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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求恩医务士官学校校史馆，陈列着
一本厚厚的《杨成武回忆录》，书签定格在
485页，滚动播放是一位老人的采访视频，
讲述的是同一个故事：梯子沟突围战。

抗战时期，唐县、完县（今顺平县）和阜平
县是晋察冀军区重要后方基地，学校、医院、兵
工厂和被装厂都隐蔽在太行山天然屏障中。
1941年反“扫荡”，日寇调集重兵围剿，白求恩
学校师生分两个分队转移，其中二队由政委
喻忠良率领在白银坨一带与敌周旋。

10月 5日，二队跟随杨成武将军率领
的晋察冀军区一分区机关和两个连队从梯
子沟突围到道士观。6 日，护送伤员的学
校师生，转移过程中遭遇到日军围追堵
截。躲在大石头缝里幸存的百姓李登秀，
亲眼目睹惨烈战斗场面：白求恩学校师生
誓死保护伤员，冒着弹雨冲出血路突围。
手无寸铁的女学员，有的趴在伤员身上挡
子弹、抵刺刀；有的用手抓、用脚踢、用牙
咬，与日寇殊死搏斗；有的喊着“抗战到底、

决不投降”，扑向敌人刺刀……面对十倍于
己的日寇，无一人投降或被俘，200余名白
校师生和伤员仅突围50余人，其余壮烈牺
牲。烈士鲜血顺着水沟流到小湖——白银
湖。晚上百姓做饭，煮水的锅里都是烈士
鲜血凝固的红豆，百姓端着碗嚎啕大哭。

大平地情报站同志报告后，杨成武立
即将梯子沟突围和“白校”学员的情况向聂
司令员作了汇报，他在回忆录中写道：“这
是他永远无法忘却的痛！”时至今日,当地
百姓还说，白银坨满山红叶是白求恩学校
烈士的鲜血染红的。

经过近两年研究，行程晋、冀 10余县
2000多公里，走访李登秀等亲历者和地方史
研究专家学者，已考证梯子沟突围战历史背
景、战斗过程，确认部分牺牲烈士名录。抗战
历史研究专家学者高度认同学校梯子沟突围
战英烈群体，认为“可比同日、同一战场牺牲的
狼牙山五壮士壮举，彰显了我党领导下的人
民军队敢于战斗、慷慨赴死的民族大义”。

梯子沟突围战
□ 本报通讯员 尹威华 李晓霞

■探访史馆·震撼

时光倒流到 78 年前的 1937 年，卢沟
桥事变，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一位加
拿大人坐不住了，前往纽约向国际援华委
员会报名，主动请求组建一个医疗队支援
中国，他就是诺尔曼·白求恩。

1938年 6月中旬，白求恩突破重重封
锁到达晋察冀边区，了解到医务人员远远
不能适应抗战的需要情况后，多次向聂荣
臻司令员建议创办一所卫生学校。聂司令
员提议让他当校长，但被婉言谢绝，说：“我
是大夫，要到前线抢救伤员，不能拴在后
方，但我可以为办学做点具体事。”

1939年 2月，白求恩率“东征医疗队”
挺进冀中，工作非常繁重但仍时刻惦念着
学校筹建。他一方面在冀中物色一批医学
专家，积极向军区推荐抽调充当骨干教师，
一方面在战斗间隙起草《军区卫生学校的
教学方针》。经过紧张筹建，1939 年 9 月
18日，晋察冀军区卫生学校于河北唐县牛
眼沟正式成立。

在抗日烽火中，白求恩率学校师生“边
教学、边战斗、边救治”。同年 10月，日寇
调集兵力进行“冬季扫荡”，白求恩在战斗
激烈的摩天岭前线抢救伤员时，左手中指
在手术中受伤，感染化脓，发展为败血病，
于 1939 年 11 月 12 日以身殉职，终年 49
岁。为了纪念他，1940年 2月 16日，晋察
冀军区卫生学校更名为白求恩学校，后沿
革发展为白求恩医务士官学校。

“像白求恩那样去战斗！”白求恩学校
师生继承白求恩遗志，转战太行山，驰骋嘑
沱河，救死枪林之下，扶伤炮火之中，举起
刀枪能打仗，背起药包能救护，为抗日战场
输送大批医务人才，近百名师生壮烈牺牲
在血与火的抗日战场。

白求恩来到中国至以身殉职仅22个月，
却给八路军官兵和晋察冀边区人民留下深
刻印象，也留下了许多动人故事。毛主席讲

“见过他的人，无不被他的精神所感动”。
回眸一 1938年 6月，白求恩从延安

来到晋察冀，见到聂荣臻的第一句话就是：
“告诉我，司令员同志，我的战斗岗位在哪
里？”同志们劝他休息一会，他说：“我是来工
作的，不是来休息的。你们不要把我当成
古董，要把我当成一挺机关枪使用！”第二
天，他就奔赴60多里外的五台县松岩口村
后方医院，并立即投入工作。一个星期，白
求恩就诊治了 521名伤员，前一个月就为
157名伤员做了手术。在异常艰苦条件下，
对于年近半百仅有一个肺叶机能的白求恩
来说，平均每天做5台手术，令人难以置信。

回眸二 白求恩为了世界反法西斯战
争胜利，放弃安逸舒适的生活，不远万里来
到中国抗日战场。晋察冀军区给他发100元
生活津贴，他谢绝：“我是来支援中国民族解
放的，我要金钱做什么？要图吃得好、穿得
好，我就不来中国了！”在摄影家吴印咸拍摄
的小庙手术经典照片中，可以清楚看到他是
身穿旧军装、脚上着草鞋，直至牺牲。

回眸三 白求恩号召后方医院的同志

们：“到前线去，哪里有伤员，我们应该到哪
里去。到伤员那里去，不要等伤员来找我
们！”他身体力行，丝毫不顾个人安危，每次
都坚持手术室设在战场最前沿，经常依托
小庙在隆隆枪炮声中做手术。他多次为抢
救危重伤员献血，说：“能输血救活一个战
士，胜于打死十个敌人。”在冀察冀抗日根
据地工作一年多时间里，他直接参加雁宿
崖、黄土岭等 11次战役战斗的救治工作，
亲自为1290余名伤员施行手术，接受过他
诊治的军民数以万计。其中，一次连续69
小时为 115 名伤员进行外科手术。战士
冲锋勇往直前，高喊：“冲啊，受了伤不用
怕，我们有白求恩！”

回眸四 1939年 10月 21日，敌人对
医疗队所在地孙家庄一带进行冬季“扫
荡”，形势十分危急，同志们都劝白求恩立
即转移，可他坚持要做完最后一例手术。
在清理伤员创口时，他左手中指被碎骨划
破，他只是将流血的手伸进碘酒瓶里蘸了
蘸又继续手术，直到缝完最后一针才撤
离。第二天，白求恩的伤口发炎了，但仍坚
持工作，一连又做了几十例手术。11月1
日，前线送来了一名患颈部丹毒合并蜂窝
组织炎的伤员，白求恩明知自己伤口一旦
触到这种病菌，很容易感染甚至带来生命
危险。可他为了挽救伤员的生命，戴上一
副新手套立即上了手术台。不幸的是手套
被划破，白求恩受到了致命感染。

回眸五 经历按西方模式创建八路军
“模范医院”被日寇焚毁的教训后，白求恩
对中国抗日游击战有了深刻认识。于是，
他积极探索，进行医疗技术和战救模式的
创新。一方面，他紧贴我军抗日游击战的
实践，撰写了《消毒十三步法》《战地外科组
织治疗方法草案》等教材，还因地制宜，研
制了治疗战伤感染化脓的“毕普”药膏，发
明剥离器、卢沟桥药驮子、白求恩勒骨剪等
20 多种医疗器械；创新战救模式，包括把
红十字汽车换成骡子、分散建医院、组建医
疗队和“志愿输血队”到前线，制定一整套
开展火线救治的原则和方式。

走在白求恩医务士官学校的校园，时时
感觉“白求恩”就在身边。“热忱负责、精益求
精”的校训已经深深烙在学校每位师生心中。

白求恩抗日办学那些事
□ 本报通讯员 尹威华 谢佳璇

昨天，在硝烟弥漫的抗日战场，学校师

生游击作战、行军办学，将学校建在马背上，

坚持“边教学、边战斗、边救治”，是白求恩眼

中“永不离开的医疗队”。

今天，在信息化卫勤建设路上，他们始

终本色不变、敢于担当，培育的卫勤尖兵从

东海前哨到雪域高原，从南疆海岛到北国边

陲，从护航舰队到联合军演，肩背药箱救死

扶伤，扛起钢枪能打胜仗，是指战员生命相

托的“健康守护神”。

这就是白求恩医务士官学校。1939 年

9 月 18 日，太行山深处牛眼沟村，它的前身

晋察冀军区卫生学校在燕赵军民“勿忘国

耻、抗战到底”的怒吼中诞生。70 余年里，

这里走出的一茬茬毕业学员，都有一个共同

的名字——白求恩弟子，都有一个信仰的图

腾——白求恩精神。

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 70周年阅兵中，由

该校抽组的白求恩医疗方队作为地面部队

的压轴亮点，以乘坐新型高机动急救车、中

型运输车的全新形式亮相，展示我军卫勤力

量伴随保障、快速反应、立体救护的实战要

求和能力，给世界人民留下深刻印象。近

日，我们探访该校，感受到了白求恩传人不

一样的精神图腾，不一样的使命担当，不一

样的跨越征程。

从抗日野战教学到联
教联训联演——

敢担当，破卫勤尖兵
能力模块

无人机凌空侦察，陆战车风驰电掣，枪

炮声震耳欲聋，红十字伴随救护……2015年

初夏，代号“太行铁骑—2015”演习在太行山

麓展开，驻石家庄六个院校和部队在联合战

场淬火砺精兵。

在航空兵和远程炮火支援下，红军合成

营抢滩登岛几易阵地，久攻不下，伤亡严

重。该校伴随班卫勤保障的卫生士官学员，

在战友们掩护下一次又一次穿越硝烟，抵前

对伤员实施战场急救。伤员大动脉出血、脉

搏紊乱微弱……只见学员操作娴熟，果断止

血补液，所用药器材前所未见。

联演指挥大厅，该校校长李云波现场解

读：学员刚才使用的是速效止血粉和骨髓腔

注射器……还有自粘式绷带、气胸封闭贴、

喉通气管等都是最新型战救器药材。特别

是速效止血粉，有效解决了动脉止血难题。

研究表明，伤员能否在白金 10分钟内得到有

效救治、在黄金 1小时内后送至医疗机构，是

评价战救效益最关键的两个环节，直接关系

到能否最大限度地降低伤亡率和伤残率。

战场抢救与后送，都是在与死神赛跑。

指战员无不感叹，红十字是性命的保

障，给了冲锋的力量。似曾相识的话语，在

冀中平原上曾无数次回响：“战友们冲啊！

受了伤也不怕，我们有白求恩大夫。”70多年

前，该校师生与日寇斗智斗勇，游击作战，行

军教学，拆掉门板垒起手术台，课堂晨设河

边夕在山沟、今在小庙明隐老林，在异常艰

苦环境中为晋察冀军民守护健康、保驾护

航。76 年来，历经抗战反扫荡的艰苦卓绝、

解放战争的殊死拼杀、抗美援朝的卫生列

车、老山前线的战地百灵，一代代白求恩人

用生命捍卫“健康所系，性命相托”的誓言。

11年前，我军卫生士官教育正式纳入院

校培养。4 年前，白求恩医务士官学校改建

成立。“热忱负责，精益求精”不仅是校风，更

是该校对人才培养质量的不懈追求。

近年来，该校瞄准问题去，追着问题走，

校领导和专家广下部队搞调研，分析战例找

短板，诸葛会议寻对策，逐步构建鲜明军事

特色的人才培养模式。

“指战员受伤后，不会直接躺到后方医

院的病床上，而是躺在卫生士官怀抱中。卫

生士官一线救不下、送不到，后方医院一切

努力都是零……”该校政委季富如此阐述卫

生士官战位。课堂上，该校注重将军内外卫

勤最新理论实践成果、经典战例融入教学和

训练，研究破解战场伤员搜索、火线抢救、阶

梯后送等重难点问题，探索战时卫勤组织指

挥新模式，作战旅编设卫生营……他们紧盯

战场育尖兵，在实战中检验完善不同作战环

境的卫生员背囊标准，确保模块搭配科学，

携行每 1克战救物资都能救命、保健康。

着眼现实，破解卫生士官能力模块。

卫生士官伴随卫勤保障，不同军兵种、不同

地域迥异，特殊环境、特种作战要求又各不

同……该校对卫生士官能力模块进行疱丁

解牛式的破解、组合和再贯通，先后破解卫

生士官战场救护、健康维护、防疫和医疗技

术和特殊卫勤保障等 4 大模块 140 种能力。

在太行山深处的野外教学基地，种植常见药

用植物，“军事救生植物”和“药用植物识辨

应用”能力模块实训平台投入使用，已极大

提升学员野外特殊诊救能力。

紧盯战场，趟出联教联训联演新路子。

从“太行铁骑—2013”驻石四院校联演首秀

的磕磕绊绊，到其他院校、部队主动加盟、效

益颇丰，再到脚步踏过朱日和、镇江、湛江，

该校不断将新设备、新理念融入到联教联演

联训中。一茬茬毕业学员在模拟实战中淬

火，一批批战术卫勤保障专家在联合军演中

崭露头角，一个个制约战斗力生成提高的政

策性难题和机制性障碍，在学校积极呼吁和

总部机关指导支持下得以破解。

从白银坨血战到打仗
我先行——

精气神，激卫勤尖兵
血性迸发

“救死扶伤是医务人员的天职，在任何

情况下，都要把伤员看得比自己还重。否

则，你就不配在卫生部门工作，不配当八路

军！”追寻着白求恩的足迹，从石家庄出发，

沿着蜿蜒的山路，笔者驱车两个半小时来到

学校白银坨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白校弟子遇

难群雕丰碑，矗立在郁郁群山之中。

“烈士鲜血顺着水沟流到山下，白银湖

水都被染红了。老乡们晚上做饭，煮水锅里

都是烈士鲜血凝固成的“红豆”，拿着勺嚎啕

大哭……白银坨满山红叶是烈士鲜血染红

的。”谈起 74 年前的梯子沟血战，89 岁的李

登秀老人老泪纵横。

无论是百团大战、反扫荡、收复张家口、攻

打清风店、解放石家庄、抗美援朝，还是小汤山

抗击非典，邢台、唐山和汶川抗震救灾，白求恩

人都坚决做到“冲得上、救得下、治得好”。

宁可前进一步死，绝不退后半步生。革

命先辈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血战到底的英

雄气概，坚韧不拔的必胜信念，深深感染着

一代代白求恩人前仆后继，救死枪林之下，

扶伤炮火之中，砥励着新一代卫勤尖兵把使

命扛在肩上、将困难踩着脚下，强军路上敢

打硬仗、血性迸发。

——联合军演，白求恩医疗分队 5 公里

武装奔袭，20 分钟抵达目的地，没有调整立

即搭建野战医院投入战斗；战场救护，学员

两小时内连续搬运伤员 10多趟，体能消耗相

当于负重 50 公斤冲锋 10 公里，不断挑战生

理极限。

——战术考核，一名左手腕关节受伤的

学员，缠着绷带完成各项战术动作，考官伸

出称赞的拇指！

——400 米渡海登岛障碍场上，入学时

连单杠都上不去的学员，居然身手矫捷通过

全部障碍物！

……

调研中，部队领导普遍反映：“白求恩医

务士官学校培养的卫生士官就是硬棒，身上

都有股精气神！”精气神由何而来？在“热忱

负责、精益求精”校风中，在新生入学第一课

《为兵服务的楷模白求恩》中，在白求恩杯系

列知识竞赛、技能比武中，在大漠深处的卫

勤演习中，在优秀学员的事迹报告中……我

们看到了白求恩人打胜仗我先行的好样子，

找到了答案。

春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教育转型

后，毕业学员 100％服从分配，纷纷要求到艰

苦地区建功立业。从 2006 年第一批卫生士

官学员毕业至今，不到 10 年时间，已经涌现

出一批先进典型：一等功臣、全国三八红旗

手、三军仪仗队首位女护旗手程诚，全军爱

军精武标兵李佳蓓，全军士官优秀人才一等

奖获得者、南京军区某部卫生士官汪泽先，

全国卫生系统“巾帼建功标兵”、总后某部卫

生士官葛志银，全国“三八”红旗手、兰州军

区某红军师卫生士官李俊艳，先后 4 人荣立

个人一等功，30余人荣立二等功……

从纸质伤票传送到单
兵搜救系统——

信息流，为卫勤尖兵
腾飞插上翅膀

盛夏，野战救护训练场，“红蓝军”鏖战

正酣。

正在冲锋的军士长老朱突然“中弹”受

伤，跌倒在草沟里，老朱立即从新型单兵急

救包掏出自救器材，同时迅速按下“伤员”

呼救器。代表“危重”的红灯突闪，屏幕弹

出伤员基本信息：现地坐标、血压脉搏、年

龄血型……跟随作战的卫生员小李，快速流

畅运用形如手机的设备查阅信息，实时感知

定位搜寻，隐蔽接近伤员，采取“镇痛、止血、

包扎”等进一步“救急救命”措施。

火线快搜快救，不一样的地点一样的故

事在持续和重复。近年来，总部机关着眼信

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突出作战牵引卫勤、

卫勤紧跟作战，着力打通“战场救治最后一

公里”，信息化手段为卫勤保障提速增效。

如何让军队最新科研成果落地生根，如何将

基层部队官兵心声直通总部决策机关，如何

畅通卫生士官选送、培训、使用机制，破解制

度性矛盾？核心是形成信息共享。在总部

机关的支持和指导下，科研院所及时将研究

新成果、研发新设备与学校共享，让最贴近

战场的卫生士官率先掌握，又将教学基地和

部队的实践经验及时反馈，真正做到科研、

育人、战场无缝对接，真正生成救死扶伤的

战斗力。

面向战场、面向部队。该校着眼信息化

条件下卫勤保障能力要求和卫生士官人才

岗位任职需求，先后编写出版 30余门课程的

卫生士官专业基本教材，投资数百万建成人

体模拟训练、野战救护等教学中心，新建 4个

多媒体教室和 6 个自动化练习室，新设微光

条件下静脉穿刺等 40多个课目训练。

在沙漠深处的陆军雄师，战略前沿的空

军场站，快攻奇袭的特种部队，时见报端的远

航舰艇……该校培育的卫生士官成为基层部

队平战时卫勤保障不可或缺的中坚力量。高

空跳伞、滑降射击、泅渡攀登、伤员搜索……

野外战场外科急救手术，长时间跨昼夜野外

生存，信息流，新设备，为卫勤尖兵腾飞插上

翅膀。卫生士官，在处置突发事件和战时遂

行生命救援任务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

白求恩医疗方队从这里迈向阅兵场——

抗日战场走来卫勤尖兵摇篮
□ 本报通讯员 尹威华 谢佳璇

军校名片 白求恩医务士官学校，是一所在抗日烽火中诞生、解放硝烟中成长、急难险重任务中壮大的英雄院校，

也是我国唯一以人名命名的军校。前身是 1939 年 9 月 18 日，白求恩参与创建的晋察冀军区卫生学校。白求恩牺牲

后，为了纪念他，学校更名为白求恩学校。抗战期间，学校师生转战太行山，驰骋唐河畔，坚持“边教学、边战斗、边救

治”，参加百团大战、反“扫荡”等战役战斗上百次，为抗日战场输送近 1500名医务人才，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柯棣华

和第一任政委喻忠良等近百名师生牺牲在抗日战场。抗战胜利后，无论是收复张家口、攻打清风店、解放石家庄、抗美

援朝、边境自卫还击作战，还是小汤山抗击非典，邢台、唐山和汶川抗震救灾，白求恩传人都“冲得上、救得下、治得

好”。1984年、1999年、2009年国庆首都阅兵和纪念抗战胜利 70周年阅兵，共和国四支女兵方队从这里走出。

伴随前沿作战保障伴随前沿作战保障 尹威华尹威华摄摄

雨中练兵雨中练兵 霍鹏霍鹏摄摄

直升机医疗直升机医疗队索降支援队索降支援 尹威华尹威华摄摄

白求恩医疗方队接受检阅白求恩医疗方队接受检阅 尹威华尹威华摄摄

白求恩历史照片白求恩历史照片

战场上的女卫生士官战场上的女卫生士官 尹威华尹威华摄摄

冲锋在演习场的女卫生士官冲锋在演习场的女卫生士官 尹威华尹威华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