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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空军第二批通过面向社会公
开招考录用的文职人员岗前培训已经
结束。几个月前，他们从激烈的竞争中
脱颖而出，如愿收到来自蓝天方阵的邀
请函。

然而，在同一场招考中，更多人因为
种种原因与“孔雀蓝”失之交臂。幸运的
是，今年全军首次实行补充录用。这意
味着他们将有机会弥补遗憾，成为军队
文职的一员。

多一次机会，少一分

遗憾

11 月中旬，备考休息室内，考生宋
朝艳仿佛听到了自己“砰砰”的心跳声。
她刻意放慢呼吸，试图缓解紧张的心情，
可思绪难宁。
“军人”和“教师”始终是宋朝艳心中

最向往的职业。本科就读期间，她因为
对征兵政策不了解错过“军人梦”，研究
生毕业留校从事行政工作又错过了“教
师梦”。年初，当看到军队文职人员招聘
简章上军校教员的岗位时，她看到了梦
想成真的可能，便毅然报名。可顺利通
过笔试后发现，面试日期和早已定下的
婚期意外“撞了车”。
“我仿佛一直都在错过。”宋朝艳有

些无奈，“婚后，我又回到了熟悉的工作
岗位，但心里总觉得有些遗憾和可惜。”

一则补录面试通知让她弥补了那场
充满遗憾的“错过”。她凭借扎实的专业
知识，顺利通过面试。

对维吾尔族小伙儿伊力尔江来说，
是否参加补录面试充满了纠结。首次面
试被淘汰后，他专心备战家乡哈密气象
局的考核，并顺利入职成为一名气象分
析师。

10月中旬，伊力尔江接到军队文职
补录的面试通知。一边是逐渐适应的
工作状态，一边是前路未知的再次尝
试。去还是不去，成为摆在他面前的一
道难题。

伊力尔江告诉记者，他小的时候
便觉得军人“威风凛凛”，做梦都想成
为其中一员。如今机会再次摆在面
前，对军营的向往让他决心放手一
搏。当天，他自信地走出考场，感觉自
己表现“还不错”。成绩公布，伊力尔
江果然榜上有名。

有人顺利入选，有人铩羽而归。来
自河北保定的考生于泽民不愿意放弃补
录机会，却又一次在面试环节“栽了跟
头”。“还是太紧张了，没发挥好。我会总
结好经验，争取来年再战！”于泽民说。
“部分考生对招录比不清楚，盲目选

报造成竞争压力过大；有些考生临场发
挥不稳定，自身能力没有得到全面展示，
只能抱憾而归……我们希望通过补录的
方式给一些符合条件的考生多一次机
会，也给我们招揽人才多一次机会。”西
安飞行学院政治工作部人力资源处处长
王建伟谈道。

宁缺毋滥，补录标准

不降

考生孙伟强接到补录面试通知后的
第一反应是“幸运”。可他不知道，这种
“幸运”是数轮严格筛选审核后的结果。

据悉，今年入围空军文职人员补录
的考生有 200 余名，各级机关对照岗位
要求，对入围人员基本情况、学历学位、
专业资格、工作经历等材料进行细致审
核，最终仅有 101人有机会参加面试，孙
伟强便是其中一员。

踏进考区，严肃紧张的氛围让孙伟
强感觉似曾相识，相比于半年前的面试，
他感到这次面试没有任何放松。

面试现场，考官一连串密集发问让
孙伟强心情骤然紧张起来。他一边在脑
海中仔细回忆知识点，一边迅速组织语
言应答。
“考官们都是本领域专家，提问专业

犀利，指出错误也是一针见血。”孙伟强
心里难免有些忐忑。

虽然当时并不知道考生的姓名，但
考官徐军还是对他印象很深：“这名考生
表现出扎实的基本素质，让我们看到了
很强的可塑性。”

采访过程中，记者发现考官们频频
提及潜力、资质、可塑性、基本素质这类
词汇。“我们会刻意打断考生设计好的思
路，提出‘意料之外’的问题，目的是考验
考生长期积淀形成的基本素质，而非简
单的面试技巧。往往在这个时候，他们

的真实水平就会显露，是否具备培养潜
力也初现端倪。”徐军谈道。

记者了解到，这次面试，选人标准并
没有因为是补录而打折扣。空军工程大
学物理助教岗位招录1人、入围1人，通过
0人的结果并不奇怪。“补录并不意味降低
标准。”空军工程大学政治工作部人力资
源组组长李颖路告诉记者，“我们先后面
试 2个岗位，都是入围 1人、招录 1人，但
他们的表现对比很鲜明。一名考生准备
充分，很有逻辑，展现出很好的培养潜力；
另一名考生的表现明显不能让人满意。
我们秉持同一套用人标准进行选择。”

流程不打折扣，结果

方能服众

“我的编号是 A2，报考岗位代码
2019005254……”

记者在补录面试现场发现，和首轮

面试相同的是，考生的姓名被编码代
替。不仅如此，他们还被要求禁止私下
与考官接触，禁止提及自己的毕业院校
等信息。
“当一名考生坐在我面前，说明他已

经符合入围条件，我需要衡量的只有他
的现场表现。”一名考官告诉记者，“我们
尽力避免产生‘偏见’。考生身上出现类
似‘名校光环’等因素，考官容易产生主
观偏好，这样对其他考生不公平。”

面试评审团的选择也充分体现维护
公平。考官由外校专家、用人单位和用
人单位上级机关共同组成，担任主考官
的外校专家都是各领域内学术权威，这
样在保证专业性的同时，尽力避免由于
性别、年龄等对面试结果造成影响。

一场评分讨论让考官陈天平印象深
刻。两名考生应聘同一岗位，陈天平在
预打分环节分别给出了 80分和 60分的
评分。综合评定中，其他评审基于两名
考生的现场表现对较为悬殊的分差提出
质疑。

多方观点的交锋让陈天平感到，不
同考官观察同一名考生的角度是不同
的，这样的讨论有助于形成对考生相对
全面的认识。最终，他在采纳其他考官
意见的基础上，将第二名考生的成绩由
60分调整到 68分。

考生梁栋清是第二次参加文职面
试，除了面试地点不同，他感觉整个流程
都和首次别无二致。“同一考场的考生面
试结束后，考官很快便逐人告知成绩，整
个过程高效透明。”
“此次空军文职人员补录面试坚持

选人标准不变、选拔流程不变的原则。
我们希望借此向所有考生传递一种声
音：无论是招录还是补充录用，空军文职
人员选拔的各项标准一以贯之。这种
‘不变’既是公平、公正、公开的要求，更
是对全体考生负责的体现。”采访结束
时，空军政治工作部兵员和文职人员局
局长赵玉江介绍说。

图为面试结束后，考生走出第二十

二面试考场。 崔保亮摄

这一次，你能否接住“橄榄枝”
—空军面向社会公开招考文职人员首次补录面试西安考区见闻

■■陈 贺 袁真明 本报记者 赛宗宝 特约通讯员 赵第宇

本期聚焦：

公开招考补录工作

“护理理论考核第一名、防护状态下
建立静脉通道技术单项操作第二名……”
前不久，联勤保障部队首届护理岗位练
兵比武中，中部战区总医院参赛护理人
员斩获多个项目名次。

消息传来，此次比武的教练员、中部
战区总医院普通外科文职护师吴丽媛很
欣慰，队员们通过自己的努力取得了优
异成绩，在她们身上，吴丽媛看到了那个
曾经为梦想拼搏的自己。

2008年 10月，从小向往军营的吴丽
媛，放弃地方医院的优厚待遇，报考军
队医院文职人员。入职后，因为工作积
极上进、成绩突出，吴丽媛很快成为护
理骨干。

2010 年 7月，吴丽媛代表医院参加
上级组织的护理岗位练兵比武竞赛。
备战期间，由于缺少急救经验，心肺复
苏课目的正确率怎么都达不到标准，生
性要强的她加班加点利用模拟人练
习。一段时间后，教员发现她右手有些
异样，检查后确认因持续高强度按压训
练造成手部肌腱断裂。得知检查结果，
吴丽媛泪如雨下，她并不是心疼受伤，
而是担心上不了赛场。治疗期间，吴丽
媛一有空就去看队员训练，在脑中反复
练习，揣摩动作要领，观察按压用力点，
疼痛稍微缓解后便投入训练。比武场
上，吴丽媛成绩优秀，夺得“卫生专业训
练标兵”，荣立三等功。

载誉归来的吴丽媛成了“明星护
士”，不时有同行请教“秘籍”。医院领导
了解情况后，安排吴丽媛担任护理专业
教练员，负责科室和全院普通外科专业
的护理技能培训，她因此被大家称为“武
教头”。

给人一碗水，自己先要有一桶水。
为更好培训护理骨干，已小有名气的吴
丽媛主动要求参加医院野战医疗所训
练，并到解放军总医院等单位学习深
造。2017年，她又考取国际造口伤口治
疗师资格证。

2018年 12月，郑州联勤保障中心组
织实兵演习和专业大比武。遴选护士专
业教练员时，已有 8年“武教头”经历的
吴丽媛被任命为护理专业教练员，负责
护理专业技能培训。在她严格组训帮带
下，队员王瑶脱颖而出，被上级表彰为
“百名联勤能手”。

吴丽媛带教队员不断获得奖牌，“武
教头”的名声在全院也越来越响亮。然
而，她始终保持“归零”心态，她总说：“专
业的发展不断向前，唯有努力学习，才能
不愧对组织和队员们的信任。”

一次专业竞赛比武强化培训，担纲
教练员的吴丽媛一头扎进厚厚的比武
评分细则中，潜心研究操作流程，优化
各个环节，结合每名队员特点量身制定
组训方案。吴丽媛按照身体机能规律，
科学安排训练课目，每晚熄灯前都与队
员沟通训练情况，解答训练难题，增强
训练效果。

为提升穿戴防护服的速度，吴丽媛
反复体验练习了千余次，总结方法技巧；
为了更加紧贴实战，她设置各种“伤情”，
不时在训练中调整输液架位置，增加救
治难度，让队员学会灵活处置“伤员”，全
方位提升战救技能。

十余载文职青春年华，培育出众多
白衣天使。入职以来，吴丽媛始终坚持
日常护理与野战护理并重，培养出一批
又一批优秀护理骨干。在新时代强军路
上，她们努力奔跑，不断成长为战场卫勤
保障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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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优龙虎榜

越野车“喘着粗气”，在盘山公路
不停地画着“S”。解放军第 909医院文
职医师曾宇哲的思绪早已飞上了山顶
的雷达站。11月中旬，他随医疗队又
一次来到群山环绕的某雷达站，见到
了念念不忘的那群兵。

士官小廖的关节炎经过一段时间
的治疗，应该好多了吧；沈班长在电
话里说患上了湿疹，这次给他带来了
专用药；战士小林打算明年考军校，
特地给他带了一套复习资料……

转改文职一年来，曾宇哲发现自
己对驻高山、海岛、边防的官兵打心
眼儿里透着亲近。他知道，这与自己 5
年的守岛经历有关。

2013 年，作为厦门大学医学院国
防生的他，被分配到一个“三无”小
岛——无水、无电、无居民，成了一
名小岛军医。“白天兵看兵，晚上数星
星”成了他真实的生活写照。后来，
上级机关为岛上安装了太阳能，洗澡
有了热水，照明有了节能灯。可是与
外界隔绝的滋味不好受，每周一次补

给船送来的报纸、杂志经常被战士们
翻得起了毛边儿。

虽然条件有些艰苦，但岛上几十
名官兵苦干不苦熬，亲如一家人。每
次参加比武考核，总能捧回奖状奖
杯。训练间隙，战士们用罐头瓶栽
花，用旧脸盆种菜，原本寂寞荒凉的
小岛也慢慢有了生活气息。

去年，连队“军转文”工作展
开，曾宇哲左思右想拿不定主意，感
觉自己实在是离不开这个生活了 5年的
“家”，离不开这群朝夕相处、情同手
足的战友。最后，还是指导员帮他下
了决心：“去吧，中心医院的舞台更
大，军地患者多，接触的疑难杂症
多，可以学到更多的医疗技能。只有
本领强了，才能更好地为高山海岛官
兵服务。”

曾宇哲至今仍忘不了，离开小
岛的时候，全连战友为他送行，巡
逻艇开出很远，战友们仍保持着列
队敬礼的姿势。那天，他说自己的
眼 泪 太 不 争 气 ， 稀 里 哗 啦 地 往 外
涌，擦都擦不干。曾宇哲心中暗暗
叮嘱自己，今后一定尽自己所能多
为战友们做点什么。

到解放军第 909医院报到后，第一

站就是在急诊科轮岗锻炼。急诊科是
该院倾力打造的战救学科，这里每天接
诊病人数百人次，手术类型多，既有常
见伤病，也有疑难杂症，能够实现“现场
急救、途中转运、危重复苏、损伤控制性
手术、重症监护”全过程救治。从最初
的手忙脚乱到从容应对，经过 3个月锤
炼，曾宇哲感觉自己每天都能学到新的
技能和知识，他乐此不疲。

经过多科室轮训后，他被定岗在
该院的全军骨科中心，科室在创伤外
科、脊柱外科救治技术方面处于领先
水平。科室专门安排全军知名专家林
斌与他结成帮带对子。曾宇哲非常珍
惜这个学习成长的平台，白天跟着专
家坐门诊、做治疗、跟手术，晚上又
对各种病例反复研究。对一些新技
术、新业务，他主动迎难而上，不弄
明白不放过，不学扎实不罢休，身边
的战友们都称赞他上手快。

只要有赴部队巡诊的机会，曾宇
哲总会第一时间报名。半年下来，他
随医疗队上高山、下海岛、走边防、
进哨所已有 20余次。现在，哪个部队
有哪些多发的常见病、慢性病，他都
清楚，心里渐渐有了一个“官兵健康
档案库”。无论走到哪个小散偏远分

队，他都会把自己的电话号码留下。
基层战士经常电话询问一些医疗方面
的问题，他知道的就第一时间给予解
答，不知道的就专门找专家请教，然
后再回复战士们。

每天手术结束时，曾宇哲习惯到
军人病房里坐上一会儿，与住院战士
聊一聊，问一问对病情有无担忧，对
治疗、护理、饮食有什么意见和建
议，先后收集了 10 多条住院官兵的
“金点子”交给科室和医院。现在，战
士们有啥心里话都愿意与他聊。

某合成营上等兵小宋在一次训练
中不慎造成左腿骨折，担心手术会留
下后遗症，思想上顾虑很多，见到曾
宇哲，前前后后问了个透。曾宇哲找
来 5个腿部负伤战士康复后重回训练场
的真实病例，一一给他解读，最终帮
助小宋及时卸下思想包袱，重拾信
心。术后，他运用科室研发的“下肢
可调节康复支具”协助小宋开展康复
训练、行走锻炼，有效缩短了术后康
复期，小宋出院后很快走上了训练场。

虽然服装由“国防绿”换成了
“孔雀蓝”，但是他身上的“兵味”始
终未变。他深知，自己一直在这群兵
的方阵里，而这群兵也一直在他心里。

念念不忘那群兵
—解放军第909医院转改医师曾宇哲为兵服务二三事

■陈 颖 刘永瑜

夜幕降临，璀璨斑斓的灯光点亮了
首都北京。

11月 9日晚，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武
部政工科办公室灯火通明，文职人员温
博正端坐在电脑前撰写一篇新闻稿。
他时而安静冥思，时而敲打码字，键盘
声在深夜格外清脆。

温博告诉笔者，他很享受寂静的夜
晚。每天忙完业务工作后，他都会抽时
间撰写新闻稿件，这样感觉一天过得很
充实，很有意义。

转改前温博一直从事政治工作，
先后担任宣传干事、政治指导员、参
谋部协理员、股长等职务，在报刊上
发表过多篇研究文章，被表彰为“优
秀基层干部”“优秀共产党员”。面对
现役干部转改文职人员改革大局，团
里观望的人较多，他放弃大有前途的
股长岗位，坚持第一个吃螃蟹，主动
要求转改文职人员。去年 7 月，温博

从新疆克孜勒苏军分区某边防团股长
转改为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武部一名文
职人员。

走上新岗位，就要有新姿态。抓民
兵思想政治工作、全民教育、征兵宣传、
双拥共建……温博适应能力强，工作上
手快，不到半年，他便在新岗位上如鱼
得水，工作做得有声有色。

新闻报道过去一直是单位领导的
挠头事，细心的温博发现，每年区人
武部在征兵、双拥共建和退役军人保
障等工作中，都有不少好做法，但缺
乏新闻人才，报道通联不畅，导致宣

传力度跟不上。了解这一情况后，温
博主动担起这副担子，决心为官兵好
好“代言”。

起初，他经常加班，先后向各类媒
体投寄出几十篇稿子，却全部石沉大
海，这让温博遭受了不小的打击。但
他没有灰心，每天除了完成业务工作
外，还向其他单位的新闻报道骨干虚
心请教，自购新闻书籍，坚持学习新
闻业务。终于，他采写的反映人武部
用好驻地资源深化主题教育的稿件被
报纸采用。闻到那迟来的墨香，他更
添动力。

越写信心越足，越写思路越清晰。
每次看到自己的作品见报，他感觉所有
的付出和辛苦都是值得的。前不久，该
人武部在开展主题教育中，组织民兵前
往马栏村挺进军司令部旧址，开展开放
式教学、沉浸式体验活动。他在现场感
受到当年军民团结抗战的火热战斗生
活，回去后立即整理所见所闻撰写稿
件，并成功被媒体刊用。

如今，温博在新闻岗位越走越稳，
作品越来越多，在单位的名气也越来越
大。他说：“只要踏实肯干，愿意付出努
力，平凡的岗位也能充实而有价值。”

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武部转改文职人员温博—

新 岗 位 要 有 新 姿 态
■本报特约通讯员 刘 慎

转改回头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