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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战边防一线，云端行诊，她被誉为
高原‘兵妈妈’。”

“三江之源，是哺育我成长的地方，我
要把我的所学回报给这里，把忠诚播撒在
这里。”

“要记住，我们是战士们健康的守护
者，更是保障打赢的冲锋者。”

……
这是情景剧《一路格桑花》中的台词，

这也是一个人民军医的坚守与传承，这更
是高原巾帼撒播忠诚的感人故事。

故事的主人公是联勤保障部队第九四
一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专业技术大校主
任医师张瑛。2024年，张瑛被中央宣传部、
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评为“最美新时代革
命军人”。

从军三十年，除了在自己的病区日夜
忙碌，张瑛最牵挂的地方就是严寒高原上
的战士们。

三十年来，她始终坚守人民军医本色，
常年行走在高原雪山中，积极投身高原病
防治工作，为边防哨所的官兵们送去健康
和温暖。

三十年来，她始终用“一颗爱心、一张
笑脸、一份真诚、一生情谊”对待每一个患
者，为患者提供更加精准、有效的治疗。

三十年来，她所处的地点不同，但她始
终把患者放在心上，把心放在患者身上，以
实际行动履行医者的神圣使命。

““我要把所学回报在这里我要把所学回报在这里，，把忠诚播撒把忠诚播撒
在这里在这里””

“我生在青海，长在青海，是一个‘青二
代’，我非常喜欢青海。”张瑛从小经常听母
亲讲起原解放军第四医院高原爱民模范医
疗队为部队官兵和驻地群众巡诊巡治的感
人故事，她的心里便萌生了学医的想法。
1990年，19岁的张瑛以优异成绩考入南京
铁道医学院，开启了自己的从医之路。

张瑛大学就读期间，全国上下掀起向
孔繁森同志学习的热潮，孔繁森的铮铮誓
言和事迹也成为了张瑛前行的指引。大学
期间，张瑛对医学饱含热爱，对职业满怀敬
畏，认真学习各项知识。时间很快到了毕
业季，张瑛也面临着自己人生的一项重大
选择，但因为对三江之源的热爱与牵挂，又
怀揣着成为一名军医的梦想，张瑛毕业后
经特招入伍，加入原解放军第四医院，实现
了梦想，也成为了一名人民军医。“三江之
源，是哺育我成长的地方，我要把我的所学
回报给这里，把忠诚播撒在这里。”从此之
后，她经常踏上雪山背脊，行走在高寒之
地，为驻地官兵巡诊救治成为了她工作的
一部分。

入伍之后，她也成为了高原爱民模范
医疗队的一员。三十年来，张瑛始终将“老
高原”精神作为一种信仰，跟随医疗队穿梭
在高原大地上。巡诊的每一天，张瑛都要
克服高原反应带来的不适感，但她每一次
都凭借着坚定的毅力坚持坐诊、巡诊、不断
攻坚高原疾病，为战士送去最好的诊疗服
务和健康宣教。

穿上军装就意味着责任和使命。张瑛
先后40余次跟随医疗队，前往海拔高、条件
苦的地区巡诊，足迹遍布青海省 6 个自治
州、2个市和45个县区，带领战友成功救治
25名高原病重症患者，并成为首位登上海
拔5600米以上某高地的女医生，被官兵亲
切地称为“高原兵妈妈”。

““是白衣是白衣，，是战袍是战袍，，是盔甲是盔甲，，更是使命更是使命””

“我第一次参加高原巡诊，是在 1996
年，那时候玉树遭受特大雪灾，路边到处都
是冻死的牲畜，我们的车也是走走停停。”
想起第一次参加高原巡诊的场景，张瑛还
是历历在目。这是张瑛第一次上高原执行
任务，寒冷的天气，稀缺的氧气，复杂的路
况也考验着张瑛的意志力。

巡诊到玛多县的时候，有一天从卡车
上下来二三十个藏区群众，向医疗队求助
问诊。听到大家是特意赶来后，张瑛和队
员们立即在雪地里给大家看病发药，还把
自带的干粮分给他们吃，把氧气给他们
吸。“这次巡诊让我感受到他们真的很需要
我们。”也是这次任务让张瑛直观地看到了
高原自然条件的恶劣，也让她意识到高原
巡诊对高原群众和官兵的重要性。

这次任务后，她时刻挂念着藏区群
众。2010年玉树发生地震，张瑛随医疗队
奔赴受灾现场，面对受灾群众张瑛顾不上
自身的不适，立即和队员展开救治。在机
场和战友接运伤员时，张瑛不慎摔伤致右
臂骨折，但因为任务的紧迫性，她仍坚守在
岗位上，只用简易的支具固定后，就开始继
续接诊、查房、会诊，她的心中满是对灾区
群众安危的担忧。

在高强度的救援工作下，张瑛白天尽
可能多为驻扎点的官兵巡诊治疗，为他们
缓解高原反应。晚上回到驻地，她又紧接
着投入到为藏区群众接诊的工作中。每天
起早贪黑，连轴工作，让她忽略了自己骨折
的疼痛。藏区的群众心疼地说：“地震的时
候我的胳膊骨折了，晚上疼得睡不着，张大
夫却一天也没有休息，想起她我的心里很
酸楚。”

“我很感谢张妈妈，是她救了我！是
她鼓励我开导我！我也很挂念她，听说张
妈妈获得‘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我非常
激动！”原陆军某部战士宋浩说起被张瑛
救治的经历，声音有些哽咽。一次巡诊
中，张瑛与队员们刚结束一天的工作，突
然帐篷外传来一阵急促的呼喊声，几名战
士正抬着几近昏迷的战友宋浩匆匆赶
来。张瑛看到宋浩面色煞白、呼吸急促，
发出阵阵呻吟，立刻与队员们展开急救治
疗。经过两个小时的紧急施救，宋浩转危
为安。听着宋浩逐渐平稳的呼吸声，张瑛
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结束任务后，张
瑛收到了宋浩写给她的信，看着信，张瑛
的眼睛也湿润了。

像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张瑛办公室
的抽屉里，整齐地叠放着高原战士的来信，
这些信件不仅见证了她行走在高原上的足
迹，更是她救助战士后所收到的真挚而温
暖的回馈。

“战士守护高原，我们守护战士。”张瑛
明白，守护高原战士的身影就是军医的初
心和使命。

““张瑛身上有一个医务工作者最优秀张瑛身上有一个医务工作者最优秀
的品质的品质””

张瑛身材纤细瘦弱，遇事沉着冷静，果
断心细。在同事们眼中，她像一棵树一样，
稳定、沉着。“张瑛主任是个心很细的人，在
巡诊过程中她总会多想一些，多做一些。
而且她时刻保持着学习的状态，她就是我
们的榜样。”在消毒供应室护士长李蓓的眼
里，张瑛就像一棵树一样，是同事们依靠和
倾诉的对象。

胸部诊断学、临床肺功能、呼吸与危重
症医学、心血管病例精粹解析……张瑛的
书柜里，放满了医疗领域的书籍。工作多
年，学习和不断提升自我已经成为了张瑛
的生活日常。

2023 年初，医院计划组建重症医学
科。重症医学科是与“死神”抢时间和抢生
命的临床学科，是所有重症患者生命的“最
后一道防线”，正当医院党委在科室主任人
选上一筹莫展之际。张瑛主动请缨，第一
时间提出了申请。“我在呼吸科工作了多
年，积累了大量的急救抢救经验，我有责任

把医院建设得更好。”
几个月的时间里，张瑛带领着战友从

科室选址、规划布局做起，大到提报设备采
购需求，小到病床、家具摆放，事无巨细、亲
力亲为，还先后十几次带队去其他医院重
症医学科参观学习。那段时间工作量很
大，工作事务繁多，张瑛却顾不上想这些，
在她心里重症医学科早一天建成，就能早
一日保障患者的生命健康。6个月后，重症
医学科具备了全面开展业务的能力，运行1
年成功抢救了120余名急危重症患者。

现在，医院重症医学科的走廊里挂满
了患者送上的锦旗。这一面面锦旗，传递
的不仅是患者的信赖与感谢，更是对重症
医学科全体医护人员服务品质的认可。

“工作严谨、业务过硬、心系患者……
张瑛身上有一个医务工作者最优秀的品
质。”呼吸内科主任医师冯恩志是张瑛的老
主任，说到张瑛他满脸骄傲，“张瑛总能把
工作做到极致。”

“没有张瑛主任，就没有我们一家人的
欢声笑语，我父母经常在亲戚朋友面前夸
赞张瑛主任，在我们眼中张瑛主任就是最
美天使，最美军医！”患者家属鲍玉霞对记
者说，“当时我父母双肺感染住院，老人情
绪很低落，张瑛主任不断鼓励老人，并给与
了及时的治疗，我父母亲好转出院后科室
还打电话回访了恢复情况，让我们感受到
了医院的贴心和温暖。”

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张瑛始终以满
腔的热忱工作在医疗第一线，时时刻刻为
患者和家属着想，认真为患者服务，把治愈
患者当作自己最重要的工作。

谈及荣誉，张瑛说：“我觉得这不是我
一个人的荣誉，这是我们医疗队的荣誉。”
作为高原爱民模范医疗队的一员，张瑛时
刻感到骄傲，未来她依然会奔走在救治患
者、问诊巡诊的路上，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为
患者和战士的健康之路默默坚守、保驾护
航！

记者手记：走进张瑛的办公室，第一感
觉是整洁又温馨。靠墙的书柜里，摆满了
医学相关的书籍，还有她从医多年获得的
荣誉。在重症医学科的走廊里，墙上挂满
了锦旗，每一面锦旗背后，都藏着一个生命
被挽救的动人故事。

采访活动开始前，一名危重病患需要
立即进行抢救，张瑛立即投入到了抢救工
作中。对她来说，每一次救治都是一场争
分夺秒的战斗。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
张瑛和科室医护人员全力以赴，终于患者
情况得到稳定。短暂休息过后，第二天上
午张瑛又重新回到了采访现场。

张瑛本人身材娇小，谈吐让人感到亲
切，但她的眼神却透露出一股坚定与执着
的力量。在采访时她总是说，“这些是我应
该做的，没什么。”这份平静与淡然，是她无
数次行走于高原，救治患者，面对生死考验
后，内心磨砺出的坚韧与从容。

在张瑛身上，我看到了医者仁心的光
辉，也看到了人民军医的使命担当。穿越
高原，“医”心向前，张瑛和三江之源的故事
还在继续……

（记者 衣凯玥 摄影报道）

3 月 25 日，西宁市共收到安全隐患
举报 72 件，其中 12345 政务服务便民热
线接收举报53件、西宁市应急管理局接
收举报 2 件、西宁市消防救援支队接收
举报 17 件，主要反映小区物业、消防安
全、市政道路、城乡建设等问题，已及时
联系相应县区政府核实处理。

为便于广大农牧民、农业生产经营主体
以及社会各界了解国家强农惠农富农政策，
对如何规范申请城乡低保进行详细了解，晚
报特邀西宁市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进行政
策解读。

1.申请低保时哪些人计入共同生活家庭
成员？

答：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包含配偶；未成
年子女；已成年但不能独立生活的子女，包括
在校接受全日制本科及以下学历教育的子女；
其他具有法定赡养、扶养、抚养义务关系并长
期共同居住的人员。

2.申请低保需要村（居）委出具相关证明
吗？

答：提交最低生活保障申请书，不需要村
（居）民委员会开具相关证明或盖章，可以通
过青海省居民家庭经济状况核对信息平台查
询的相关材料，不再要求重复提交。乡镇人
民政府（街道办事处）“一门受理”窗口应主动
为申请对象提供申请表等相关表单，不得收
取费用。

3.申请城乡低保时如何核算家庭收入？
答：家庭收入指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在

申请前 6 个月内获得的全部现金及实物收
入。主要包括：工资性收入；经营净收入；财
产净收入；转移净收入（如抚恤金、社会福利
救济金等）；其他应当计入家庭收入的项
目。申请低保要如实承诺本人及共同生活
家庭成员户籍、婚姻、房产、车辆、银行存款、
就业等真实状况，如发现故意隐瞒真实情
况、提供虚假承诺的将不予纳入最低生活保
障范围，并根据隐瞒情形追究相应法律责
任。

4.哪些人可以单独申请低保？
答：①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中持有中

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的一级、二级重度残
疾人和三级智力残疾人、三级精神残疾人；
②所有成年无业重度残疾人可单独提出低
保申请；③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中患有重
特大疾病的人员；④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
和支出型贫困家庭中在校接受全日制专科
及本科学历教育的人员；⑤脱离家庭、在宗
教场所居住三年以上（含三年）的生活困难
的宗教教职人员；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
部门规定的其他特殊困难人员；⑦最低生活
保障边缘家庭中被评估为安全失能等级的
老年人。（未完待续）

（记者 李静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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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高原，“医”心向前
强农惠农富农政策解读②

西宁市安全隐患
举报受理情况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