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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城四月，春和景明。空军勤务学
院内，空军首批聘用军事经济类文职人
员刚刚结束中期考核，完成了“军旅人
生”的考核首秀。翻开考核单，评定成绩
让记者眼前一亮：参训学员合格率 93%，
优良率 67%，先后有 22人被评为训练标
兵，18人被评为业务骨干。

一个多月前，他们有的是职场经
验丰富的“70 后”，有的是初出茅庐的
“90 后”，有的是“双一流”高校的高材
生，有的是初为人母的年轻妈妈。一
个月里，经过思想政治、军事训练、职
业素养、岗位业务等方面的加钢淬火，
他们从艰辛中体味“兵之初”的酸甜苦
辣。如今，来自五湖四海的他们有了
一个统一而正式的名字：中国人民解
放军空军文职人员。

一堂体会交流课——

角色转变从“心”开始

“成为文职人员是我的一次新生。
这绝不仅仅是简单的工作，更是炽热的
情怀。深入的思想政治教育让我感到文
职人员名字里虽然有‘文’，族谱却姓
‘军’，同样需要铸牢军魂……”

窗外皓月当空，“一朝为文职，终身
为强军”专题党小组会现场，学员魏宇的
一席话道出了自己的切身感悟。

去年 3月，在中学任教的魏宇无意
间看到林虎将军去世的消息。“飞将军”
七十腾挪“眼镜蛇”，古稀之年酬壮志，林
虎驾机搏长空的故事令他热血沸腾。“这
辈子要当一名空军”的念头萦绕脑海挥
之不去，奈何早已错过入伍年纪，魏宇只
好把遗憾深深埋在心底。

空军招考文职人员的消息一发布，
魏宇兴奋地看到另一种加入蓝天方阵的
可能，便毅然报考。经过艰苦努力，他如
愿穿上“孔雀蓝”。
“我们入校第一课就是深刻学习领

会习近平强军思想，读的第一本书就是
《习近平论强军兴军》，学唱的第一首歌就

是《强军战歌》。党史军史教育让我明白，
作为文职人员，最重要的是从思想深处先
‘入伍’，铸牢军魂，摆正姿态。”

魏宇的发言引发学员杨佐皓强烈共
鸣：“以前总觉得‘家国情怀’这样宏大的
词汇离自己很遥远，可出国留学让我有
了不一样的体会。”回想起在新西兰求学
期间的那些瞬间，杨佐皓至今心绪难平，
“个别人为迎合当地主流价值观而发表
荒唐的媚外言论，反倒坚定了我回国报
效国家的决心。”

3月份，安排在淮海战役纪念塔的
第一次党日活动让杨佐皓对家国情怀有
了更深的感悟。
“此次战役中，全体指战员冒风雪、

涉冰河、架人桥、闯火阵，逐村逐屋激战、
一沟一堡争夺……英雄的伟大业绩与日
月争辉！烈士们的革命精神万古长青！”
杨佐皓笔直站立在纪念塔前，将碑上铭
文一字一句诵读。

一路走过，轻抚着塔下围廊里镌刻
着的 3万多烈士名录，脸庞上早已雨水
泪水混杂，脑海中涌现出南开大学老校
长张伯苓在民族危亡之际提出的“爱国
三问”：你是中国人吗？你爱中国吗？你
愿意中国好吗？

浓云、细雨、冷风，阴沉的天气让碑身
“淮海战役烈士纪念塔”九个鎏金大字更
显庄重肃穆。离开前，杨佐皓转身向纪念
塔敬了一个利落的军礼。

第三党小组会现场，学员郑月秋对自
身定位的清醒认知引起了记者的注意。
“文职人员是军队人员的重要组成

部分，姓‘军’为战，担负着服务保障备战
打仗的重要职责，虽不着戎装上战场，却
同样是一名‘战斗员’。几堂政策法规教
育课后，我慢慢掂量出‘文职’在打仗中
的分量。”

入职前，郑月秋就职于某世界知名
公司，有着丰富的从业经验。如何立足
岗位把专业优势转换为对战斗力的贡
献，成为她思虑最多的问题。
“军队和地方在财务制度上不尽相

同，培训中专门安排职业素养提升和岗
位业务基础专题授课，帮助我们更好地
完成工作衔接。”郑月秋谈到，“唯有不断
强化责任意识，提升业务本领，才能更好
地服务强军、保障打仗。”
“‘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弗能夺

也。’培训通过政治教育强化军魂意识，帮
助文职人员把思想这个‘大者’持稳，让转
变从‘心’开始，引导他们在未来职业道路
上走得更远更好。”空军政治工作部兵员
与文职人员局局长俞旭龙说。

两次体能测试——

“蓝孔雀”换羽而飞

王超机械地迈着双腿，耳边传来自
己沉重的呼吸声和剧烈的心跳声，仿佛
再多走几步整个心脏就会跳出来。眼前
红色塑胶跑道俨然像一片无法跨越的火
海，白色的分界线交织成一张大网将他
牢牢套住。他慢慢停下脚步，双手撑膝，
额前豆大的汗珠接连滚落，抬头望向远
去的队伍，心中不免五味杂陈。

三公里摸底测试前，教员问有谁觉
得自己跑不下来，在场竟有三分之二的
人举起了手。“能不能单独跑”“可不可以
不计时间”……千奇百怪的疑问顿时像
炸了锅。
“你们是一个整体，掉皮掉肉都不能

掉队！”教员一锤定音，大家只好硬着头
皮站上起跑线。
“当时我刚跑三圈就喘不过气了，喉

咙里泛起一股血腥味儿。”摸底测试时的
尴尬让王超记忆犹新。

感受到体能训练下马威的还有军嫂
马宁。作为军属，马宁早知道部队训练
强度大，可总归没有亲身体验过。初到
集训队，高强度的训练让她有些吃不
消。仰卧起坐摸底测试的尴尬成绩无情
打破了她的美好幻觉。
“我是军属，可不能在大家面前跌份

儿。咋办？练！”马宁联系同寝室体能基
础薄弱的战友，碰头一合计，当即决定组
成“补差者联盟”。
“坚持一下，还有两个就合格了……”

宿舍里传来雀跃的声音，记者闻声而至，
看到一派热火朝天的训练场景。

刚开始没找到科学的方法，只能完成
个位数，“联盟成员”便利用下课时间向教
员请教训练技巧，掌握方法后回到宿舍加
班训练。数量越做越多，动作也越来越规
范。中期考核时，马宁已经可以一口气完
成40个仰卧起坐。

王超也不甘示弱，发誓要摘掉“体能
困难户”的帽子，一有时间就在操场上挥
汗如雨、奋力奔跑。

中期考核即将开始。王超踏上朝夕
相伴的跑道，信心满满。听到信号枪
“砰”的一声，瞬间同大家一起飞奔出
去。可跑到第 5圈的时候，曾经熟悉的
无力感再次袭来，大脑一片空白，脚步也
沉重起来。这时耳边传来战友加油的声
音，王超定定神，想到自己的付出，想到
战友的陪伴，浑身顿时充满了力量。他
调整好呼吸，加大摆臂幅度，努力向着大
部队靠拢。
“王超，加油！”距离终点还有 100

米，同行的战友向他大声喊道。
越过终点线，王超和战友激动地抱

在一起，喜悦的泪水和汗水交错着，在阳
光下显得越发晶莹。“倒要倒在终点线，
笑要笑到领奖台，这就是军人最闪耀的
意志品质。”王超兴奋地说。

三个养成细节——

“兵味”人生别样精彩

“嘟——嘟——”集合哨音响起，大
家闻令而动，迅速整理着装到楼前集
结。“不错，只用了一分半。”队长王子剑

看着严阵以待的队伍欣慰地笑了。
时钟拨回到开训首夜，两声同样急

促的哨音响彻走廊，却没能引起学员们
多大反应。
“集合点名！”队长一声大喊让呆坐

在床上的李萱如梦初醒。寝室内，大家
开始手忙脚乱地穿衣服，迷彩裤、体能
服……看见哪件穿哪件。总算列队带
到俱乐部，抬头看到队长铁青的脸，低头
瞥见自己混搭的军装，李萱稍稍安定下
来的心瞬间又凉了半截。

来之前，李萱以为自己的任务是学财
务专业知识，没料到培训却是从作风养成
点滴开始：早上六点钟就要起床，被子要
叠成“豆腐块”，甚至毛巾都要捏出一条棱
儿……自己是来当会计的，又不是现役，
为什么要用这么高的标准来要求？

李萱个人的疑惑，代表着不少学员
的心声。

学院党委对此却有不一样的思量：
姓“文”先姓“军”，文职的每个岗位都和
军队建设紧密相连，良好的作风养成不
仅能够增强个人素质，更有助于战斗力
的提升。慢慢地，切身可感的变化让学
员们体味出学院党委的良苦用心。

代金龙入职前是个地道的“拇指一
族”，对他而言，没有手机的日子简直是
灾难。可真当手机不在身边他才发现，
真实世界的美好并不比方寸屏幕展现出

来的少，与战友交谈时产生的愉悦、共同
训练后得到的满足，远超过掏出手机刷
无可刷后的阵阵空虚。

王丹丹一度曾将“年轻人的夜是用
来熬的”奉为行为指南，一边熬着最长的
夜，一边抱怨着萎靡不振的精神。如今
规律的作息让她告别了繁星璀璨的夜
空，迎来了六点初升的朝阳，收获着一整
天抖擞的精神。

感触最深的还数李萱。“走路挺胸
抬头”“见人大方问好”“干活麻利果
断”，她这样总结受益颇深的 3 个养成
细节。

曾几何时，这位“慵懒”姑娘信奉“站
着不如坐着，坐着不如躺着”，内向腼腆
的个性更是让她鲜与生人交流。

岗前培训的历练让李萱整个人的气
质都发生了很大转变。“一次路过军容
镜，偶然瞥见镜中挺拔的自己，虽然变黑
了也瘦了，但更重要的是变自信了。”李
萱兴奋地和记者分享，“我发现自己走路
时变得抬头挺胸，手臂开始不由自主地
擦裤缝线，做事更果敢专注……自己慢
慢培养出了和军营的默契，头发梢里都
冒着‘兵’味儿。我忽然明白，这才是‘军
人’应该有的样子。”

上图为空军勤务学院正在组织文

职人员战术训练。 窦 斌摄

一朝为文职 终身为强军
—空军首批公开招考文职人员岗前培训掠影

■■袁真明 赵第宇 金莉雅 本报记者 赛宗宝

编者按 “穷地方、苦地方，艰苦

创业的好地方。”2019年全军面向社

会公开招考文职人员报考人员统计结

果中，两个数字格外引人注目：报考

艰苦边远地区岗位的5.5万余人，岗位

报考率 92%。本期我们介绍 3位首次

公开招考中报考陆军驻艰苦边远地区

部队新聘文职人员的真情故事，以飨

读者。

4月初，陆军军医大学边防卫勤训
练大队将 396名正在此接受岗前培训的
文职人员汇集到天山脚下，进行战术
基础、战伤救护等课目训练。训练指
导组组长雷达介绍说：“我队 8名工作
岗位在西藏的学员，训练中主动在腿
上绑沙袋，打头阵、肯吃苦，提升了
全队人员的士气。”笔者与其中 3名人
员面对面交流，被她们志愿扎根艰苦
边远地区的故事和情怀深深打动。

一

来自陆航某旅卫生队的张瑜，报考
文职人员前是西藏军区总医院的一名
妇产科医生。2014年 7月，她从滨州医
学院临床医学专业本科毕业后，选择回
到家乡一所医院工作。2015年 5月，通
过朋友介绍，她认识了现在的丈夫袁超
杰。他们大学同在一个年级却互不认
识，袁超杰毕业后被特招入伍，成为西
藏军区那曲军分区一名军医。

回忆起那段时光，张瑜说他们更

像是网恋。在张瑜眼中，西藏是一块
圣地，军人是伟大的职业，两个因素
叠加到一起，让张瑜刚认识袁超杰就
有一种本能的好感。那时那曲通信信
号不好，袁超杰每天忙完工作，就爬
到单位后院的山坡上找信号，给张瑜
打电话，两颗年轻的心不知不觉越走
越近。

2016 年 4 月 ，二人步入婚姻殿
堂。张瑜一直说想去西藏，可袁超
杰不同意。他劝张瑜：“你从小到大
没离开过父母，西藏条件很艰苦，
对身体损伤大，再说部队管理很严
格，即使你来了，我们还是很少有
见面机会。”尽管如此，张瑜最终还
是递交了辞职报告，义无反顾去了
西藏。她这样告诉袁超杰：“我到了
西藏，就感觉你在身边。我想应聘
到部队医院，让我们一起来守护高
原官兵的健康。”苍天不负有心人，
张瑜顺利应聘为西藏军区总医院一
名妇产科医生。

拉萨到那曲需要坐 4个多小时的火
车，张瑜和袁超杰除休假外，每年还
能再相聚两三次，小两口觉得很知
足。去年，在得知军队首次面向社会
公开招考文职人员的消息后，张瑜毫
不犹豫地报考了西藏的单位。她说：
“爱他也就爱上了边防，就想和他一起
努力实现人生梦想。”

二

初见米娜，第一个感觉就是瘦弱
单薄。米娜 2010 年 7 月本科毕业后，
在老家陕西蒲城县当老师，2012 年经
人介绍认识了正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读研的杨亚辉，并确立恋爱关系。
2012 年 7 月，杨亚辉毕业后考上当地
公务员，快要报到时他看到西藏人才
引进计划中刚好有他的专业，便告诉
米娜：“能为荒芜的高原播撒绿色，我
的人生更有意义，希望你能支持我的
选择。”杨亚辉做通了父母的工作后，
毅然放弃了公务员岗位，选择到西藏
农牧科学院工作。

2013 年暑假，米娜来到西藏。她
给院长尼玛扎西当科研助理，并跟随
杨亚辉和同事们一起行程数千公里，
到农牧区推广适合高原农作物的栽培
技术。当看到农牧民眼神中充满希
望，为杨亚辉等人献上洁白的哈达、
敬上自酿的青稞酒时，她真正理解了
杨亚辉的选择。

从西藏回到陕西，米娜便辞职复
习考研，目标是西藏大学心理学专
业。米娜的想法是：“在高原患心理疾
病的比例较大，杨亚辉为高原土地播
撒绿色，那我就为高原人民的心灵播
撒绿色。”

米娜最终如愿到西藏大学读研，
直至研究生毕业。去年，得知军队首
次面向社会公开招考文职人员的消息
后，米娜心潮澎湃，报考了陆航某
旅。“对于飞行部队官兵来说，心理健
康尤为重要，我会尽我所能为他们的
心灵播撒绿色。”她告诉笔者，“我从
小就有个军旅梦，当年报考军校没考
上，这次能有机会成为一名文职人
员，感到很光荣。”

三

1986 年出生的柳芳君来自西藏军

区 953医院，去年报考文职人员时，在
武警日喀则支队工作的丈夫刘之恒并
不同意：“你在日喀则陪了我 10年，以
后还是多陪陪老人和孩子。”可柳芳君
说：“你把青春献给了高原，我想继续
陪伴你，而且我在医院工作了 5年，已
经爱上了为官兵服务的工作。如果考
上文职人员，我会更加努力。”

2006 年初，就读于阿克苏职业技
术学院的柳芳君，经人介绍认识了远
在日喀则的刘之恒。次年 5月，柳芳
君刚毕业就来到日喀则，很快与刘之
恒领取结婚证。2005 年刘之恒从山东
大学毕业后入伍，主动要求到西藏工
作。2008年至 2014年，刘之恒先后到
驻萨迦、定结、定日、岗巴等 4个部
队单位任职，柳芳君除了回山东生孩
子外，一直陪伴着刘之恒。柳芳君告
诉笔者：“我一直陪伴着他，不仅因
为他是我丈夫，还因为他守防奉献，
让我敬重。”
“官兵戍边为人民，我为官兵做

贡献。”河流上游凿冰取水喝，洗衣服
在河流下游。新兵训练很辛苦，刚上
高原不适应，手上都裂着口子，洗衣
服时一碰洗衣粉就钻心疼，柳芳君见
了就帮新兵洗衣服，还告诉新兵：“你
们就当我是姐姐。”冬天的河水刺骨的
冷，每次洗完衣服后，柳芳君的手都
冻得像胡萝卜似的。

2014 年初，刘之恒调回日喀则市
工作，柳芳君应聘到 953医院门诊部当
护士。她反复练习静脉注射、急救等
护理技能，对患者服务周到热情，还
主动报名参加医院的边防巡诊活动，
多次被医院评为“护理工作先进个
人”“为兵服务先进个人”等。

盛开在高原的格桑花
—陆军驻艰苦边远地区部队几位新聘文职人员的故事

■李 东 李 博

“老师，感谢您半个多月来的倾心辅
导，墨镜是您最美的名片！希望老师保
重好身体，祝老师早日康复！”4月2日，结
束一天的课程，踏着星光回到家里，国防
大学军事文艺创演系文职教员张颐，忍
不住又点开珍藏在手机里的短信。虽然
短信内容已经烂熟于心，但她还是忍不
住眼眶一热。

两年前的8月，东部战区海军某部基
层官兵迎来一位女教员，她身材娇小，齐耳
直发，瓜子脸上架着墨镜，显得格外与众不
同。“这位女教员很酷啊。”这是张颐留给官
兵们的第一印象，但是他们并不知道，张颐
患上了全葡萄膜炎，不仅畏光，视力还变得
很模糊，这也是她戴墨镜的原因。
“不行，不能去。”当得知妻子的名字出

现在学院暑期随营培训名单中，张颐丈夫
的第一反应是阻止，“你的眼睛每天都要打
针治疗，跟领导说说换个人吧。”张颐明白
丈夫的心情，但她的态度很坚决：“系里人
手紧张。再说，为兵服务也有我的一份
呀。”丈夫轻叹口气，默默地把为她准备好
的药水和穴位贴放进行李箱。

为了让教学更贴近实际、贴近官兵，
张颐担任了“基层文艺骨干主持培训班”
中基本功、朗诵、舞台主持三部分教学，
这里的学员几乎是零基础，要在有限的
时间里完成教学任务实在不是一件容易
事。“抬软腭、提笑肌、槽牙打开，将声音
集中打在硬腭上……”从简单的发音开
始，她带着学员反复练习。

烈日炙烤大地，尽管教室里有空调，
但张颐站在台前连续授课，不一会儿汗
水就顺着额头流下来，刺得她的眼睛火
辣辣的疼。

她白天上课，晚上参加每日教学情况
报告会，会后检查学员的排练情况。翻开
张颐的记录本，里面密密麻麻地记着学员
每天课上的情况和出现的问题。

培训期间，她每晚沾枕头就睡着，甚
至连做梦都在上课。自己眼疾需要休息
这件事，她倒是像忘记了一样，有时连眼
药水都忘记滴。

看着学员的表演逐渐从青涩到成熟，
她倍感欣慰。培训后期，她担任汇报演出
总导演，晚会取得圆满成功。直到张颐即
将返程，官兵们才知道她眼部的炎症从两
年前就已经反复发作，致盲率高。虽然长
期散瞳一直视力模糊，但她住院治疗以来
从未给学员少上一堂课。大家无不为她
的敬业精神深深感动，至今仍有许多学员

关心张颐的病情。
寒来暑往，冬去春来。9年前她加入

文职人员队伍，圆梦军旅。任教以来，张
颐始终贴近基层搞好教学科研创新。她
在课程中新增军事新闻播报，不断打磨
“军事报道”栏目教学；利用话筒独特优
势，录制《基层纪实故事讲述》，呈现基层
官兵真实生活和感人事迹；借鉴国外先
进组训模式，为学员编排呼吸组合和发
声组合练习，使训练更加科学有效……

新的文职人员制度出台之后，张颐
踏上了新的征程。去年 8月，张颐荣获
2018 年度国防大学“教战研战”先进个
人。谈起获奖感言，她说：“虽然自己不
是现役军人，但研战教战也是为战，过去
的荣誉更多的是一种提醒，告诫我不要
忘了初心，不要停下脚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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