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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一批批文职人员陆续步入军营，
如何快速实现由“地方人员”向“军队人员”
角色转变？4月中旬，中央军委审计署郑
州审计中心4名文职人员来到第83集团军
某旅进行了为期半个月的当兵锻炼。经过
“杨根思部队”的淬火加钢，在杨根思“三个
不相信”优良传统和特色精神的鼓舞感召
下，他们是如何认识部队的？在部队又有
哪些难忘的经历？让我们倾听他们的心得
感言，见证他们融入部队、建功军营的心路
历程。

从当好一名战士做起

■田文达

白驹过隙，时光荏苒。转眼间，我已
经正式成为一名军队文职人员。对军
营，我一直有份特殊的感情。父亲是一
名转业军人，视军人荣誉为生命。我的
童年记忆里少有玩具游戏，更多的是清
晨嘹亮的起床号声，操场上盖着军绿色
篷布的坦克，还有烈日下动作整齐划一
的战士。那时我就暗下决心：长大了也
要当兵，保家卫国。

时隔多年，以全军第一批面向社会
招聘文职人员的身份走进野战部队，亲
身参与强军兴军伟大事业，看着熟悉的
训练场和可爱的战士们，我心中的亲切
感和使命感油然而生。

记得第一天到连队恰逢夜训，战士

们身上的衣服早已被汗水浸湿，冷风一
吹更加刺骨，但战士们保持跪姿据枪等
战术动作纹丝不动，没有一个人动摇，没
有一个人擦拭鼻尖的汗水。挂在墙上的
荣誉，不仅是对过去的肯定，更是对未来
的鞭策。令行禁止的规矩和英雄连队的
荣誉已深深融入战士们的血液中。

我所在的连队曾在 1947年 3月被华
东野战军第一纵队授予“四○○高地大功
连”称号，说起连队荣誉，大家如数家珍。
传承至今，大功六连的成绩依然在旅里名
列前茅，多次获“军事训练一级单位”“集
体三等功”等荣誉。荣誉的背后，离不开
每一位战士的拼搏进取和对荣誉的珍
视。跑出的成绩不合格就加倍训，单杠成
绩不达标就利用休息时间单练。在战士
们眼中，只有成绩上去了，才算不给连队
抹黑，才能为连队争光。也恰是这种看似
“一根筋”的劲头，凝聚起了一支拖不垮打
不烂的坚强队伍。

在军营生活的这段日子，我领悟到了
荣誉感所蕴含的巨大能量，领会到了“三
个不相信”精神所包含的天不怕地不怕的
斗志。在日常工作中，我难免会有懈怠的
时候，会有畏惧困难的时候，会有畏惧失
败的时候，但老连长在朝鲜战场上立下
“不相信有完成不了的任务，不相信有克
服不了的困难，不相信有战胜不了的敌
人”的铮铮誓言，将永远激励我前行。

军人情怀永驻心田

■刘少鹏

军旅生活是与“苦累”相伴的。能够

在作战部队锻炼吃苦意识，在军营中磨
砺铁的意志，亲身感受“流血流汗不流
泪，掉皮掉肉不掉队”的吃苦意识和拼搏
精神，是我在军营中的最大收获。

我所在连队的战士们大多与我年
纪相仿，有的十七八岁就应征入伍，有
的名牌大学在读就携笔从戎，还有的进
入社会工作后来军队锻炼。他们在入
伍前也是家中的“宝”、温室里的“苗”，
但此时身穿军装的他们脸上少了几分
稚气，多了几分坚毅。皮肤因长时间户
外训练而变得黝黑，手掌因单杠磨砺而
长出了老茧，身上的作训服也因摸爬滚
打磨损严重。作家魏巍曾在《谁是最可
爱的人》一文中这样描写战士们：“他们
的品质是那样的纯洁和高尚，他们的意
志是那样的坚韧和刚强，他们的气质是
那样的淳朴和谦逊，他们的胸怀是那样
的美丽和宽广！”虽然我是一名文职人
员，但只要踏入军营，就要向“最可爱的
人”学习，向战士们肯吃苦能拼搏的精
神看齐。

艰苦的军事训练，可以培养我们的胆
识；艰苦的生活环境，可以锻炼我们的拼
搏精神和战斗意志。这些品格和意志的
锻炼，以前都是我体会不到的。

军营中的生活紧张严肃，笔挺的军
装，嘹亮的口号，整齐的步伐，枯燥的生
活是常态，但也有铁骨柔情，有团结的感
动，有贴心的温暖。一个班的新兵老兵
在平时训练中你追我赶，谁也不肯服输，
但是又空前团结，大家拧成一股绳，心往
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一次周末，恰逢一
名战士过生日，晚点名后，大家送上提前
准备好的蛋糕，唱起生日快乐歌，让战士

度过一个温馨的夜晚。这时候，连队更
像一个大家庭，充满了温暖和希望。

穿上迷彩，我是一个兵。作为一个
兵，就应该以“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信
念磨砺自己；以军人的标准严格要求自
己，在简单规律的生活中，积极进取，迎
接挑战，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美好青春与祖国同在

■崔景源

1950 年 11 月，抗美援朝第二次战
役小高岭战斗中，连长杨根思率领全排
顽强抵抗，接连击退美军 8次进攻。在
转移好伤员、阵地仅剩他一人的情况
下，杨根思抱起炸药包与敌人同归于
尽。战后，志愿军总部追授杨根思为
“特级英雄”，命名他所在的连队为“杨
根思连”。

2016年 7月，南苏丹维和战场上，面
对大规模武装冲突，“杨根思连”下士李
磊、四级军士长杨树朋坚守岗位，壮烈牺
牲，用生命践行了杨根思“人在阵地在”
的铮铮誓言。今天，我们在杨根思雕像
前，重温英雄宣言，继承优良传统，开启
强军新篇章。

来到英雄的杨根思部队当兵锻
炼，弥补了我长久以来的遗憾。到了
连队，与这群可爱的人朝夕相处，让我
真正融入了军队。战士们每日操课八
小时以上，训练时还要穿齐装具，带好
武器，许多老兵由于常年高强度训练，
患上了不同程度的骨关节疾病，但在
武装越野考核中，没有一位战士叫苦，

更没有一位战士掉队。装备换季保养
期间，不顾油污，战士们趴在车底认真
清理，几百斤重的轮胎肩扛绳拉，毫无
怨言。

功崇惟志，业广惟勤，在连队有两件
事让我强烈感受到了勤勉奋进、永争第
一的精神。一是一次小长假，连队官兵
花费一天休息时间挖出投雷场地，不仅
效率高，而且质量标准高。二是新兵下
连后进行体能考核，连队依据成绩不同
分层次组建了尖子组、强化组和补差组，
为后期考核争夺第一努力训练。荣誉都
是拼搏出来的，我想正是有了见第一就
争、见红旗就扛的精神，连队才在各项建
设中走在前列。

最美好的青春应当与祖国同在、与时
代共振。部队是锻炼人的好地方，更是磨
砺品性、激发热血，同时也让人沉静的地
方。耽于安乐不应是年轻人所图，追求进
步才是该坚定的初心。作为新时代军队
文职人员，更要自律修身、永不止步，在自
己的岗位上为强军兴军而奋斗。

将好作风带到新岗位

■路广光

在“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辉”的时
节，我怀着期待和忐忑的心情踏入军
营。打小的军旅梦终于在“杨根思部队”
当兵锻炼的机会中得以实现，虽然这次
当兵锻炼的时间比较短暂，但所见所闻
还是让我深有感悟，也让我的军营关键
词在脑海中逐渐清晰。
“振聋发聩”，这是我踏入军营的第

一感受。列队呼号、答到、拉歌的气势，
让我对“振聋发聩”这个词的意义有了
切身体会。站在战士们中间，我第一次
感受到自己的鼓膜在震动，感受到那种
青筋暴起的力量，感受到那种震天撼地
的气势。这种恢宏气势，不仅仅是感官
上的，更是精神上的，就像醍醐灌顶、甘
露洒心，就像经历了一次庄严的洗礼，
让我对军人的敬重之情、向往之心更加
强烈。
“五味杂陈”，这是我在军营生活的

直接感受。短短几天，我已经体会到了
军营生活的酸甜苦辣咸。酸是训练后睡
觉翻身都不由得龇牙的酸爽；甜是战士
们对我们生活训练方方面面的关怀体
贴；苦是设施艰苦，训练辛苦，却从未言
苦；辣是磨破的手掌，是红肿的膝盖，是
被铁丝网划破的迷彩服；咸是烈日当空，
面颊上的汗水淌入口中。
“奋勇争先”，这是我在军营生活的

深刻感受。奋勇争先的背后是对军人责
任感、使命感的追寻，是对军人荣誉感的
坚贞守护。日常训练中，战士们视荣誉
为生命，军营里大大小小的事都是这种
追寻和守护的写实与印证。比武中不甘
人后，技不如人时加班加点补训，连点名
答到的声音也是一浪高过一浪。点点滴
滴里都是奋勇争先、舍我其谁的气概，是
守护人民安全的赤胆忠心。

我相信，这次军营生活经历必会
成为我人生中浓墨重彩的一笔，我一
定会把当兵锻炼期间学到的好作风带
到新的工作岗位上，倾心竭力当好文
职一“兵”。

（丁 东、刘耀光、胡雄欣整理）

姓“文”先姓“军”入职先入营
—中央军委审计署郑州审计中心4名文职人员的当兵锻炼感言

改革潮头

夜暗星稠，万籁俱寂。
辽宁省阜新军分区文职人员孙博

办公室的灯还亮着，一双布满血丝的眼
睛，聚精会神地盯着电脑屏幕，指尖在
键盘上不停跳跃……孙博正在修改完
善近期的民兵训练方案。
“第一脚竟然踢到了石头上。”谁能

想到，如今已在文职岗位上游刃有余的
孙博，在转“文”之初竟也栽过跟头。去
年底，孙博接到家乡人武部交流转改文
职岗位的消息，第一时间报了名，经过
层层筛选，最终如愿以偿。

来到新单位，孙博本想三拳两脚打
开局面，以此尽快证明“我行”。一次，
他主动请缨做征兵宣传方案，没想到隔
行如隔山，善于“带兵”的他却不善于
“征兵”，方案修改了三次也没通过，弄
得自己很尴尬。

看到孙博垂头丧气的样子，军分区
政委王锐告诫他说：“想展示自己是好
事，但出名挂号不可为，发力太猛容易
过犹不及。一定要认清自身能力素质，
摸清单位建设规律。”

一番启发点拨，让孙博恍然大悟。

新岗位意味着新挑战，要适应新单位发
展需要，就必须不断“补短”和“充电”。

军分区领导根据孙博之前在野战
部队担任过连队主官，以及在部队考取
军事学研究生的经历，主动压担子、给
任务、搭平台，安排他在军分区进行战
场自救互救课目授课。果然，这一次孙
博不负众望，授课赢得满堂喝彩。更让
孙博感到惊喜的是，随后，军分区针对
每名文职人员的特点和专业特长，通过
面对面培训、一对一帮扶、点对点增效
的方法，为他们制订成长计划，提高建
功军营的本领。

经过军分区的针对性帮带活动，去
年底交流过来的 11名原军种系统的文
职人员，已经多次在大型活动中崭露头
角，又好又快地完成了角色转变。

细河区人武部文职人员张钉，来自
第 79集团军某旅，曾担任组织科干事、
党委秘书，工作能力突出，但由于身体
原因不适合继续服役。刚来军分区时，
张钉对退出现役感到十分沮丧，政治工
作处主任师清阳了解到实际情况后，主
动靠前疏导，通过任务引导锻炼他的能
力。

从“闹心”到“舒心”，从“不适”到
“舒适”，张钉通过自己的努力逐渐独当
一面，各项工作得到上级认可，并被选

调到军分区机关工作。
要让马儿跑，不能只扬鞭。在军分

区党委一班人看来：应该让具有“金子”
潜质的文职人才，及时得到培养和锻
炼，用慧眼识才、有胆魄用才、靠环境聚
才，让“金子”早日发光。

军分区去年初以来共接收 21名文
职人员，人员来源多样、从军经历不同、
年龄层次跨度大。针对这种情况，军分
区党委在做好统一培训的基础上，针对
每名人员不同特点因材施教，帮助他们
由现役军人向文职人员迅速转变。

细河区人武部军事科科长王哲，
2019年已达自主择业条件，面对进退去
留有些困惑，一边是需要照顾的父母家
人，一边是曾经奋斗过的人民武装工
作，都难以割舍。最终，王哲选择转改
文职，继续留在原军事科长岗位上工
作。工作无缝对接，没有了走留的困
扰，王哲工作干得更起劲了。

用当其时创佳绩。经过 1年多来
的实践，军分区 21 名文职人员先后参
与执行征兵、整组、民兵训练、演习等重
大任务，已成为单位全面建设的主力
军。清河门区人武部军事科科长刘洋
感慨地说：“从事文职岗位工作是我无
悔的选择，我一定努力工作，争取干出
更好的成绩。”

又好又快完成角色转变
—辽宁省阜新军分区转改文职人员融入岗位建功立业见闻

■本报记者 宋子洵 特约记者 赵 雷 通讯员 肖建勇

转改回头看

日前，第980医院组织护理骨干开展“白求恩杯”战伤救治技术比武竞赛活动。活动中，他们模拟真实战场环境和复杂

战伤情况，邀请院校卫勤专家现场导调、现场评判，情况随机出、课目随机抽、伤情随机定，检验和提升了护理人员卫勤保障

能力。图为急救人员将“伤员”转移至安全地带。 刘会宾摄

“感谢您金医生！您的心理辅导，让
我最近在执勤训练时没那么大压力了。”
5月 26日晚，十六中队上等兵程金光兴
奋地给我打来电话。得知他已经走出前
期落选预备特战队员的心理阴霾，我感
到由衷欣慰。

今年 1月，通过层层考核选拔，我来
到武警云南总队执勤支队卫生队心理医
师的战位。重返昔日熟悉的火热军营，我
心潮翻涌、感慨良多。6年前，我身穿“橄
榄绿”，度过2年军旅岁月；6年后，我换上
“孔雀蓝”，为深爱的军营奉献青春。

2013年 6月，大二在读的我偶然路过
校园征兵宣传处，台上激情的演讲，宣传
册上战士刚毅坚定的眼神，让我精神为之
一振。和家人商量后，我第一时间报名，
最终被分配到武警北京总队当兵。

义务兵服役满年限时，因名额有限，
我与选取士官失之交臂，这一度成为我心
中的遗憾。回到地方继续完成学业的那段
时间，我一直关注军队改革动向，期盼有朝
一日能够回到部队续写荣光。

如今，我如愿成为军队文职人员。
“你曾经是一名战士，当年你的困惑也是

现在战士的困惑。”到支队报到后，和领
导的第一次谈心让我印象深刻，特别是
领导说到“从兵中来就更应该到兵中去”
时，我心中满是认同感。

或许是因为我也当过战士，和他们
之间少了那道代沟，每次随队下基层做
心理辅导，战士们都把我当作他们的“老
班长”，喜欢和我唠自己的“小秘密”。

一次，我到十六中队开展心理辅导，
平时活泼开朗的上等兵程金光默不作
声，尽管他的量表测试都处在正常范围
内，但他的反常还是让我放心不下。经
验告诉我，他心中一定藏着事儿。
“兄弟，吃块冰镇西瓜，可甜了。”休息

时，我拿来半个西瓜，和他聊起了我当年的
事。在闲聊中，我发现，原来程金光前期参
加特战队员预选考核，因为发挥失常被淘
汰出局。作为中队上报的唯一人员，折戟
沙场让他觉得对不起战友寄予的厚望，压
力过大让他渐渐变得沉默寡言。
“当年我参加狙击手选拔时，一不小

心还打过‘零蛋’。”我的自曝“家丑”引得
程金光哈哈大笑，他渐渐敞开心扉和我说
起自己的焦虑。我采用自我认知疗法对

他进行心理疏导，鼓励他积极向前看，不
要因为一时的失利停止前进的脚步。说
出了心里话，离开中队时，程金光的脸上
明显多了一丝轻松。

在中队干部及时跟进帮带鼓励下，
一段时间后，程金光恢复了往日的活力，
面对失败也更加坦然，后续训练中还被
评为军事进步个人。

从兵中来到兵中去。在支队还有很
多像程金光这样渴望被打开的心灵，每次
下连辅导回来，我都进行总结。久而久之，
归纳出一套带领官兵“玩”的招法，在“玩”
中顺带和他们唠唠家常，让官兵在轻松愉
快的氛围中卸下心理包袱，慢慢治好心病。

如今，我已经成为官兵心中的“知心
大哥”，办公室的电话时常响起，有向我倾
诉的，也有向我致谢的。每一个电话都让
我感到，真心为官兵的付出是值得的。我
也将继续走到兵中，倾听更多官兵的心声。

（何思聪、付思远整理）

甘做战士的“知心大哥”
■武警云南总队执勤支队卫生队心理医师 金梦燃

我的文职情

这几天，陆军第77集团军某旅综合
信息服务中心文职人员王通喜上眉梢，
由他带头研发的“连队要事日志”管理
登记软件基本成型。“这要感谢我的‘兵
师父’朱凌，没有他的帮带指导，软件研
发的进程不会这样顺利。”王通坦言。

今年初，经过层层选拔，包括王通在
内的 4名文职人员正式走马上任，成为
“迷彩海洋”中一道亮丽风景。曾在地方
某网络公司担任游戏开发部门主管的王
通，对于软件工程师助理一职可谓自信
满满。入职那天，他便向组织表示，不出
一个月，就会熟悉部队，争取早出成果。

然而，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王通没有料到，自己面临的不仅仅是数

据、程序、系统上各种复杂难题，更重要
的是必须知晓并熟悉部队各类装备性
能，这无疑是难上加难。

一天上午，综合信息服务中心接到
某科室“求援”电话，一个军用软件数据
库出现故障。王通主动申请前往解决，
结果忙乎半天也没弄清症结所在。副
连职助理工程师朱凌见状上前指导，凭
借过硬的技术和丰富的经验成功将故
障排除。

当晚，王通敲开朱凌寝室的门，主
动拜他为师。无独有偶，财务科文职人
员王瑶也拜了一位“兵师父”。

王瑶告诉笔者，自己是应届毕业
生，虽然也考取了会计等级证书，可来
到部队才发现，不管是记账报账还是预
算报表，门门有学问。王瑶刚来上班的
时候，科里战士周露常常在专业上帮助
她，只要王瑶碰到问题，周露都会耐心

解答。课余时间，周露还找来部队财务
相关规定文件和她一同学习，帮助她快
速转变角色，胜任本职岗位。时间久
了，王瑶称周露师父的事儿也在办公室
传开了。据说，她们师徒二人正准备报
考注册会计师。
“步入军营，就是一名‘战士’。不

但要干好本职工作，还要有过硬的身体
素质。”翻开文职人员贺勤的笔记本，就
能看到她入职之后给自己写下的寄
语。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几名“兵师父”
轮番上阵，帮助贺勤制订训练计划、解
决训练难题。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贺
勤在军事体能上有了质的飞跃。

旅人力资源科干事许宏浩告诉笔
者，入职以来，该旅 4名文职人员已结
对 13个“兵师父”，互帮互学，为他们下
一步熟悉部队、融入部队、服务部队奠
定了坚实基础。

4名文职人员拜了13个“兵师父”
■潘吉业 田鸿儒 薛 俊

与军人同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