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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姜博西 吴 珂

5月 16日，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

急管理部、云南省人民政府在云南丽江等地联合

举行“应急使命·2023”高山峡谷地区地震灾害空

地一体化联合救援演习，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及民

兵应急救援力量参演。

演习模拟云南省丽江市玉龙县白沙镇发生

7.6级地震。地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房屋倒塌，震

区道路、电力、供水、通信中断，发生山体滑坡、堰

塞湖、油气管线断裂泄漏、森林火灾等次生灾害，

相邻省份部分地区房屋设施一定程度损坏。

“地震”发生后，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启动

应急响应，军委联指中心、南部战区联指中心依案

启动应急响应。南部战区位“震中”开设军队抗震

救灾指挥部，统一指挥任务部队及民兵救灾行动。

南部战区陆军、南部战区空军、桂林联勤保障中

心、云南省军区、武警云南总队、武警第二机动总

队等救援力量，采取空中投送、摩托化机动等方式

迅速抵达“灾区”。中国国际救援队搭乘运-20飞
机依令跨区支援“灾区”。云南省双拥系统启动拥

军支前应急响应，跟进开展服务保障。

军用直升机开辟空中“绿色通道”，人民子弟

兵披荆斩棘挺进“震中孤岛”，人民军医争分夺秒

抢救“危重伤员”……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

动、听令而行，全力奋战在救灾一线。

子弟兵驰援“震中孤岛”

云上古镇是演习模拟的“震中”。“地震”发生

后，断水、断电、断网、断路……古镇上到处是断壁

残垣，宛如一座“孤岛”。数百名群众“被困其中，焦

急等待救援”。

“地震”发生后，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第

一时间完成集结，数十名官兵携带专业设备，赶赴

灾区架设桥梁、抢修道路。

紧接着，西南方向地震灾害紧急救援队、武警

云南总队机动某支队等数百名官兵火速驰援，从

“孤岛”两侧有序突入，挺进“震中”。

哨声、犬吠声、敲击声、机械轰鸣声……多路

救援力量汇聚“地震”救援现场，全力展开搜救。

“报告，发现生命迹象！”演练现场，西南方向

地震灾害紧急救援队搜救队员刘毅举起小红旗。

作为一名有着多年搜救经验的老兵，他曾参加汶

川抗震救灾等多次抢险救灾行动，在重大任务考

验中积累了宝贵救援经验。

废墟外围，一名中国国际救援队队员正背着

一架便携式激光扫描仪勘查现场。激光测距、位置

确定、实时成像……仅用几分钟，坍塌建筑的三维

结构模型即生成。

“借助这些先进设备，我们可以快速展开废墟

现场结构评估，为指挥中心制订科学救援方案提

供数据支撑。”中国国际救援队副总队长刘伟说，

他们携带了便携式激光扫描仪、履带可变形急救

机器人、边坡雷达等新型设备，不仅提升了救援效

率，也为救援人员提供安全保障。

一阵急促的犬吠声从“云上小学”废墟旁传

来，西南方向地震灾害紧急救援队搜救队员曹翔立

刻通知队友，确认预制板下是否有深层埋压人员。

“犬搜索有时比仪器搜索更精准。”曹翔说，犬

的嗅觉是人的 100倍以上，听觉是人的 17倍，训练

有素的搜救犬能在短时间内进行大面积搜索，并

向救援人员精确示意幸存者被埋地点，是地震救

灾中救援人员的理想“搭档”。

地震后，往往火灾、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

害不断。这一边，丽江军分区、武警云南总队丽

江支队官兵与地方消防力量一道，空地协同，扑

灭“森林大火”；那一边，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

支队官兵正勘测水情、泄流开挖，紧张有序处置

“堰塞湖险情”。

搬运“救灾物资”、撤离“被困群众”、抢救“埋

压人员”……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与地方救援

力量紧密配合，在应急救援实战实演中交流互鉴、

积累经验、融合技术，不断锤炼抗大震救大灾的综

合救援能力。

雪山之巅开辟“生命航道”

在海拔 5596米的玉龙雪山脚下，空中传来直升

机旋翼的轰鸣声。第 75集团军某旅两架运输直升机

穿云破雾突入“受灾区域”，在空中划出一道壮美的

航迹。

“可以降落！”接到塔台指令后，机长何生金操纵

直升机超低空飞行，抵近预定空域，稳稳降落。

直升机舱门打开，8 名救援人员骑着山地摩托

车鱼贯而出，在漫天黄沙中驶向“震中”。

云上古镇地处峡谷，四周“道路阻断”、地形复

杂，不仅地面力量难以进入，空中救援也有极大风

险。有着 20多年飞行经验的何生金深知，要实现精

准安全降落并不容易。

“峡谷地区气流扰动、变幻频繁，地面风沙大、能

见度低，飞行员需要精准预判，做好预案。”何生金

说，演习前他和战友们针对当地飞行条件预想特情、

制订预案。

除了自然环境的挑战，如何在直升机机舱内装

载固定摩托车也是一个难题。

由于直升机并无摩托车固定装载模式，在演习

前机组人员与地方救援力量进行了反复讨论、地面

模拟、空中试飞，确保救援人员和装备安全抵达。

对于交通中断的“灾区”而言，直升机不仅开辟

了连接“孤岛”与外界的空中生命通道，也为救援物

资投送、伤员转运救治等提供了保障。

铁翼飞旋，马达轰鸣。机长李明锋驾驶直升机直

奔目标空域。对正、下滑、悬停，经过一连串精准操

控，20多包救援物资被准确投放至预定地点。

“一名伤员情况危急，需紧急转送。”刚刚完成空

中投送的李明锋接到任务后立刻飞往指定区域，准

备转运“危重伤员”。

机舱内，呼吸机、输液泵、供氧设备等医疗救护

系统一应俱全，救护人员对“重症伤员”进行送中监

护和紧急救治。李明锋绷紧神经，调整飞行高度，尽

可能使机舱保持平稳。

“演习旨在锤炼空中救援能力，确保在关键时刻

能够有效开辟空中救援通道。”该旅副旅长刘建奎

说，飞行员克服高山峡谷地区各种不利因素，建立起

畅通的空中绿色走廊，较好发挥了空地一体化联合

救援的优势。

空地一体奏响“生命之歌”

废墟前，一名“伤员”从坍塌建筑物中被救出，左

腿“血流不止”。

西南方向地震灾害紧急救援队医疗救援人员于

杰迅速打开随身携带的军医背囊，取出旋压式止血

带为其止血包扎，身旁的“白衣战士”为其打通静脉通

道。将“伤员”抬往救护车的途中，于杰始终关注着担

架上“伤员”的病情，一路为他提供及时细致的帮助。

面对突如其来的“灾情”，人民军医同时间赛跑，

与“死神”较量，凭借熟练战救技能和先进救援设备，

争分夺秒“抢救”着一个个鲜活的生命。

“‘幸存者’头部流血，胸部被钢筋刺入，引发致

命性休克！”在云上古镇的一片废墟旁，一场紧急救

援正在展开。

气管插管、上呼吸机、静脉用药……解放军总医

院第三医学中心医生张加廷经过一番紧张救治后，

第一时间为“幸存者”打通呼吸通道。

“血氧降低，心跳骤停。”“幸存者”病情出现反

复，一名医疗队员取出便携式心肺复苏机进行心肺

复苏，其他两名队员将移动 DR 设备放置“幸存者”胸

部上方拍摄胸片。张加廷看过屏幕上实时呈现的 X 线

片后，确认穿刺部位靠近“幸存者”心脏，随即为其清

创伤口，为后续治疗争取缓冲时间。

“将高级生命支撑前移，能够为抢救幸存者生命

赢得更多宝贵时间。”张加廷介绍，他们在地震救援

演习现场设置紧急救治站，并使用可视化微型超声

一体机、废墟旁手持式快速检测仪等新型设备，早

期预判挤压综合征，提升救援效率。

伴随着阵阵轰鸣，一架运输直升机稳稳地降落

在停机坪上。打开舱门、搭载固定……一名“危重

伤员”被医护人员护送至机舱。

针对“震后”交通中断、车辆通行受阻等情

况，第 75 集团军某旅奉命紧急开辟空中“绿色通

道”，多名“危重伤员”被顺利转送至后方医院。该

旅领导介绍，他们以演习为牵引，探索完善空地一

体化救援模式，有效提升了快速机动救援能力。

党旗始终高扬“救灾一线”

“坚决服从命令、听从指挥，忠诚担责、忠实尽

责……”演习前夕，一场特殊的党日活动在玉龙雪山

下举行。第 75集团军某旅全体参演官兵高举右拳，庄

严宣读决心书。

“坚定的信念是官兵战斗精神的动力之源。”该旅

某营教导员秦庆玺说，任务期间，他们见缝插针组织

战斗动员、主题演讲等活动，极大鼓舞了军心士气。

“地震”救援现场，风沙弥漫。预制板下，传来微弱

的声音：“我在这里，救救我……”该旅党员骨干、搜救

队员邓小飞意识到，“伤员”被埋在坍塌建筑物下，必

须立刻进行破拆作业。

钻孔、仪器观察、确定破拆范围、切割作业……

为了避免对“伤员”造成二次伤害，邓小飞胆大心

细，每一步都格外小心。经过一番精准操作，他终

于顺利破拆预制板，成功救出了“伤员”。

艰苦工作干在前，危险工作冲在前。某信息通

信团团长吕明海带领参演官兵机动 1800 余公里来到

“灾区”，来不及休整就马不停蹄投入到指挥所开

设、通信保障等任务中；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

中士党员李攀乘坐冲锋舟逆流而上，奋力救援“受

灾群众”……党员干部在急难险重任务中当先锋、

作表率，用实际行动立起了好样子。

参演官兵斗志昂扬，“救援”行动有序高效，靠

的是坚强的战斗堡垒。第 75集团军某旅成立临时党

委，党委书记张建民挂帅，对“孤岛救援”中存在

的棘手难题进行研究攻关；武警云南总队机动某支

队组建党员突击队，冲锋在抢险救灾最前线……

“节日快乐，白衣天使！”演习前夕，恰逢国际护士

节。联勤保障部队第 920医院为参演护士送上节日祝

福，有力激发了一线医护人员参演参训的昂扬斗志。

政治工作有机融入救援行动，“生命线”处处彰显

生命力。各野营驻训点，参演部队运用“红色书报袋”

“战地广播”等载体，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云南省双

拥系统启动拥军支前应急响应，协调地方党委政府一

线走访慰问参演官兵，帮助部队解决矛盾困难……“灵

活多样的政治工作，为官兵完成重大任务提供了强大的

精神动力。”第 75集团军某旅营长郑山富说。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

党的章程……”在鲜红的党旗下，救援官兵庄严的

入党誓词响彻山谷，久久回荡在演习场上。

压题照片：第75集团军某空中突击旅直升机运送一批

救援队员抵达“震区”。 栾 铖/摄

□ 马玉强 张铁梁 杜 宇

初夏时节，辽东腹地阴雨

连绵。群山中，一场演练过

后，满身泥水的官兵回到已经

开启恒温模式的折叠式宿营箱

房，官兵们脱掉湿漉漉的迷彩

服，统一送到洗衣方舱进行清

洗烘干。

不多时，战士刘志成就

拿回了还留有烘干余温的迷

彩作训服。“以往野外驻训，

遇到连阴雨天衣服总是湿乎

乎的，真没想到现在能随时

清洗烘干衣服了，后勤保障

有力，我们训练劲头也更足

了。”刘志成说。

这是沈阳联勤保障中心

某保障旅宿营保障营在野外

利用新型基地化宿营保障系

统，开展实战化保障演练的

一个场景。

据了解，这个新系统主要

由组合式方舱和充气帐篷组

成。包括宿营 （箱房）、餐

饮、供水、供电、卫浴、污水

垃圾处理、综合管理等功能模

块，可在野外无依托条件下开

设野战综合保障基地，为部队

大规模集结、休整、轮换等提

供功能齐全，较为持久的生活

保障。

“宿营保障营作为军改后

新域新质力量的重要组成部

分，成立之初由于缺少装备，

怎么保障、保障什么？官兵们

对 担 负 任 务 缺 少 直 观 的 认

识。”该营宿营保障队队长于

福刚说。

新装备的配发大大激发了

官兵练兵备战的热情，但也给

官兵掌握新技能带来了挑战。

垃圾和污水处理一直是野外宿

营的一个难题，以往的填埋、

焚烧、直接排放等方式既污染

环境，又容易暴露部队信息，

还会造成疫病隐患。新的宿营

保障系统中，垃圾、污水处理

模块有效解决了这一问题。

中士陈炜原本是卫生员，

根据任务需要兼任宿营保障系

统中污水和垃圾处理模块操作

员。一专多能的岗位需求倒逼

他主动学习、主动思考，一有时间他就拿着说明书

研究装备性能和操作步骤，陈炜在厂家技术人员的

指导下很快就掌握了新装备的使用方法和一般故障

排除技术。

在垃圾处理方舱，陈炜一个人就能完成垃圾处

理任务，使用安装有生活垃圾处理系统的设备，可

对所有生活垃圾进行粉碎处理，每日可处理垃圾数

吨，厨余垃圾处理设备则具备油水分离、干湿垃圾

分离功能。在污水处理模块，整个营区产生的生活

污水经过收集存储，在污水处理方舱进行净化后，

实现了冲厕所等再循环再利用。

“这套设备集成化、自动化程度很高。”陈炜现

场一边操作污水处理控制系统，一边介绍说。他是

一名大学生士兵，入伍前学习机电一体化专业，如

今在新装备的使用上已成为大家公认的行家里手。

淋浴方舱内，中士姜松岑正在使用即热式燃油

加热器设备为官兵们准备洗澡水。“与淋浴车相

比，这套基地化方舱洗浴设备热水供应更快更足，

容纳人员更多，1小时就能保障几百人洗浴。”

饮食模块是构成这个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演

练现场，只见炊事员分别从冷藏和冷冻方舱内拿出

食材，根据食谱进行备菜。在副食加工方舱内，6
名炊事员有条不紊展开作业，两台大功率新式炒菜

机器人设置好程序后自动炒菜，两口炖菜高压锅开

始制作具有东北特色的杀猪菜，4个蒸箱同步进行

蒸菜制作。

在另一边的主食加工方舱，包包子和做馒头机

器人正在进行主食加工，米饭、馒头、包子等主食

在 8个蒸箱内依次完成主食制作。炊事班长蔡宝民

说：“现在点点按钮就能完成炒菜和主食制作，大

大节省了时间和人力，不要看我们人少，1小时保

障上千人热食供应没有问题。”

不见炊烟起，但闻饭菜香。40 分钟后，四菜

一汤准备完毕，在能容纳上百人就餐的充气式餐厅

帐篷内，忙碌了一天的官兵吃上了可口热食。据介

绍，该型充气式餐厅帐篷可实现冬夏恒温功能，还

可作为部队日常开展文体活动等场所使用。

吃完饭后，以往官兵们自己刷盘子刷碗的场

景也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由专业人员操作餐具

清洗消毒机器来完成。不到 20 分钟，上百套餐具

便清洗消毒完毕，生活厨余垃圾则被运送到垃圾

处理方舱。

在实战化保障演练现场可以看到，洗漱方舱实

现了实时热水供应，厕所方舱则具备冲水、取暖通

风装置，由此产生的生活污水则由污水收集方舱进

行净化处理，可以循环利用，“自动化、集成化、

模块化的新型保障装备配备使用，大大提升了部队

野外无依托条件下生活保障能力和质量”。

据该营营长赵见伟介绍，信息化是该新型宿营

保障系统的一大特色。为加强野外自身安全管理和

防卫能力，该系统在营区大门入口处安装了人脸识

别装置，同时具备音强突变报警功能，可以有效防

止除保障对象以外人员混入营区。

在值班方舱还可以看到，监视器上通过周界警

戒系统可全天监控以蛇腹型铁丝网和防爆墙封围的

营区内外情况，网络摄像机具备红外和自动识别跟

踪预警功能，一旦发现动态入侵可实施追踪报警，

便于处突小组处置突发事件，降低安全威胁。

此外，营区还配备有综合管理信息系统，可提

供人装物感知、水电油资源预警、营区日常运行维

护等管理功能，开设完成后宿营区域仅需 8名管理

人员就可保证各功能模块正常运转，保障几百人日

常生活，大大提升保障效率，节约人力资源。

该旅领导介绍说，“我们开展实战化野外宿营

保障演练，旨在检验新型基地化宿营保障系统在野

外无依托条件下开设和提供野战化宿营保障能力，

通过实保使新装备尽快形成保障力，让科技赋能来

保障打赢。”

□ 杨云翔 王 健

近日，南部战区海军远海联合训练编队圆满

完成南海、西太平洋海域远海联合训练任务，返回

三亚某军港。此次远海联合训练，是南部战区海军

年度计划内例行性军事训练安排，不针对任何特

定目标，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惯例。

训练编队由导弹驱逐舰大连舰、导弹护卫舰

黄山舰、舰载直升机等兵力组成。4月上旬，编队在

三亚某军港解缆起航，历时 28天，航程 8000余海

里。任务期间，编队在大洋深处，择机与各军兵种展开

了多项联合对抗训练，先后完成了战时补给、防空反

导、舰机协同反潜等 20余项课题研练。积极探索新质

作战力量在广域新域下作战效能发挥，有效检验新装

备效能边界，系统性验证了新战法训法的实际运用。

起航以来，编队各舰战斗警报昼夜不断，随时拉

响。官兵闻令而动，迅速奔向战位，在紧凑的训练课

目中练指挥、练操作、练快速反应能力。编队政工组

组长商中良介绍，官兵能够在高强度的训练中紧盯

强敌，不断挑战生理极限，激发备战热情，主要源于

官兵战斗精神的培育，编队指挥所通过出征誓师大

会、战斗故事战位宣讲等活动，在训练中不断强化官

兵战斗精神，砥砺血性胆气。

“训练紧贴使命任务，坚持围绕核心能力生成。”

编队指挥所准确研判海空情态势，将实际使用武器

训练融入对海突击、防空反导等重难点课目研练中，

不断强化舰艇编队远海机动作战能力水平。训练中，

舰艇编队与参训的各军兵种深度融合，相互配合、相

互对抗，开展不同条件下的特情应急处置训练，切实

检验联合训练编队应急处置能力。

“互为犄角，相互支撑”是此次远海联合训练的

重要特点。编队指挥舰由新型舰艇大连舰担任，开展

训练的同时着眼构建联合作战体系。依托体系、融入

体系，在重点课题研练中设置多项急情、险情，把探

索新型舰艇装备性能底数、验证作战效能发挥、检验

战法运用成效作为训练主要目的，完善形成了多套

新型舰艇远海联合作战方案预案。

编队指挥组组长张祥说，新质作战力量在广域

新域条件下作战效能的发挥，关系着未来战争作战

样式、作战手段的变化，“我们在作战进程中灵活

调整作战编组，把指挥协同、侦

察预警、火力打击等作战要素充

分融入体系构建、体系防抗的各

个阶段。通过训练，有效检验了新

质作战力量的效能发挥，进一步

实现了在体系中快速联动、快速

决策、高效指挥、精准打击的实

战效果。”

砺兵远海大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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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一扫 看视频

废墟上的生命守护废墟上的生命守护
———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参加—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参加““应急使命应急使命··20232023””高山峡谷地区地震灾害空地一体化联合救援演习见闻高山峡谷地区地震灾害空地一体化联合救援演习见闻

演习现场，武警云南总队官兵在废墟破拆坍塌的建筑。 栾 铖/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