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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西宁联勤保障中心第 941 医院重症医

学科那个日常忙碌的病区，科室主任张瑛最熟

悉的工作地点，就是海拔 4000 米以上的雪域高

原。从军 28年，她几乎每年都会参加高原巡诊，最

长的一次任务，她在生命禁区坚守了 360多天。

第 942 医院神经内科住院医生薛盛文曾与

张瑛同赴高原执行任务，记忆中，这个年龄几

乎比自己大一倍的老主任似乎从不觉得疲惫，

她总是步履匆匆，带头走在队伍最前方，“一

心扑在工作上”。

“有时候看到张主任的身影，你就知道一

个 好 军 医 应 该 是 什 么 样 子 的 。” 薛 盛 文 感 慨

说。但张瑛本人很谦虚，她一再强调，“身为

军医就应该为官兵服务。哪里需要我们，我们

就到哪里去。”

张瑛数不清自己究竟上过多少次高原。自

1995 年 入 伍 ， 她 便 几 乎 年 年 赴 高 原 执 行 任

务，有时是巡诊，有时是给一线官兵体检。起

初，年轻的军医张瑛只是单纯地完成好任务，

慢慢地在与官兵的接触中，她关注到高原环境

对人体健康的影响，开始对此细研深钻。如

今，她已是高原病防治领域的专家，高原地区

的各种疾病及救治方法，她都一清二楚。

张 瑛 熟 悉 高 原 上 的 一 切 。 尽 管 已 年 逾 半

百，她仍年年往高原走。每次任务时间不定，

短则一两周，长则三个月。2020 年，张瑛作

为高原病防治专家参与大项任务，驻扎在海拔

4300 米的西藏高原地区，一待就是 300 多天。

那段时间她每周都会背着 10 多公斤重的医药

箱 在 雪 域 高 原 上 巡 诊 ， 很 多 点 位 都 在 海 拔

5000 多米的雪山上。

雪山上的路不好走，汽车无法到达，只能

靠人的双脚一步步走上去。夏季的雪山一片荒

凉，日照格外强烈，张瑛不得不一边顶着强烈

的紫外线，一边迎着大风向前挪动。冬季雪沫

则会刮到脸上，扶医药箱的手会冻到麻木，经

常顶风冒雪一走就是两三个小时。

驻守在海拔 5000 多米哨所的一级上士盖

猛，曾几次见到前来巡诊的张瑛。他至今记得

那幅画面：身材瘦小的张瑛背着巨大的医药

箱，身子被风吹得摇摇晃晃，却仍然一步步坚

定地向上走。盖猛不理解，一个看似如此瘦小

的身躯里，竟然藏着这么大的能量。

“高原上的官兵需要军医。他们很难随时

去医院看病，军医到来，就是帮他们解决困难

的。”张瑛解释说，在高原巡诊时，医护人员

需要就地为官兵诊疗，这意味着医生不再区分

专 业 ， 必 须 做 “ 全 科 医 生 ”，“ 什 么 病 都 能

看”。因此携带的药物便需要尽可能覆盖所有

高原病症，“一句话，能带多少带多少”。

早年间，重症医学科出身的张瑛给官兵体

检，也只会一一核对各项检查指标。现在各种

高原病的防治方案她如数家珍，大到急性高原

肺水肿、脑水肿，小到高原皮肤晒伤、缺氧性

脱发等。除此之外她还学会了护理，能打针输

液，技术极其娴熟，“一针到位”。

“高原上的情况瞬息万变，生病的症状也

各不相同，这要求医生必须做好充分准备。”

张瑛说，有时在高原治病就像“打仗一样”，

“实战中就是情况危急但条件有限，战友们处

在生死一线，身为军医必须能随时顶得上”。

张瑛曾遇到过命悬一线的病人。那是 2021
年任务期间，一名年轻的边防战士因感冒引发

急性高原肺水肿，陷入昏迷，被战友紧急送往医

疗点救治。接诊后，张瑛立即带队行动起来。快

速检查后，张瑛判断其情况危急，来不及转运至

后方医院，必须立即展开抢救。

随后，张瑛一边给战士吸氧，一边安排其

拍胸片，做进一步检查。但等待检查结果还需

要时间。张瑛担心耽误治疗，便凭借多年的救

治经验，一边等结果，一边根据当前各项指标

制订初步救治方案，当即为病人开药输液。经

过 1 个多小时的紧急抢救，昏迷的战士病情终

于稳定下来，逐渐恢复了意识。看到病人缓缓

睁开双眼，张瑛才长舒了一口气。

“ 你 是 军 医 ， 就 要 为 战 友 们 的 生 命 负 责 ，

要 尽 全 力 做 他 们 的 生 命 防 线 。” 张 瑛 说 。 最

终，这名战士在医疗点住院治疗后顺利康复，

返回了战位。

更让张瑛难忘的是，半个多月后，张瑛外

出巡诊，在雪山上的哨所里再次遇见了这名战

士。已经彻底恢复健康的小伙子激动地红了双

眼，一个劲儿拉着张瑛的手道谢。

让官兵们能够重返战位、留在战位，是张

瑛诊治中考虑最多的事。她有一个习惯，在每

次问诊前，都会仔细询问对方的专业、岗位，

以及最近的任务情况。这都是影响张瑛制订治

疗方案要考虑的重要因素，“战位不同任务不

同，每个人的方案都要量身定制”。

“一种疾病的治疗方案是针对大多数人而

言，但官兵是要备战打仗的，要充分考虑他们

的训练需求。”张瑛解释说，在高原地区，每

种药物治疗都可能带来一定副作用，必须考虑

其对官兵后续任务训练的影响，治疗时要做到

“一人一方案，对症下药”。

她曾接诊过一位驾驶员，因为初上高原身

体不适，但第二天还有运输任务。考虑到高原

天气变化快，行车危险系数大，需要驾驶员集

中精力，张瑛将药方调了又调，专门为其减去

了含有安眠成分的药物。

在张瑛看来，军医的职责就是为部队保存

战斗力，在雪域边防更是如此。“不光战士们

要绷紧实战这根弦，军医也是如此。”

“但能不生病还是不生病的好，能预防就

不要等到救治。”张瑛转而又笑着说。这位高

原病防治专家始终认为，“防”比“治”更重

要，“如果能从官兵自身就开始积极预防，战

斗力的损伤就可以减小再减小。”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每次上高原，张瑛的

一项重点工作就是宣教。她通常会准备两套课

件，一套给边防随队军医，为他们讲解如何在第

一时间开展高原病现地急救，另一套则给一线官

兵，为他们科普如何科学训练，以及在高原环境

下保持身体健康。

近年来，结合理论知识、工作经验和救治实

例，张瑛围绕 《浅谈急性高原病》《急性高原病

诊断与治疗》《高原科学用氧指征》 开展了多次

健康宣教。工作之余，她还自制《人在高原》健康手

册、高原训练小贴士、高原机动小贴士等，在每张

贴士上写下她总结的高原病预防口诀和需注意事

项。每巡诊到一处，她就会发放给驻训官兵，这些

卡片一度成为许多边防官兵的随身物品，她也因

此被战士们亲切地称为“高原兵妈妈”。

盖 猛 对 这 位 温 暖 细 致 的 “ 兵 妈 妈 ” 印 象 深

刻。他们曾于 2019 年一同执行任务，有过一面

之缘。2020 年盖猛赴西藏执行专项任务，在高

原上再一次遇到了前来巡诊的张瑛。

这一次，盖猛与张瑛互相留下联系方式。让

他没想到的是，当天回到营区后，晚上他便收到

了张瑛发来的短信。那是一条很长的信息，事无

巨细地交代了初上高原训练生活的各类注意事

项，包括执勤需戴墨镜预防雪盲症及日常饮食需

清淡等种种“琐事”。信息末尾，张瑛又专门提

到，请盖猛将这些信息分享给同一点位的战友

们，提醒大家加强预防。

一年多后，盖猛任务结束准备离开，得知消息

的张瑛在他下高原的前几天，又发来了初下高原

的注意事项，包括可能出现的身体不适，和每种症

状对应的治疗药物。那是盖猛第一次被医生“追着

提醒”，两条信息让他感动不已，至今仍然收藏在

手机里。后来再出任务时，盖猛还专门将这些信息

打印下来，分发给战友们，一同揣在兜里随身携带。

“在雪域高原上，知道有人在背后这样为自

己托底，我们就格外有底气。”盖猛动情地说。

在张瑛心中，这也是一次次奔赴高原的意义

所在。“军医的存在，就是要让一线官兵安心。

他们在前方冲锋，我们来守护他们。”张瑛认真

地说，“走到高原来，就是要让他们知道，卫勤

保障力量一直在他们身边。”

这些年，每次上高原执行任务，张瑛都坚持

守在第一线。2021 年任务期间，薛盛文记得当

时在医疗点，所有医护人员排班轮值，张瑛却始

终坚持每天值班。只要不外出巡诊，她就守在病

区，有任何情况都“随叫随到”。

有危重病人时，无论是不是自己接诊，张瑛都

会主动赶来，整夜守在病人床边，直到患者脱离生

命危险才离开。病人病情较轻时，张瑛则会趁机带

教，一边为年轻医生示范诊治过程，一边为病人及

其战友做科普宣教。薛盛文就曾被张瑛手把手教导

如何诊治高原肺水肿病人，在张瑛的影响下，他还

主动学习其他专业知识，甚至也学会了打针输液。

“张主任就像一个行走的榜样。”薛盛文说，

“看到她，你会不自觉地想向她学习，去努力做

一个守护高原、服务官兵的好军医。”

这正是张瑛希望看到的。她已经 52 岁，担

心以后上高原的机会不多了，便更想抓住眼前的

时机，多培养出一些年轻的军医，把“为高原官

兵服务”的接力棒传递下去。

不久前的全国两会上，作为全国政协委员的

张瑛提交提案，着眼于提升高海拔地区卫勤保障

能力积极建言献策，“努力为高原官兵做更多的

事”。但在张瑛意识里，她很少把边防官兵当成自

己的患者，她更喜欢称呼他们为“战友”，“我们并肩

作战在雪域高原上，他们守护祖国，我守护他们。”

“我上高原没什么可说的，都是因为有一线

官兵在那里。战场在哪里，军医就该在哪里。”

张瑛一次次强调，“真正辛苦是这些战友，他们

才是最了不起的人。”

雪 山 军 医
□ 张 森 芦冰鑫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郑天然

不久前的一天清晨，天微微亮，家住新

疆伊宁市花果山村拜合特社区的王爱云老

人早早起床，把院子里里外外收拾得井井

有条，并不时眺望着村口进家的路，等待着

她的“兵儿子”回家。

几天前，王爱云老人接到武警新疆总

队某机动支队某大队副教导员薛杰要来看

望的电话。同往年一样，今年薛杰还是提前

几天结束休假，匆匆告别陕西西安老家的

父母，赶回驻地看望王爱云一家。

天山脚下的初春依旧寒气逼人。不一

会儿，家门口不远处就出现了一个熟悉的

身影，薛杰拎着大包小包的营养品进到屋

里，放下手中的礼物，顺手接过王爱云老人

手 中 的 斧 子 ，坐 下 来 后 ，他 一 边 帮 老 人 劈

柴，一边和她拉家常。

“阿姨，准备一下，明天我带你去医院

做个体检，下午再去学校看看鹏刚、鹏涛两

兄弟⋯⋯”薛杰给王爱云老人说着自己这

几天的计划，老人听着一阵哽咽，心里原来

想好的很多话却不知从何说起。

14 年前，时任该支队勤务保障大队教

导员罗军峰在外出时发现两个在垃圾堆里

捡东西吃的孩子，跟着两个孩子，罗军峰走

进了那个破败不堪的家。因为家庭变故，王

爱云老人的儿子儿媳相继离家出走，为了

拉扯两个孙子长大成人，两位老人带着两

个孙子靠捡废品艰难度日，前年老伴也因

病去世，只剩下她和两个孙子相依为命。

从 一 开 始 为 王 爱 云 家 送 吃 送 穿 ，到

把 王 爱 云 一 家 当 成 亲 人 ，再 到 为 两 个 孩

子 的 学 业 奔 忙 ，日 复 一 日 、年 复 一 年 ，在

罗 军 峰 十 年 如 一 日 的 照 顾 下 ，王 爱 云 老

人一家的生活得到了极大的改善，直至他转业离开部队。

“要走了，最放心不下的就是王爱云阿姨一家。”临走前，罗

军峰对薛杰说。

薛杰忘不了第一次走进王爱云家时的情景，他看着两个孩

子清澈的眼神，不禁想起小时候自己和哥哥曾面临的困境，薛杰

当时就下定决心要接过帮扶王爱云一家的“接力棒”。

多年来，薛杰把王爱云老人一家当成自己亲人一样对待。那

年春节，王爱云老伴去世不久，薛杰担心他们一家人的生活，专

程把王爱云一家接到部队度过了一个别样的春节，在中队官兵

的簇拥下，鹏刚、鹏涛两兄弟在军营里与中队官兵一起度过了一

个难忘的集体生日。

薛杰常说，接过接力棒，就要一直坚定地走下去，这既是对

罗军峰教导员的承诺，更是对自己的承诺。

在 薛 杰 的 感 召 下 ，越 来 越 多 的 官 兵 加 入 了 帮 扶 王 爱 云 一

家的队伍，他们成立专项爱心基金，设立爱心回收库室，关注

鹏刚鹏涛两兄弟的成长⋯⋯“官兵们在帮助他们一家的同时，

也是一个接受教育、不断成长的过程。”薛杰介绍说，中队有的

战士家庭条件优越，平时不注意勤俭节约，那年学雷锋纪念日

时 ，中 队 特 意 组 织 官 兵 到 王 爱 云 一 家 的 住 处 探 望 。破 旧 的 房

屋、堆积的废品让不少官兵的思想受到极大冲击，回到中队后

他 们 纷 纷 改 掉 了 花 钱 大 手 大 脚 的 毛 病 ，主 动 申 请 加 入 到 帮 扶

结对中去。

这些年，中队的官兵换了一茬又一茬，但扶贫济困的精神一

直在传承。王爱云老人无论遇到什么事，总会有一群群她叫不上

名字的军人过来帮忙。前年，薛杰调任新源某大队担任副教导

员，纵使相隔 200 余公里，薛杰也始终没有放弃对王爱云一家的

帮助，一有闲暇就去老人家里看看。许多官兵在休假归队前，也

会去王爱云老人家里探望，看一看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多年来的爱心接力，让王爱云一家在边城伊宁不再孤单。王

爱云喜欢把那些来看望她的官兵称为“娃娃”，是因为自从和他

们结识，她就一直将官兵们当成自己孩子一样对待，每当有官

兵 前 来 探 望 ，王 爱 云 总 是 拿 出 家 中 最 好 的 食 物 来 招 待 。有 一

次，她甚至偷偷杀掉了用来下蛋的母鸡，只为让战士们能留下

吃顿饭。临走前，王爱云总是会给战士们塞上几双自己一针一

线亲手缝制的鞋垫，密密针线缝制的鞋垫穿在官兵脚上，也暖在

了官兵的心里。

不知不觉，两天时间匆匆而过。把王爱云一家安顿好，分别

的时候到了，王爱云老人拉着薛杰的手依依不舍，又是一番充满

牵挂的叮嘱。

“ 薛 叔 叔 ， 您 放 心 ， 我 和 弟 弟 已 经 决 定 长 大 后 要 参 军 入

伍，我们也要成为像雷锋叔叔那样的军人，大家的爱温暖了我

和弟弟的童年，我们要把大家的爱继续传递下去，帮助更多的

人⋯⋯”返回部队的路上，薛杰拆开鹏刚写给他的信，刚读了

几行，欣慰的泪水就湿润了眼眶。

爱的传递

□ 肖艳飞 李洋洋 张永岳

“空投大件多件连投、炮兵分队火力

压 制 、 突 击 战 车 迂 回 穿 插 ⋯⋯” 3 月 上

旬，在空降兵某旅野外综合训练场上，一

场充满硝烟味儿的空降夺控战斗演练激战

正酣。置身宽广的演练场，该旅一级军士

长赵树新感慨万千：几年前，这里还只是

个空降着陆场，场地用途很单一，没想到

经过几年时间，训练场不断升级，不仅各

类训练设施齐全，就连空降战斗演练、千

人大比武、炮兵实弹射击等大型演训演练

任务也可以在这里拉开阵势。

“ 以 前 ， 训 练 场 场 地 小 、 功 能 不 齐

全 ， 难 以 开 展 大 规 模 的 空 降 作 战 演 训 任

务，如今整改后，可随心所欲排兵布阵，

让练兵场更加接近战场，训练质效也是倍

增。”该旅某连连长张林舟介绍，原来的

训练场不仅面积小，而且周边有多个鱼塘

和大片树林，部队开展空降战斗面临“摆

不 下 ”、 课 目 无 法 连 贯 实 施 等 突 出 问 题 ，

新 跳 伞 员 开 展 伞 降 训 练 也 时 常 发 生 “ 上

房、挂树、下鱼塘”等特情，给练兵备战

带来较大的安全隐患。与此同时，官兵因

长期在熟悉的场地训练产生了一定的适应

性，造成日常训练成绩良好，一到陌生地

域就“水土不服”的情况，一定程度上制

约了部队战斗力提升。

近年来，随着练兵备战不断进入“深

水 区 ”， 融 合 训 练 的 “ 拳 头 ”越 攥 越 紧 ，

老旧训练场地已难以满足训练需求，该旅

党委一班人紧盯战争之变、科技之变、对

手之变，将训练场进行统筹利用、综合治

理 ， 打 造 了 一 块 实 战 化 练 兵 的 过 硬 “ 阵

地”，有效加速推进了战斗力的提升。

“在整治准备阶段，我们下了很大功

夫在设计上。”该旅维修器材科科长陈志

方 介 绍 说 ， 为 了 破 解 练 兵 时 的 “ 场 地 之

困”，让官兵能在训练场“大展拳脚”，部

队 专 门 成 立 了 “ 土 地 清 理 整 治 办 公 室 ”，

单 位 派 人 先 后 赴 驻 地 市 民 之 家 、 市 档 案

局、市国土资源局等部门查阅训练场土地

权属历史证明资料，召开“关于训练场土

地清理整治协调会”，明确了该地域内群

众的补偿及安置问题等相关事宜，并悉心

为群众宣讲政策。

在群众满意的基础上，通过“现场勘

查、即时认证、开具证明”等流程，正规

有序地开展了土地拆迁协商，先后完成土

地收回、边界划分和赔偿事宜等工作，对

违 规 修 建 的 房 屋 、 蔬 菜 大 棚 、 果 园 、 鱼

塘、养殖场等进行彻底清理整治，改造后

的训练场扩大了数千亩。

在此基础上，该旅按照“仗怎么打、训

练场就怎么建”的原则，通过对官兵开展问

卷调查、座谈会、现场勘测等活动，归纳梳

理出场地划分、设施构建和后勤保障等 5
个步骤，“按照专业属性划分训练区域”“注

重节约利用好老旧能用资源”“保障要迅疾

有力”等数十条意见建议，并协同建设单位

进行调研论证，按照“平战一体、优化布置、

功能互补、兼顾长远”的思路，科学合理地

设计综合训练场功能布局。

新 的 综 合 训 练 场 最 终 形 成 了 东 有 靶

堤、北有战术训练场和教导队、西有车辆驾

驶训练场、南有专业分队训练场的环形封

闭格局，构建成场地设施体系完备、导控评

估精准高效、环境构设复杂逼真、对抗手段

功能完善、综合保障全面有力的训练体系。

此外，他们还积极与地方相关部门协调，修

建应急出动战备公路，推进营区、机场和着

陆场一体建设，进一步缩短部队出动时间。

去年，该旅开展的重装空投训练让不

少重装骨干大呼“过瘾”。随着一架架战

机从训练场上空呼啸而过，一朵朵伞花争

相绽放，各类大小不一的空投物资相继平

稳着陆，分布在训练场的各个区域。

“ 场 地 辽 阔 ， 三 件 连 投 都 毫 无 压 力 ，

数 十 件 空 投 物 资 同 时 降 落 也 绰 绰 有 余 。”

说起训练感受，空降空投骨干、三级军士

长陈自宁脸上满是喜悦。换做以往，旅里

组织重装空投训练，部队都要机动到百公

里外的野外某地展开，常常是凌晨出发、

深夜归来，训练效率不高。现在训练场整

治改造后，重装空投训练在“家门口”就

能开展，极大地缩短了战斗力形成时间。

“重装空投训练不算啥，部队在此驻

训都成了常态。”该旅作训科参谋梁魁介

绍，以往部队开展战场适应性训练、炮兵

实弹打靶等大型演训演练任务，都要千里

机动到其他地区开展，耗时耗力。如今，

随着综合训练场的不断改造升级，大部队

不仅能随时在这里“安营扎寨”，有效保

障部队日常各项课目训练考核，还能让炮

弹“飞一会儿”，官兵可以将更多的精力

投入到攻克训练难题中。

“训练场宏观改造效果显著，细节升

级也是精准实用，科技感满满。”该旅训

练场管理员李旭介绍，他们为了科学、节

约、合理利用资源，在现有结构布局的基

础上，对综合训练场进行改造升级、科学

配置，按专业需求划分为综合战术训练场

地、标准化专业技术训练场地和智能化射

击训练场等多个区域，还可实现各区域融

合训练，使得训练更加贴近真实战场。

深入训练场可以看到，在实弹射击区

域，原本固定的靶标变为智能化靶标。他

们利用无人车挂载靶机和激光对抗系统，

实现无人车、靶机和激光机互联互通，让

靶标具备自由运动、随时显靶隐靶、发射

激光束的能力，官兵穿戴激光对抗模拟系

统 ， 一 旦 被 激 光 束 打 中 ， 即 刻 被 判 “ 阵

亡”，实弹射击更具对抗性。

同时，该旅根据大纲标准建设成了集

攀登、牵引横越和特种驾驶等多功能于一

体的训练场。在共同课目训练区域，新增设

了“模拟雷场”、堑壕和组合限制路段等“障

碍区”，构建近似实战的复杂险难环境，确

保能够常态化开展多课目融合连贯训练，

让训练变得更难，成绩练得更实。

前段时间，部队在该综合训练场开展

了一场实战背景下的“三实”作业连贯考

核 ， 全 旅 数 千 名 官 兵 参 考 ， 数 百 人 齐 上

阵，各类壕沟、障碍物、地堡、自动靶机

等军事设施遍布全场，考核现场实战氛围

十分浓厚。场面之大、要素之全、战味之

浓，让二级上士安山仍然记忆犹新：“朱

日 和 训 练 基 地 全 国 闻 名 ， 我 们 这 里 堪 称

‘小朱日和’，一场战斗‘打下来’，累得

够呛，但也真的很过瘾。”

全军大比武、攻防作战演练、部队轮

训 、 无 人 装 备 演 练 、 游 泳 训 练 ⋯⋯ 近 年

来，各类重大演训任务都相继在此展开。

近几年，该训练场上各类演训任务不

断，不仅该旅官兵在此“加钢淬火”，军

事训练成绩节节高，就连海、陆、空等军

兵种单位也都先后数十次来此进行伞降、

空投等课目训练，纷纷为训练场面积广、

功能多、设备齐等实战要素点赞。

“练兵备战永无止境，设施建设向战

而行。”该旅领导介绍说，“军事训练由传

统 手 段 向 科 技 手 段 、 低 效 益 向 高 效 益 转

变，让训练场更贴近战场，才能深入推进

战训耦合，真正发挥训练场‘磨刀石’和

‘助推器’作用。”

让训练场更贴近战场

空降兵某旅组织重装空投训练，锤炼部队远程投送能力。 肖艳飞/摄 空降兵某旅组织集群跳伞训练，提升部队打赢本领。 刘冰冰/摄

张瑛 （左） 到某高原哨所为边防官兵巡诊。 孟 钊/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