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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医疗待遇保障 体现军人职业尊崇

今年 1 月 1 日，经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批准，中央军委办公厅印发的《军人及

军队相关人员医疗待遇保障暂行规定》（以下简称《规定》）正式施行。《规定》坚持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紧盯

改革急需、备战急用、官兵急盼，明确军人及军队相关人员在军队医疗机构就医

的医疗待遇，界定军人跨军地就医的具体情形，打通远离军队医疗机构单位军人

及其家属就近就便到驻地医疗机构就医渠道，实现军人配偶免费医疗、军官军士

父母和配偶父母优惠医疗，继续实行军人、军人未成年子女免费医疗，充分体现

军人职业尊崇。

为推动《规定》落地落实，全军各级医疗单位闻令而动，以务实举措提升军人

及军队相关人员医疗待遇保障实效。近日，记者探访 3 家军队医疗单位，从点滴

细节中感受《规定》带来的新变化。

—编 者

“多亏了你们，我终于可以重返部队了。”不久

前，海军某部青年军士小林哽咽着向解放军总医

院第三医学中心眼科医学部医护人员表示感谢。

小林常年驻守在海岛，被诊断为青光眼，严

重影响了工作。因岛礁偏远复查不便，为了不

耽误工作，多年来小林自行点药维持。近几年

病情加重，他辗转多家医院就诊后，来到第三医

学中心眼科医学部就诊。

该中心和医学部领导得知情况，为小林开

通了绿色通道。患者紧急入院后，该医学部主

任医师王大江团队高效、快速为患者完成术前

各项检查后，制定了目前国际先进的微创青光

眼手术方案。经过医护团队诊疗和无微不至的

照料，小林病情稳定，顺利返回海岛值勤。

作为我国最先开展微创玻璃体切割手术和

内窥镜泪道微创手术的专家之一，眼科医学部

主 任 医 师 陶 海 接 诊 了 不 少 前 来 就 诊 的 官 兵 。

“我们将更好地为基层部队官兵服务，为官兵

健康保驾护航。”陶海说。

近年来，解放军总医院第三医学中心党委

时刻牢记“姓军为兵”使命担当，推动进一步扩

大优先就诊范围、加强急诊服务保障、完善门诊

服务功能等措施落细落实，坚持“部队需要，官

兵期盼，医院优先开展”的原则，多措并举提升

为军服务实效。

春暖花开，万物生长。3 月上旬，第三医学

中心专家服务队来到武警猎鹰突击队，结合特

战队员的职业特点，为官兵提供有针对性的医

疗服务和具体建议。

“这是踝关节损伤，需要做康复治疗……”康

复医学科副主任医师王理康一边问诊，一边向队

员们讲解预防、治疗训练伤的方法。“踝关节损伤

在训练伤中占了很大比重，可以运用针灸、拔罐、

正骨等方式，帮助官兵尽快恢复。”王理康说。

“为了更好满足基层官兵医疗保障需求，我

们常态化组织专家医疗队开展巡诊工作，为部

队官兵送医送药，指导基层部队常见病、多发

病、传染病和训练伤的防治工作。”该中心主任

杨海伟表示，下一步，中心将继续探索完善“定

制服务”巡诊模式并形成常态机制，进一步提升

为军为战服务质量。

在第三医学中心，门诊大厅设置了军人及

家属导医咨询台，“军人优先”“军人家属优先”

标识明晰，优质、便捷的医疗服务保障给广大军

人及家属带来满满的获得感、荣誉感。

“这次父亲看病，不仅暖心快捷，还能减免

不少费用。让我又一次感受到了党和国家对我

们的关心关爱，更加以身为军人而自豪。”武警

猎鹰突击队一级上士张超激动地说。近日，张

超的父亲在山东一家医院检查时发现肺部出现

阴影，需进一步诊断。张超得知后心急如焚。

张超所在部队与第三医学中心沟通后，第三医

学中心立即安排专人协调，开放绿色通道加急

处理。张超的父亲抵达北京仅 2 小时就顺利入

住病房，治疗正在积极进行中。

“为更加方便军人军属就医，我们正在加速

建设‘为军服务信息化查询平台’，开设专门窗

口，为军人以及军队相关人员提供退返费、二次

报销、协调专家号等一站式服务。”该中心政委

于兰河表示，“平时保健康、战时保打赢。我们

将一如既往用精湛的技术、细致的服务，诠释军

队医护人员的使命与担当。”

解放军总医院第三医学中心—

平时保健康 战时保打赢
本报记者 刘博通

3 月下旬，西藏阿里地区寒风凛冽。西宁

联勤保障中心某旅卫生营的军医们相互搀扶，

迎着风雪在高原上艰难行进，去往汽车难以到

达的某边防哨所巡诊。

这支驻守高原的卫生营，由西宁联勤保障中

心所属 10余个医疗单位抽组精干力量组成，包含

了高原官兵需要问诊的各个科室，职责是守护高

原官兵的身体健康。驻守高原以来，他们深入

一线、不落一兵，足迹踏遍了阿里的座座军营，践

行着人民军医服务打赢的铮铮誓言。

“高原地区天寒地冻、出行不便，战士们要

想去城里看病，要费很大力气，所以我们非常重

视每一次的边防巡诊。”担任此次巡诊医疗队队

长的卫生营营长李洋，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带领

军医们走遍了西部边疆数千公里的边防线。

巡诊路上，医生张瑛和超声技师李璐每到

一个营区，第一件事就是开启设备为官兵做检

查。阿里军分区某边防连连长看到军医们连轴

转地工作，关心地说：“大夫，你们给最近身体不

舒服的官兵检查下就行，不然太辛苦了！”

张瑛对他笑了笑，坚持要把检查覆盖到每

名官兵：“边防官兵守卫国土才是真的辛苦，保

障你们的健康，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在某边防连巡诊期间，前哨上的一名战士

高渗性脱水，情况紧急，危及生命。张瑛和医疗

队的军医们立即对这名战士实施心肺复苏，由

于救治工作紧张且持续时间长，医疗队员们也

出现了缺氧头晕、体力不支的情况，大家一边吸

氧，一边全力投入救治。经过 8 小时的抢救，将

这名战士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

军医们离开这座军营时，官兵们依依不舍

地向他们敬礼。这些年轻官兵坚毅的眼神，深

深地触动了医疗队的每一名队员，更加坚定了

队员们用心用情为兵服务的信念。

服务练兵备战，是军队医院的职责使命。

为了不耽误官兵的正常训练任务，在某边防连

开展巡诊时，军医李和文跟随巡逻小分队一同

巡逻，为他们实施伴随保障。

路上，李和文要和官兵们穿越一条垂直落差

近 500米的陡坡。背着数公斤重的药品和仪器，

在严重缺氧的情况下爬山，李和文每抬一次脚

都异常艰难，但他咬牙坚持着，一直没有掉队。

突然，巡逻队伍最前面传来呼声。“李医生，

我们排长头痛，刚才摔倒了！”有战士喊道。李

和文喘着粗气大步向前，跑到排长小郭的身边。

“这几天连续熬夜加班，再加上今天巡逻路

上风大，所以排长状态不好。”一旁的战士向李

和文描述可能的病因。

治疗就地展开。李和文迅速取出心电仪，

为小郭检查生命体征，同时指导同行的卫生员

喂他服用药物。几个小时后，小郭的头痛缓解

了，身上也逐渐恢复了力气。

夕阳西下，李和文跟随队伍，拖着疲惫的身

躯回到营区。军医们凑过来问候，李和文感慨

道：“能让战士们消除病痛，心无旁骛地开展训

练，付出多少辛苦都值得！”

西宁联勤保障中心某旅卫生营—

真情系官兵 巡诊到边关
本报记者 李龙伊

“孩子手上的问题一直是我的一块

心病，我们夫妻俩最大的心愿，就是将孩

子的手治好，让她健康快乐地成长。”近

日，2 岁的阳阳（化名）被家长带到了中

部战区总医院汉口医疗区骨科诊室。还

没坐好，家长就着急地将孩子的手举到

接诊医生面前。

阳阳出生时被发现患有左手拇指手

指关节分叉，随着年龄增长，病情严重影

响了生活。阳阳的父亲是海军某防空旅

的一名军人，长期在外工作的他，看在眼

里，急在心里。

接诊后，医院的数位专家从武昌院

区紧急跨江前往汉口医疗区商定手术方

案。在两院区医疗团队的共同努力下，

顺利完成了手术。

“想不到手术效果这么好！非常感谢

这里的医生，现在孩子手指外观好看，功

能也恢复了，费用还减免了，我们夫妻俩

终于安心了！”术后，孩子父亲感激地说。

安心，来自对军人家庭各项保障政

策愈加完善的肯定。今年 1 月 1 日，《军

人及军队相关人员医疗待遇保障暂行规

定》施行，将免费医疗保障服务范围扩展

到军人配偶、军人未成年子女，军官军士

父母及其配偶父母享受优惠医疗。

在中部战区总医院门诊大厅，一对

母女也对新政策连连称赞。杨女士的丈

夫在某特战连服役，女儿一直以来体弱

多病，她时常带着孩子来这里看病。近

期，她发现自己的挂号单上多了“军队保

障”的字样，拿着挂号单就可以快速就

诊、取药、报销费用。

“一人当兵，全家光荣。新政策不仅

提升了军人的获得感、荣誉感，也让我们

军属倍感幸福！我和孩子常来这里看

病，以前看病往往得花上大半天的时间，

现在一两个小时就看完了，费用也报销

了，减轻了家里的经济压力。”杨女士说。

“《规定》施行后，我们全力保障军人

军属就诊优先，军人军属在军队医院看

病更加便捷高效。”中部战区总医院相关

负责人介绍，为更好地维护军人及军队

相关人员医疗权益，医院优化看病流程，

对信息系统进行全面升级，确保军人军

属就诊挂号、检查治疗更便捷。

在自助挂号处，家住武汉的军属王

女士通过试运行的“军人及军队相关人

员挂号系统”扫描自己的武汉市社会保

障卡，系统读取其个人信息后，王女士很

快约上了专家号。

“为给军人军属就诊提供便利，我们

探索升级挂号系统。已经录入个人资料

信 息 的 军 属 ，均 可 通 过 该 系 统 快 速 挂

号。”该院军人门诊护师吴梦笛介绍，军

人军属只需在挂号自助机上扫描军人保

障卡或者社会保障卡，即可完成身份认

证和挂号。此外，他们还对导诊人员进

行培训，帮助前来就诊的军人军属了解

政策、便捷就医。

近期，该院还对武昌院区和汉口医

疗区进行改造升级；增设军人门诊窗口，

缩短军人军属就诊等待时间；同时调整

增加专区医护人员数量，确保为军人军

属提供优质高效的门诊服务。

中部战区总医院相关负责人表示：

“《规定》施行后，医院精心完善服务措

施、积极优化诊疗流程。下一阶段，我们

将紧盯军人军属就诊体验满意度，继续

努力为广大军人军属提供高质量、有温

度的医疗服务保障，让咱们战友安心，让

军属暖心！”

中部战区总医院—

让战友安心 让军属暖心
本报记者 李卓尔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

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

新时代烈士褒扬工作的意见》，强调解

决制约烈士褒扬工作创新发展的矛盾

问题，大力宣传弘扬英烈事迹和精神，

继承革命传统，传承红色基因，深入营

造崇尚英烈、缅怀英烈、学习英烈、捍

卫英烈、关爱烈属的浓厚氛围。这是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烈士

褒扬工作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推动新

时代烈士褒扬工作创新发展的重要

举措。

英雄烈士是民族的脊梁、时代的

先锋，英烈事迹和精神是中华民族的

共同历史记忆和宝贵精神财富，是激

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的力量

源泉。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烈

士褒扬工作取得长足发展。全国人大

常委会决定设立烈士纪念日，公布施

行英雄烈士保护法，政策法规不断完

善；将烈士纪念设施建设和管护纳入

“十四五”规划纲要，零散烈士纪念设

施抢救保护工作取得关键成效，纪念

设施管护水平有力提升；每年烈士纪

念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向人民英雄

敬献花篮仪式，各地举办公祭仪式，英

烈精神宣传弘扬成效显著。

同时，也要看到，烈士褒扬工作仍

存在一些矛盾问题，不能完全适应形

势任务要求，亟须深化创新。比如，完

善烈士褒扬政策法规，加强烈属人文

关怀和精神抚慰，解决烈属家庭后续

生活保障、救助帮扶援助等方面的实

际问题；如何统筹烈士纪念设施规划

建设，强化教育功能，充分发挥褒扬英

烈、教育后人的红色主阵地作用等现

实课题。

最深的缅怀是铭记，最好的纪念

是传承。加强新时代烈士褒扬工作，

关键要做好英烈事迹和精神宣传弘扬，从无数英烈的战斗故

事和英勇事迹中汲取前进力量，让红色江山代代相传。今年

清明节，全军官兵以多种方式祭奠英烈、缅怀忠魂。从“誓为

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的陈树湘到“为了新中国，前进”的董

存瑞，从“为了祖国不惜血染战旗”的王建川到“清澈的爱，只

为中国”的陈祥榕……通过追思缅怀，生动讲述英烈的战斗故

事、献身精神，广大官兵增强了精武强能、敢打必胜的血性

斗志。

山河已无恙，吾辈当自强。全军官兵要把英烈精神刻进

骨子里、融入血脉中、落到行动上，在缅怀英烈中叩问初心使

命，在赓续传承中砥砺强军本领，培育“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的血性胆气和胜战底气，确保部队随时拉得出、上得去、打得

赢，努力创造无愧于历史、无愧于时代、无愧于党和人民的

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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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雨绵绵，空气中透着丝丝凉意。细雨之中，江苏省泰州

市城管局环卫处副主任唐传贵早已汗流浃背，他仔细检查着

管道中污物是否清掏彻底。

年近花甲的唐传贵在这一行已经干了近 30 年，穿上工

服，挺拔的身板显得精神矍铄。只见老唐拿着一根长 3 米左

右的竹竿，通过前后推拉，将管道内的和附着在管道壁的污渣

清 掏 出 来 ，再 利 用 清 污 车 将 污 水 全 部 抽 入 车 内 ，运 回 统 一

处理。

清污车正在作业，忙活了大半天的老唐终于换得了片刻

的休息时间，“原来没有清污车的时候，我们是用板车将污水

拉回去。”当年，每当老唐拉着板车路过坑洼的地方都格外小

心，“车一颠，溅到自己身上没事，但是溅到老百姓身上可就不

好了”。

1980 年 12 月，18 岁的唐传贵光荣入伍，1992 年从部队转

业到原泰州市环卫处工作。因为清掏队的工作又脏又臭，没

人愿意接下这一份“苦差事”。“作为一名退役军人，希望能够

做出点贡献。”这是唐传贵主动申请来到清掏班的理由，也是

他一直以来的坚持。

老唐所在的环卫处特种垃圾管理所只有几十号人，却担

负着泰州市区数以千计化粪池的清、掏、运和下水道疏通工

作。天天和脏臭危险物品打交道，他们冒着被玻璃碎碴和各

种垃圾划伤的危险，特别是在处理突发情况时，经常在污水中

一站就是几个小时。

1998 年，组织任命唐传贵为特种垃圾管理所所长。这意

味着他走上管理岗位，可以不参与一线工作。可老唐一如既

往，以身作则，干在人前。

唐传贵不仅是垃圾清掏的“排头兵”，更是所有人眼中的

“好班长”。现在清掏队的队长名叫徐有来，他坦言刚来清掏

队的时候畏难情绪特别严重，一是不适应工作环境，二是受不

了旁人的误解，“当时师傅给我做了很多次思想工作，说干什

么不重要，关键是要做出点事情”。慢慢地，徐有来适应了这

份工作，成为清掏工作的主力。

虽然脱下了军装，但唐传贵严格要求的军人作风从未改

变。“师傅对我们工作要求十分严格，有时看我们迟迟没有做

好，就会批评我们。”徐有来说，从唐传贵身上学到的是踏踏实

实做好每一件事的态度。

2020 年，唐传贵被抽调到泰州市长江经济带和港口污染

突出问题整治工作专班，对于老唐来说这又是一项全新的挑

战。他经常奔走在泰州境内大大小小的码头之中，为船民宣

传环保理念和国家政策，前后两个多月天天去码头与他们拉

家常。船民最终安装上了油污处理装置。“船民观念的转变离

不开老唐的坚持，在他身上看到了一名退役军人能吃苦、不退

缩的精神与意志。”美兰朱家码头负责人高琦乐说。

唐传贵—

坚守初心 让城市更清新
本报记者 白光迪

图①：西宁联勤保障中心某旅卫生营的医护人员在野外为边防官兵

治疗冻伤的手指。 黄小强摄

图②：解放军总医院第三医学中心眼科医学部主任医师王大江为患

者做术后检查。 周明政摄

图③：在中部战区总医院，军属展示《规定》施行后的挂号单。

胡深博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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