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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潍坊 C03

赴赴赴南南南苏苏苏丹丹丹维维维和和和医医医疗疗疗队队队凯凯凯旋旋旋
服服务务1100个个多多月月，，创创造造了了““五五个个最最””

本报11月25日讯(记者 李涛
通讯员 苗广锋)25日，解放军第89

医院赴南苏丹参与维和医疗的11名
医疗队队员历经10个多月，克服重
重困难，顺利完成了维和医疗任务
返回潍坊。

25日下午，解放军第89医院，锣
鼓阵阵，鞭炮声声，戴着大红花的11

名第89医院赴南苏丹维和医疗队队
员踏着统一的步伐走进医院大门，
期盼已久的第89医院医护人员及维
和人员家属纷纷拥上前将鲜花献给
了英雄。

维和官兵们与分别一年之久的
战友、同事、亲人、朋友纷纷相拥，年
轻妈妈与女儿相拥而泣，新婚不久
的战士深深地握着妻子的手，满脸
的幸福，心中有说不尽的话语。队员
熊新娟为了参加维和医疗服务，一
再推迟婚期；鞠少华去南苏丹时，妻
子怀孕刚两个月，如今儿子已五个
月大。

据介绍，根据工作安排，第89医
院12名队员(队员熊新娟作为第一
梯队提前返回 )随维和医疗队于
2012年1月11日赴南苏丹进行医疗
服务。中国维和部队一个任务期是8

个月，此次轮换原本应在9月12日进
行。因为任务需要，此次轮换计划一
推再推，最终比原计划晚了两个多
月。

此次组建的维和医疗队，部署
在南苏丹某市，虽然部署地较往批
没有变化，但隶属关系已由联合国
驻苏丹特派团转隶到联合国驻南苏
丹特派团，任务也由监督落实《全面
和平协议》转变为协助为南苏丹政
府提供安全稳定的发展环境，担负
联合国二级医院职能，承担为联南
苏团所有联合国维和部队、文职人
员以及雇员等提供卫勤保障任务，
以及为南苏丹当地居民提供一定医
疗援助。

由于隶属关系的变化，本批医
疗队是南苏丹共和国独立后派出的
首批维和医疗队，也是济南军区外
派的第九批维和医疗队，面临着保
障任务更加繁重、形势更加复杂、维
和阻力增大、独立驻防、独立执行任
务等挑战。为此，此次赴南苏丹执行
维和任务的队员们也创造了“五个
最”：局势最动荡、时间最长、任务最
重、条件最恶劣、成绩最突出。

据了解，医疗队员在执行任务
期间，累计接诊78个国家2200余人
次，住院治疗800余人次，手术百余
例。与此同时，医疗队员还担任着为
当地教学医院培训护士的重任，经
常性地到当地部落巡诊、义诊。

本报11月25日讯(记者 王
述)25日，记者走访了潍坊城区
多家火锅店，除电磁炉、天然气
或固体酒精外，使用的是液化
气罐作为热源的火锅店很少。
日前，山西省晋中市寿阳县一
家火锅店发生爆炸，事故起因
初步判断为液化气泄漏所致。
对于这次意外造成的悲剧，许
多市民对火锅店的安全表示担
忧，并建议火锅店以电磁炉替
代液化气罐。

25日下午，记者来到北海
路上一家名为“辣妹子火锅城”
的火锅店，由于不是饭点时间，
店里顾客很少。据店内的一位
工作人员表示，虽然他们使用
的是液化气作为燃料，但店内
并不自带煤气罐，而是单独放
置在一个房间里，离店面较远，
通过由地下管道输送煤气。该
工作人员还建议道，如果遇到
有火锅店使用液化气罐的，应
该请服务员负责拧开和关闭，
自己不要轻易碰触。”

位于银枫路的一家“肥羊
力火锅”内，记者看到，这里使
用的火锅是酒精锅。店内的工
作人员告诉记者，这种小火锅
一般用的是固体酒精燃料，一
块一块地添加，酒精就放一点，
也不会产生泄露，发生爆燃事
故的几率很低，而且比较卫生。

在走访的十几家火锅店
中，记者发现，多数的火锅店大
都使用的是火锅电磁炉，每人
单独使用一个电磁炉和锅具，
喜欢什么涮什么，使用分餐电
磁炉干净、卫生，适合对饮食卫
生比较讲究的人士。但也有火
锅店经营者说，最安全的是电
火锅，不易引发火情，也很清
洁，不会产生气体排放。

记者从潍坊市公安局消防
支队了解到，火锅店使用燃气作
为热源来煮东西吃，会有发生危
险的可能性，但是只要管理好
就没有问题。据消防支队的工
作人员介绍，餐馆对液化气罐
要有严格的自查措施，如客人
离席拧紧煤气罐的阀门、从正
规燃气公司订煤气罐等，还要
对店内工作人员进行进一步的
安全知识培训。市民日常在火锅
店就餐时也应注意开关的使用。

潍坊火锅店

少见液化气罐
市民在就餐时

应多注意开关的使用

团聚后说不完的思念
队员鞠少华出征南苏丹

时，妻子刚怀孕两个月，而
今凯旋归来，儿子已经五个
半月大了。鞠少华与前来迎
接他的妻子手拉着手，幸福
之情溢于言表。

由于通讯信号不好，队
员们与家人的通话都会有一
定的延迟。得知儿子出生的
消息后，鞠少华费了很大劲
才从网络上下载下儿子的照
片。鞠少华心情激动地告诉
记者，之前都是通过照片看

儿子，他现在想尽快回家看
看刚出生的儿子。

参加维和的队员大部分
都有了家室，想念亲人时，大
家都会拿出珍藏的照片，相互
安慰一番。队员郑伟作为一名
女队员，此次维和主要担任门
诊接诊工作。

郑伟告诉记者，参加维和
任务时，女儿刚刚3岁，这一年
中她错过了很多女儿成长过
程中的事情，但每次与女儿通
话时，看到女儿一天天的长

大，越来越懂事，感觉很幸福。
跟大部分维和队员一

样，每当想念孩子时，郑伟
也会拿出女儿的照片仔细的
端详。“有时候想孩子，晚
上做梦都会哭醒，发现枕巾
已经湿了一半了。”郑伟告
诉记者，作为一名军人，她
们不可能中途放弃任务，她
们只能坚持，以高昂的精神
面貌完成维和任务，是她们
的使命和任务。

本报记者 李涛

1980年出生的王文华，在
此次维和人员中算是年轻人，
但让人难以看出的是，这已经
是他第三次参加维和任务了。
在此次南苏丹执行任务中，他
主要负责后勤保障工作。

南苏丹地处赤道附近，生
活环境比较恶劣，物资运输都
要靠直升机，为了保证维和人
员的生活用水，王文华每次都
要跟战友驱车半个多小时，到
一条河里取水。一次，装满十
吨水的车辆陷进了泥淖中，王
文华与战友不得不将水放干
净，费了很大劲才将车辆从泥
淖中拖出。

因为南苏丹局势比较动

荡，当地很多人员都扛着枪，
维和人员出去运水等需要经
过好几个国家，关系处理不好
就会被武装分子劫持索要财
物。为此，维和人员每次外出
都是结队而行，小心行事。

回想起2007年9月第一次参
加维和任务时，王文华的女儿
刚出生三个月，当其执行完任
务归来时，女儿的一声“爸爸”
让他热泪盈眶，也让年轻的王
文华感受到了生活中应对女儿
尽一份做父亲的义务、责任。

但由于工作原因，王文华
与家人聚少离多。2010年，王
文华第二次出征参加执行维
和任务。每次与女儿相见，王

文华都会有不小的收获，女儿
越来越懂事了，身高也越来越
高了，心里装满了幸福。

王文华的妻子自始至终
都与丈夫坐在一起，她告诉记
者，每次孩子想爸爸时，她都
会告诉女儿，“爸爸在执行任
务，很快就会回来的。”

王文华最后告诉记者，如
果以后有机会，他还会义无返
顾的选择参加执行维和任务。

“我已经参加了三次维和任务
了，经验相对丰富一些，工作
起来或许会更加顺手，适应环
境更快一些；这也是作为一名
军人的光荣与职责。”

本报记者 李涛

三次参加维和仍愿再次出征

25日下午，89医院维和医疗队队员郑伟怀抱4岁的女儿，激动不已。

本报记者 吴凡 摄

25日下午，赴南苏丹维和医疗的队员们胜利归来。 本报记者 吴凡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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