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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原单位的战友打电话，一
声“许部长”叫得我既亲切又陌生，“转
改前虽然做好了心理准备，可真面临

‘退长还员’时，心里多少还是有点不是
滋味。”

许庆财坦言：虽说部长的职务“不
大不小”，可毕竟带个“长”，在单位是

“一把手”。
“转了文职后，就是一个普通职员！”

说到这儿，许庆财顿了顿，“辛辛苦苦干
了 28年，一下又得从头再来，要说心里
没有落差那是假的。”

其实，许庆财“退长还员”也不是第
一次了。

2011年，交流到绥化军分区后，分
区党委本打算安排许庆财到望奎县人
武部任副部长，但当时军分区机关正缺

人手，一看许庆财履历当过组织股长、
又当过保卫科长，便征求他意见，留在
机关工作。

“当时也不适应，机关的参谋干事大
多是副营以下，副团职都是科长，自己原
来也是师级单位科长，如今给同级的科
长当干事，心里很不舒服。”可工作了一
段时间后发现，不管是科长还是年轻的
参谋干事，对他这个外来干部都很尊重，
慢慢地释然了。

2014年刚任人武部部长时，民兵整
组检查临近，民兵分队素质参差不齐，
征兵工作连续两年排名靠后。一大摊
子事儿让政工岗位转到军事主官的他
一头雾水。

先补课再上岗肯定来不及了。“那就
在干中学！”上任第三天他就带着军事参

谋深入乡镇、街道逐个了解情况，现地帮
忙解决整组实际问题，考虑到应急分队
平时执行任务较多，结合当年整组，他提
出人装结合的建议，经过调整，应急分队
执行任务能力大幅度提升，连续 4年高
标准完成防火任务。

“‘许部长’和‘老许’，说到底就是个
称呼问题，只要在部队，干的都是强军事
业！”现在，同事们都称呼我“老许”，我告
诫自己，要老当益壮不能倚老卖老。

许庆财给记者指了指桌上的法规
文件，“这些业务工作平时虽然也接触，
但都不精，以后专司主营了，与其天天
怀念过去的地位和荣誉，不如实实在在
学点东西，有本事才能换来尊重！”展
望未来，许庆财眼神里充满了坚定和
信心。

从部长到参谋，心态咋调整——

称呼变了，干的仍是强军事业

许庆财是谁？
吉林省军区办公室文职参谋，大高

个，身材颀长。乍一看，和其他身着“孔
雀蓝”的文职人员没啥两样。但翻开他
的档案，你一定会惊讶：转改文职前已
经当了4年的人武部部长。

去年 2月，首批转改文职工作启动
后，时任黑龙江省牡丹江市爱民区人武
部部长的许庆财主动向军分区党委递
交了文职转改申请书。

“许部长转文职啦！”这条消息就像
一滴水溅进油锅里，迅速在黑龙江省牡
丹江军分区炸开了。

“部长转文职，这可不多见！”一
时间，此事成了大家茶余饭后议论的
焦点。

在此之前，许庆财的工作一直可

圈可点，他所在人武部年年被评为先
进，所送兵员实现“零退兵”，是大家眼
中还能进步的人武部部长。有人说：

“我很佩服许部长的勇气和魄力，这个

头带得好。”
当时，考虑到许庆财的现实情况，

组织上几次找他谈话，许庆财依然坚定
自己的选择：转！后来，他被接收到吉

林省军区办公室任正处级文职参谋。
别人不愿端的“碗”，许庆财端了。似乎
就在一夜之间，他成了牡丹江军分区的

“名人儿”。鼓劲支持者有之，唏嘘扼腕

者有之……
任凭别人怎么说，许庆财有自己的

想法：“只要依旧干着自己喜欢的工作，
有实现人生价值的平台，无论哪条路，
都一定会有精彩的人生。”如今，已走上
新岗位近一年的他，越来越坚信自己的
选择是正确的。

“许文职，一周年快乐呀！”前不久，
正在忙碌的许庆财接到了妻子的微信
祝福。看到信息，许庆财略有激动，他
深情地给妻子回复：“老伴儿，感谢你对
我的理解支持，在从军报国的路上，我
一定奋斗不息！”

许部长转改文职记
■本报记者 刘建伟 赵 雷 通讯员 李军波 张 宁

“转还是不转？”
文职人员转改工作启动后，不少

现役军官的心头都画过这个问号。人
武部部长许庆财选择转改文职，让人
不由眼前一亮：多少的难舍，多少的惆
怅，多少的眷恋，都凝结在“敬礼——
转身”这一刹那!

人生很多事，不是一条直线！诚如
一位哲人所说，“人生最艰难的莫过于
选择”。一个人一生不知要走过多少十
字路口，一个弯转错了就很难回到过去
的志愿，因此道路的选择至关重要。

强国呼唤强军，强军重在人才。
军队建设对职业化、专业化、高素质的
人才更加依赖，文职人员在军队建设
中的重要作用也日趋凸显。据统计，
在海湾战争中，美军使用了6000多名
文职人员；伊拉克战争中，美军5万多
文职人员直接支持作战部队。美国一
位高官曾指出，如果没有文职人员，美
军的作战、训练与战备就无法进行。

文职人员加入强军方阵，成为与
军官、士官、士兵相并列的国防力量。

与现役军人相比，文职人员主要由现
役军人转改和根据需要从地方招聘的
人员组成，绝大多数是成熟人才，具有
不受服役年限、军衔晋升等限制，工作
环境相对稳定，能够长期持续服务部
队等优势，既不引发战斗力波动，又能
施展个人才华，将成为我军战斗力生
成的新“增长极”。

某种角度讲，“许庆财现象”是进
行时。在开始转改这场人生选择前，
让我们先按下思考键，试试求解那道
刻于古希腊神庙的千载难题：“认识你
自己”。当你回到内心、询问内心，得
到的答案也许不同。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主席鲜明
提出军队建设“三步走”的发展战略，
到 2050年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强军
可期，但征程依然任重道远。可以预
见，现役军官转改文职后，转身不转岗
的独特优势，对文职人员来说，个人价
值与事业追求方面能够实现较理想的
结合；对军队建设来说，能够优化军队
人员编成，节约军队人力资源成本，有
利于军队建设和长远发展。

“唯愿我们的转身，成就军队的转
型。”展望未来，在强军兴军的征程上，
转改后的文职人员走上熟悉的战位，
聚焦服务打赢的事业，自觉把个人梦
融入强军梦，必将为强军事业注入新
鲜血液，为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书写出
浓墨重彩的一笔。

（作者系黑龙江省牡丹江军分区
政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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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橄榄绿”到“孔雀蓝”……
—许庆财转改文职的前前后后

■本报记者 刘建伟 赵 雷 通讯员 李军波 张 宁

许庆财转改文职后，负责军民融
合方面相关工作，正在恶补相关法规
政策。

记者开门见山：“转改文职，别人都
犹豫徘徊，你为啥敢做第一个吃螃蟹的
人？”许庆财没有马上回答，而是看了一
眼桌上女儿的照片，陷入了沉思。窗外
春意盎然，一如7年前那个阳光明媚的
早晨——

2011年，许庆财所在的某师改旅，
时任保卫科长的他，根据组织安排，被
交流到黑龙江省绥化军分区任职。

“命令一宣布，当时我就蒙了，毕竟
跟家人团聚还不到一年。”2004年女儿
许铭涵出生后不久，许庆财就调到集团
军工作，和家人一直聚少离多。到军分
区报到前，许庆财送女儿去上学，女儿
对他说：“爸爸，你能不能天天在家送我
上学？”女儿的突然发问，让“没有准备”
的许庆财竟一时无法作答。

往事如昨。“就是因为舍不得这
身军装。”许庆财含着泪踏上了北去
的列车，毅然转身奔赴另一个陌生的
地方。

从军 28年，许庆财面临的人生十
字路口何止一个。这不，一道关乎后半
生的选择题，又摆在了许庆财面前。上
级给他所在的牡丹江军分区分配了 18
个现役转改文职人员指标。转改工作
启动后，综合考虑自己各方面的因素，
许庆财的心“活”了。

转改文职是一场大考，更是部分现
役军官绕不开的一个话题。走在“向左
还是向右”的岔路口，对于许庆财这样
的现役军官来说，抉择并非那么容易。

转业安置工作？自主择业？退
休？多少个夜晚，许庆财辗转反侧：选
择转业，岁数大了，到地方去不占优势；
自主择业，要选单位改制时就选了；选
择到点退休，40多岁就回家养老了，不
甘心……

“思来想去，感觉转文职是不错的
选择。”已过不惑之年的许庆财说，28
年的从军生涯，最难以割舍的是对部队
的感情。如果能够如愿长久在部队干
下去，即便脱了军装，也是一种幸福。

“说实话，这个选择我也不是一时
头脑发热，是经过慎重考虑的！”

采访中，许庆财一边向记者展示一
本卷边的文职政策黄皮书，一边解释
说：“这本书我反反复复翻了十几遍，差
不多快背下来了。”

“转改待遇‘五个不变’，转改不转
岗，换个身份继续在部队工作，多好！”
说这话时，许庆财的眼里放着光。

然而，转改之路也并非一帆风顺。
文件说“原则上在本单位内部转改”，而
一个现实问题是，他职务相对比较高，
只能转到省军区。

“ 团 职 干 部 能 不 能 转 ？ 能 转 到
哪？跨省行不行？”其实，从第一次宣
讲到递交申请书，许庆财内心有欣喜
也有纠结。

人武部“搭档”赵政委看出他的忧
虑后，给他打气鼓劲儿：“你有军、师、
团三级单位工作经验，又在内地和边
防两个不同类型分区工作过，还是人
武部主官转改，这样的人才他们肯定
需要！”

“我们全力支持！”军分区领导了解
到他的转改意愿后非常重视，司令员吴
明辉多次与上级和各方沟通协调。很
快，吉林省军区回复，同意接收。

得到这个消息，许庆财一颗悬着的
心终于落了地。

许庆财承认，自己也不确定在选择
的道路前方，到底有什么。但他知道

“关键看自己想要啥”，尝试着听从内心
的声音。于是，他做出一个大胆的决
定：转文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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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庆财回忆，没有想到的是，自己的
一个决定会激起那么多“浪花”。

第一个站出来反对的就是自己的老
父亲。当了一辈子农民，父亲最大的自
豪就是许庆财这个当了人武部部长的儿
子。“县团级！”每每和乡亲们提起许庆
财，老父亲脸上就特别有光。

许庆财的老家驻军少，在村里人看
来，他已经是一个不小的官了！

“我父亲不懂文职啥概念，听说我要
不当部长了，死活不同意，还骂我越活越
回陷。”许庆财回忆说。

“假如没来部队当兵，我应该还在老
家种地吧。”许庆财做父亲思想工作时这
样设想自己的人生。电话那头，老父亲
沉默半天后直吧嗒嘴，“也是也是，人要
知足啊！”

许庆财知道，跟着内心来选择人
生，阻力不会仅仅来自父母。友邻县几
个人武部部长听说他要转文职的消息
后，打电话调侃他：“我们都忙着做别人
的思想工作，你是把自己的思想工作做
通了！”

面对大家的不理解，许庆财也动摇
过。据他了解，大多数战友都有一个普
遍的担忧：离开部队后能去哪个单位？
能做什么工作？潜意识中，如果有人给
出一个承诺或一个位置，自己才有底气
和勇气离开。

对此，许庆财摇摇头，为自己想得那
么多有点羞惭，“生活航船的又一次改
向，就把自己转晕了吗？”

得知丈夫要转改文职的消息，妻
子王凯乐喜忧参半：喜的是分居的日
子终于熬到头了，自己也可以“随调”
到省城工作；忧的是老许还剩 700天就
退休了，一家人从此就安稳了，咋还瞎
折腾？

面对妻子内心的纠结，许庆财搬来
了救兵——请自己的老岳父出面劝劝自
己的妻子。许庆财的岳父是某烈士陵园
管理处的领导，和长眠的英雄打了一辈
子交道，军人情结很重。

许庆财告诉记者，“老将出马，一个
顶仨”，经过与老人沟通，妻子深深理解
了他，理解了一名军人永远无法割舍的

报国情！
“优秀的人总具有冒险精神，而这个

所谓的冒险便是大多数人眼中安全区的
脱离。”牡丹江军分区领导评价说，许庆
财身上的勇敢、干练、乐观是这个时代难
得的品质、也是当代军人应有的品质。

“人的生命历程只有一个终点，却有
无数个起点。每一次转折都难免伴随着
挑战的阵痛，同时又何尝不孕育着新的
希望。自己不就是这样一步步走过来的
吗？”回想转改历程的前前后后，有过犹
豫，也有过彷徨，但许庆财心里永远洋溢
着一份憧憬，对军队的热爱，对岗位的热
爱，早已沁入骨髓。

人生但有军歌唱，从此山高水又
长。采访结束时，许庆财送记者下楼，看
到门前的宣传展板，他对记者说：“新时
代是奋斗者的时代。我相信，未来文职
政策会越来越完善，会有更多的现役军
官选择转改文职这条路，换一种身份继
续为强军事业做贡献！”

无问西东，把转身当成转机！祝福
“许庆财们”，未来正来、明天更好……

人的生命历程只有一个终点，却有无数个起点——

无问西东，把转身当成转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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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许庆财担任黑龙江省牡丹江市爱民区人武部部长期间，深入牡丹江
师范学院，面对面向适龄青年宣讲征兵政策，鼓励大学生参军报国。

李军波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