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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梁故事

为伤员办起了供销合作社

120师部队在冀中期间，因
为战斗频繁，离后方远，加之途
中又有敌人的严密封锁，所以，
伤员的转运非常困难。为此，
医护人员冒着生命危险，尽量
到前沿阵地去开展救护工作；
同时依靠当地的人民群众，开
展一系列应急救护措施。

比如，有些重伤员一时不能
转运，就分散在群众家里照料和
隐蔽，医护人员轮流上门治疗；
当敌情紧急时，医护人员发动群
众把伤员抬到青纱帐里隐藏起
来，敌人走后再把伤员抬回来；
当伤员集中必须往后方送时，医
护人员又动员群众组织担架、大
车，昼宿夜行，隐蔽地通过敌人
封锁线；有时医护人员还通过做
工作，争取伪军中那些有爱国之
心的人士，帮忙转送伤员过封锁
线。冀中的人民群众为抢救、掩
护伤病员做了大量的工作，有的
甚至献出了生命。

1941年秋天，日军对晋西北

根据地进行反复“扫荡”，企图一
举摧毁抗日根据地。日军的攻
势首先指向边区 8 分区。敌人
兵力多，来势猛，所到之处杀人
放火，抓夫抢粮，并强行并村，增
设据点。为了粉碎敌人的“扫
荡”，边区 8分区全体军民与敌人
展开了殊死斗争。分区卫生部
的医务人员，在部长张汉斌的率
领下，积极投入了战斗。张汉斌
同志是一位久经考验的红军老
战士，也是一位有丰富经验的老
医务工作者。在这次反“扫荡”

作战中，他不怕牺牲，不畏劳累，
始终战斗在第一线，以熟练的技
术 和 满 腔 的 热 情 为 伤 病 员 服
务。在一次危急战斗中，他冒着
枪林弹雨冲上前线，将一名身负
重伤的副连长背下阵地。这位
副连长得救了，但张汉斌却不幸
中弹牺牲。

在“一切为了伤病员”的口
号下，120师和晋绥军区的广大
医务人员，认真贯彻执行“救死
扶伤，实行革命人道主义”的医
疗卫生工作宗旨，面对现实，积
极创造医疗条件，深入战场救
护，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
应有的贡献。

医疗工作者医疗工作者：：一切为了伤病员一切为了伤病员
□ 本报记者 木二东

120师和晋绥军区的医疗卫生工作队伍，在艰苦的抗日战争中，继承和发扬红军的优良传统，艰苦奋斗，不怕牺牲，同部队
指战员生死相依，患难与共。战斗一打响，无论是卫生员、护士、医生、所长、队长、科长，都和指战员们一起奔赴前线，战士们
冲锋陷阵，勇敢杀敌，而医护人员冒着枪林弹雨，抢救伤员。

想方设法保障战场伤员救护
1940年 3月，120师独立第 3支

队从晋察冀返回晋西北的途中，突
遭日军袭击，在同蒲路边上的黄土
坡村打了一场恶仗，有 200 多人受
伤。支队司令员贺炳炎和政治委
员余秋里指示，务必把伤病员全部
抬回来，并派 1 个团负责掩护。支
队卫生部长章德炎率领全体卫生
人员，会同当地群众，迅速组成许
多个抢救伤员小分队。对近百名
轻伤员做好包扎、止血、固定等工
作，护送他们随各团卫生队行动；
把 100 多名重伤员，连夜用担架抬
送到静乐县民众医院。当时，敌人
就在近旁，情况危急，时间紧迫，军
民合作，冒着生命危险，在一夜之
间，圆满完成了 200 多名伤员的抢
救和转送任务。

1940 年 7 月 5 日，在山西兴县
二十里铺战斗中，歼灭了大量日伪
军，但是八路军伤亡也较大。714
团团长顿星云也负了重伤，子弹从
左肩胛部进，从中腰部出，是斜长
线的大贯通伤，进口小，出口大，失

血多，伤情严重。医护人员克服困
难，日夜守护，积极抢救。待脱离
危险后，又将他安全转移到后方医
院治疗。

1940 年秋天，在百团大战中，
120 师和晋西北部队共歼敌 3500
余人，但自己的伤亡也较大，仅伤
员就有 1200 余人。当时各医院床
位短缺，收治全部伤员有困难。同
时，由于营养不良，部队中患夜盲
症的人很多。医务工作者们采取
了三条应急措施：一是发动群众收
集含维生素甲、丙的食品发给部
队；二是将后方医疗力量统一编成
若干接收站，配置在几条交通线
上，负责接收各部队的伤员；三是要
求各单位卫生部门尽可能多留治轻
伤员，并加强抢救医治、转送重伤员
等各项工作。这样，虽然此次战役
有战线长、时间久、伤员多、物质条
件差、医疗力量薄弱等困难，但由于
各级卫生人员夜以继日地努力，终
于出色地完成了战场救护和收治全
部伤员的医疗保障任务。

根据地军民的生活是极其艰苦
的，而为配合治疗，又必须尽力保证
和改善伤病员的生活，为此，晋绥军
区医务工作者办起了供销合作社，
自己腌咸菜、榨油、磨豆腐、制粉条、
做甜酱，并派人到军区所辖以外的
地区去采购油、盐、海带等各种副食
品和日用品，按当时伤病员的伙食
标准供给各医院。贺龙师长对伤病
员的生活更是关怀备至，每次打了
胜仗，他都派人把缴获的食品和日
用品送到医院，给伤病员食用。有
一次，独立第 2旅贺炳炎旅长率 1个

团，袭击了宁武县日军的一个放牧
场，缴获大小奶牛四五十头。贺师
长指示，把奶牛全交给卫生部养起
来，挤牛奶给伤病员喝。并按照贺
师长的指示，派些有经验的人精心
饲养，每天能产 100公斤鲜牛奶，改
善了伤病员的生活。

根据地群众的大力支援和广
大医疗卫生人员的积极努力，在不
长的时间里，医务工作者为伤病员
创造了较好的医治环境，有效地提
高了治愈率，使许多伤病员很快恢
复了健康，重返前线。

1938年 6月，伟大的国际主
义战士白求恩大夫来到华北敌
后抗日根据地，深入到 120师部
队指导工作。他一到前线，就急
切地向医务人员提议说：“到伤
员那儿去，哪里有伤员，我们就
应该在哪里。”他说到做到，身体
力行。

10 月底的一天，他翻山越
岭赶到 359 旅。王震旅长要他
先休息用餐，他却坚持先去医院
看伤员。到了医院他又立即给
重伤员做手术，一直工作到深
夜。他说：“中国共产党交给八
路军的不是什么精良武器，而是
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战士；对

于他们，我们必须加倍爱护，宁
可自己累一点、饿一点，也不能
让他们多受痛苦。”他的这种精
神，使全体医务工作者都很受教
育。

1939 年 春 天 ，白 求 恩 又 冒
着危险，穿过敌人严密封锁的平
汉线，到达冀中平原，到 120 师
挺进冀中部队的作战前线，抢救
伤员。4 月下旬，齐会战斗打响
了，白求恩大夫马上带领他的医
疗队来到前线。贺龙师长为了

他的安全，要他的手术室同师部
住在一起，但白求恩坚持要尽可
能地接近火线，以便及时救治伤
员，减少残废和死亡。在 3 天 3
夜的战斗过程中，白求恩医疗队
冒着生命危险，从火线上救治了
70 多名危重伤员。白求恩大夫
那种精益求精的医疗技术和极
端负责的革命精神，极大地鼓舞
了医务人员，医务工作者纷纷向
白求恩学习，深入前线，忘我工
作，抢救伤员。

国际友人白求恩以身作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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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西北军区后方医院（国际和平医院第六分院）院长祁开仁为伤员做手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