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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90岁高龄的老兵姜
明山依然保持着当兵时的作
风，每天生活都很规律。岁月
的流逝无法抹去他曾经的荣
耀，多次获得二等功，他的事
迹还专门被撰写过书籍，在一
个个老照片，老物件中，姜明
山把大家带回到那段刻骨铭
心的年代。

姜明山，出生在山东省海
阳县一个穷苦渔村。1946年
春，东北民主联军解放了哈尔
滨。为了生存，他和几个工友
入伍到了东联回民支队。刚
参军时他不了解革命的含义，
但官兵平等、不欺负民众、救
助受苦人们的现实，深深打动
了他，也埋下了他对革命的

“初心”。后来在维护社会治
安、打击敌匪的过程中，姜明
山更加深入了解革命的目的
和为革命牺牲的意义，逐步树
立起了革命人生观。

随着解放战争的全面展
开，他先后参加了长春战役、
四平战役、解放天津战役、渡
江战役、广西剿匪战役等。在
辽宁新武他曾击落过国民党
的飞机，也在剿匪时腿部受
伤，至今腿部仍有伤痕。“当时
子弹穿透小腿，比起众多壮烈
牺牲的战友，我算是幸运的
了!”姜明山说。

1947年姜明山入了党，
1948年被提拔为指导员。荣
立了第四野战军甲等英模称
号及多项荣誉。参加了第一
届全国青年代表大会，他的事

迹还被编成书籍在全军发行。
在一次参加反制敌军“空

中封锁交通线战役”中，为保
证铁路畅通，他作为指导员受
命于生死时刻，带领20多位
战友利用白天敌机轰炸产生
的碎石补充路基，用树枝编成
运送工具，靠着血肉模糊的肩
膀、拖着满身划伤，和其他冲
锋队轮流苦战，修复路基、重
整枕木、铺装铁轨。敌机来了
他们就撤到旁边山坡掩体里，
敌机走了再出来接着干。他
们圆满完成任务，得到了上级
领导的表扬，还登上了部队的
战报。

长期的一线战斗和连续
不断的奔波以及体力与脑力
超负荷运转，使姜明山身体
开始持续出现问题，随后他
被安排治疗。1953年 6月，
他转业到东北局林业部工
作。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他
被长春市委选送到辽宁大学
工农干部学历班学习工业企
业管理。他文化底子薄，只
能拿出战争年代的精神去拼
命学，吃了很多苦终于拿到
了毕业证。离休前任轻工业
局基建处书记。

“我脑海中时常闪现的是
战友牺牲的悲壮场面，经历过
那么多的战斗，为了胜利，为
了国家，我们内心始终不惧牺
牲，这种精神也是我们现在所
需要的。”姜明山说。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吕
闯报道

7月下旬，记者来到延吉
市公园街道拜访老兵崔风
天。已经91岁高龄的他依然
是目光炯炯，精神矍铄，并且
老人还十分热情，看到记者他
不停地举手打招呼致谢。年
轻时作为一名铁道兵，他和战
友在枪林弹雨中，用生命守护
着一条条重要的桥梁、隧道、
铁路，为部队立下了赫赫战
功。而如今他仍然感觉自己
还能奔跑，抢修，仍然还能继
续战斗！

1929年1月16日,崔风
天出生于吉林省安图县的一
个贫困家庭。土地改革之后
国内掀起了一股参军热潮，
正当壮年的崔风天动员村里
的有志青年一同参军，终于
在1948年4月9日参加中国
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独立
三团的炮兵连，成为一名炮
兵射手。

后因部队改编，崔风天又
被编到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
兵团第三支队23线路大队，
当时铁道兵团的战士们大部
分都是20岁左右年轻人，他
们毫不畏惧，与敌人展开激烈
的战斗。在一次战斗中,敌军
出动3架战机在吉林松花江
铁桥上空猛烈炮击。崔风天
受命修建松花江铁桥并完成
任务，因作战勇敢，并出色完
成任务，他在收复吉林省松花
江铁桥战役中被授予了二等
功勋章。

“一座长500多米、宽15
米左右，离地足有七八十米高
的松花江大桥被敌军破坏，出
现一个大缺口。而当时我们
的任务就是争分夺秒桥必须
修好，面对敌人的轰炸也得
干，就算死了也得干！”崔风天
说。

让老人印象最为深刻的
那次战斗是，他们铁道师团
临危受命，接受“修复铁桥”
的重要任务。经过全体战士
近半月的艰苦努力，基本完
成铁桥修复任务，汽车勉强
可以通行。随后，上级下令
他所在部队守护铁桥以及铁
路隧道。这次战役中，因为
敌军的炮击，他的头部及腰
部受到重伤，在医院接受近
一个月的治疗。

1952年 7月，崔风天进
入延边大学政治系学习，毕
业后留在延边大学从事成
人教育工作。2017年，他写
下了自己的参战回忆录。
在文字中，他把对战友们无
限绵长的追思和心怀家国
的情感，淋漓尽致地展现出
来；更表达了一个老兵对千
千万万后人的希望，希望身
处和平年代的人们，不要忘
记那段喋血年代，不要忘记
那些为民族解放和独立而
奋起抗争的老兵和那些先
烈忠魂！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吕闯报道

用生命守护桥梁、铁路
——访老兵崔风天

他的事迹被撰写出书
——访老兵姜明山

铭记抗战历史
弘扬民族精神

8月28日11时许，一场现实版
的“生死时速”在吉大一院上演。面
对突发倒地的昏迷男子，吉大一院
支援武汉医生陈勃奋力施救，为患
者争取到了一线生机。目前，经过
医院的积极抢救与治疗，患者生命
体征平稳。9月1日，患者家属为陈
勃送来了锦旗，表示感激之情。

千钧一发
男子突然倒地昏迷
医生偶遇“抢”回生命

今年52岁的王刚，家住长岭县
海青乡三合屯。8月28日，他陪同
朋友来到吉林大学第一医院进行身
体检查。10时56分，王刚和朋友检
查完毕，准备离开医院去吃午饭。
手里拿着检查结果的王刚走到6楼
扶梯处时，突发不适倒在地上，一动
不动。同行的朋友立即跑到他身
边，高喊“救命”。此时，吉林大学第
一医院神经创伤外科副主任医师陈
勃刚出完门诊准备回科室午休，听
到呼喊后立即跑到了王刚身边。

“当时我站在患者右侧，患者已
经发生意识障碍昏迷不醒了。我跑
到身边时，他的呼吸非常微弱，过几
秒钟嘴唇发干，呼吸没有了，我立即
紧急采取心肺复苏，按30次呼吸两
次，按3组左右。”陈勃向记者还原
了抢救过程。当时，患者情况非常
危急，在经过了第一次的心肺复苏
后自主呼吸恢复，但是很快再次出
现了心跳呼吸骤停的情况，经过了
多次的心肺复苏，患者才再次恢复
了自主呼吸。

千锤百炼
他说作为一名医生
治病救人的理念已深入骨髓

“当时我旁边还有一位女医生，

我叫她赶紧联系急诊内科，帮着联
系病床，我们一起把患者抬到平车
上，无缝连接，推到急诊内科抢救室，
给患者开了一个绿色生命通道。”陈
勃告诉记者，11时03分，接到同事求
救电话的急诊内科医生奔跑着将担
架车推到了现场，将患者抬到车上后
推往疗区。记者从医院提供的监控
视频看到，在担架车上，陈勃医生依
然在为患者做着心肺复苏的按压。
谈起这场新冠肺炎防控期间的“生死
营救”瞬间，毫不犹豫摘下口罩为患
者人工呼吸的陈勃说，“心肺复苏必
须得按30次吹（人工呼吸）两次，那
个时候没考虑那么多，作为医生，治
病救人已经深入到我们骨髓里了。”

据了解，陈勃作为吉林省支援
武汉重症患者转运医疗队的一员，2
月21日抵达武汉参与了转运新冠
肺炎患者的工作，在武汉的 33天
中，他和团队队员们转运患者1040
人次。

千恩万谢
家属送来锦旗无限感激
患者妻子写了一首小诗谢恩

9月1日，患者王刚的儿子和女
儿送来锦旗，对施救医生和医院深
表感激。“感觉这个社会很有爱。陈
大夫救我爸爸，给我树立了一个很
好的榜样，我们今后会以自己的行
动来回报这个社会。”王刚的儿子感
慨道。

“我们这辈子都会记住陈医生
的，因为如果没有他伸出援手，我们
可能就永远地失去父亲了，他能抢
救过来真是万幸，我们简直不知道
如何表达感谢之情，真的是医者仁
心啊。”王刚的女儿告诉记者，她的
妈妈特意写了一首感谢的小诗，感
谢陈勃医生的救命之恩，感谢吉大
一院的医护人员的及时救治。“《天

使礼赞》：我已不知用什么样的语
言，表达对您的感激之情，您及您的
同事，用精湛的医术，与救死扶伤的
精神，撑起一个家庭的脊梁……”

目前，患者王刚在吉林大学第
一医院心脏内科接受进一步的诊断
和治疗。主治医生李洋教授表示，
该患者被确诊为心律失常心室颤动
中的心房颤动，下一步需要进行消
融手术。“这个病发病非常急，如果
没有及时得到救治肯定会危及生
命，抢救的时间是越早越好，可以用
争分夺秒来形容。”

多说两句>>

陈医生：
有基础性疾病的患者
应定期到医院检查和复查

通过这次救人事件，陈勃医生
提示广大市民，有基础性疾病的患
者应该定期到医院进行检查和复
查，避免出现类似的危急情况。“希
望大家能够学习心肺复苏的技巧，
在危难之时给予施救。”

经过学习培训
人人都能掌握心肺复苏术

事实上，经过学习，每个人都能
掌握心肺复苏急救技能。据了解，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教学部临床技能
中心于2018年 7月正式成立美国
心脏协会心血管急救培训中心，对
于社会非医务工作人员，该院技能
中心也会定期开展心肺复苏急救技
能的社会公益培训。想学习的市民
可以关注“吉林大学第一医院临床
技能中心”微信公众平台，了解具体
开课时间。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朴松莲
报道 摄

①11时56分，陈勃刚出完门诊
准备回科室午休，听到“救命”的
呼喊后立即跑到了王刚身边。

②“当时我站在患者右侧，患者
已经发生意识障碍昏迷不醒
了。他的呼吸非常微弱，过几
秒钟嘴唇发干，呼吸没有了，我
立即紧急采取心肺复苏，按 30
次呼吸两次，按3组左右。”

③在经过了第一次的心肺复苏
后患者自主呼吸恢复，但是很
快再次出现了心跳呼吸骤停的
情况，经过了陈医生多次的心
肺复苏，患者才再次恢复了自
主呼吸。

④“当时我旁边还有一位女医
生，我叫她赶紧联系急诊内科，
帮着联系病床，我们一起把患
者抬到平车上，无缝连接，推到
急诊内科抢救室，给患者开了
一个绿色生命通道。”

⑤11时03分，接到同事求救电
话的急诊内科医生奔跑着将担
架车推到了现场，将患者抬到
车上后推往疗区。在担架车
上，陈勃医生依然在为患者做
着心肺复苏的按压。

7分钟
生死时速成功救人
吉大一院支援武汉医生陈勃再获赞
《天使礼赞》：
我已不知用什么样的语言，
表达对您的感激之情，
您及您的同事，
用精湛的医术，
与救死扶伤的精神，
撑起一个家庭的脊梁……”
——患者妻子用诗歌致敬救命医生陈勃

陈医生7分钟
抢救过程全记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