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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晚休息得怎么样？有什么不
舒服吗？”“来，你行动不便，我给你洗
把脸。”说话间，武警广西总队医院军
人病区文职人员护士长谢娟端来一盆
温水，用毛巾为战士小李洗脸、洗脖
子，就连每根手指都细心地为他擦
拭。这样温馨的场景，在该病区每天
都可以见到。

正如一名住院官兵所说：“军人病
区不是家，但是有家的温暖；护士长不
是亲人，但是有亲人般的关爱。”

前不久，某部下士小徐因训练导致
左腿骨折。术后康复期间，害怕治疗时
间太久回到单位后跟不上训练，一心想
早点回到训练场。谢娟了解这一情况
后，每天与他谈心帮助他缓解思想压

力，隔三岔五从家里煲好龙骨汤带去给
他补充营养，还利用休息时间陪他进行
康复训练。出院前，小徐专门给谢娟写
了一封感谢信，感谢她无微不至的关怀
和亲人般的照顾。

像小徐这样出院时给谢娟写感谢
信的官兵有很多，看着满满一抽屉的感
谢信，谢娟说：“看到官兵重新回到训练
场生龙活虎的样子，心里觉得特别有成
就感，我最自豪的事就是看着他们康复

出院。”
谢娟对住院官兵关爱有加，对科室

护士却十分严格。谢娟经常告诫大家，
我们要把住院官兵当作自己的亲人，给
他们送去温暖。“只要是为了官兵健康、
为了提高部队战斗力的工作，谢娟总是
抢着干。”谢娟的一名同事评价道。

不仅督导护理工作实行精细化服
务，谢娟每年还跟随医疗分队下基层为
官兵服务，多次圆满完成重大演习卫勤

保障任务。每次完成任务后，她总是加
班加点带领科室其他护士研究制订战
场护理方案。由于工作表现突出，谢娟
多次被医院表彰为优秀护士长、优秀共
产党员，荣立三等功 1次。
“爱在左，同情在右，真诚相伴。把

满腔热情奉献给护理事业，把爱播撒给
每名官兵，在平凡的岗位上守护官兵健
康，为部队战斗力护航。”谢娟是这么说
的，也是这么做的。

不是亲人胜似亲人
—武警广西总队医院军人病区护士长谢娟素描

■钟 伟 王 敏

1 月中旬，一场小雪不期而至。“太
爽了！”地处骊山脚下的郑州联勤保障
中心临潼康复疗养中心治疗室内，海军
某部上士小赖从病床上起来扭扭腰、踢
踢腿，难以置信困扰自己 1 年多的腰
痛、“长短腿”和胸椎错位等问题，经过
专家的几下“捯饬”，竟然奇迹般地消失
了。见此情景，一旁排队候诊的官兵们
脸上满是惊奇与期待。

该中心主任邢文荣介绍说，这是
“王博士医疗队”为官兵康复治疗再平
常不过的一个镜头。这个以文职干部
和文职人员组成的医疗队成立 8年来，
始终坚持为兵服务导向，促进康复理念
和技术不断向训练伤防治对接，为官兵
健康和战斗力提升提供了有力保障。

实战化训练场需要

越来越多的康复师

那是“王博士医疗队”第一次到部
队巡诊，新兵小张在武装越野考核中，
跌跌撞撞地冲过终点时，竟一下子瘫在
地上，双手抱着小腿，表情痛苦不堪。

经医疗队检查，小张属猝发疲劳性
骨折，只能马上送医院进行手术。小张
说：“小腿疼痛已有几个月了，但觉得咬
咬牙也能坚持，没想到这次没挺过去。”

听到战士质朴的话语，医疗队员
们的眼眶湿润了。在诊疗实践中，一
些官兵的健康状况让他们感到揪心，
有不少存在腰肌劳损、颈肩椎膝踝疼
痛、小关节紊乱等伤病隐患的官兵，并
不知晓问题的严重性，个别官兵训练
中习惯硬挺着。

医疗队队长王斌告诉记者，康复医
学发轫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目前已经走
过 100多年的历史，在一些发达国家军
队，完善的康复治疗大大降低了训练伤
的发生概率，还帮助更多的伤病军人尽
快重返训练场。相比之下，我军不缺康
复技术和设备，但每年仍有不少官兵因
为早期干预不及时，或术后康复不到位
而造成身体损伤甚至落下残疾。
“康复医学如果不能发挥应有的作

用，就是我们康复医生的失职。”这次调
研式巡诊结束后，王斌和队友们把一份
沉甸甸的调查报告放在原临潼疗养院
领导的办公桌上。中心政委骆炜谈到，
随着部队实战化训练强度的不断加大，

官兵发生训练伤的概率也在增加。如
何使康复理念和技术适应战场需要，是
康复医学转型发展的重要方向，以中心
康复科主任、原第四军医大学博士毕业
的王斌名字命名的“王博士医疗队”应
运而生。

王斌经过深入研究思考后提出，医
疗队应该在“阶梯救治”下功夫，重点围
绕官兵健康链的 3个关键环节发挥作
用：在身体出现不适症状、尚未达到临
床治疗条件时进行早期干预；做好官兵
手术出院后的康复，帮助恢复身体机
能；平时开展训练伤防治知识技能的教
育培训。这为医疗队明确了目标任务。

为了摸清不同类型部队训练伤的
特点，医疗队成员上高原、下海岛，钻坦
克、爬战车，亲身感受官兵训练特点，为
精准靶向治疗打下了坚实基础。

“短平快”特色康复

治疗成为一线官兵最爱

“马医生，是您为我辩明了委屈，太
谢谢您了。”驻豫某部战士小李的话语，
让医疗队骨干成员、主治医师马会荣印
象深刻。

小李本是单位的训练尖子，去年初
一次引体向上训练时，突然感到右肩疼
痛，后来发展到整个胳膊都使不上劲
儿。医院 CT 和核磁共振检查结果显
示，小李的肩部和右臂未见明显损伤，
也难以给出诊断意见，小李无奈地拿着
报告单回到单位。
“看你那一身腱子肉，怎么说蔫就

蔫了”“医院检查都没问题，不会是装病
不想训练吧”……战友们私下的议论让
小李颇为郁闷，甚至个别领导也对他产
生了误解，可医院的检查结果明摆着，
小李真是有口难辩。

去年 8月，“王博士医疗队”来到该
部巡诊，了解到小李的情况后，马会荣
为他进行了检查，判断其属于肩关节复
合体运动障碍，表现为关节和肌肉虽没
有明显损伤，但出现功能紊乱，无法用
力。马会荣现场运用整脊手法为他松
动关节，并加以局部牵拉和小关节复
位。

治疗结束后，小李迫不及待地跑到
单杠下，一跃而起连拉了 3 个引体向
上。“咦，这下一点都不疼了。”满怀惊奇
的他一个劲儿向马医生道谢。直到这
一刻，一些战友才知道此前错怪了小
李。
“小李的病例非常具有代表性。”马

会荣说，当身体损伤没有达到一定程度
时，医院通常不会给予临床治疗，但运
动功能已经受到影响，这个环节就非常
需要康复医生的介入。

未来战场态势复杂多变，需要练就
不经任何准备、随时随地都可以投入诊
治的硬功，而且治疗手段还要做到短、
平、快，使官兵尽快恢复身体机能，这是
医疗队对每名队员提出的要求。
“看到‘王博士医疗队’，我们的病

就好了一半。”陆军某旅官兵对医疗队
的精湛技术称赞有加，看似平常的推
拿、按摩、针灸、艾灸、火针等疗法，被
医疗队员搭配起来，往往几分钟内就
可以立竿见影缓解或消除病痛。据了
解，“王博士医疗队”成立 8年来，先后
20 余次下部队巡诊，帮助上千名官兵
摆脱训练伤困扰，还为部队举办相关
知识讲座 100 余场，发放自编的《军事
训练伤防治手册》1.5 万余份，举办了
10余期康复技术、训练伤防治培训班，
培养师旅团军医、卫生员等业务骨干
500余人，研究推广的保健操深受基层
官兵欢迎。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这些
年，为了练就过硬技术，医疗队员们可
没少吃苦头。中医世家出身的马会荣
刻苦练习推拿手法，手指上磨出了厚厚
的老茧，双手就像钳子一样有力，由于
经常憋气使劲，眼睛明显往外突出；队
员孙少卫为了练习指法，10 余个沙袋
硬是被他用手指戳得“遍体鳞伤”……
医疗队员们以老带新、勤学苦练，技术
越来越精湛、越来越全面。

不断探索实践康复

领域新理念新技术

“在现代医学中，康复医学与人体
运动功能联系最紧密，理应在提高官兵
身体机能上发挥更大作用，为实战化训
练加油护航。”近年来，随着实践和认识
的深入，“王博士医疗队”又树立了新的
目标，他们积极学习国际康复领域前沿
理念和技术，并在向训练伤防治转化运

用中取得初步成果。
“选择性功能动作评估”，是医疗队

近年来引入的康复医学前沿课题，旨在
从动作模式角度进行临床诊断，从而发
现某些看似与患者主诉的肌肉骨骼疼
痛毫不相关的功能动作缺陷，帮助医生
从根源上矫治问题，改善人体相关部位
的整体运动功能。

某部战士小陈，长期右膝疼痛，多
次就医治疗仍反复发作。去年底，因担
心影响士官套改体能考核，他抱着试试
看的想法找到医疗队。医生张统一在
进行检查后，发现其除了膝痛之外，还
有脚背外旋、走路外八字等问题。他运
用“选择性功能动作评估”作进一步检
查，确认小陈的膝盖疼痛，是由脚踝关
节隐性损伤引起。经对症治疗，小陈的
脚踝关节彻底矫正，不仅膝痛症状消失
了，整个腿部的运动功能也得到了加
强。1 个月后，小陈顺利通过体能考
核，成绩比平时明显提升。

怎样有利于快速康复、有利于改善
运动机能，就采取什么治疗手段。这不
仅是对官兵健康的庄严承诺，更是为战
斗力护航的神圣职责。近年来，在临潼
康复疗养中心的支持下，医疗队先后引
入微创、射频、肌骨超声引导等治疗方
法，使训练伤防治手段日益丰富，效果
更加明显。他们还针对飞机、舰艇、装
甲等不同兵种部队易发高发训练伤类
型，分门别类制订相应康复治疗手册，
提高诊治针对性。针对特勤疗养官兵
伤病特点，因人而异制订个性化康复方
案。定期到部队回访，跟踪掌握官兵康
复效果，认真听取意见建议。

为拓展服务范围，更好服务官兵，
近年来医疗队还把心理服务纳入巡诊
内容，精心制作 20余份以视频、短片故
事为主要内容的心理健康教案及课件，
深受部队官兵欢迎。如今的“王博士医
疗队”人才济济，骨伤专家邓永盛，康复
医生孟斌、王立，康复骨干祝中奇、王振
华、包建鹏等，都已成为官兵身边“闪亮
的星”。结束采访时，医疗队成员纷纷
向记者袒露心声，看到经自己之手治好
的官兵健康愉快地重返训练场，就是他
们最幸福的时候。

训练场走来专业康复师
—记郑州联勤保障中心临潼康复疗养中心“王博士医疗队”

■本报记者 赛宗宝 郭 晨 通讯员 王 超

当前，经过几轮激烈的角逐，从

万千竞争对手中脱颖而出的军队首批

面向社会公开招考文职人员，正陆续

办理入职手续。面对怀揣强军梦想步

入军营，但对军营又所知不多的社会

优秀人才，究竟应该以什么样的视角

和心态迎接他们的到来，是摆在各个

用人单位面前的一个现实问题。

毋庸置疑，作为新时代军队文职

人员，能够过关斩将闯过军队公开招

考这一关，都是来自社会优秀人才中

的佼佼者，都怀有军队岗位任职急需

的“真功夫”。有的文职人员还曾在地

方不同层次、不同专业比武竞赛中摘

金夺银，这是军队建设的宝贵人力资

源。另一方面，由于大多数文职人员

入职前没有从军经历，对部队的生活

规律、岗位特点知之不多，对军人的

思维方式、行为习惯认识不深，对军

队的作风要求、纪律规矩了解不够，

很难迅即从已经固化的社会化思维习

惯中跳出来。对于初入部队的文职人

员普遍存在的这些“弱项短板”，不能

戴着有色眼镜看待。置身一个全新的

工作生活环境，每个人都会有一个磨

合适应过程，所谓劣势就会逐渐消

灭，甚至转化为优势。就像许多军人

初入军营时那样，他们也都是从不熟

悉、不习惯到逐渐融入军营、趋于成

熟。对此，我们必须保持清醒认识，

防止求全责备，要正确看待文职人员

的成长过程，因人而异、因势利导，

积极帮助文职人员培塑军人特有的思

维方式和行为习惯，确保他们全方位

融入军营环境、全身心投入工作岗位。

“聚天下英才而用之”是设立军队

文职人员制度的初衷和本意，推进强

军事业发展必须把文职人员才华发挥

摆到重要位置，坚持人尽其才、才尽

其用，用当其才、用当其时，这才是

对待事业的应有态度。如果只是把目

光锁定在文职人员缺乏过硬军事素

养、优良军人作风方面，甚至人为地

在现役军人和文职人员之间划上一条

“身份线”，片面狭隘地认为文职人员

只能“敲边鼓”，这种管理性思维与战

斗力标准极不相符，极易挫伤文职人

员的工作积极性创造性，影响和削弱

他们在军队发展的信心勇气。

坚持五湖四海是我党我军的光荣

传统。军队事业之所以不断取得胜

利、走向辉煌，一个重要因素就在于

我们拥有宽广的胸怀和博大的胸襟，

能够海纳百川、博采众长，善于把来

自不同方向、不同领域的优秀人才集

聚到八一军旗下，使之为军队建设发

展激情奋斗、无私奉献。作为军队用

人单位要保持和发扬这一优良传统，

努力摒弃军队工作只能由军人来担负

的陈旧滞后思维，进一步解放思想、

更新观念，尽快树立大军事人力资源

概念，带着欣赏的眼光、宽容的姿

态、积极的心态，为优秀人才的大批

加入而欣喜，为活力奔涌的人才队伍

而欣慰，充分认识文职人员的专长优

长和可塑可造，扬其所长、补其所

短，尽快让文职人员真正成为军队建

设的重要力量。

事业的蓬勃发展需要用人单位和优

秀人才同心同欲、共同发力。文职人员

作为军队建设的新鲜血液、新生力量，

要想在军营这方热土上走好新的长征

路，必须认真对照“四有”新时代革命

军人的标准要求，主动来一场观念上的

革弊鼎新、能力上的推陈出新、作风上

的破旧立新，强化职业认同感，提纯事

业忠诚度，砥砺过硬工作作风，积极全

面重塑自我，立起新时代军队文职人员

的好样子，以全面过硬的良好形象为自

己放歌、为军队立功。

（作者单位：陆军炮兵防空兵学院

政治工作处）

带着欣赏的眼光
迎接文职人员

■周燕虎 刘 瑾

2018 年 9 月 30 日，当我第一次
穿上新配发的“孔雀蓝”制服时，便
迫不及待地拍了张照片发给父亲，然
后激动地等待着回复……
“好”！虽然只有短短一个字，却

让我欢喜了很久。这是我许久以来的
期盼，也是父亲发自内心的欣慰。此
后的日子里，我相继发了不少自己的
生活照给父亲，可父亲总说“还是穿
制服好看”。

想来也是，从穿上新制服的那天
开始，不管走到学院的哪个角落，我
总是自信满满。每当夜深人静的时
候，刚进入学院工作的情景不时在我
的脑海里浮现。

2009 年 11 月，对军营一无所知
的我，懵懵懂懂跟着比我年纪还小的
女兵来到原后勤指挥学院通信站，进
行话务员培训。每次见到军人从眼前
经过时，我总是异常羡慕，打心底里
觉得那一身橄榄绿着实迷人。那时还
没有给文职人员统一配发服装，我便
自己买了一套迷彩服，虽然做工粗
糙，但心里很开心。在院报征文时，
我欣喜地收获了人生中第一次见报的
作品——诗歌《绽放吧，迷彩》，受
到指导员多次表扬和鼓励。
“假迷彩服！”正当自己满腔热

血的时候，我听到了别人不经意说
出的这几个字，顿时感觉像被冷水
从头浇到脚，失落、难过似乎都不
足以形容当时的心情。我突然觉得
身上的这身迷彩服与我如此疏离，
突然觉得我和军人以及那身橄榄绿
的距离如此遥远。

此后，得益于组织的培养和同
事们的帮带，经过不懈努力，我从
一个什么都不懂的“菜鸟”变成可

以独当一面的业务骨干，先后 4次被
学院评为优秀文职人员，连续 3年受
到嘉奖。虽然收获了不少成绩和荣
誉，但此前的失落感却没有真正从
内心抚平。

2017 年金秋，父亲来北京参观
了我的办公室，鼓励我说：“姑娘，
单位给你们创造了这么好的条件，一
定要好好干啊！”这是父亲作为一名
老党员的信念，也是我和父亲之间的
一种默契。

2018 年 10 月，我通过考核顺利
纳编。当我领到一大箱配发的制服
时，内心无比激动。我小心翼翼地把
它们一件件拿出来叠好，整整齐齐放
到反复擦拭了几遍的衣柜里，然后静
静地凝视了很久。“没错，它们是真
正属于我的！”我在心里对自己说。

我明白，穿上这身制服，就是一
种责任、一份担当。前段时间看了电
影《中国蓝盔》，出生入死的战友们
在危难之时高喊，“如果我在你的身
后，我不会让一颗子弹落在你的身
上；如果我牺牲了，请关照我的家
人”。看后，我潸然泪下。

我想起在教研保障岗位上经历的
点点滴滴。当我第一次在寒冬腊月里
巡查的时候，当我面对崭新的设备一
点点摸索的时候，当我一次次遇到新
的困难的时候，我的内心是平静的。
因为我知道，这身“孔雀蓝”，是我
们文职人员的担当，是组织对我们的
托付，无论任何时候做任何事情，我
都要对得起这身制服。

春节探亲时，即便行李再多，我也
想带上这套“孔雀蓝”回家，好让父母
当面看一看我穿上它们的样子。

(刘征鲁整理)

绽放吧，“孔雀蓝”
■联合勤务学院教保中心干事 李 娟

新年度开训后，解放军第

970医院聚力备战练兵不松懈，

通过开展群众性岗位技术比武等

活动，强化文职人员战备意识。

图为该院医疗技术骨干正在为文

职人员讲解、示范胸腔穿刺救治

术。

刘亚琴摄

平时真抓实练

战时保障打赢

谈文论武

改革潮头

最美身影

泰戈尔说，谢谢火焰给你光明，但

是不要忘了那执灯的人。临潼康复疗

养中心“王博士医疗队”，恰似一群默

默坚守的执灯人。在汹涌澎湃的改革

大潮中，面对进退去留、利益得失，他

们心无旁骛、不为所动，心系战场、执

着奉献，用一颗颗滚烫的心、一双双温

暖的手为战士祛病除痛、抚平创伤，生

动阐释了新时代军医姓“军”为战、坚

守战位、担当奉献的大爱情怀。

编余小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