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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延安市洞川镇赵台村已很久没有这么

热闹过。6 月 3 日一大早，赵台村养老院的院子

里就排起了长队。附近的村民闻讯赶来，不少是

头发花白的老人。他们一天前得到消息，当天会

有一支解放军医疗队来义诊。

一排长桌充当临时露天诊台，上面分门别类

摆放着骨科、呼吸内科等各类科室标签。上午 9
点，一支贴有醒目红十字标志的车队驶入赵台

村，来自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 987 医

院 的 10 余 位 专 家 身 着 军 装 走 下 车 ， 一 同 到 来

的，还有几大箱免费派发的药品。

6 月 2 日至 8 日，联勤保障部队组织百支专

家医疗队走进革命老区，开展第三届“联勤军医

老区行”活动。由联勤保障部队各医院抽组的

108 支专家医疗队、1000 余名医院学科带头人和

高职军医，奔赴全国 108 个革命老区，为老区人

民送医送药送健康。

第 987 医院在延安义诊的同时，500 多公里

外的甘肃省会宁县县体育馆门前，联勤保障部队

第 940 医院的义诊也在如火如荼地展开，这里曾

是长征时期红军三大主力会师的终点。当地一位

刚退休不久的中学教师早早赶到现场，拍下照

片发到自己的好友群里，兴奋地说：“快来看，

解放军来了！”

治 病

来到红军会师的地方为老百姓看病，联勤保

障部队第 940 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马凌心情很激

动，“像沿着先辈的足迹在前进”。

在那几张流传于微信群的现场照片中，马凌

的出镜率很高，他面前的队伍排得最长。有些病

人因匆忙赶来忘记带病历，为了准确了解患者

病史，马凌会要求“你回家找一找拿来，不管

多晚我都等你”。

义诊现场成了这一天会宁县最热闹的地方。

老人张兰芳和女儿挤在人群中，带来了病历和几

张很久以前拍的 CT，快速浏览过后，马凌当即

判断，老人患有心肌梗死。

“必须长期治疗，坚持服药，不能觉得好了

就不吃了。”马凌一边叮嘱着，一边写下药方。

对话的间隙 ， 他 发 现 陪 同 在 一 旁 的 张 兰 芳 女 儿

说话有些气短，呼吸不畅，她本人却对自己的

病情只字不提。

在马凌的强烈要求下，张兰芳的女儿也一同

做了检查，问诊时马凌发现，因为长期照顾老

人，加上工作劳累，张兰芳女儿患有严重贫血，

极有可能引发贫血性心脏病。马凌立刻开出心电

图诊疗单，并让出自己的座位给张兰芳，不断催

促她女儿说，“你母亲我帮你看着，你快去做心

电图检查。”

“这是我们义诊最直观的效果和意义，帮助

患者发现病情、重视病情。”马凌说，“老区人民

和人民军队情谊深厚，他们信任军医、信任军

人，我们有责任有义务守护他们的健康。”

在第 987 医院义诊现场，呼吸内科主任司少

魁同样被围在人群中。他已经和苗金莲母女俩

“唠叨”了很久。苗金莲今年 80 多岁，长期患有

哮喘。由于交通不便，从赵台村到延安市开车需

要近两个小时，苗金莲很少出去看病，今年年初

去医院拿回来的药方一直用到现在。

“这是感冒药，平时不感冒就不要再吃了，

吃多了对身体不好。”司少魁耐心讲解着，一一

翻看苗金莲女儿带来 的 一 大 包 常 用 药 。 在 这 包

药中，他看到了一些真假难辨的劣质药品，也

找到了一盒因不会使用而迟迟没用完的吸入型

哮 喘 病 用 药 。 得 知 苗 金 莲 和 女 儿 都 不 会 使 用

它，司少魁干脆站起身摘掉口罩，向两人详细

演示正确的操作方法。

“ 把 嘴 对 准 开 口 ， 用 力 吸 粉 末 。 看 我 的 肚

子 ， 吸 气 时 会 收 缩 起 来 ⋯⋯” 司 少 魁 站 在 长 桌

后，边演示边解释。越来越多的人围上来，有老

人 也 患 有 同 样 的 病 ， 看 完 后 高 兴 地 说 ，“ 学 会

了，回家去试试！”

人 群 另 一 侧 ， 61 岁 的 孙 奶 奶 刚 检 查 完 血

糖。她患有糖尿病和心脏病，早年间因为照顾孙

子和干农活，病情一再搁置，直到近几年才想起

去检查一下，可“去市里一趟太麻烦了”。

挤出测血糖血压的队伍，孙奶奶的手里多了张

医生给的小纸条，上面整齐地写着糖尿病患者需要

注意的事项。“水果适量吃，面食要少吃，尽量不

吃糖”等饮食禁忌写在最前面。

“以前不懂这些，就好吃口甜的，医生说这样

不好哩！”孙奶奶笑着说。

老人张树友游离在人群之外。这是他第一次见

到军医，笔挺的军装和医生耐心的话语让他备感

亲切，但他不知道“测一次血压要多少钱，拿药

贵不贵”。

直到看到同村老友看完病，从取药处“白领”

了药，张树友才知道“原来都不要钱”。他排进了测

血压的队伍中，有随行记者从旁边路过，张树友高兴

地大声说，“红军又回来了，给我们免费看病呢！”

医 心

义诊中，也出现过棘手的情况。在会宁的第一

天，“露天诊所”刚开张，马凌就遇到了一位患有

精神分裂症和心脏病的老年患者。

“脾气大得很，有些讳疾忌医，从来不肯去医

院。”他是马凌当天的第一个病人，从医生的角度

看，他“配合度很差”。刚被送来时，老人嘴里骂

骂咧咧的，还生气地摔打桌上的病历。

从医 28 年，马凌见过各种各样的病人。面对

老人的“暴脾气”，他不急不躁，反而更耐心地安

抚，轻声劝慰“看病不是什么大事”。

经过反复沟通，老人知道了马凌是军人，态度

终于渐渐好转，开始愿意配合。马凌一边为他作检

查，一边反复安抚着“请你相信我”，最终顺利完

成问诊。

“很多时候，患者的心病比自身疾病更重。一

次义诊也许解决不了太多太复杂的病情，但我们能

给他们以治愈的希望和信心。”马凌感慨说，“我们

治病，也医心。”

在延安走村入户巡诊的第 987 医院神经内科主

任薛海龙也有相同的感受。在赵台村，他和战友遇

到了失明老人师友道，进门时老人独自坐在沙发一

角流泪，走时她起身摸索着送军医们出门，脸上已

浮现笑容。

薛海龙是最先察觉到师友道情绪不佳的人。医

疗队原本在为师友道的姐姐看病，发现师友道独

自坐在沙发一角，薛海龙主动上前，询问了她的

身体状况。

走近后，薛海龙才发现师友道看不见东西。经

过简单检查，他初步判断是白内障导致的失明。当

他说出结论后，白发苍苍的老人突然情绪很激动，

紧紧攥住薛海龙的手，失声痛哭起来。

“医生不给做手术，是不是没救了？”师友道声

音颤抖着问。向姐姐了解情况后，薛海龙才知道师

友道老人还患有房颤和严重心脏病、高血压、糖尿

病等疾病，一旦手术极易引起并发症，很可能危及

生命。

薛海龙明白师友道的担忧和无助，他用最通俗

易懂的语言向师友道解释了白内障手术的原理，然

后 握 紧 她 的 手 说 ，“ 先 把 其 他 病 治 好 ， 一 个 一 个

来，再做手术，肯定能看见的！我是军人，我向你

保证！”

“事实上，她心理上的焦虑比身体上的疾病更

致命，她已失去了生活的信心，必须给予正确引

导。”在薛海龙看来，在“吃喝不愁”的今天，到

老区农村进行义诊已不仅仅是为了治病，还有另一

重意义，那就是“把医学知识和对疾病的正确认识

传递给大家”。

反 哺

到延安市八一敬老院义诊时，司少魁遇见了一

位 102 岁的老兵王布服。老人走路颤巍巍的，查体

后不肯走，拉着司少魁的袖子看了又看。他告诉司

少魁，过去战争年代的军装都很破旧，只有干部才

有兜。如今的军装人人都有兜了，老人笑着不住点

头赞叹，“真好”。

聊天中司少魁得知，这位百岁老人 1935 年入

伍，参加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解放延安时他就

是其中的一员，身上至今还残留着弹片。1952 年

退伍后，王布服选择留在延安，永远驻守在这片战

斗过的热土上。

“老区人民为我们党和国家奉献了一生，他们

是真正的人民功臣。”回忆起当天的情景，司少魁

忍不住热泪盈眶。

在八一敬老院的活动广场上，91 岁的老兵高

志昌也向医疗队讲述了战争年代的故事。解放战争

时 期 ， 他 是 连 队 里 的 卫 生 员 ， 战 场 上 战 友 受 了

伤 ， 没 有 医 疗 器 械 ， 高 志 昌 就 撕 开 自 己 的 衣 服 ，

为战友包扎止血。

看到如今先进的医疗设备和新一代军医们娴熟

的诊疗技术，高志昌格外激动，他一遍遍鼓励着

医 疗 队 员 们 ，“ 你 们 要 好 好 干 ！ 要 把 战 斗 精 神 传

承下去！”

老兵们的故事让第 987 医院骨科主任乔林深受

感动。在他看来，义诊是一次活动，更是一次精神

上的洗礼。“离开老区时，我们要把老区的传统也

带出去，铭记先辈们不怕苦不怕死的精神，让它在

我们身上延续”。

在甘肃省会宁县会师楼前，第 940 医院的医疗

队员们重温了入党誓词。站在队伍中，举起右拳，

马凌感到一种“重任在肩的使命感”。

这位经验丰富的军医曾于 2020 年年初奔赴武

汉投入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任务，在火神山医院战斗

了两个多月。如今来到革命老区，回顾长征故事，

马凌深切感受到“不论时代如何变，红色的精神血

脉不会变”。

他由此想到，“当年红军走到这里胜利会师，

没有老百姓的支持是不可能完成的。如今我们作为

红军的传人，来到这里，又能为百姓做些什么？”

马凌和战友们想了很多种方法。他们分发健康

知识科普宣传册，把自己的手机号码留给前来看病

的患者，承诺“有需要随时找我”。与此同时，他

们更希望“能为老区留下些带不走的东西”。

义诊第二天，第 940 医院医疗队来到会宁县人

民医院，与县人民医院的医生一起查房、坐诊，向

年轻医生手把手传授诊疗方法。他们还面向全院

医 生 授 课 ， 马 凌 为 此 准 备 了 7 个 不 同 的 课 件 ， 包

含心电图阅读方法、心脏病昏厥急救、日常特殊

疾 病 处 理 等 各 类 内 容 ， 让 县 医 院 医 生 自 行 挑 选 ，

他一一进行讲解。

“义诊是一时的，更重要的是能留下什么。要提高

当地的医疗水平，依托当地医生来解决根本问题。”马

凌说，“我们不是要救一个人，而是要救一群人。”

短短 7 天时间，联勤保障部队 108 支专家医疗队

共诊治老区群众 4.1 万余人次，慰问老红军、老英模

等 重 点 人 群 390 余 人 次 ，现 场 发 放 药 品 近 3.3 万 盒

（瓶），组织健康宣教 110 多场次，受众超过 2.3 万人。

尽管活动已经结束，但马凌和战友们知道，反

哺老区人民的行动不会停下来。他们还在谋划着未

来与老区医务人员开展更多交流合作，计划去更多

的地方进行义诊帮扶，“因为穿着这身军装就要承

担更大的责任，因为我们是人民军医。”

我们是人民军医

□ 吴敏文

近日，拜登政府向国会提交了任上首份财年

国防预算案，总额高达 7529 亿美元。虽然预算案

要 在 国 会 通 过 并 经 总 统 拜 登 签 署 后 才 能 成 为

2022 财年国防授权法案，但其基本特点已经显示

出来。

横向看差异，纵向看趋势。美国年度军费开支

遥遥领先世界其他国家，占全球军费开支总额的

40%左右，超过居于其后的十几个国家财年军费

预算的总和。在拜登政府提出的 2022 财年 7529 亿

美元国防预算中，国防部预算（含海外应急作战行

动预算）7150 亿美元，其中基础性开支 6653 亿美

元 ，能 源 部 等 机 构 预 算 379 亿 美 元（其 中 能 源 部

277 亿美元）。预算总额比 2021 财年的 7405 亿美

元增长 1.6%。其中，海外应急作战行动预算总额

497 亿美元，比上个财年减少 271 亿美元。而“基础

性开支”项目是最近六年来最高的，比上一财年增

加 5.8%。

由此可见，拜登政府 2022 财年国防预算的结

构调整方向是减少海外干预及应急军事行动，加

大创新研发力度，促进美军转型和战斗力提升。这

既是美国近年来从伊拉克、叙利亚、阿富汗等中东

地区撤军，聚焦“大国竞争”军事准备的继续，也是

未来美国国防战略和军费支出的主要方向。

4 月 30 日，美国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在印太

司令部新司令约翰·阿奎利诺上将的就职典礼上表

示：“我们下一场战争的方式将与以往非常不同，我

们必须朝着捍卫国家安全的新愿景迈进。”拜登政府

的 2022 财年国防预算案，体现出美军正在淘汰老旧

装备以优化装备结构、全力研发高新技术及装备、优

化人员结构等特点，显示美军正在利用战争间隙期，

推动军队建设转型、战斗力升级，努力扩大优势，确

保霸权地位。

美军在新财年淘汰的装备包括空军的 42 架 A-
10 攻击机、48架 F-15C/D 和 47架 F-16战机、4架 E-
8“联合星”预警机和 20 架 RQ-4“全球鹰”无人机，以

及海军两艘“提康德罗加”级导弹巡洋舰和 4 艘濒海

战斗舰。由于本财年美国海军仅有 1 艘驱逐舰，空军

只有 35 架 F-35 入列，上述装备的退役将使美军水面

舰艇部队和美军空军机队的规模均有缩减。

与此同时，新的财年虽然美军武器采购总量和

现役部队规模有所下降，但精确弹药采购量却在明

显增加。在常规弹药采购量从上个财年的 50 亿美元

锐 减 至 39 亿 美 元 的 同 时 ，增 加 采 购 的 精 确 弹 药 包

括：可打击机动目标的空地精准炸弹、联合空对地远

程防区外发射导弹、远程空舰导弹和陆基远程精确

导弹等。

必须看到，美军即将淘汰的装备同世界其他国

家的武器装备相比，仍然具有很大优势。例如，美国

20 世纪 50 年代末研制的 F-4“鬼怪”式战机属于第

二代战机，美军早已全部淘汰，但伊朗在亲美的巴列

维国王时代从美国购得，至今仍在使用。由于 F-22、

F-35 等第五代战机已是美军主战机种，美军第六代

战机正在紧锣密鼓地研制，其第四代战机已经进入

淘汰程序。

拜 登 政 府 2022 财 年 国 防 部 预 算 中 的 研 究、发

展、试验与鉴定经费高达 1120 亿美元，比 2021 财年

增长 5.1%。其主要投向包括微电子、高超音速导弹、

人工智能、网络空间能力和 5G 网络等。其中，投入高

超音速武器的 38 亿美元，将用于部署美国陆军第二

个远程高超音速武器连队，该连队计划在 2025 年成

军；海军的 DDG1000 型“朱姆沃尔特”级驱逐舰将增

加高超音速导弹发射能力；空军采购的 AGM-183A
高超声速滑翔飞行器飞行速度达到 20 马赫。这样一

来，美国陆、海、空三军都将具备高超音速远程精确

打击能力。

与此同时，拜登政府 2022 财年国防预算案中能

源部部分的 277 亿美元将用于核投送能力现代化，

主要包括 B-21 战略轰炸机、“哥伦比亚”级弹道导

弹核潜艇、下一代空射战略巡航导弹和陆基洲际弹

道导弹的研发工作。

在人员构成方面，新的财年预算要求将美军现

役 和 预 备 役 部 队 的 总 员 额 从 2021 财 年 的 215.0375
万人减至 214.59 万人，减少 4475 人。但是，太空军员

额逆势增长，从 2021 财年的 6434 人扩大到 8400 人，

增加 1966 人，这反映出美军对太空军的高度重视，

此举也是从整体上优化美军的人员结构。

拜登政府的第一个财年即在上届政府军费高企

的基础上继续增加，有被特朗普政策绑架的因素，也

有其主动追随的原因。一方面，已经被特朗普政府炒

热了的“印太战略”难以逆转，拜登政府只能萧规曹

随；另一方面，美国政府和社会已经深受“中国威胁

论”毒害，被中国赶超的焦虑，以及美国社会内部因

种族矛盾、新冠肺炎疫情、经济下滑等造成的社会乱

象，使得拜登政府需要继续用中国话题转移矛盾、安

抚民心、缓解焦虑。

然而，即使拜登政府努力加大国防投入，仍然受

到国会共和党方面的严厉批评。共和党议员、参议院

军事委员会高级成员吉姆·英霍夫认为：“拜登政府

的国防预算要求是完全不够的。这份预算案远远不

够 给 我 们 的 军 人 提 供 他 们 需 要 的 资 源、设 备 和 训

练。”共和党众议员迈克·罗杰斯更是指责拜登“谎报

军费”：“称这一预算申请是军费增加是不诚实的，因

为 它 的 涨 幅 甚 至 赶 不 上 通 胀 ，相 对 于 3%-5%的 通

胀，这实际上是一个军费削减的预算案。”

由此可见，美国能够提供的国防预算与它恶性

膨胀的霸权目标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摆脱这种困

境的出路，是放弃冷战思维与对抗思路，走大国合作

与互利共赢之路。否则投入再多的资源，即使更大力

度减少民生福利增大军费开支，也无法确保美国的

绝对优势与安全。

（作者单位：国防科技大学信息通信学院）

聚焦大国竞争，美2022财年国防预算申请加大高新装备研发投入

□ 郭紫阳

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西部，有一片面积达

4.5 万平方公里的荒野，被称为可可西里无人区 。

前不久，就在云南持续追踪“大象去哪儿”的时

候，这里各方力量也在合力保护藏羚羊的迁徙。

每年五六月是可可西里无人区的雨季，也是藏

羚羊迁徙的季节。6 月末的一天，青藏公路 109 国

道旁，一名武警战士弯着腰，在和一只小藏羚羊亲

密互动。

这名战士叫唐兵，是武警青海总队执勤支队的

一名上士班长，在部队服役 11 年，他已经连续 8 年

随队参与藏羚羊迁徙期间的保驾护航工作。

“它们好像认识军装啦！真不愧是‘高原精灵’！”

看着这群藏羚羊走远后，平日里带兵严格、不苟言

笑的唐兵高兴得像个孩子似的，“以前它们远远看

到人总是撒腿就跑。”

执勤支队部分官兵驻守在生态极为脆弱的可可

西里自然保护区，担负着青藏铁路几处重要目标的

守护任务，官兵们在履行职责使命的同时，力所能

及为保护和改善驻地生态环境作出努力，尽力保护

藏羚羊、藏野驴、棕熊等野生动物，参与共建“青

藏铁路绿色长廊”等社会公益性绿化活动。

“ 这 几 年 生 态 变 好 了 ， 群 众 环 保 意 识 也 增 强

了，前些年还有盗猎的呢！”官兵们记得，2007 年

5 月，保护区内一个盗猎犯罪团伙，企图借藏羚羊

通过青藏铁路之机捕杀藏羚羊，时任执勤七中队中

队长李正彪带领 10 名战士，在冰天雪地、刺骨寒

风里昼夜蹲守。

第四天中午，官兵们终于发现几名犯罪嫌疑人

的踪迹，李正彪迅速组织战士利用有利地形，对其

进行迂回包抄，配合公安机关将犯罪嫌疑人全部抓

获，为藏羚羊迁徙开辟了安全的生命通道。

穿越青藏公路对野生动物来说并不安全，尤其

赶上恶劣天气，很多动物通过时会被来不及减速的

车辆撞死、撞伤。有一次，执勤九中 队 的 两 名 战

士，在休假结束归队途中发现一头受伤的藏野驴

躺 在 公 路 中 央 ， 情 况 十 分 危 险 。 两 人 赶 紧 下 车 ，

拦住一辆大货车。热心的司机帮他们把野驴送到了

中队。

那个时候，高原地区新鲜蔬菜水果比肉都珍

贵，但官兵们对这个特殊的客人却毫不吝啬，它喜

欢吃什么官兵就喂它什么。经过 10 多天的精心呵

护，这头野驴痊愈了，还“认了亲”，回归自然后

还经常带着小伙伴回营区“探亲”。

从可可西里无人区的野生动物对人类避之不及

到主动亲近，官兵们感受到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

温暖与感动。

然而，苍凉与荒芜仍然是可可西里无人区的主

基调。这里气候恶劣、土壤贫瘠，即便是在夏天，

那些叫不上名儿的野草挣脱冻土的束缚，也只能长

几寸高。

今年是执勤六中队上等兵陈斌服役第二年，刚

分到中队那段时间，他心里充满落寞和失望，在日

记里写下：我被发配到了不毛之地。

很快陈斌发现了中队的“秘境宝地”——生态温

室，这里给了陈斌一个大大的惊喜。温室里，西红柿

饱满多汁、红辣椒挂满枝头、小油菜青翠欲滴⋯⋯蔬

菜长势喜人、品种繁多，官兵一年四季都能吃上自产

的新鲜蔬菜。然而，最吸引大家眼球的，是一株叶

大茎粗的芭蕉。南国的芭蕉如何来到了这冰冷的雪

域荒原？

原来，有一年四川籍战士石路遥休假归队时，

费了很大劲从老家捧 了 3 盆 芭 蕉 回 来 。 官 兵 们 看

到 后 喜 出 望 外 ， 可 要 养 活 娇 嫩 的 芭 蕉 并 不 容 易 ，

他们多方联系农业专家请教种植方法，托人从西

宁捎来肥沃的土壤，还每天根据阳光照射情况搬

挪位置⋯⋯

尽管最后只成活了一棵芭蕉，但官兵们说，即

便如此大家也很高兴了，毕竟我们在高寒荒原上

种活了南国的芭蕉，为中队营区增添了新的生机

与活力。

执勤六中队驻地海拔 4500 米，含氧量不足平

原 地 区 的 60%， 这 间 生 态 温 室 成 了 官 兵 的 天 然 氧

吧。业余时间，他们在这里读书看报、下棋听歌，

还定期举办“我爱可可西里”摄影展、“我和沱沱

河有个约定”故事会等丰富多彩的文化娱乐活动。

温室外的空地上，顽强地生长着上百株红柳、

白 杨 、 榆 树 ， 这 是 多 年 来 官 兵 “ 强 行 ” 栽 种 的 。

“栽种这些树很不易，成活更是难上加难。”中队指

导员袁志顺说，每年开春，他们就翻土松地，浇透

水后再从山下运来新土，掺入牛羊粪铺在最上层，

然后栽种树苗。即便如此，树苗的成活率仍然很

低，但官兵们每年都会坚持补种。

绿色象征着希望，官兵心中都怀揣一个绿色梦

想。这段时间，当战友们聊起转改士官的事，战士

陈斌最初“尽早离开这里”的想法早已消失得无影

无踪：“我一定要争取继续服役！”在和家人通电

话时，他一时找不出合适的话语解释自己为什么要

坚守在这里，就说了句：“这里真的太可爱了！”

可可西里的
生态尖兵

5 月 16 日，武警青海总队执勤支队官兵联合青藏铁路派

出所民警组成联合巡逻组，沿青藏铁路沿线巡逻。 杨 浩/摄

6 月 3 日，联勤保障部队第 987 医院医疗队深入延安农村为老区群众巡诊。 袁若尧/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