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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到走留时，必有问讯人。最近和
几位老战友交流，说话间大家绕不开的
莫过于要不要转改，转改值不值等话
题。如人饮水，冷暖自知，我不能给他们
答案，只好把这半年多的心路历程“曝
光”供他们参考，自己也好查漏补缺。

2017年 6月，由于编制体制调整，我
面临走与留。是自主择业还是转改文
职？我给自己算了笔账：职务正营、兵龄
20年，转业到基层人武部，职务直接到
天花板，工资可能和原来相差无几。自
主择业我能做什么，一切也是未知。一
时间，进退两难。

一次周末返营的车上，妻子忽然对我
说：“心里不想离开部队，要不就转文职
吧。”“为什么这么说？”“刚才军号响了，隔
得那么远，声音很小，你却一直在侧耳
听。”妻子的话点醒了我。个人账算得再
清楚，也抵不过对军队军装的热爱。2018
年2月，我向组织递交了转改文职申请。

经过申请、批复公示等一系列程序，
3月我转改来到牧野区人武部政工科工

作。投入工作后，我发现自己曾经了解
的人武部早已“面目全非”，现在每天忙
得团团转：上级有检查、通知，地方有会
议；兵役登记、民兵整组、军民融合、优抚
慰问等事项，需要逐一落实；工作具体责
任到人，标准更严更实。

人武部怎么和部队一样忙？党小组
会上的集中讨论，解开了我的困惑。人
武部作为沟通部队和地方的桥梁，“面向
三军，服务打赢”的责任也越来越重要。
从来为武少安闲。军队的性质，强军改
革的进程、军人天然的使命都决定着要
想做好每项工作就要以时不我待，敬业
奉献的精神去拼。思想疙瘩解开了，工
作方向也就更明确了。

从最初的无从下手，到身边人对我转
改的不解甚至同情，我也曾有过怀疑。现
在，转改半年多，我想说转改值得。

2018年征兵工作中，我遇到一个害
怕部队太苦而不敢报名的大学生。我把
自己在部队的经历讲给他，鼓励他试
试。听了我的讲述，他的眼神亮了，告诉

我他不想以后后悔。虽然不能够冲锋在
前，但做好每一次征兵宣传，选送好每一
个优质兵员也是换种方式为国防事业助
力。如果当初离开，恐怕没有机会参与
这项工作。

任职后不久，人武部受领任务保障
演训部队过境。因为了解部队需要，部
里指派由我协调地方资源，严格落实协
调饮食、住宿、车辆维修、村庄交通保障、
不易通行路段标示等细节问题，顺利保
障了演训部队通过。队伍经过时，一位
上校向我敬礼。那一刻，我感到自己的
选择没错，我为自己自豪。

回顾转改以来的经历，文职并不像
一些人所言没有盼头，在我看来它反而
更有“嚼头”。“学问贵精专”，工作也是同
样的道理。摆正工作态度、放下原来的
身份意识，主动作为必然能够在改革强
军中找到合适自己的位置，发挥光与
热。文职虽不是现役军人，但履职履责
的意识早已经融入了血脉。变的是岗
位，不变的是敬业奉献的追求。

河南省新乡市牧野区人武部政工科长张英波：

“那一刻，我感到自己的选择没错”

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曾

说：“改革会把既有矛盾完全呈

现出来。这种矛盾，不仅是集体

的矛盾，制度的矛盾，有时也是

自己内心的矛盾。”随着国防和

军队改革的深入推进，需要一部

分人脱下军装，投身转改行列。

是换个岗位继续谋事创业，还是

转业回到地方，对于军人来说都

是艰难的选择。“观操守在利害

时”，面对个人利益得失，能否保

持兵之初的信仰，坚定为国防和

军队建设继续贡献热血的信念，

成为摆在新时代革命军人面前

的时代考题。

远飞者先换其新羽，善筑者

先清其旧基。对于改革洪流中的

个人而言，转改是挑战，更是成

长。沉湎于过去的功劳簿，终究

会被时代所淘汰。新时代需要新

作为，更需要有除旧布新的勇

气。在新的岗位上，摆正对身份

转变的态度，做好重塑能力的准

备才是应有之义。转改必然会伴

着阵痛，可能是因为跨岗位跨专

业转改而需要从头学习的考验，

也可能是身份变化带来的失落甚

至不适应。但只有保持“不日进

者则日退”的紧迫感，才能在新的

岗位尽快换羽新生。

任前路横亘激流险滩，以身

铸器未有穷期。转改变的是身

份，是岗位，但不变的是选择就要

担当的初心。这个初心是“挺膺

负责，乃有成事之可冀”的履职底

色，是“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

有我”的精神境界，更是直面转改

换装更要换脑换心的自我要求和

勇气。

从来为武少安闲，选择了投

身转改，就要先迈过自己心理上

的这道坎，跨过去就是凤凰涅

槃。坚持强军兴军的信念，敬业

奉献的誓言和有责有为的担当，

必然会在改革的浪潮中找到自己

的足迹，发出自己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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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改文职，一切在变与不变中交
错。还是熟悉的业务，熟识的战友；
只是绿军装换成了孔雀蓝文职服装；
只是正营职改成了文职科级正职；只
是军人身份证换回了普通居民身份
证，家庭户口本上加上了含有我个人
信息的一页，服兵役情况里备注着“退
出现役”。

2018年春节后，我主动提交了转改
文职申请。2018 年 4月，因为工作任务
需要，我被临时抽调到军分区现岗位。
相对人武部，军分区工作节奏更快、标
准也更高。不管是现役还是文职，标准
是同样的。我脑子里也就一个想法“只
要还在部队一天，工作标准一点都不能
降。”从参与保障吉林省“传承红色基
因，争当时代新人”活动到组织理论学

习；协调传递人武部与军分区之间的信
息沟通，日常工作中的每个细节都需要
去认真核实，也让我看到了自己存在的
短板。

在军分区工作一段时间后，2018年
5 月，我被推荐到报社学习。在那里，
通过一篇篇稿件我看到了更多官兵、文
职人员、退役士兵的优秀事迹，深感于

他们在各自岗位上贡献力量的热情，在
改革强军中扛着使命往前冲的担当；也
学习了各地促进军地融合、脱贫攻坚的
一些做法，想着以后的工作中能够活学
活用。8月份，学习结束后我回到军分
区，接手的第一项任务就是担任军分
区脱贫攻坚工作的联络员。作为联络
员，既要将村里面临的现实难题形成

材料上报军分区，也要在工作中提供
好点子。在与扶贫干部沟通的过程中
我了解到村里环境卫生差的问题一直
没有得到改善，想到之前其他地方建立
“爱心超市”的做法都取得了良好的效
用，我建议也可以在当地实行。得到领
导肯定后，村里建起了“爱心超市”。只
要积极维护村容村貌，参与义务卫生劳

动就可以获得相应积分，凭积分可到超
市换取米面油等生活日用品。当地群
众说，“刚开始就是想用积分换东西，
看到村里环境变好了，我们心里也舒
坦。现在说到劳动就是不能换东西，
也愿意去。”

如今正值年初，回顾转改的半年，
我发现和现役时相比，自己的心态有了
很大变化。现役时，此刻我可能正在和
战友讨论进退走留，为个人晋升成长而
苦恼，而现在我最关注的是自己的“职业
水准”。从为个人前程担忧到全心考虑
工作，绕不开的还是责任二字，这是源于
本领的恐慌。面临新使命和职责，我要
学习的还有很多。文职岗位相对更加稳
定，立足岗位，做好本职就是我对强军改
革最真挚的回应。

吉林省延边军分区政治工作处干事李绍尉:

“现在，我最关注的是自己的‘职业水准’”

时光如流，我从宁夏转文职到江苏
省军区工作已逾有半年。2018 年 5月
底，我来省军区报到，遇到几名和我一
样从外地转改回来的战友，得知我从原
单位政治工作处主任岗位转改回来，大
家表情里透着一丝惊讶。

战友们的惊讶，让我有些不自在。
2018年 8月，习主席对时代楷模王继才
的先进事迹作出重要指示后，在全国掀
起学习热潮。王继才的事迹就发生在

江苏，认真学习他们夫妇爱国守岛 32
年的事迹后，我被这种强烈的爱国情深
深震撼。我问自己，投身转改是为了什
么？要怎么做？我是因为不舍军营，想
要继续完成兵之初的信念，所以留下。
投身转改就意味着要继续扛着责任和
担当，过去的成绩和荣誉都已归零，只
有以时不我待的精神赶超才能在新岗
位上有所作为。

转身是为了更好出发。现在，你问
我值不值，我会告诉你一切值得，转改
带来的变与不变都是收获。

23年军旅生涯，8000多个日夜，变
的是时间，不变的是情怀。从一个初中
生、农家子弟，一步步成长为正团职军
官，是部队培养了我。转改文职是国防
事业的需要，必然要有人脱下戎装换个
身份继续奋斗。如果都不愿意转改，军
队战斗力如何增强？服务保障能力怎
么提高？强军目标如何实现？新时代
赋予文职人员新的职能使命，各项政策
逐渐完善，每个人都像现役军人一样为
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文职岗位也会有所
作为。

1600 公里到 200 公里，变的是距
离，不变的是责任。过去原单位在宁
夏，距离江苏 1600 公里。每年回家次
数有限，不能尽孝父母膝前，常伴妻儿
左右，心中着实愧疚。现在回趟家只有
200 公里，待文职人员配备到位之后，
不赶上大项任务、值班等情况，周末就
能够正常休息。这得益于转改文职带
来的红利，家国已兼顾，又有什么理由
不好好担起责任往前冲。

从现役军人到文职人员，变的是
身份、是环境，不变的是组织的关心
支持。去年 12月，我到老家办理落户
手续。在排队领号时，我拿出原有的
军官证试探地问工作人员“能不能走
军人优先的通道？”“不好意思，您已
经退役了，按照规定不能优先。”这样
的情况有很多，刚开始我也曾因此而
心存芥蒂。可半年来，单位领导同事
工作上的帮带、在家属工作问题上各
级领导的关心、住房优惠政策的支
持，早已抵消了身份变化带来的不适
应。身份带来的附加值是暂时的，干
事的人并不过分纠结身份，这也是我
对自己的要求，更是转改以来最大的
收获和心态改变。转改就是要既换
装也换脑。我相信，只要认真履职，
一样能够找到穿军装时的感觉，受到
同样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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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雀蓝和国防绿一样绚烂
—听4位文职战友谈变与不变

转改文职，为因种种原因需退出现役的军人开辟出新的道路，让矢志国防建设事业的人有了新的选择。然而，转改文职，并非只是换身
衣服那么简单。他们更需要面对的是身份、职责、心理等方面的变化，个中滋味，只有亲历者自知。转眼，首批转改人员进入文职战位已半
年多，他们有哪些感悟？让我们一起倾听他们的诉说。

——编 者

有感而发本期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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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文职会有什么变化？没转改之
前，我觉得就是换个岗位需要适应新
环境。转改后才明白，最难面对的不是
环境的变化，而是对自己的再认知和
重塑。

2018年 6月，我到人武部报到，正好
赶上“民兵整组工作规范现场会”。清晰
明确的流程、规范有序的训练，让我对后
备力量建设有了新的认识。演练间隙，
一位民兵问我：“武装工作到底是什么？”
面对他，我哑口无言，在人武部的第一场
“考试”我得了不及格。

7月，人武部组织基干民兵群众性
岗位练兵比武竞赛活动。在原单位我曾
多次组训，于是主动请缨。活动中，我认
真组织训练，在一些课目上取得了不错
的成绩。但是，在组织实弹射击训练时，
我把训练重点放在精度射击上，没有扎
实抓基础训练，导致最终成绩不理想。
部长知道后语重心长地对我说：“民兵训
练，抓好基础才能更好提升质效。只讲
理论上的可行，忽略民兵素质能力参差
不齐的实际，只会事倍功半。”

年末，写总结时回想起这两次的

“考试”失利，我不禁庆幸。正是最开始
的失利，让我找准了自己的短板弱项、
改变了我对武装工作的认识。文职是
专职，要从“新兵”开始，国防动员等武装
工作是国防大厦的基础，作为专职人员
要学得还很多。你要是问我不变的地
方？我想应该是和大多数选择转文职
的人一样：因为不舍军队军装，所以留
下。既然选择了留下，就要时刻怀着与
强军同行的信念，扑下身子干好本职。
就像诗人说的：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
雨兼程。

山西省潞城市人武部政工科干事申江森：

“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