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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15 日，难得的夕阳映在感染
六科文职护士蒋泽娟的身上，解除三
级防护，连续在红区病房 （直接和患
者接触的病毒污染区域） 工作 10 多
天，她的脸上已被护目镜压出了道道
勒痕。

2月 3日凌晨，作为火神山医院首
批即将接诊确诊患者的医护人员，细
心的蒋泽娟将生活必需品放置在床
旁，把病房调成最舒适的温度，检查
卫生间淋浴设施和病床旁的输液泵、
监护仪、呼吸机是否准备就绪。数小
时后，第一批患者缓缓走进了病房。

防护服里闷热潮湿，连呼吸都变
得困难起来，汗水流到她的眼睛里，
酸痛难耐，她只能拼命地眨眼睛，用
眼泪把汗水冲出。在红区病房工作
时，蒋泽娟每次看到那些因病情抑郁
的患者，都忍不住多停留一会，和这
些亲人无法陪伴的患者聊聊病情，安
慰他们不要担心。都知道长时间待在
红区病房会增加感染的风险，但她
说：“我是一名共产党员，关键时刻我
不冲锋谁冲锋！”

同在感染六科工作的男护士李田
锋，为了参与这次任务，主动推迟了
婚期，到达武汉后，他第一时间投入
工作。一线救治十分紧张，紧裹着防
护服，带着三层防护手套，行动受限
的情况下，要十分小心地操作，才能
不出纰漏。

由于不习惯在层层防护的情况下
工作，李田锋第一次进入病区就因喘不

过气而晕倒。病区护士长金萍得知后，
让他转入后方负责保障工作。他不甘
心，一边在寝室练习闭气、调整气息，一
边再次申请返回一线。作为支部副书
记，金萍看在眼里、疼在心上，却又无法
拒绝这个一心为了战“疫”的小伙子，只
好批准他重回病区工作。

25岁的马昊昱去年由现役干部转
改为文职人员，他对病区 45名患者的
病情了如指掌。每天查房时，他总是
第一个到达，最后一个离开，跟在专
家后面，仔细地聆听，认真地做着笔
记。回到住处，他还时常会向病区副
主任康生朝请教有关患者治疗的经验。

马昊昱对记者说，“来到这里，我
才明白‘健康所系、性命相托’的真
正含义，绝不能辜负党和人民对我们
的信任。无论身着什么服装，只要为
了人民健康的初心不变，我的使命就
不会变。”

与马昊昱一样，军医韩凤霞也是

去年提出了转改申请，她的爱人是一
名消防员，由于工作性质，二人聚少
离多，结婚 5年未曾度过一个团圆年。
今年他们早早打好了休假报告，计划
回老家看望父母和年仅 2岁的孩子，可
疫情发生，在内分泌科工作的她没有
一丝迟疑，第一时间退掉车票，投入
到医院的防疫准备中。她说：“我虽已
脱下‘橄榄绿’，但一日姓‘军’，终
生为战，疫情面前，‘孔雀蓝’誓死不
退。”

1993 年出生的兰州小伙薛鑫十分
阳光，他在医院感控组工作。当问及
何为感控时，薛鑫简单地介绍：“就是
科学设置路线、物品位置，保护医护
人员不受感染，确保医院安全。”通
常，哪里最忙，哪里就有他的身影，
一会儿指引洗消人员作业，一会儿引
导患者进入规定路线。在医护人员工
作群中，常常看到薛鑫的信息闪现，
“请大家注意，医疗垃圾处理的时候，

一定要封扎好再交给回收单位”“请大
家到宿舍一楼领取防护服”……每天
他都要完成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身
心非常疲惫。“但每当看到大家在群里
为我点赞时，又瞬间感觉浑身充满力
量。”薛鑫说。

与薛鑫一样，在抗击疫情一线的
文职人员中，有很多“90后”，他们的
脸上写满稚气，却用柔弱的肩膀扛起
如山重任。感染六科二病区文职护士
金蕴韬去年作为文职人员方队的一员
参加了国庆阅兵，这次他又主动请战
加入到军队支援湖北医疗队。虽然临
床工作经验不够丰富，但他对病人的
关心细致入微。病区一位老人行动不
便，他常常陪在老人身旁，帮他翻身
拍背，陪他聊天，老人的病情逐渐出
现好转，连连给小金竖起大拇指。金
蕴韬告诉记者：“抗击疫情是一场不见
硝烟的战争，完成这次任务，也是再
一次接受党和人民的检阅。”

坚守为了人民健康的初心
■本报特约记者 刘一波 特约通讯员 白子玄 林婧雨

蓝色战阵，以军人的姿态冲锋
—军队支援湖北医疗队文职人员战“疫”一线见闻

编者按 疫情就是命令，病
区就是战场。抗击新冠肺炎疫
情战役打响以来，人民军队坚决
贯彻落实党中央、中央军委和
习主席决策部署，坚持生命至
上、人民至上，雷厉风行、争分夺
秒，精心救治、忘我奋战，全力支
援地方疫情防控。

褪去防护服，各色迷彩往来
如梭。人们知道，人民子弟兵当先
锋、打硬仗；人们可能不知道，还有
一群心怀人民、勇于担当的文职人
员始终与他们战斗在一起。

战“疫”一线，当汗水划过
脖颈打湿衣领，这些人领章上
的“文”字显得更加熠熠生辉。
他们虽然不穿军装，但面对党
和人民的召唤，他们义无反顾、
勇往直前，哪里有任务，哪里就
有他们的身影，在这场没有硝
烟的战斗中，他们勇挑重担、敢
打硬仗，充分展示了新时代我
军文职人员的铁血担当与战斗
豪情。他们共同拥有一个美丽
的名字：“孔雀蓝”。

军队支援湖北医疗队在除夕夜完
成“最美逆行”，从重庆、西安、上海
等地紧急飞赴武汉救治患者。他们当
中，有一群“孔雀蓝”。

为战而生，抗疫而勇。到达一
线后，医疗队立即成建制接管收治
任 务 最 重 的 金 银 潭 医 院 、 汉 口 医
院、武昌医院部分病区，一场生死
较量开始了。“我们敢打硬仗，善打
恶仗！”文职人员、副主任医师李传
伟的话，道出医疗队众多文职人员
的坚定信心。

一个个确诊患者被送进隔离病
房，由于病毒传染性强，空气似乎
也紧张得凝滞。文职人员、主管护
师黄舒穿着防护衣，和战友走进红
区病房为患者抽血化验。由于穿着
厚 重 全 防 护 的 三 级 防 护 服 ， 渐 渐
地，视线因护目镜和面屏起雾而模
糊，只能通过戴着三层橡胶手套的
手摸索血管位置，这项简单操作对
黄舒而言变得无比艰难。正常情况
下，抽一次血只要一两分钟，可现
在为 37 名患者抽血，足足用了两个
小时。下班后，体力透支的黄舒几
乎累瘫，发肿的双腿疼痛，让她难
以入睡。一个月前，黄舒上班途中
不 慎 摔 倒 导 致 右 脚 趾 骨 粉 碎 性 骨
折，医生为她作了内固定手术，脚
背打了两块钢板和数颗钢钉固定。
这次她隐瞒伤情主动参战，队友都
感佩地称她为“钢板姑娘”。

1月 29 日，央视新闻中一名要求
“不要播出我的名字”的女护士火
了，引发全国观众和网友点赞。她
是文职人员、护师骆燿，24 岁的她
是 这 批 医 疗 队 年 龄 较 小 的 队 员 之
一 。 刚 到 前 方 ， 由 于 连 续 参 加 救
治，她的脸被紧紧扣住的口罩和护
目镜压出血印和水泡，她强忍眼泪
把水泡挤破。骆燿面对镜头说：“请
不要播我的名字，怕妈妈和家人担
心，我是党员，是文职人员，这是
我的本职工作。”

2 月 1 日，军队支援湖北医疗队
在金银潭医院传来好消息，两名患
者治愈出院，极大地振奋了前方医
护人员。“患者早日痊愈与家人团
聚，是我们最大的愿望。”文职人
员、护师郑姝玉说。在这个特殊的
战场，参战的文职队员既用专业技
术治疗患者，更注重患者情绪管理

和心理抚慰。
文职人员、主管护师岑媛遇到一

位性格不太好的患者，因为药物未及
时送到而生气。她耐心解释，及时解
决，最终化解了患者心结，还主动向
医护人员道歉。一位患者过生日，因
条件所限无法买到蛋糕，队友们就想
办法给她煮了一碗长寿面，患者感动
得哭了。
“他们不是可怕的患者，是我们

的亲人。”文职人员、主管护师解雨
说。为缓解患者隔离治疗的焦虑和担
心，她除了做好日常工作，还积极与
患者交流，让他们树立战胜疾病的信
心。一位情绪低落的患者经过解雨和
战友反复开导后，很快从悲观走出
来，病情也逐渐好转。他高兴地说：
“谢谢解放军，你们来了，我们就有
了盼头。”

医疗队员的真诚付出感动着患

者，患者也会用真情回馈。文职人
员、护师李夏薇对一位家属印象深
刻。她每天照顾病情较重的丈夫，
本来已经非常疲惫，但每次看到护
士们穿着防护服笨拙地收垃圾，她
总是不顾疲劳主动帮忙。她的丈夫
因为化疗原因血管条件不好，每当
穿刺失败时，她总会说：“不怪你
们，是他血管确实不好找。”夫妇俩
给大家最大的包容，让队员非常感
动。文职人员、主管护师郭婧颖有
一次在病房忙碌时，一位患者含着
热泪说，出院后要送锦旗给她们。
郭婧颖顿时心头一热，患者的肯定
是最大的褒奖，她觉得自己和战友
所有付出都值得。

硝烟还未散尽，战斗还在继续，
文职人员将继续一往无前，以军人的
战姿，在疫情防控阻击战中攻坚克
难、敢打必胜。

始终把病人当亲人
■朱广平 陈小俊

2月15日，无锡联勤保障中心某医院文职人员许小鑫与家人依依惜别，驰援武汉。

郑艺杰摄

2020年 1月，一场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阻击战突然打响。
“当军人太危险太辛苦了，你还是

别报考军队文职了。”母亲从媒体上看
到战“疫”一线的严峻形势担忧地看
着我。“可是没有他们，谁来保护我们
呢？即使危险辛苦，我也要继续报
考。”作为社会聘用人员在湖南省株洲
军分区任职新闻干事的我，眼下正在
居家隔离，备战今年军队文职人员公
开招考。

每当我从媒体上看到军分区官兵
驻守在湘赣一线 7天 7夜参与战“疫”
的身影，文职人员推迟婚礼只为在战
“疫”岗位上的坚守，退伍军人每天一
台音响、一辆摩托车，走街串户宣讲
疫情防控知识，民兵们背着消毒水箱
喷洒不放过任何一个角落，以及看到
“迷彩绿”来了后市民舒展眉头露出的
安心面容，我总是不禁感慨，如果没
有他们在一线的奋战，谁来为我们的
安全护航！

我曾近距离和这些军人们共事相
处过，他们也是普通人，也会因为日
夜坚守岗位熬红了双眼，但任务在前
始终精神抖擞。他们也有家人，常常
来不及接听家人电话，顾不上电话那
头哭喊的孩子、眷恋不舍的妻子、满
脸担忧的母亲、卧病在床的父亲，就
要奔赴一线。因为他们是军人，他们
要放下小家保护大家。居家隔离的日
子里，我常被他们的这种无私奉献精
神深深感动着。

2019 年我报考军队文职落选，但

我不想放弃我的梦想。于是我大学毕
业后，选择应聘来到株洲军分区工
作，为了积累军事报道实践经验，也
为再次迎战 2020 年军队文职招考做
准备。

万事开头难。从地方到部队，从
社会民生到军事国防，新闻工作有很
大差异，我常常感到束手无策，要么
就是写不出稿子，要么就是稿件投出
如石沉大海。加上离开家人孤身一人
在部队，这让我产生了深深的孤独感
和挫败感，常常躲在房间里哭泣，曾
几度感觉难以适应坚持不下去。困境
中，是部队领导和同事们的指导帮
助、关心和鼓励，给了我不断成长蜕
变的力量。

2019年 7月中旬，湖南遭遇洪水袭
击，形势危急严峻。我被派到一线救
援现场执行拍摄任务。坐在前往被淹
村镇的车上，看到车窗外的倾盆大雨
和河水漫堤，我有些害怕。到达目的
地后，面对泥泞不堪的水洼路，官兵
们个个身手敏捷地跳下车向前冲去，
我却有些迟疑。这时，就听到前方一
名军人回头大声对我喊：“冲吧！现在
的你就是战地记者！”他的话语铿锵有
力，让我顿时感受到力量，我勇敢地
大步跟上队伍。

每当想起战友们带给我的温暖和
力量，我都会在心底暗暗鼓励自己，
每天坚持进步一点点，离梦想就会更
近一步，一定要坚持下去，争取穿上
“孔雀蓝”，成为钢铁长城中的一员。

（欧阳权整理）

一名文职考生的感动
■湖南省株洲军分区社会聘用人员 覃 琳

“转改文职可以，但别在山沟里转
啊。离家 200 多公里，以后怎么照顾
家？真不知你是怎么想的！”

每当亲友得知我在仓库转改文职人
员后，都感到有些不解。虽然他们说的
不无道理，但我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
悔，既然认定了这样做，就不在乎别人
怎样说。

我们仓库地处辽西大山深处，地理
位置偏僻、交通不便，业务收发量大、
工作任务重。营房多建于上世纪 70年
代，单位离附近最近的县城也有 60多
公里。家属每次来队，都要乘火车、倒
汽车、搭摩托车，很多人来几次就不愿
再来了。

2009 年 7月，我军校毕业来到仓库
工作，从一名排长一直干到代理教导
员。去年年初，干部转业政策下达后，
因为年龄与职级的原因，我不得不面对
进退留转的选择。我和妻子结婚多年
一直两地分居，她在距仓库 200 余公里
的城市工作，孩子上幼儿园，家里家外
全靠她一个人操持，长期的两地生活使
我对家庭亏欠很多。即将离开部队，脱
下穿了十几年军装的我未免有些惆怅，
妻子却因我马上可以回到她身边而心
生喜悦。

幸运的是，虽然面临退役，我们却多
了一个选择，就是可以申请转改文职人
员。我平时注重了解相关政策制度，对
具体规定比较清楚，于是萌生了转改文
职人员的念头。能到离家较近的单位任
职，这样不但可以继续留在部队工作，还
可以多照顾家庭。

仓库其他几位想转改文职的同志
和我一样，不太想在本单位转改。面
对仓库文职岗位吸引力不强、相关工
作缺人手的实际，仓库领导谈心时对
我们几位拟转改人员说：“你们选择到
其他单位转改文职，想离家近一些，我
理解也表示支持，但当前单位骨干力
量不足，仓库全体官兵衷心希望并热
烈欢迎大家就地转改。”很多官兵也舍
不得我离开，纷纷劝我留下来与他们
一起并肩工作。

仓库领导温暖的话让我陷入深思，
官兵们的挽留也让我为之动情，相处多
年非常融洽，一朝离开实感不舍。在仓
库工作这么多年，一路走来，是组织的关
心帮助，才使我从一名军校毕业学员成
长为一名营职干部，是这群纯朴真诚战
士的大力支持，才使我在工作中得心应
手，取得了一项项佳绩，并多次立功受
奖。可以说，这里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
早已印在我的心灵深处，这里确实是我
热恋的故乡，是我挥之不去、割舍不掉的
情缘。

仓库强军故事会上，再一次把老主
任杨西园的故事讲起。他是仓库的第
一任主任，当时从抗美援朝战场上凯旋
后，已是师职领导干部的他主动放弃大
城市生活，带领广大官兵扎根山沟、筚
路蓝缕、艰苦创业，去世后长眠仓库，魂
系仓库建设。他倡导的“守大山就是守
江山，守库门就是守国门”的精神，影响
和激励着一代代官兵接力奋斗，促进仓
库建设的持续发展。以前听此故事没

有深刻感受，这次却别有一番滋味，烙
在心灵深处。

正人先正己，人知己先知。平时
当教导员经常教育别人，关键时刻怎
能不先教育好自己呢？对！人生的意
义就是对事业执著的追求和无私的奉
献。作为一名军人尤其是党员干部，
不能只打自己心中的小算盘，更要有
军队建设的大格局。经过几天的深思
熟虑，最后我下定决心，上交了第一份
在单位转改文职的申请。作出决定
后，我想方设法做妻子的思想工作，她
刚开始坚决反对，但在我的努力下，也
慢慢从不太同意、有些犹豫，直至最终
的理解支持。

人有几多追求，就有几多爱恋；人有
几多爱恋，就有几多为此付出的实干。
作为仓库第一名“孔雀蓝”，我感到自豪，
虽然个人和家庭吃点小亏、作点牺牲，却
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促进了单位转改工
作，为后续转改人员立起了标杆。我坚
信，只要爱在军营、情系部队，努力拼搏、
奋发进取，就一定会不负韶华，创造出更
加美好的明天。

（万 能、刘振宁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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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文职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