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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在沈阳联勤保障中心第
208医院干部病房，一位年逾八旬、身
患癌症的老干部因抢救无效去世，医护
人员紧紧握着他的手，深情送别老人。

白衣天使，大爱无疆。该院干部
病房的医护团队多数是文职人员，收
治的患者年龄多半为 90 岁以上高龄，
生理心理都需要细心呵护，医护工作
也需要讲究方式方法。有一位老首
长，参加过抗美援朝，病情不严重
时，总跟医护人员讲述他们连队参战
全歼美军一个连的英雄壮举。医护人
员一赞美，他就乐得像个孩子。病情
严重时，他却不让护士打针，任谁劝
都不听。医护人员赞扬他“威风不减
当年”，趁他高兴时说：“您连美军都
能打赢，还怕打针呀！”他马上说：
“区区打针，哪能害怕！”护士这才趁
机给他打了针。

病房里的老干部早年南征北战，
现在体弱多病，老伴多半已过世，子
女多半也不在身边。为此，医护人员
制作了“健康保健服务指南”卡片，
规范了老干部吃饭、穿衣、睡觉等注
意事项；还经常给老干部开展健康教
育。老干部过生日时，医护人员会送

上一张生日贺卡；老干部过年不回家
时，医护人员会陪他们吃上一顿年夜
饭。医护人员还特别关心老干部的内
心感受，经常倾听他们的心声，让他
们时时感受到亲情的温暖。

老干部王军是一位肺癌患者，每
年有多半时间都在病床上度过，时常
出现昏迷。在他清醒时，护士们经常
帮他修剪指甲，无意间得知老人的
“遗憾”：跟老伴结婚近 60年，还没正
式举办过婚礼。科里商量后决定，特
意在病房里为王军夫妇举办一场婚礼
庆典。直到弥留之际，老人还念念不
忘这群“好儿女”。

住院的老干部中，有的在老伴去
世后又找了新老伴。虽然情感有了寄
托，但有的老干部与子女们因此产生
了亲情隔阂，特别是当子女鲜有来探
望和伺候的时候，情绪显得更加低
落。医护人员得知情况后会主动跟他
们聊天，设法做子女们的思想工作。

有一位老干部退休前忙于事业，
对子女照顾少；现在躺在病床上，子
女们对他的照顾也不多。老伴去世
后，他又找了新老伴，子女们与他产
生了距离。随着病情加重，尽管新老
伴对他照顾周到，但一看到别的患者
儿女来探望服侍时，他的情绪就十分
低落。医护人员多次打电话给他的子
女，谈老人的情况，讲父母养育之恩

和亲情的重要。没过多久，子女们便
相继来看望和照顾他。现在，老人逢
人便讲：“是 208医院医护人员帮我找
回了儿女！”

由于住院的老干部多数处于高危
发病期，即使医护人员照顾得再周
到，抢救也时常发生。科里有条不成
文的规矩：抢救老干部，不管自己在
不在班，不管白天或黑夜，不管抢救
时间多长，能赶到的医护人员都要赶
到。采访时，家住某干休所的一位阿
姨说：“前年 4月的一天深夜，我老伴
病情突然加重，护士长接到夜班电话
连忙穿上衣服直奔急救室，又一次把
我老伴从鬼门关拉了回来！”

今年正月十五，护士长担心老干部
吃汤圆噎着，晚饭过后便早早回到科室
查房，不时给家属和陪护叮嘱注意事
项。当她踏入高本原的病房门口时感
觉气氛不对，首长因年纪大听力减退，
以前隔着好几个病房都能听到他说话
的声音，而这次查房却格外安静。几十
年的临床护理经验告诉她，老人的身体
状况可能出现了异常。她冲进病房一
看，果不其然，令她最担心的一幕出现
了：只见老人口唇憋得青紫，嘴角流出
了食物。护士长初步判定，这是由于食
物卡在呼吸道而引起的窒息。
“快去叫医生！”护士长一边督促

家属，一边掏出兜里常备的纱布，迅

速用其抠除老人口腔内的残余食物。
闻声赶来的大夜班护士朱林立即返
回护士站，按照患者窒息的抢救预
案通知相关医护人员。正在家洗澡
的科主任，还没等头发上的泡沫冲
洗干净就迅速赶到病房，立即给老
人进行吸氧、吸痰、胸外按压、建
立静脉通路……但心电监护仪还是发
出了异常的“滴滴”报警声，科主任
立即联系麻醉科插管、呼吸机辅助呼
吸、采集动脉血进行血气分析、加大
氧流量面罩吸氧，同时辅以每分钟 120
次的胸外按压，展开了与死神对抗的
持久战。经过半个多小时的抢救，一
大块食物残渣被吸了出来，老人逐渐
恢复自主呼吸。科主任抹了一把额头
上的汗滴，脸上露出了会心的微笑。

当然，并不是每一位病危的老干
部都能转危为安。护士长回忆起几年
前一位肝癌晚期老干部临终前的情
景：老干部早年在战斗中多次受伤，
都被抢救过来了，那次由于病情突然
恶化，肝脏破裂，引起大出血。抢救
间隙，这个坚强的老人数次从昏迷中
醒来，医护人员始终握着他的手说：
“全院最好的医生都来了，您别担
心。”听到这句话，老人的情绪逐渐平
静了下来。当心电监护仪上显示其心
跳呈一条直线时，医护人员还紧紧地
握着老人的手……

大爱无疆护夕阳
—记沈阳联勤保障中心第208医院干部病房医护团队

■本报特约记者 汪学潮 通讯员 孙晓锋

人类在不断适应环境中延续发展，

人的能力在适应环境的不懈奋斗中积聚

形成。可以说，适应是每个人都要面对

的现实问题。只有保持永不懈怠的精神

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在适应环

境中改造环境，在挑战自我中超越自我，

才能到达成功彼岸、成就精彩人生。

由社会优秀人才“转身”而来的军队

文职人员，从已经熟悉的社会环境到完

全陌生的军营热土，从相对舒适的生活

方式到严格紧张的工作状态，很容易出

现这样那样的陌生感和不适应，这无可

厚非。然而，军队文职人员岗位与战斗

力建设紧密相连，如果不能摒弃与军营

环境不相适应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

甚至一味沉浸在过去的光环荣誉和生活

环境中，就很难迅速打开工作局面，成为

部队建设的有生力量，对新时代强军事

业的贡献值也会大打折扣。

生活中，我们在评价一个人时经常

会说：“这个人的适应能力很强。”何为

适应能力？简而言之，就是面对全新的

工作环境，没有丝毫胆怯和犹豫，能够

在第一时间融入其中并激情奋斗、脱颖

而出。所以，适应不是随波逐流、随遇

而安，也不是淹没自我、丢掉锋芒，而是

在价值追求和岗位要求之间找到最佳

契合点，让自己的聪明才智充分涌流、

尽情释放。

作为社会优秀人才，既然选择了

投身军营，要想掌握工作的主动权、打

好事业的主动仗，就要树立和保持正

确的人生态度。因为，环境的优劣永

远是相对的。部队工作的快节奏、严

要求、高标准，对消极的人来说，可能

感到是一种束缚；对积极的人而言，则

是磨砺心志、施展才华、实现梦想的大

好舞台。态度不改变，适应就是一句

空话，梦想和现实之间的“连接线”就

很难打通拉直。

适应不是一个口号，而是一种精神

境界、一种事业追求、一种责任担当，需

要通过激情奋斗来体现、通过真抓实干

来实现。缺乏激情、驰于空想、不重实

干，就很难适应环境、融入环境，更别说

走出人生的新高度。从某种程度上说，

激情对结果的影响比能力更重要，成功

的人生离不开富有激情的奋斗。

奋斗的激情并非与生俱来，而是源

于对所处环境的真心热爱，对从事职业

的高度认同，对履行使命的崇高追求。

“百舸争流，奋楫者先；千帆竞发，勇进

者胜。”社会优秀人才带着美好愿望步

入军营，要想实现事业的精彩开局，必

须加满油、把稳舵、鼓足劲，始终保持炙

热如火的奋斗激情，仰望星空、脚踏实

地，在不懈奋斗中释放青春激情、追逐

青春理想，以青春之我、奋斗之我、实干

之我，为军队建设发展铺路架桥、添砖

加瓦。

（作者单位：陆军炮兵防空兵学院

南京校区政治工作处）

适应也是一种奋斗
■姬广增 周燕虎

“今后在文职人员岗位上，我会凝
心聚力履行职责、干好本职工作，让最
美的人生芳华在强军征途上再次绽
放。”这是内蒙古军区保障局转改文职
人员徐萌日前在军区举办的岗前培训

班上的铿锵誓言。连日来，从塞外边
城到首府青城，从黄河沿岸到阴山脚
下，内蒙古军区所属部队认真抓好转
改文职人员岗前培训，帮助他们适应
岗位需求、实现转型重塑。

今年是转改文职政策实施的第
一年，针对在内蒙古军区范围内首
批转改的文职人员专业对口率和符
合岗位需求率低的实际，按照“精准
对接岗位、尽快转变角色”的原则，
该军区组织优秀机关干部和人武部
主官，结合自身工作经历面对面、手
把手地教方法、传经验；采取以老带
新的方式，安排专人结成帮扶对子，
搞好一对一、多对一的帮带指导，使
大家尽快适应工作环境和节奏，胜
任本职工作。

脱了军装还是一个兵，转改文职
还要创佳绩。结合开展“传承红色基
因、担当强军重任”主题教育活动，该
军区组织转改文职人员学习习主席重
要讲话精神，广泛开展“在主业主责上
树牢战斗力标准”大讨论，引导大家在
追溯军旅足迹中坚定信仰，在重温奋
斗历程中履行使命。“这次培训对我来
说是一次精神洗礼，虽然不能再穿军
装了，但仍能继续为改革强军贡献力
量，我感到无比光荣。”转改文职人员
魏文军格外动情地说。

为了让转改人员放心、尽心地投
入到工作中，该军区还认真组织转改
人员研读《文职人员条例》，集中观看
《关于改革期间现役干部转改文职人
员的实施意见》辅导录像，帮助他们进
一步了解掌握相关规定；军区党委常
委积极搞好政策宣讲解读，帮助转改
人员算好“政治账”“经济账”“家庭账”
和个人发展的“潜力账”；各级深入开
展一对一谈心活动，了解个人和家庭
存在的实际困难和现实难题，深入开
展“解难帮困送温暖”活动，帮助他们
解除后顾之忧。“组织的关心关怀，让
我坚定了精忠报国的初心，我一定要
尽快适应工作岗位，竭尽所能干好每
一项工作。”动员局原战备建设处参
谋、转改文职人员巴金说。

目前，该军区首批转改的 100 多
名文职人员，全部取得了上岗资格，在
行进间实现转身、顺利进入战位。下
一步，该军区还将结合业务培训、夜校
集训等，全方位提高文职人员队伍整
体建设水平，立起新时代国防动员系
统文职人员的新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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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名护士，像一棵嫩绿的
小草，在夕阳下无限渺小，但我从未
放弃。我有我的追求，我永恒的人生
坐标就是——为保障打赢，奉献我的
青春！”

这是海军青岛第二疗养院文职人
员、特勤二科护士冀欣玲近日在“拥
抱新时代、实现新作为”演讲比赛中
朗诵的一首诗，赢得大家热烈掌声。
“小时候，每当看到护士阿姨面带

甜美的微笑、迈着轻盈的步子为病患解
除痛苦，我都不禁凝望很久，渴望有一
天也能成为像南丁格尔那样的‘提灯女
神’。”冀欣玲告诉笔者，这份美丽的憧
憬一直伴她长大。

毕业后，冀欣玲毅然选择来到部队
疗养院，选择用责任和热情与战友们共
同筑起强军梦。
“我的工作就是接待离退休干部，

他们戎马一生，是革命的功臣。岁月改
变了他们的容颜，时光染白了他们的头
发，每每看到这些，我的心里就充满敬
仰。”冀欣玲缓了缓语气坚定地说，“我
要用炽热的心，为他们增添一份温暖，
让他们感受到爱的力量。”

尽管离退休干部不像年轻人那样

有活力，但他们的沉稳和阅历教会了
冀欣玲对生命的热爱和对生活的追
求。冀欣玲清晰地记得一位叫于锡志
的离休老干部，他坚持每天读书看报
写字。每当看到他伏案书写时，冀欣
玲内心深处的敬意便油然而生。她被
老人那种孜孜不倦的求知精神感染
着、激励着，因此报考了全科护理考
试，并以优异成绩通过。

辛勤的付出不仅仅是为了名誉，更
是为了提高护理技术。经过不懈努力，
冀欣玲连续 5年获得了“技术能手”称
号。每次看到离退休干部露出满意的微
笑时，冀欣玲都会觉得这是一种无与伦
比的幸福。

很多人问过冀欣玲同一个问题：
“你就是一名合同制护士，待遇不高，
前景不明，为什么还这么拼命工作？”
这些话语也曾让冀欣玲迷茫，但她坚
信：只要真诚地付出，立足岗位、精益
求精、尽职尽责，就一定会实现自己的
人生价值。

去年 6月科室装修，冀欣玲被抽调
到特勤科工作。她对特勤护理保障工作
既陌生又好奇，对自己能否胜任这个岗
位有些担忧。为了让冀欣玲尽快适应特

勤科工作，熟悉特勤疗养路径，护士长
刘静亲自带教，冀欣玲也倍加珍惜这个
难得的学习机会。她坚持每天第一个到
科里，最后一个离开，遇到不懂的问题
就及时向护士长请教，迅速调整角色，
很快适应了新的环境。
“责任是什么？”冀欣玲在演讲中

说，看看身边的“最美二疗人”就能找
到答案。营养科主任刘海清 30年如一
日照顾盲人夫妇，中医科主任马群医术
精湛对患者无微不至，理疗镇痛科主任
张文广以患者为中心被誉为“值得信赖
的好医生”，护士长刘静常年坚守特勤
护理一线……他们为全体医护人员树立
了榜样。
“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不过有人

替我们负重前行。作为部队疗养院的一
名文职护士，要把责任融入强军实践。
特勤官兵为我们负重前行，我为特勤官
兵的健康保驾护航！”采访结束了，冀
欣玲慷慨激昂的话语仍久久回荡在笔者
耳畔。

责任让爱更美丽
—记海军青岛第二疗养院特勤二科护士冀欣玲

■朱 琳 本报特约通讯员 解孝来

战位上值班、病床前呵护、

舱室里巡诊……海军第29批护

航编队千岛湖舰几名卫勤护士，

帮助官兵消除远航途中病痛的

困扰，被官兵亲切地称为“亚丁

湾上的‘提灯女神’”。

蔡庆坚摄

解放军第211医院在开展“传承红色基因，担当强军重任”主题教育活动中，坚持寓教于乐开展系列配合性活动，增

强了教育活动实效。图为该院举办群众性文艺演出时的画面。 王志超摄

谈文论武

明星团队风采

逐梦之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