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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学校给我院分配 18名转改文
职人员指标，首批申请转改达 30人，包
括 8名系、室领导，10名正、副教授和 2
名学校青年拔尖人才培养对象。”谈起
转改文职人员工作，国防科技大学文理
学院政委徐晓林十分欣喜。在全校第
一个递交转改申请的该院物理系副主
任彭刚说：“转改文职不改初心，干事创
业当一如既往。”今年初，他指导学员夺
得国际大学生物理竞赛金奖。

阳春三月，记者深入采访获知，
该院这一喜人景象，既得益于院党委
对转改文职人员政策的全面深入宣
讲和一系列拴心留人的有效举措，更
始于转改对象献身强军兴军事业的
笃定初心。

消除顾虑，坚定转改信心

“当初穿上军装，我英姿勃勃，别提
有多神气了。”该院马克思主义理论系
教员王宝磊，对第一次穿上军装时的情
景记忆犹新。今年初，一道转改文职人
员的人生考题摆在他的面前。犹豫、彷
徨、失落一齐涌上心头：热爱军队，甘当
红烛，却难舍这身军装啊！

在转改文职人员工作中，有王宝磊
这样想法的并非个别，“等等再说”“看看
再作决定”，有人甚至做好了“向后转”的
准备。该院党委深入分析全院思想情况
后认为，一些同志之所以有这样那样的
想法，主要是对转改文职人员政策了解

不深、理解不透，对转改后的待遇、个人
发展顾虑较多。旋即，一场政策解读与
答疑在全院展开，党委“一班人”坚持先
学一步、带头宣讲，各级领导深入教学科
研一线回应关切、解疑释惑。学院政治
工作处建起“不忘初心”微信群，从身份
定位和工资待遇，医疗和住房保障，职称
评审、职业发展和退休安置等方面，逐一
进行政策解读、分析对比，引导大家全面
了解掌握相关政策，找准发展定位，明确
转改后的前进方向。
“把政策法规的大道理讲清楚，将

待遇保障的经济账算明白，消除认识误
区，增强职业荣誉感，让大家改得放
心。”学院政委徐晓林说，这项工作做深
做实后，大家对转改政策有了全面深入
的理解，消除了之前的一些顾虑，不仅
提高了转改积极性，更坚定了为强军事
业继续奋斗的信念。

该院生物与化学系讲师朱律韵是学
校合成生物学方向的青年学术骨干，指导
学员连续 4届获得国际遗传工程机械大
赛金奖。去年底，听说自己岗位可能会改
编为文职，一度产生了要走的念头，一家
地方企业得知后高薪招聘。当了解了转
改政策并进行两者比较后，他决定留下
来，主动递交转改申请。他在申请书上写
道：“这里有干事创业的舞台，转改文职人
员后能继续发挥自己专业特长和优势，继
续在军校工作，对我来说就是一种幸福。”

一视同仁，系列举措暖心

军事外语系副主任马晓雷早已递
交申请并确定转改文职人员，让他感到
惊喜的是，在今年职称评审初评中，院

党委将其优先推荐参评正高职称。
“坚持高标准，军人与文职人员一

视同仁。”该院政治工作处主任蔡学武
说，针对军队文职人员队伍建设新情
况，院党委及时制订出台了一系列拴心
留人的举措。

今年，该院在申报出国访学对象
时，5名预选对象均是已递交转改申请
的教员，学校青年拔尖人才培养对象王
广就是其中之一。王广是学校首批从
清华大学引进的博士毕业生，入伍短短
几年，他参与承担了 17 项科研课题研
究，发表论文 34 篇，申请发明专利 6
项。在转改文职人员过程中，王广曾担
心身份变了，未来发展受限。学院出台
的一系列关心文职人员的举措，让他吃
了“定心丸”，心无旁骛投身到科技创新
事业中。院党委认为王广专业基础扎
实，创新潜力大，优先推荐他今年赴世
界一流大学访学。

该院转改文职人员从马晓雷和王广
的事例中，看到了院党委对文职人员的
高度关注和重视，进一步激发了他们坚
守初心、投身强军事业的热情和干劲。

排忧解难，干事创业舒心

身份转换是否会成为“局外人”？
组织关爱是否会厚此薄彼？这是该院
一些同志面临转改时产生的后顾之
忧。对此，该院党委在做好政策解读的
同时，主动为转改文职人员办实事，排
忧解难，一如既往给予关心爱护，使他
们后顾少忧。

该院数学系讲师海昕是一名入伍
22 年的教学骨干。几年前，同为军人

的妻子为了照顾重病的孩子，毅然转业
到地方工作，以此支持丈夫继续在部队
工作。在面临转改文职人员的人生十
字路口，海昕十分纠结，既舍不得脱下
穿了 20 多年的军装，又为不能照顾生
病的孩子而深感愧疚，更担心身份转换
后失去组织关爱，干起工作少了些以前
的激情。

学院和系领导了解海昕实际情况
后，一边找他谈心交流，帮助其规划未来
事业发展，一边与他爱人沟通，根据家庭
实际困难，为其优先排课，特地避开一二
节课，让他早上有时间照顾生病的孩
子。学院的这一举动让海昕十分感动。
去年底，学院推荐海昕参加湖南省普通
高校“教学能手”比赛，并组织经验丰富
的专家对他进行指导帮助。海昕不负众
望，在这次比赛中一举夺冠。

事业和家庭两不误，海昕干劲十
足：“转改文职人员后，我仍是一名军
校教员，同样能得到组织的关爱，照样
能在岗位上建功立业。”今年 1 月，海
昕在爱人的支持下，主动提出转改文
职人员，振奋精神积极投入到教学工
作中。

据介绍，该院党委和机关着眼保留
骨干人才、建强文职人员队伍，对每一
个转改文职人员给出了职业定位，作出
未来发展规划，多方协调帮助解决工作
和生活中遇到的困难，进一步凝聚起干
事创业的强劲力量。生物与化学系副
教授胡碧茹说：“虽然即将面临身份转
换，但我们干起工作来感到很舒心。”目
前，该院首批上报的 30名转改文职人员
初心不改，正以新的姿态意气风发投入
到教学科研工作中。

解读政策走心 排忧解难尽心

30人申请转改首批文职人员
■本报记者 王握文 通讯员 雷 雯

与改革同行

谈文论武

4月的一天深夜，一名患者被转诊
到武警总医院后病情突然恶化，重症医
学科护士长田二云全力配合专家抢救了
2个通宵并精心护理，最终患者转危为
安，患者家人万分激动、欢喜。此时，田
二云虽疲惫不堪，但也感到无比喜悦。

2004年 6月，田二云为了心仪已久
的军旅梦，毅然放弃待遇更好的地方医
院选择了部队，成为该院首批文职人员
中的一员。从事临床10多年来，田二云
把护理工作当作崇高职业，把护理患者
健康当作人生幸福之事，凭借身体强壮、
精力充沛，又不乏细心周到、体贴温柔，
成为女性占绝大多数的护理队伍中一名
“天使哥”。

有人说，男护士没有前途，甚至“连媳
妇都不好找”。田二云刚开始从事护理工
作时，经常有人问他：“你年纪轻轻的干点
什么不好？为什么非要干这行！”起初，他
还能相视一笑，随着问的人越来越多，心
里也产生了一些困惑。心不静，工作就不
安。一次，医院组织护理常识竞赛，他频
频出错，导致科室排名靠后，但全科人员
对他没有一丝责备，反而积极为他宽心解
压。那一刻，他被深深地感动了。

田二云当护士时，护士长常对他
说：“一个真正有志气的人，不会在乎自
己从事什么样的职业，而是热爱自己的
本职工作，并努力把它做好。”受此启
发，他更加深刻地体会到救死扶伤的伟
大和当一名男护士的优势。从选择护

理职业时的犹豫不定、遭遇异样眼神时
的尴尬纠结，到慢慢地走出心理误区和
阴霾，他逐渐得到病人的信赖和同事的
称赞，并走上了护士长的岗位。
“用自己的辛苦换取患者的健康，

付出再多都值！”一次，田二云刚下班回
到家，就接到科里打来的电话：一位慢
重肝患者需要马上做MARS治疗。因
为这项治疗技术比较复杂，科室领导每
次都安排他操作，这次也不例外。得知
情况后，他以最快的速度返回医院，换
上护士服就跑进了病房。经过3个小时
治疗，患者的病情得以缓解。当拖着疲
惫的身体走出病房，看到患者父母感激
的眼神，田二云深深地感到：所有付出
都值得！

古人云：医无德者，不堪为医。田二
云认为，作为一名护理工作者，学好业务
固然重要，但学会做人、修好医德更为可
贵。他尊重每位患者，不论职位高低、贫
富贵贱一律平等对待；憎恶不正之风，坚
持廉洁行医、诚信行医。去年7月，一名
60多岁男患者因肺癌晚期住进重症医
学科，呼吸困难、无法平卧，只能坐在轮
椅上或者趴在桌子上睡觉，极其痛苦。
妻子要求陪护丈夫，但重症监护病房通
常不允许家属陪护。田二云感到，一个
癌症晚期患者，每一分钟都在忍受折磨，
家人的陪伴是最好的精神治疗。于是，
他想方设法把患者调换到一个单人间，
解决了家属陪护问题。第二天，患者妻

子把一个“信封”硬塞到田二云手中。待
患者病情稳定转到普通病区后，田二云
又将“信封”退给了患者家属，家属感动
得流下眼泪，向他竖起大拇指说：你才是
最美的“‘男’丁格尔”。
“只要不倒下，就要坚持到底！”2010

年 4月，玉树发生强烈地震，田二云随医
院派出的医疗队到灾区执行救援任务。
连续数日高强度工作，一些同志相继病
倒。最艰难时，整个帐篷里只有他一个
护士，既要负责护理和消毒，还要负责队
友的治疗和伙食，但他咬紧牙关、顽强奋
战，战胜玉树的雨雪冰雹、大风沙尘和高
原反应，圆满完成了救援任务。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10多年来，
田二云先后随队参加玉树、雅安医疗救
援任务，多次参加武警部队组织的卫勤
实战化救援演练，1次荣立三等功，4次
被医院评为优秀文职人员，6次嘉奖，多
次被医院评为“护理标兵”、优质护理先
进个人，2次参加武警部队优秀文职人
员交流大会。

有人问田二云：“你这些年一直坚守
这份又累又苦的工作，为啥不换个轻松
的岗位？”面对别人的不解，他说道：“让患
者少受伤痛的折磨、早日康复，是我的神
圣职责，也是我人生中最大的幸福。”

说说我们的“天使哥”
—记武警总医院重症医学科护士长田二云

■本报特约记者 章士平

“在她眼里，课比天大，如果哪堂
课没讲好，饭都吃不香。”闻听火箭军
工程大学理学院基础部电子信息技术教
研室文职教员王秋妍对课程要求很高，
3月 16日，记者决定到她的课堂上一探
究竟。
“要想做出各种面食，我们除了要

有面粉，还需要什么？”讲台上，王秋
妍的这段独特开场白，让记者多了几分
好奇：电路教员怎么讲起美食？

殊不知，把日常生活经验运用到解
释电路工作原理中去，这正是王秋妍讲
电路课的一个绝活。王秋妍这堂课讲的
是“功率因数”，为讲清有功功率和无功
功率之间的关系和各自的作用，她将生
活中大家熟悉的面粉和水形象地比喻为
有功功率和无功功率，如同面粉在水的
作用下转换成各种面食一样，有功功率
在无功功率的作用下，做功并完成能量
转化。
“电路课程中有很多重要概念往往

都比较抽象，晦涩难懂，王秋妍为了让
抽象的内容具体化，查阅大量资料，观
看各种教学视频，目的就是为了使大家
更好地理解。”一节课下来，许多学员
意犹未尽，一名学员感慨地对记者说，
“听她的课一点也不累。”

上小学时，学习成绩优异的王秋妍
用捡来的粉笔头，在废铁皮上推算题
目，给同学辅导，她梦想有一天能走上
三尺讲台成为一名老师。2002 年，她
从西安科技大学电力系统及自动化专业
本科毕业后进了一家电子公司，但是在
公司当设计员期间，她仍然怀揣着走上
三尺讲台的梦想。

2007 年硕士毕业后，面对再次就
业选择，她一口气向 6 所学校投出简
历，其中的一所就是现在的火箭军工
程大学。随后，她积极准备试讲内
容，试讲后收到了 3所学校的录取通知
书，但她毅然决然选择了火箭军工程
大学，这一选择不仅圆了儿时的梦，
而且饱含了她对军人职业的那份敬
仰。就这样，她在军校三尺讲台一站
就是 11年。

初上讲台，王秋妍觉得压力很大，
电路分析基础作为一门科学技术基础
课，理论性很强，而在工科院校，电路

广泛应用于各种工程实践中，电路课程
学得好不好，直接影响学员对其他专业
课程的学习。
“这是 2 个孔的插座、3 个孔的插

座和 4个孔的插座，根据之前的学习，
2个孔的插座是我们熟悉的单相插座，
那 3个孔的呢？三相？4个孔的呢？难
道是四相吗？其实不然。”为了讲好这
门课，王秋妍在课程设计中通过引入
大量适度简化的工程实例，加深学员
对电路基本概念和分析方法的理解与
掌握。

精心设计好每一堂课。王秋妍不
仅把功夫下在课上，还下在课后。
这些年来，无论是刮风下雨，还是
身体不适，她都努力克服。去年指
导学员参加全国电子设计大赛时，
因孩子小无人照顾，她不得不把孩
子带到办公室，一边辅导学员，一
边照看孩子。

辛勤耕耘、真情投入换来丰厚回
报，这些年，王秋妍先后荣获首届陕
西省高等学校青年教师电工学课程教
学竞赛特等奖，第二届全国高等学校
青年教师电路、信号与系统、电磁场
课程教学竞赛第三名，首届全国高等
学校青年教师电工学课程教学竞赛二
等奖，军校协作中心电类课程教学基
本功竞赛一等奖，也是基础部承担教
学督导工作的第一个文职人员，享受
全军优秀专业技术人才岗位津贴一
次。她还受邀担任第二届陕西省高等
学校青年教师电工学教学竞赛评委，
指导学员参加全国和陕西省大学生电
子设计竞赛获陕西省一等奖 2项，3次
被各级评为优秀文职人员。

因为爱，所以爱。今年，已是王
秋妍在军校工作的第 11个年头，即将
面临又一次续签合同的她，坚定地告
诉记者：“我打算再续签下去，不仅是
新修订的 《文职人员条例》 颁布实
施，文职人员待遇保障政策变得更
好，更重要的是，我的爱一直在三尺
讲台。”

爱在三尺讲台
—火箭军工程大学文职教员王秋妍素描

■张泽军 本报特约记者 钟福明

创优龙虎榜逐梦之旅

16年的军旅岁月，弹指一

挥间。军队调整改革之际，武

警山东总队机动支队警勤中队

指导员姜山，坚决服从组织需

要，主动申请转改文职人员。

虽然面临脱下挚爱的军装，但

他仍然心怀感恩、干劲不减，认

真履职尽责，受到官兵称赞。

图为姜山（中）在组训时的场

景。 曹正宝摄

☆朱俊霖：初心不改，脚步不
停，方向不变。

☆尹雪松：把患者需要放在第
一，把医生职责举过头顶。

☆熊若帆：微笑是我们的名片，
周到是我们的诺言。

☆方永昆：认真仔细地干好岗
位上的每一件事情，以饱满的热情

对待每一位患者。

☆刘 媛：工作是一种生活方

式，是一种证明自己的表现。

☆杨泽慧：面带微笑、说话和
气、耐心解释，待患者如亲人。

☆陆晨阳：以无我之心，做有为
之事。

☆邓礼辉：信仰深入灵魂，爱党
付诸行动。

☆汪 林：行医一时，鞠躬一

生；不求闻达，但求利人。

☆胡佳镁：我所坚守的阵地，就
是我的信仰。血液里有多少热情，

人生就闪耀多少光芒。

☆辜 红：把青春书写成激情

的诗行，把信仰化作前进的力量。

☆廖许熊：以精湛技术为基础，
以优质服务为载体，全心全意为病

人服务。

☆廖 衡：从小事做起、从身边

做起、从点滴做起，奉献社会，服务

官兵。

☆曲别雪蕾：医者，救死扶伤，
因热爱而笃行，为责任而坚守。

——武警四川总队医院放射科

供稿

岗位寄语

身份转改，干劲不减

国防科技大学

文 理 学 院

引进社会优秀人才资源服务军队，

是推进部队建设的有效举措，也为许多

怀有军旅梦想的社会优秀人才提供了投

身军营、施展才华的机遇和舞台。文职

人员既然选择了投身强军兴军伟大事

业，就要尽心竭力演好自己的角色，唱出

人生的精彩。

走上文职岗位后，我们必须迅速适

应新的工作环境，主动来一场思想观念

上的“头脑风暴”、能力素质上的“二次革

命”、工作作风上的“升级换代”，整理好

心态再出发，在第一时间实现转型重塑，

而不能“拿着旧船票去登新客船”。因

为，已经习惯的思维模式和工作方式，往

往对人的威胁最大。要坚持因势而变、

顺势而为，认真熟悉“舞台环境”和“剧本

内容”，拿出自我革命的精神，主动放下

过去的光环和荣誉，尽快实现角色转换

和华丽转身，立起新时代军队文职人员

的好样子，以全新姿态登上改革强军的

时代列车向前奋进。

壮美人生需要高远追求。一代豫

剧大师常香玉有句名言叫“戏比天

大”。在她眼里，戏就是生命的全部，她

一生最大的追求就是把戏唱好。打胜

仗是军人的最高职业追求，非志存高远

很难挺立新时代强军事业的潮头浪

尖。时下，陆续出台的一系列军队文职

人员法规政策，从制度层面提供了较好

的待遇保障条件。然而，物质利益并非

衡量人生价值的唯一标准，人的幸福感

大都源于才华的尽情展现和梦想的不

懈追求。既然选择了投身军队建设，就

不能把自己定位于一般的社会从业人

员，就不能把所从事的岗位看成只是用

来谋生就业的一个平台，而要树立“不

求人生价格、但求人生价值”的高远境

界，全力塑造一颗为军队事业矢志奋

斗、激情付出的心，在推动强军事业征

途上书写精彩华章。

平凡成就伟大，实干成就梦想。所

谓“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台上的瞬

间精彩源于台下的经久苦练。世上没有

多少人能够轻易成功，实干才是走向成

功的“通行证”。不务实事、不重实干，梦

想再大、唱功再好，也很难行稳致远。“生

旦净末丑，样样显身手”，每个角色安排、

每个岗位设计都是强军事业的现实需

要。只有找准角色定位，唱好属于自己

的“戏份”，把自己的“责任田”种成“示范

田”，强军战歌才能越唱越响，强军事业

才能乘风破浪。要把军队建设置于心中

最高位置，聚焦打仗这一主责主业，坚持

“实”字当头、“干”字在前，认真对待每个

“剧本”，全力演好每个角色，倾情唱好每

一出“戏”，力争把平凡岗位干出极致业

绩，把细小事情做到卓越标准。

当然，让文职人员“唱好戏”，各级党

委和领导也要善搭台子、勤扶梯子、多给

位子，坚持多点科学统筹，少点一厢情

愿，因人而异、量才而用，使岗位需要与

个人特长高度契合，努力形成人尽其才、

才尽其用、用当其时的良好局面。

（作者单位：陆军炮兵防空兵学院

政治工作处）

给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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