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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宜阳县民政局有关负责人来到第二炮兵驻洛某部，
看望该部教学勤务连战士白佳伟，希望这位从死神手中成功逃
脱的年轻战士，能够在部队建功立业，为家乡父老争光。

白佳伟在部队究竟经历了什么事？这得从三年前说起。

战士突患重病，医院下达病危通知书
笔直的腰杆，黝黑的皮肤，炯炯有神的双眼，再加上一身合

体的戎装，军人的飒爽英姿在白佳伟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白佳伟是宜阳县盐镇乡人，今年24岁。2010年12月，他怀

着军旅梦来到部队，成为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刚刚走进军
营的他没想到，无情的病魔正一步步地向他靠近。

2011年2月15日，白佳伟突然发烧、感觉头晕。“我以为只
是感冒了。”白佳伟说，然而，在团卫生队输了几天液后，病情非
但没有好转，反而加重了，“浑身无力、耳鸣、头疼，呼吸困难”。

班长觉得他的病情严重，向连队首长作了汇报，把他送到
了解放军150医院。这时，白佳伟已经出现呼吸衰竭症状，医院
很快下达了病危通知书。

罕见感染病，全省未找到对症药物
“那时，我每天有22小时都在输液。”白佳伟说，转入解放军

150医院后，他被安排在呼吸内科治疗。可几天过去了，病情仍
未好转。

解放军150医院呼吸内科副主任梅海豫告诉记者，正常人
的呼吸频率为每分钟16次至20次，白佳伟却有近50次。最主
要的是，他究竟得了什么病，医院一直没能确诊。无奈之下，院
方与解放军总医院取得联系，并请权威专家进行会诊，才最终
确诊为肺部毛霉菌感染。

“毛霉菌感染者的死亡率在95%以上，我们是第一次接到这
类患者。”梅海豫说，治疗毛霉菌感染的首选药物是两性霉素B，
但这种药十分难找，他们联系了省内外多家医院和医药公司，
费尽周折才在上海市的一家医药公司找到了这种药，并通过空
运运抵郑州，又转到洛阳。

“首长对我说，咱中国军人是打不垮的”
患病时，白佳伟还在新兵连。住院期间，战友们承担了他

的陪护任务。战友和首长的关怀，让他感受到了部队大家庭的
温暖。

“治疗的过程太痛苦了，我甚至想过放弃治疗。”白佳伟说，
由于两只手臂每天都要同时输液，他只能躺在床上一动不动，
非常难熬。

有一天，团长、政委来医院看他，鼓励他一定要有战胜病魔
的信心，“首长对我说，咱中国军人是打不垮的，一定要坚持下
去。”白佳伟说。

治疗期间，他大小便不能自理，战友、班长、排长、连长、指
导员轮流来陪护，什么脏活累活都干过，包括端屎端尿。

“我比谁都能理解‘战友战友亲如兄弟’这句话。”白佳伟
说。

“部队救了我的命，我愿把生命献给国防事业”
由于治疗及时，白佳伟的病情慢慢好转。4月中旬，他从重

症监护室转到了普通病房。又过了一个多月，医生告诉他可以
出院了，同时建议部队批准他回家休养。

白佳伟在家休养期间，部队的首长和战友多次前去探望。
一年多后，他觉得身体恢复得差不多了，便请求回到部队。归
队后，部队并没有给他安排高强度的军事训练和其他工作，命
令他仍以休息为主。

前不久，白佳伟再次申请参加正常工作，这一次，他被安排
在团教学勤务连警卫班，负责营区一个哨位的站岗任务。经历
了3年多的治疗和休养，白佳伟终于走上了工作岗位，他说：“我
终于重握钢枪了。”

“部队救了我的命，我愿把生命献给国防事业。”白佳伟坚
定地说。

本报首席记者 李三旺 通讯员 张珂 马正文

三年前，他身患重病，是部队和战友
把他从“鬼门关”拉了回来；如今，重握钢
枪的他说——

“部队救了我的命，
我愿把生命献给国防事业”

多年来，“八姐妹”的故事感动着一代又一代洛
阳人。

如今，第三代“拥军八姐妹”已经不再是8个人
的拥军组织，而是一个志愿服务的代名词。在她们
的感召下，出租车公司、医院、学校、社会培训机构等
各行各业的社会力量也纷纷融入进来，共有800多
人加入，每年开展大大小小的志愿活动百余次。

目前，“拥军八姐妹”志愿服务下设心理咨询文
艺、书画、技能、平安建设、关爱空巢老人等20多个
小分队，队员不仅有女同志，更有大量男同志志愿加
入。

第三代“拥军八姐妹”志愿服务队，没有停留
在传统的拥军模式上，他们紧跟时代潮流开通微
博，建设网站，走进军营了解当代军人的精神及物
质需求。

每逢节假日，技能小分队定期在社区开办技
能培训班，让辖区群众学到一技之长；平安建设
小分队每天都在街头义务巡逻，保障辖区平安；
关爱空巢老人小分队不定期到空巢老人家中服
务……“八姐妹”的身影常年活跃在军营和洛阳
的街头巷尾。

作为“拥军八姐妹”现任队长，80后张珊说：“我
们会继承老一代拥军的光荣传统，并在此基础上发
扬光大。战争年代送医送药、救护伤员，和平年代，
需要我们更多地传递正能量。这对我们年青一代，
也有很好的教育意义。”

2011 年 8 月，“拥军八姐妹”获得洛阳市“十佳
兵妈妈”称号；2012年5月，“拥军八姐妹”获得洛阳
市“十佳志愿服务队”称号。

本报记者 王晓丹 通讯员 石智卫 文/图

已成新时期“志愿服务”代名词

从解放军开进洛阳城至今，三代“姐妹”倾情接力

“拥军八姐妹”：
66年续写拥军不了情

1948 年解放军开进洛阳城，她们
为战士端米汤、纳鞋垫；在和平年代
里，她们为官兵送文化、送温暖。66
年里，她们三代接力，用信仰与传承
诠释军民鱼水情。她们有一个共同
的名字——“拥军八姐妹”。

昨日上午，老城区公安消防大队里，第三代“拥军
八姐妹”成员王玉荣等人和消防官兵们正围在桌前，欣
赏画家作画。（右图）

为迎接八一建军节，“拥军八姐妹”专门请来老城区
的书法家、美术家协会的画家，为官兵送上慰问和祝福。

“他们每年都来慰问，给战士们洗衣缝补，和战士
们拉家常，把战士们当兄弟，让战士们有了回家的感
觉。”消防中队指导员张圣华说。

昨日下午，“八姐妹”又开始挨家挨户进行征兵政
策宣传……

从1948年到现在，“拥军八姐妹”薪火相传，用她们
发自内心的真挚情感和不懈追求，去部队慰问官兵，到
家中关爱军烈属子女，走街串巷宣传征兵政策……她们
扛着“拥军”的旗帜，踏着拥军优属的道路不断前行。

薪火相传六十六载

1948年3月11日，解放洛阳战斗打响。华中野战
军某营在东城门发起进攻，100 多名战士组成“敢死
队”，配合大部队经过20多个小时的浴血激战，突破东
门，冲上城楼……同年7月，该营被华中野战军命名为

“洛阳营”。
进城的日子里，部队就居住在文明街的百姓家。

他们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帮居民担水、劈柴、扫院子。
居民们很受感动，自发组织起来给伤员端米汤、纳鞋
垫、包扎伤口、缝补衣服。

为让官兵们住得暖和些，有的妇女送来木炭，有的
拿来新棉被，20多岁的吴素珍还把自家的3间新房腾
出来给部队居住。

从部队进城到离开，短短几个月，姐妹们与“洛阳
营”建立起深厚的情谊。

1958 年 4 月，洛阳解放十周年纪念日。时任“洛
阳营”营长张明从浙江来洛缅怀牺牲战友，探望当时帮
助过官兵的文明街居民，他还为黄秀兰、刘莺、钮兰花、
吴素珍、许桃、韩茹香、张青花、王西子等8个拥军代表
起了个美丽的名字——“拥军八姐妹”。

故人相见，吴素珍很激动。她说，“洛阳营”为解放
洛阳、为今天大家的幸福生活立下汗马功劳，咱们应该
为他们做些什么。2个月后，500多双纳得密密实实的
鞋垫和100多个针线包被寄到了远在浙江的“洛阳营”。

此后每年，她们都要给千里之外的官兵们寄去牙
膏、毛巾、鞋垫等。

“洛阳营”为她们起名
“拥军八姐妹”

原文明街兴华社区居民周雪萍，是第二代和第
三代“拥军八姐妹”成员。

2003年，“洛阳营”来信，说想看望当年的“拥军
八姐妹”。可是，她们中有的年龄大了，有的已经去
世。于是，东南隅办事处牵头，在社区号召居民报
名，成立新一代的“拥军八姐妹”。

“过去，我经常听吴素珍老人讲拥军的故事，特
别想为军人做些什么。”第一个报名的周雪萍回忆说。

很快，她和吴素珍、李巧云、王珍、陈丁香、李小
改、荆改丽、袁铮一起，组成了第二代“拥军八姐
妹”。

此后，“八姐妹”不仅成了征兵工作的宣传员，也
是多个部队思想政治工作的编外指导员。每年新战
士分到部队后，她们都会主动登门，与战士们谈心话
理想，鼓励大家在军营里茁壮成长。

2008年5月12日，汶川大地震发生。获知“铁
军师”挥师汶川，“八姐妹”迅速行动起来。部队出征
当天，她们特意送来了1200多条毛巾、300多箱食
品和矿泉水。

节假日里，辖区的军烈属家中，总能看见她们活
跃的身影；每年端午节，战士们就会收到“八姐妹”亲
手包的粽子；数不清多少个休息日，“八姐妹”的身影
给绿色的营房增添了一抹亮丽的色彩。

去年8月，“八姐妹”再传拥军佳话：5名报名参
军的市儿童福利院孤儿党晓兰、党楠楠、洛雪玲、
洛海洋、洛子杰与“拥军八姐妹”见面，并结成互助
对子。

洛海洋上火车的前一天，周雪萍连夜给他做了
8双鞋垫，并告诉他：“有困难你就跟我说，不管你走
到哪里，我都是你的妈妈。”

拥军故事一串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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