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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 通讯员李政 连日来，陆军第71集团军某合成旅在课堂教育、随

机教育、车炮场教育等环节嵌入季节性事故预防教育内容，为官兵完成各类演

训任务、提升部队战斗力奠定安全思想基础。

　　针对部队驻扎分散的情况，该旅提出分区施教，将各训练场作为安全教育

主阵地，在常态组织学习《常见自然灾害及季节性事故防范常识》、训练间隙开

展随机安全教育基础上，深入开展安全应急演练。此外，他们还剖析近年来发

生的季节性事故案例，修订完善野外驻训安全管理措施，采取板报橱窗宣传、

开展安全大讨论以及安全知识竞赛等形式营造安全氛围。

　　本报讯 通讯员尤毅 梁晨 近日，南疆军区某团以典型案例为教材，结

合播放警示教育片、宣讲保密法规、请驻地有关部门专家讲授用网安全防范常识

等措施，进一步增强官兵安全保密意识。

　　这堂安全教育课源自一张被丢弃的手机卡。因手机卡在驻地信号差，战士

小陈办了一张新卡并把旧卡扔了。几天后的一个上午，驻地警方通过部队找到

小陈，称他的微信号涉嫌违法行为，需进一步了解情况。小陈向办案人员详细

说明了事情经过，并请求警方查清真相。最终，警方找到盗用手机卡的嫌疑人，

并依法对其进行处理。

  随后，在该团组织的安全大讨论课堂上，小陈结合自己的经历给战友们现

身说法，告诫大家提高安全防范意识，避免信息泄露。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为

重温党领导中国革命的光辉历程，展示

新时代武警部队广大官兵矢志奋斗强军

的崭新面貌，4月21日，武警部队启动“红

色印记”宣传活动。活动路线从红土地到

黄土高原、从井冈山到宝塔山，受访单位

有的是红军连队、有的驻守在革命圣地，

有的在战争年代功勋卓著、有的在新时

代荣誉众多。为全面展现武警部队在党

的坚强领导下的奋斗史，本报从今天开

始推出“红色印记”系列报道。

编者按

红色印记

井冈山精神传承人

□ 本报记者   廉颖婷

□ 本报通讯员 曹先训 何宗卯

　　谷雨时节，井冈山漫山的杜鹃花争奇斗艳。

　　在这片充满红色记忆的土地上，武警江西总队吉

安支队井冈山中队历经几十年风雨，成为飘扬在革命

摇篮的一面旗帜。

　　组建62年来，武警吉安支队井冈山中队一茬茬官

兵铁心向党、赤诚为民，连续31年被评为标兵（先进）中

队，1996年被武警部队授予“井冈山模范中队”荣誉称

号，2006年被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井冈山爱民模范

中队”荣誉称号，荣立一等功1次，二等功3次，三等功13

次。中队被誉为井冈山精神的传播者、井冈山建设的生

力军、井冈山平安的守护神。

把信仰作为照亮前路的灯

　　近日，一场“向党说句心里话”主题党课活动在武

警井冈山中队如火如荼展开。

　　晚饭过后，中队学习室里座无虚席，指导员李杰带

大家尝试了“体验带入式”教育。

　　他将5杯液体摆在桌上，依次叫官兵上台品尝。“味

道怎么样？”看着战士们疑惑的表情，李杰揭开谜底。

　　“这几个杯子里装的是白醋、红糖水、苦瓜汁、辣椒

水和盐水，分别代表了酸甜苦辣咸五种味道。”他说，井

冈山革命斗争时期，敌人在对根据地实行频繁军事进

攻的同时，还采取了严密而残酷的封锁，红军将士的补

给线被切断。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中，红军靠吃野菜充

饥，尝遍了革命的酸甜苦辣，这就是信仰的力量。

　　“只有切身体会，才能感同身受。”李杰说，为引导

官兵感悟革命传统的精神伟力，中队采取互动式、案例

式、体验式教学，定期开展“士兵讲坛”“老兵传道”“标

兵解惑”等群众性施教活动，让教育有温度、更走心。

　　喀喇昆仑卫国戍边英雄的事迹见诸报端后，二次

入伍的上等兵王传振结合曾在边疆服役的经历，精心

准备了一堂题为《红土地上清澈的爱》微课，听得官兵

热血沸腾。

　　多年来，无论时代如何发展，中队始终坚持用党的

创新理论武装官兵，用井冈山精神建队育人。

　　原一班班长邓文涛考学提干3次落榜，在红色文化

的熏陶中，他找到了自己的成长坐标，经常利用业余时

间自学计算机、摄影、法律、心理学等。2015年，邓文涛

拍摄的微电影《我的强军梦》荣获武警部队“优秀奖”，

被总队表彰为“百名优秀士官”。

能打胜仗才是最美的样子

　　新时代部队建设发展的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职

能使命有了新的拓展，但战斗队这个第一属性始终没

有变。

　　中队坚持把履行使命任务作为对党忠诚的生动实

践，无论是担负固定勤务还是遂行临时任务，敢于胜利

始终是官兵履职尽责的精神内核。

　　多年前的一个深夜，在通往罗浮山的山道两侧丛

林中，时任中队长徐雄伟率突击队在此设伏。这天上

午，3名持枪歹徒逃窜至罗浮山，井冈山中队奉命配合

公安人员紧急追捕。

　　一连几个小时，他们忍受着蚊虫叮咬潜伏在草丛

中。当3名歹徒趁夜色伺机下山时，被官兵抓获。

　　“能打胜仗是军人最美的样子。”井冈山市委领

导曾欣慰地说，“一次次出色的战例表明，井冈山的

武警官兵就是犯罪分子最大的克星，不愧是老百姓

的保护神。”

　　2019年4月，武警吉安支队组织的勤训轮换射击考

核成绩揭晓。虽然成绩没有达到预期目标，但官兵脸上

还是露出满意的笑容。

　　“宁要真实的及格，不要虚假的优秀。”武警井冈山

中队中队长张龙说，以往中队参加射击考核，会提前校

出10支打得准、弹着集中的考核专用枪。这10支步枪为

中队赢得了很多荣誉，被官兵冠以“神枪”的美名。

　　后来，中队开展“和平积弊大起底大扫除”活动，排

长熊钟对此提出质疑，“固定用枪打靶不符合实战要

求，练不出真本领，建议予以取消”。最终，中队党支部

拍板决定，彻底丢掉对“神枪”的依赖。

　　10支射击“神枪”被雪藏，让官兵感到了压力。他们

钻研训练方法、比学赶超，实战化意识在官兵头脑中深

深扎根。

　　井冈山山高林密、险象环生，针对随时可能出现的

泥石流、山火、雨雪冰冻等情况，中队制订了外围警戒、

道路疏通、人员转移、山地扑火等13种想定预案，定期

更新战备物资、检修战备车辆，时刻准备上一线。

　　中队把官兵拉到井冈山上练体能，钻入树林练

战术，带进竹林练协同。应急班原班长肖胜参加比武

竞赛时，强忍左手骨折带来的剧痛，一路过关斩将，

先后被评为武警部队“优秀教练员”和总队“标兵教

练员”。

　　近年来，中队先后在各类军事比武中5次夺冠，7人

获得“勇士勋章”，13名官兵被表彰为“训练尖兵”，圆满

完成泰和大桥坍塌救援、抗击雨雪冰冻灾害等30多个

大项任务。

反哺老区是义不容辞的责任

　　“有困难找武警！”在井冈山，群众遇到困难首先想

到的是找武警战士。

　　2014年4月12日，第五届中国井冈山国际杜鹃花节

开幕。笔架山景区索道因机械故障导致一轿厢坠落，造

成1人死亡、4人受伤，219名游客滞留轿厢，1000多名游

客被困山上。

　　事故发生后，中队官兵立即赶赴现场。面对山路两

旁深不见底的悬崖，战士们用绳子把身体拴在一起，拽

着绳子一段一段地往上爬。有的割伤了手臂，有的磨破

了脚掌，但是没有一人叫苦叫累。他们先后解救受伤游

客4人，运送29名老人、孕妇和儿童平安下山。

　　回想当年的救援现场，受伤游客梁秋潮清楚地记

得，当一个满脸稚气的战士抬起压在她腿上的钢板时，

钢钉直接扎进战士手中。“他们是最可爱的人！”梁秋潮

说，“我特别感谢他们，是武警战士救了我的命。”

　　“红军在最困难的时期，仍想着让老百姓吃饱肚

子，我们作为红军传人，反哺老区是义不容辞的责

任。”武警吉安支队政委秦智勇说，井冈山中队经常利

用节假日组织官兵走进敬老院，开展清扫、理发、洗

衣、晒被等活动，每到农忙时节，帮助农户插秧、割稻、

晒谷。

　　在井冈山，“空巢老人送亲人”的故事被传为佳话。

　　严炳光老人住在中队附近，子女常年在广东打工。

战士们一有空就上门帮他打扫卫生、拉家常，建立了深

厚的感情。

　　每年到了老兵退伍的那天，严大爷都会早早起床

等着。当退伍老兵经过家门时，为他们放一挂鞭炮，在

爆竹声中目送战士们远去。

　　“我的大学录取通知书收到了。”接到刘雅婷的电

话，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中队原指导员郑浩心里的

一块石头终于落地了。

　　刘雅婷是中队长期帮扶的贫困学生，小时候患有

过敏性紫癜，治病不仅花去家中积蓄，还欠下5万多元

债务，家里只好让她休学。

　　屋漏偏逢连夜雨。刘雅婷的父亲刘富良在一次施

工中不幸摔成重伤，基本丧失劳动能力。

　　中队官兵得知刘家的不幸遭遇后，主动与其结成

帮扶对子，发动官兵捐款捐物。郑浩经常利用节假日上

门为刘雅婷辅导功课，鼓励她重拾生活的信心。

　　去年5月，即将参加高考的刘雅婷思想压力较大，

学习成绩有所下滑。“你不要想太多，只管排除杂念去

考试。”正在北京参加全国两会的郑浩拨通了刘雅婷的

电话，给她做思想工作。当刘雅婷考上大学的消息传

来，官兵们十分欣慰。

　　这几年，中队积极开展“大手拉小手”“温暖进家

庭”爱民助学活动。今年以来，中队先后帮助结对帮扶

村销售禽类肉类制品1000余斤，各类山货200余份。

陆军第71集团军某合成旅强化安全教育

南疆军区某团提升官兵安全保密意识

  图为武警井冈山中队官兵进行刺杀训练。                     吴伟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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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廉颖婷

□ 本报通讯员 王亚东

　　4月某天的凌晨，北京阴雨绵绵。此时的解放军总医院

第五医学中心北院区急诊科，正在上演一场生死搏斗。

　　“患者呼吸心跳停止，立即进行心肺复苏。”慌乱中，传

来急诊科护士长秦玉玲镇定的指挥声。就在一分钟前，一名

独自前来就诊的中年男子突然晕倒在急诊门口。

　　心电监护、心外按压、心脏叩击、除颤，所有人都感到没

有希望了，秦玉玲却始终不放弃。经过一个多小时坚持不懈

地抢救，患者逐渐恢复意识，生命体征趋于平稳。

　　几天后，这名患者和家人来到急诊科感谢医护人员救

命之恩。他指着胸前除颤留下的印记说：“这是生命的印记，

没有你们的奋力抢救，我不可能活到今天。”

　　第五医学中心北院区急诊科承担着各类危重症患者的

紧急救治，其中大多为肝硬化合并上消化道大出血、肝昏迷

以及多脏器功能衰竭等重症肝病患者和严重传染病患者，

科室还承担着24小时保障肝硬化合并食管静脉曲张破裂出

血的紧急救治。

　　依托多年护理经验，秦玉玲总结归纳了一套消化道出

血患者的护理措施，对重症患者紧急救治起到重要作用。

　　传染病医院的急诊科是发现处置突发疫情的最前线。

身为科室护理带头人，秦玉玲总把最危险的工作留给自己。

遇到不明原因发热的患者，她会第一个冲进隔离接诊室，询问症状、处置病情、

排除风险。急诊护士们都说：我们就像敢死队，护士长就是敢死队队长。

　　担任急诊科护士长9年来，秦玉玲带领团队在应对禽流感、新冠肺炎疫情

等突发情况时，总能果断处理、科学防护，从未出现漏诊漏报和交叉感染。

　　参加工作20余年，不管是抗击非典、防控甲流、汶川抗震救灾，还是援塞抗

埃、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等重大任务，总能看到秦玉玲的身影。

　　去年4月，国家组织军队专家前往巴基斯坦执行援助抗疫任务，秦玉玲

作为专家组唯一的护理人员出征海外。针对当地医院区域划分不合理，存在

交叉感染风险等问题，秦玉玲连夜画出布局图，按照传染病医院消毒隔离、

感染控制要求，划分出清洁区、潜在污染区、污染区，为患者和医务人员设计

了专用通道。她精心设计培训课程，连续多日为巴方医务人员展开培训，辗

转各区进行指导交流，并综合当地健康习惯、宗教习俗等因素，提出9个方面

防控建议。

　　考虑到当地人员防范意识弱、缺乏传染病防治知识和技能，一路上，秦玉

玲和队友们边走边宣教。一天，在离专家组驻地3公里的地方，接连发生两起恐

怖袭击，造成多人死伤。秦玉玲和队友们不顾安危，第一时间奔赴现场救治受

伤百姓。

　　援助巴基斯坦两个月，秦玉玲和队友帮带医疗机构11家，培训医护人员

600余名，参与救治危重患者30余人，充分展现了中国军人的道义担当和中国

医务工作者的优良素质，得到驻巴使馆和巴方高层的高度赞誉。

　　本报讯 通讯员郑刃 近日，解放军海口军事法院联合海南省高级人民

法院等单位赴海南省定安县母瑞山革命根据地纪念园，开展“追寻先辈足迹、

重走琼崖红军路”主题党日活动。

　　纪念园里，军地人员整齐列队，向琼崖革命先驱王文明、冯白驹铜像敬献

花篮，集体重温入党誓词。在琼崖革命斗争历史馆中，大家跟随讲解员的脚步，

时而俯身凝视、时而相互交流，回忆峥嵘岁月。红色大讲堂里，84岁的园长王学

广讲述了一个个生动形象的故事，传递着琼崖革命“二十三年红旗不倒”的精

神力量。

海口军事法院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图为军地人员共同追寻革命先辈足迹。       刘琳 摄

  ▲图为官兵利用内燃无齿锯进行快速破拆。

  ▲图为救援分队官兵火速转移受伤群众。   ▲图为搜救犬协同官兵进行搜索。

　　5月12日是第13个全国防灾减灾日，武警浙江总队机动支队紧贴战场需要，以地震灾害救援行

动为背景，开展实兵实装综合演练，锤炼专业救援分队官兵应急处置能力。

　　                         本报通讯员 吴先德 胡港 摄

紧贴实战练硬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