
怀孕6个月……”“中士严志毫，家住江西省乐平
市，去年表现突出，荣立个人三等功……”火箭
军某部学习室内，二营三连指导员黄健正对照
《连队人员信息登记表》仔细梳理官兵情况，计
划着下一步利用休假时间走访的官兵家庭。

近年来，该部积极探索“部队+家庭”共教共
育新模式，采取“网格化”挂钩方式分区划片，遴
选干部骨干，利用探亲休假、出差外学、喜报进
家门等时机，灵活组织开展千里家访活动，建立
起军地共育、家庭联教的“亲情网”，进一步激发
官兵扎根军营安心服役源动力。

前段时间，指导员黄健发现二级上士段晓
辉时常情绪低落，主动与其谈心，得知其母亲生
病住院，加之家庭涉法涉诉问题困扰，导致段晓
辉无心工作。了解事情原委后，连队党支部连
夜商量解难方案，决定由黄健陪同段晓辉回家
探亲，展开家访活动。

在河北石家庄，黄健先后与地方多部门协
调解决段晓辉家中涉法涉诉问题，并带着慰问
金和慰问品赶赴段晓辉家中，向其家属表达了
组织的关切，并介绍了段晓辉在部队的现实表
现，普及了部队福利待遇、政策法规等，并表示
部队将协助他们共渡难关。

后来，在该部的帮助下，段晓辉家中涉法涉
诉问题得以妥善解决，其母亲病情也逐渐好
转。段晓辉的妻子于金凤带着母亲来部队探
亲，近距离感受段晓辉成长进步、生活工作的地
方，并向部队党委表达谢意。

“在部队好好干，家中有我们，你放心！”离别
之际，母亲拉着段晓辉的手，反复叮嘱他要感恩
部队，安心扎根军营，建功立业。而段晓辉也没
有辜负家中亲人和部队的期待，在后续演练任务
中担重任、打头阵，多次圆满完成演练任务。

“不进门坐就听不到官兵‘讲不出的苦’，不
到家看就不知道官兵‘解不了的难’。”该部领导
介绍，他们通过建立官兵信息档案，了解官兵在
家属就业、子女入学、成长成才和生活工作中所需要解难帮扶的实
际问题，通过走访家庭的方式搭建“部队+家庭”共同教育、携手解
难的模式，为官兵投身强军实践注入“强心剂”。

“安置政策上还有哪些疑惑？有没有需要组织帮助解决的困
难？……”一级上士张敬民转业待安置过程中多次电话询问相关政
策法规。为解决其后顾之忧，部队领导利用出差时机，带着机关编发
的安置政策“一本通”专程赶赴张敬民家中，为他现场答疑解惑、了解
他的生活状况，并积极协调地方有关部门对其工作选择提供思路。

“只有把官兵的难放在心上，才能真正解到心上。”前不久，
该部保障处助理员王新旗的妻儿随军来到驻地，儿子上学、家属
就业成了困扰夫妻俩的烦心事。一次家访过程中，部领导得知
这一情况，随即推动机关与驻地政府协商开辟“就业绿色通道”，
并帮助孩子转到驻地重点学校就读。

无独有偶，作为该部技术骨干的某连中士曹文斌在参加上级组
织的比武竞赛活动前夕打起了“退堂鼓”。排长金鑫找他谈话了解
到，由于连队近期正在组织年度装备检修，作为主战号手的曹文斌既
要负责装备修理又要备战比武，心理压力大，产生了些许畏难情绪。

连队骨干帮助曹文斌制定科学训练计划、展开思想疏导的同
时，还与在离曹文斌老家湖南常宁不远出差的连长武龙龙进行沟
通，让他顺路到曹文斌的家中探望。武龙龙向曹文斌的父母讲述
了曹文斌最近的工作状态，并请求其父母一起给曹文斌做好思想
引导工作。

最终，在连队和亲属的共同努力下，曹文斌的精神状态明显好
转，“满格”投入训练，更是在随后的比武中带领战友在“极限救援”科
目中夺得团体第一的好成绩。连队也将这一喜讯及时转达给了曹文
斌的父母。他们也表示，将一如既往地支持曹文斌在部队好好干。

织好“亲情网”，搭起“连心桥”。如今，家访活动不仅成为该部
密切官兵关系的重要桥梁，更成为查兵情、纾兵困、解兵忧、暖兵心
的重要手段，官兵扎根深山干事创业的信心和热情空前高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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