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葫芦岛军分区是辽宁省军区第一
个完成首批现役干部转改文职人员计
划的单位。听说在上报的 8名拟转改
对象中有 3 名在编现役干部，5 月中
旬，记者专程前往该军分区一探究竟。

军分区政治工作处主任曹奎介绍
说，此轮军队改革中，军分区现役编制
大幅缩减。超编干部面临着退役转改
文职人员的选择，而在编现役干部主
动申请转改文职人员，这种现象确实
有点出人意料。

这一局面是如何产生的呢？曹奎
接着说：“这其中的确有一个从认知到认
同的过程。转改工作启动之初，一些干
部对政策情况不了解，难以下定决心。
讲清了政策，算明白了事业平台账、经济
待遇账、家庭幸福账，大家消除了思想顾
虑后，转改的积极性很快就提高了。”

据了解，该军分区政委齐为跃在
转改工作动员部署大会上，紧紧围绕
副团职以下干部退役后面临“转改文
职、转业安置、自主择业”3条职业发展
路径，对比政策条分缕析，讲清转改政
策优势，指明发展前景，让干部在比较
中理性选择。

政策解读清楚后，不少现役干部虽
有些动心，但还是有这样或那样的顾
虑。齐为跃趁热打铁，召集副团职以下
干部家属搞座谈，当面解读政策，听取意
见建议，还邀请地方政府有关部门领导
解疑释惑。通过把系列政策措施解读
好，把制度比较优势讲到位，紧紧扭住政
策宣讲和教育引导这个关键，一些先前
犹豫彷徨的干部纷纷递交转改申请书。

军分区战备建设处副团职参谋王
英敏申请转改文职人员，这让很多人
感到吃惊。因为王英敏是全分区最年
轻的在编副团职领导干部，深受军分
区首长器重，再好好干两三年，提拔到
正团职岗位的可能性很大。
“算长远账，转改文职人员工资收入

不降，副处级文职人员不比服役提正团
退役后挣得少。继续服现役即使提到正
团，干到50岁基本就得退休，如此我只能

在部队再干10年；转改文职人员后，如果
按60岁退休，我还能在部队再干20年。”
稍作停顿，王英敏深有感触地对记者说，
“最终让我下定决心转改文职人员，不仅
是党委政策解读走心，帮我们算好个人
经济待遇账，而且通过教育引导，让我们
懂得感恩组织，珍爱职业荣誉。”

在部队大院里长大的王英敏，从
小立志从军，想在部队干一辈子。军
分区作训参谋这个岗位成就了他，让
他从一名不懂参谋业务的门外汉，成
长为一名优秀机关参谋，先后荣立三
等功 2次，获得各级各类荣誉证书 25
本，仅军级以上荣誉就有 12项。回望
自己从排职军官成长为副团职领导干
部的 16年职业坚守，他更加坚定了转
改文职人员的决心。

一石激起千层浪。王英敏的选
择，让一些先前对转改犹豫彷徨的干
部也动了心。王英敏主动当起了转改
政策宣讲员，他告诉大家，现在部队对

业务骨干求贤若渴，转改留下的，将来
都是“香饽饽”。现役干部转改文职人
员，职务越低越合适，年龄越小越合
适，因为工作时间长、进步空间大；家
属没工作的最合适，因为转改文职后
随军政策、随军未就业政策不变，这就
意味着“一人上岗、两口子受益”。

在编副营职干部徐国庆，在王英
敏的影响带动下递交转改申请书。他
告诉记者，真正让他下定转改决心的，
是军分区政委齐为跃在政策解读时提
出的“变与不变”论。其中讲到，部队
编制体制变了，思想观念必须跟着转
变，要看到变中有机遇。改革后，军分
区编制员额总体增加，文职人员占比
过半，有 20 多个正科级文职岗位空
缺。徐国庆任现职已经 4年多，转改文
职提升正科职水到渠成。转改文职
后，除了工资收入、住房保障、社会保
险等不变外，更重要的是，可以实现自
己在部队干一辈子的人生梦想。经过

综合考虑，徐国庆说：“对自己而言，选
择转改文职人员，不失为明智之举。”

看到在编副团职、副营职干部都主
动转改文职，先前还在犹豫的在编正连
职干部孙瑞强坐不住了，主动递交了转
改申请书。他告诉记者，他正连职已经
任职4年，随着现役编制数量减少，提升
职务更加困难。相对现役岗位，转改文
职后，工资收入不降，还可以马上提升
副科级。况且，他在军分区工作多年，
业务熟、环境熟、同事熟，工作起来比较
舒心，不存在低人一等、短人一寸的问
题。相反，转身是为了更好地出发。

就这样，在 3名在编现役干部的带
动下，该军分区机关紧缺的财务干部
杨坡、守了 14年民兵武器装备仓库的
干部赵宏光等 5名骨干人才，也相继递
交了转改申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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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曹奎（左二）给部分拟转改对象宣

讲转改政策。 周明磊摄

转改，续圆此生军旅梦
—葫芦岛军分区3名在编现役干部带头转改文职人员

■周明磊 李 峰 本报特约记者 鲍明建

最美身影

火红5月，月季怒放。
火箭军工程大学处处生机勃勃，

该校基础部电子信息技术教研室博士
讲师王忠刚刚走出课堂，又转场赶往
实验室，为备战全国大学生智能汽车
大赛的学员进行辅导。

在学员眼中，这位年轻的教员给
人的印象是：军装始终笔挺，皮鞋擦
得锃亮，步履匆匆，尽心尽职。学员
们丝毫没有感觉到，早在 2个月前，
这名教员就已经递交了转改文职人员
申请书。
“虽然很舍不得这身军装，但转

改后仍然能与军人为‘伍’，能在军
校为‘师’，也是一件很幸福的事。”
对于转改文职人员，王忠从未向学生
说过，依然认真备好 180多个学时的
《数字电子技术》课程，一刻也不敢
懈怠。他不断创新教学方式，重点推
进科研项目……就在上个月，他还发
表了1篇 SCI论文。
“最近抽个时间去试试婚纱吧！”

在去实验室的路上，王忠给女朋友发
去一条短信。转改文职人员申请批复
后，他与女朋友想提前照婚纱照，因
为他有一点“私心”：能穿着军装拍

一组婚纱照。
一切都如此平常。殊不知，2个

月前，当他作出转改决定时，心中也
曾泛起一丝涟漪。
“2次参加实弹发射任务，曾在国

际重要学术期刊发表 SCI 论文 8 篇、
EI 论文 13 篇，获国际发明展金奖 1
项，参与军内各类项目近 10项，主持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1项……”那
时，身边不少人认为，作为一名刚刚
毕业不到 3年的博士，能够获得这么
多成果，如果转业到地方，他将拥有
更丰厚的收入。

王忠自己也曾担心，转改文职人
员后容易被视为“二等公民”，怕科
研项目申请、职称评定会受到影响。

转身还是转改、从零开始还是重
整行装？王忠反复观看现役干部转改
文职人员的政策宣讲视频，思考未来
可能遇到的种种问题。最终，内心的
“天平”还是倾向了转改文职人员：
女朋友在驻地，自己渴望有一个稳定
的工作，去年底组织给自己立了三等
功，还没有来得及回报培养自己多年
的母校，不能就这么“一走了之”。
“知恩图报，常怀感恩之心”。

虽然王忠的父母都是农民，但他们
通情达理、不忘本。在儿子面对转
改问题上，父亲的话语更是给王忠
注入了一剂“强心剂”：“你上大学
前，我们都是先向亲戚借钱交学
费，然后年底靠卖猪卖粮食来还

钱。自从上了军校后，从本科一直
读到博士，你不但没有花家里一分
钱，还给家里寄钱。部队对你这么
好，你不能忘啊。”
“自己成长的每一步，都离不开组

织的关心与爱护、学校的锻炼与培
养，即使脱下军装，我也愿留下此身
以报党恩。”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王
忠毅然决然地选择了转改文职人员。
“把握生命里的每一分钟，全力

以赴我们心中的梦，不经历风雨，怎
么见彩虹？”穿梭在校园，王忠哼着
自己最喜欢的歌曲《真心英雄》。他
坚信，幸福是靠自己奋斗出来的，只
要踏踏实实干，就一定能成为迷彩军
营出彩人。

火箭军工程大学基础部博士讲师王忠—

愿留此身报党恩
■杨德飞 郑仕霖 本报特约记者 钟福明

白驹过隙，又到了年度干部转业退
役的时节。对我而言，将要恋恋不舍地
脱下军装，奔赴新的工作岗位。恰在这
时，军队现役干部转改文职人员工作全
面开启，服现役近 25年的我，经过慎重
考虑，第一时间向组织递交了转改文职
人员申请书。因为我深爱着充满朝气的
军营，牢记着当初穿上军装时的梦想。

作为一名即将光荣退役的干部，我
在选择转业安置方式上也曾纠结过、彷
徨过。因为，在我的人生重大抉择面前
有 3种选择：自主择业、政府计划安置
和转改文职人员。该选哪一种退役方
式呢？这是我必须作出的单选题。

在近 25年的军旅生涯中，我穿着

笔挺的军装，经历了淬火的磨练，爱上
了子弹从枪膛射出去那一瞬间迸发的
力量，爱上了充满激情奔赴荆棘遍布
的演兵场，爱上了装甲战车轰轰的咆
哮声，爱上了嘹亮的军歌和军号，爱上
了团结友爱的战友，爱上了军营的一
草一木。因为热爱，所以忠诚，忠诚于
自己喜爱的事业，忠诚于培育我健康
成长的组织，所以我自愿选择转改文
职人员，我无悔！

在近 25年的军旅生涯中，我由一
名农村青年成长为一名副团职军官，
离不开部队的培养、领导的关心、战友
的帮助，以及家人的默默支持。在成
长中，我用汗水洗去了稚嫩和无知，用

热血熔铸了钢筋铁骨；从内地走向边
疆，酷寒练就了我威震边关的铁拳，用
血汗铸就了军威。大阅兵中，我学会
了坚持，锤炼了忠诚的品格；严酷训练
中，我学会了吃苦，锻造了坚强的意
志；抗洪中，我学会了团结，培塑了友
爱的品质。这怎能不感恩我挚爱的军
营呢？因为感恩，所以坚守，所以我自
愿选择转改文职人员，我无悔！

在近 25年的军旅生涯中，我把青
春和热血献给了亲爱的连队，闪耀的军
徽照亮了岁月，连队使我勇敢和智慧，
从此再也不怕浪打风吹。在优美的旋
律中，我用青春书写了 18岁当兵的历
史，赢得了革命战士的光荣称号；用刺

杀格斗、跑步冲锋、投弹爆破等演奏了
无悔青春的交响乐，赢得了战斗员的光
荣称号；用实兵对抗、实战演练、应急处
置和实地指挥等吹响了实战的冲锋号，
赢得了指挥员的光荣称号；用灵动的文
字、生动的意象和十足的战味谱写了诗
和远方，赢得了舆论战线轻骑兵的光荣
称号。因为奉献，所以光荣，所以我自
愿选择转改文职人员，我无悔！

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近 25
年的军旅生涯告诉我：我的事业我的
梦想就在军营，军营成就了我。虽然
转改文职人员脱下了军装，改变了身
份，可能无缘走上战场，但不变的是参
军报国的初心，我依然可以在军营干
自己喜爱的事业，最大限度地实现自
己的人生价值，所以我自愿转改文职
人员，我为自己生逢其时感到幸运。

强军兴军的冲锋号已吹响，我愿
在新征程上，乘着新时代的浩荡东风，
信心满怀，加满油、把稳舵、鼓足劲，让
承载我强军梦想的人生航船再次扬帆
远航，驶向充满希望的明天，一如既往
用忠诚、感恩和奉献，在新的岗位上续
写“转身”后的华彩篇章。

芳华再度献军营
—内蒙古察右中旗人武部一名待转改对象的真情告白

■张迷九

随着我军文职人员制度改革的推

进，越来越多的社会优秀人才涌入军营，

为军队建设输入新鲜血液。军队文职人

员区别于一般社会从业人员的一个鲜明

特征，就是所从事工作岗位与军队战斗

力建设密切相关。这就意味着要想实现

人生价值的最大化，必须树立与新时代

强军事业相契合、与军队建设要求相适

应的崇高职业精神。

应该看到，社会优秀人才选择投身军

营，大都源于对军队的热爱、对军营的憧

憬，即使有这样或那样的个人动机，但对

军队的感情是纯真的。但是，新时代强军

事业不仅需要这种朴实无华的情感，更需

要强烈的事业认同、情感认同和价值认

同。缺乏来自心灵深处的高度职业认同，

就很难保持持久和高昂的事业激情，职业

精神的塑造形成就会成为无源之水。

我们在生活中经常看到，处于同样

学历层次和能力水平的人，事业发展可

能不尽相同。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职

业信仰和职业追求的差异性。有的人把

职业当事业，穷尽毕生精力和才华来追

求，始终走在工作的前面，引领事业不断

向前；而有的人则把岗位当饭碗，不求无

功、但求无过，经常让工作牵着鼻子走。

心中有目标，并且坚定不移朝着目标走

去是“志”；一鼓作气，不达目的绝不言败

是“气”，两者合起来就是“志气”，而事业

成败的关键往往取决于此。志不高、气

不足，精神境界和事业追求就会在低层

次徘徊。军队是要打仗的，牺牲奉献是

军人本色。文职人员虽然不穿军装，但

作为军队建设力量的组成部分，理应在

信仰信念和精神境界上有更高的职业追

求，坚持“不求人生价格、但求人生价

值”，热爱军队、钟爱岗位而无私心杂念，

激情奉献、助力打赢而不计名利得失，勇

挑重担、堪当重任而不懈怠犹豫。

军队文职人员岗位的广泛设立，为

社会优秀人才投身军队建设、实现人生

价值提供了良好的事业平台，但这只是

事业发展的“起跑线”。要想走出事业新

高度，既要树立“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

境界，更要保持“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

担当，这是职业精神的实践要求和关键

所在。无论处于什么样的岗位、担负什

么样的任务，都要立足本职脚踏实地，勤

勉肯干真抓实干，不以一时之得而满足

懈怠，不因一时之失而气馁止步，凝心聚

力种好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让最美的

人生芳华在强军征途上尽情绽放。

当然，在点滴养成和工作实践中大

力塑造文职人员职业精神，必须把文职

人员同现役军人的思想政治教育统合起

来。充分发挥我军政治工作春风化雨、

塑魂定型的独特优势，因人而异当好“设

计师”，因势利导打好“主动仗”，锲而不

舍用习近平强军思想和我党我军红色基

因熔铸灵魂血脉，激励他们为实现新时

代强军事业贡献智慧和力量。

（作者单位：陆军炮兵防空兵学院

政治工作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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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士长，我康复回家后，现在又
能打工挣钱了，随时欢迎您来广东
玩。”“护士长，我和妻子在杭州又开了
一家分店，生意越做越好，等闲一点就
来医院看您”……

这些信息中所称的护士长叫张翠
菊，是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 256临床部
康复休养部的一名文职人员，负责对精
神病患者的护理。在 10多年的精神护
理岗位上，她始终把这些特殊病人当作
自己的亲人，用一颗平等、怜爱的心对
待每一名患者，从对精神病人的漠然无
知、心存恐惧，到逐渐同情、理解、喜
爱甚至离不开他们，走进他们的心灵世
界感受着不一样的喜怒哀乐，从一个个
康复出院的患者身上体会着特殊的成功
和喜悦。

精神病患者长时间处在封闭的空间
里。有的患者在医院一呆就是几年、十
几年，甚至一直到老去；有的患者被父
母和亲人抛弃，心里充满了孤独、自卑
甚至病耻感，特别渴望得到关心与疼
爱。张翠菊经常说：“精神病患者比普
通病人更需要亲情和关爱。”工作中，
不管多苦多累，她始终带着微笑面对患
者，为他们送去如亲人般的服务、如家
庭般的温暖。

每天从日常起居开始，无论是刷牙、
洗脸，还是换衣服、刮胡子、剪指甲，张翠
菊都会对患者进行逐个督促协助。饮食
上，张翠菊经常从外面买一些糕点给他
们换换口味；有机会还带他们到外面改
善一下伙食，点几个家乡菜；换季时，自
费给他们买一些棉拖鞋、内衣；节日里，
陪他们一起包粽子、吃月饼、煮水饺、看
晚会，用真诚换来他们的信任。

患者小苏父母双亡，跟着姐姐生
活。那年临近春节，姐姐打电话接他回
家，却遭到他的拒绝：“护士长要和我
们一起过年，我就不回去了。”还有一
位患者老范精神分裂症已经处于衰退
期，连父母都不认识，但每次有人问起
护士长的名字，他总能说出“张翠
菊”。医院每季度搞问卷调查，在最满
意的护士一栏内，他总是一笔一划地填
上张翠菊的名字。

工作中，张翠菊也有过委屈，流过
泪水，但她知道这些都是患者病情所
致，所以常常提醒自己不能带着情绪工
作。一次，她组织患者集体活动，精神

偏执、狂躁的患者小王忽然犯病，不仅
用语言唾骂她，还把她摔倒在地。事
后，张翠菊不仅没有责怪，反而主动找
他聊天，倾听他的诉说，帮助解决他心
中的痛楚，生活上更加关心他、照顾
他，最终用实际行动感化了他。一天傍
晚，小王旧病复发，偷偷跑了出去，科
主任和张翠菊带着 2名护士在附近找了
一宿也不见踪影。第二天一早，小王自
己回来了，他对值班护士说：“如果我
跑丢了，护士长会受连累。她对我这么
好，我不能给她添麻烦。”

工作中，不少患者感叹：“我现在
这个样子，这辈子一点用也没有了。”
每次听到这样的话，张翠菊愈发感到自
己肩上沉甸甸的责任。她组织病情稍好
的患者到书店买书、超市购物、早市买
菜，让他们练习与社会沟通和交流；在
病区设立小超市，让患者自己进货、购
物、结账，进行自我资金管理训练；建
立训练厨房，手把手地教他们炒菜做
饭，强化了他们回归社会前的角色适
应；带领他们在病区院子里种植玉米、
小麦、蔬菜、花生、红薯等，饲养鸽
子、兔子等；发动大家制作十字绣、丝
带绣、串珠、钻石画、陶艺、编织等手
工艺品……由她带领患者历时 1年 3个
月完成的长 22.5米的十字绣《清明上河
图》，获得石家庄市首届“精神康复才
艺大赛”一等奖；丝带绣《报春图》获
得二等奖；手工编织花瓶获得河北省首
届“精神康复作品赛”三等奖。

据不完全统计，张翠菊担任护士长
的 10 多年里，有 200 余名患者康复出
院。这些患者中的大多数至今都与她保
持联系，不管遇到高兴的事还是难过的
事，都愿意和张翠菊分享。

有人问张翠菊，整天与一群精神病
患者呆在一起是什么感觉？她很自然地
答道：“每次看到经过自己和同事的精
心护理，患者一点点康复，最终回归社
会，自己吃点苦、受点委屈，觉得特别
有价值。”医院领导说：“张翠菊始终坚
守文职人员的誓言——虽不穿军装，也
要像战士一样，时刻保持冲锋姿态，在
特殊护理岗位上演绎精彩人生。”

天使大爱传四方
—记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256临床部护士长张翠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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