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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卧倒！低姿匍匐前进！”随着指挥员
一声令下，一群身着迷彩服的文职人员迅
速按照动作要领奋力向前……这是陆军
工程大学石家庄校区组织陆军新聘文职
人员岗前培训的一个场景。去年底，来自
陆军部队的 200余名新聘文职人员来到
陆军工程大学石家庄校区，展开为期 45
天的岗前训练。从职场到战场、从校门到
营门，他们淬火成钢、破茧成蝶。

一

“俯卧支撑划船动作一定要注意髋
关节不能移动，坚持至关重要。”体能训
练室里，学员张树在教官的指导下，正在
进行核心力量训练。

步入军营前，张树已经在某知名公
司工作了 11年。对于他考取文职人员
的选择，不少同事和朋友有些不理解：作
为公司的技术骨干，为什么要选择到军
营呢？
“我从小就梦想穿上帅气的军装，可

惜高考时与军校失之交臂……”谈起入

职初衷，张树道出了自己的军旅情结。
然而，重新开始并非易事。走出办

公室，踏上训练场，张树的“水土不服”现
象很严重。由于以往缺乏锻炼并且年龄
较大，张树常常难以跟上训练节奏。一
开始跑步成绩总是不达标，这让张树颇
感挫折。
“选择了就不能后悔！干就要干出

个样子！”张树暗下决心。在教官的鼓励
指导下，张树开始每天进行强化训练。

经过 1个多月的持续努力，张树已
经可以和比自己年轻很多的战友在训练
场上同台竞技，并且丝毫不落下风。
“军营是座大熔炉。34 岁，将是我

人生中又一个崭新而令人充满期待的起
点。”周末总结会上，张树脸上多了些许
自信与从容。

二

嘟、嘟、嘟！三声急促清脆的哨音划
破深夜的宁静。“紧急集合！”宿舍里不知
是谁喊了一声。学员熊韵婵利落地打好
背包，第一个冲出宿舍。

熊韵婵面庞俊秀，眼神刚毅，曾获
得国外某大学会计与控制专业的硕士
学位。一个多月前，她剪掉披肩长发，

收起牛仔裤和长裙，穿上了期待已久的
迷彩服。
“穿上迷彩服奔赴训练场的时候，我

才最美！”站在军容镜前，熊韵婵感慨道。
其实，作为热门专业的海归毕业生，

好不容易等到女儿回国的父母，起初并
不同意熊韵婵报考军队文职人员。
“孩子出国时，咱们不也告诉她要饮

水思源么？部队是更磨砺人、更能为国
家做贡献的地方。”熊韵婵的爷爷是一名
有 20多年兵龄的老兵，他帮着熊韵婵做
通了家人的思想工作。最终，经过认真
备考，熊韵婵如期收到了录取通知。

在集训队里，像熊韵婵这样的高学
历海归学子还有不少。“他们有着迥然不
同的成长轨迹，但都有着同样热忱的报
国之心。”集训队领导介绍说。
“国外的经历让我们深深感到，国家

的强大离不开一支强大的军队。我们相
信部队一定有我们的用武之地。”熊韵婵
的话道出了他们的心声。

三

“现在我也能和你一样，叠出标准的
‘豆腐块’了。”第一次被评为内务标兵，学
员吴晓慧给爱人打电话时兴奋地说道。

吴晓慧曾是一名大学老师，她的丈
夫是西藏军区某部一名中校参谋。结婚
12年，夫妻俩聚少离多。为了和爱人能
在同样的战线上拼搏奋斗，去年看到文
职人员公开招聘信息的吴晓慧动了心。
“你已经在原有岗位上干了 10年，

去军营又得从零开始。”家人和朋友劝
她。但一想到既能弥补自己当年与参军
失之交臂的遗憾，又能和丈夫并肩战斗，
吴晓慧更加坚定了自己的想法。最终，
她以优异成绩顺利入职。

万事开头难。面对全新的生活环
境、紧张的训练任务和严格的纪律规定，
初入军营的吴晓慧难免有些不适。
“你可是大家眼中的‘最美军嫂’，遇

到困难可不能打退堂鼓啊！”丈夫的鼓励
让她重新燃起了斗志。在她的不懈努力
下，工作训练渐渐有了起色，连续几周被
评为内务标兵，各项体能考核成绩全部
达到良好以上。
“培训的日子每天都很充实，我感觉

自己离丈夫一天比一天近，也终于懂得
了他成天挂在嘴上的‘使命、荣誉、担当’
这些词的含义。”吴晓慧在日记中这样写
道：“以前他守边关冷月，我站三尺讲
台。如今能够在强军路上并肩作战，我
感觉很幸福。”

在军营大熔炉中淬火成钢
—陆军工程大学石家庄校区承训陆军新聘文职人员纪事

■李治铭 本报特约记者 云利孝

初春时节，东北大地依然寒气袭
人。沈阳联勤保障中心部队在严密防控
新冠肺炎疫情的同时，并没有放松严寒
条件下的保障训练，广大文职人员与军
人一样身着迷彩全副武装，在训练保障
中斗志昂扬，已然成为联勤保障的新锐
力量。

据该中心领导介绍，随着部队编制
体制改革扎实推进，联勤保障中心部队
文职人员呈现来源多样、思想多元的特
点。为提升能力水平、锤炼纪律作风、融
洽内部关系，中心党委机关结合承训文
职人员阅兵方队的实践经验，多次召开
研讨会，围绕“理论武装、培养锻炼、日常
管理、人文关怀、日常考核、组织领导”等
六个方面，制定了一系列加强文职人员
队伍建设的措施。一支“政治过硬、技能
精湛、作风优良、实绩突出”的文职人员
队伍，正逐渐形成。

铸 魂 ：让 强 军 思 想

入脑入心

文职人员是军队人员的组成部分，
是推动强军兴军、打赢现代战争的重要
力量。加强文职人员队伍建设，首先要
注重抓好理论武装，坚持用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强军
思想铸魂育人。
“进了红军医院的门，就要传承好红

色基因，当好红军传人。不管身穿绿军
装还是‘孔雀蓝’，都要随时准备奔赴战
场……”1月上旬，前身是我军第一所正

规红军医院的沈阳联勤保障中心第 969
医院门诊楼前的广场上，该院重症病房
文职护士长梁丽枝，正带领大家面向老
院长傅连暲的铜像宣誓：一心向党、不怕
牺牲，苦练技能、争当传人。

宣誓完毕，梁丽枝讲起了老院长武
权的感人故事。2011年，武院长已是癌
症晚期，身体极度虚弱，基本不能进食，
全靠静脉注射和少量的鼻饲维持生命。
很多人劝他去条件更好的军队医院治
疗，武院长却说，搞了一辈子外科，我知
道自己的身体情况，没必要再去浪费国
家和军队的宝贵医疗资源。临终前，武
院长用微弱的声音对医护人员说：“红军
医院以后就靠你们了，你们一定要全心
全意为伤病员服务。”

一次宣誓、一个故事，激发出红军医
院传人的使命担当。文职医生李武强
说，自己脱下军装选择转改文职人员，原
本只想有更多时间回家照顾年迈多病的
父母。这次别开生面的主题教育，激活
了融入血脉的胜战基因。

1月中旬，中心召开加强基层建设
工作会议。大家普遍感到，持续不懈的
理论武装，使文职人员主人公意识明显
加强。记者了解到，该中心不少基层单
位结合各自实际，创新适应文职人员特
点的教育形式，有效激发了文职人员的
向心力，强化了他们扎根基层、无私奉献
的责任意识。

强能：让“孔雀蓝”在

硝烟中绽放

战场打胜仗，能力是保证。文职人员
虽然不直接参与作战，但参加作战保障。
如果不掌握作战相关知识，很难做到精准

保障。特别是医护岗位文职人员，要想战
时“上得去、救得下、治得好”，必须冒着硝
烟开展实战化野战救护训练。

记者在第 967 医院冬训现场看到，
医护人员训练动作整齐，参训热情高
涨。紧急开设野战救护所的命令下达
后，他们携带个人物资和战伤救护器材
迅速登车开进。各型医疗保障车到达指
定地域不久，一座座带有红十字标识的
帐篷拔地而起，随时准备投入战伤救护。

战况激烈、硝烟弥漫，一名“伤员”在
战斗中被弹片炸伤。接到命令，金艳姣
等救护人员背着野战急救箱迅速前出，
熟练运用跃进、匍匐等战术动作，很快找
到了这名气道梗阻伴开放性气胸的“伤
员”。金艳姣借助硝烟中的微弱光亮对
其进行紧急救治，用胸部密封贴封闭伤
口后，将“伤员”挪上担架，快速送上野战
救护车……

据了解，去年 5月，联勤保障部队首
次组织护理专业练兵比武竞赛，共设置
了专业理论、战场急救技术、紧急救治和
早期治疗护理技术、专科治疗护理技术、
防护状态下建立静脉输液通道技术 5个
课目。该院金艳姣、王超等 3名文职人
员护士和 1名军人护士，被中心选拔参
加比武，取得了 2个课目第一名、1个课
目第二名、1个课目第三名和团体总分
第一名的好成绩。

训练场上文职人员表现出色，该院
领导说，这与持续抓培养锻炼、坚持抓日
常考核、严格抓日常管理密不可分。

立责：肩负起文职人

员的使命担当

随着编制体制和政策制度改革不断

深化，一些文职人员逐步走上领导管理
岗位。如何保证文职人员领导迅速融入
并顺畅参与决策和实施管理？该中心制
定的措施明确，坚持政治上平等对待，坚
决清除“以服装划线、以身份分类”的思
想，不断增强内部团结。在评功评奖、典
型选树、入党进修等方面，坚持一碗水端
平，不搞厚此薄彼；在任务分配、落实相
关待遇等方面，坚持平等对待，不搞远近
亲疏；在日常教育管理上，要求全体人员
尊重和服从管理岗位文职人员领导，积
极配合他们完成各项任务。
“有了中心下发的红头文件，我们

文职人员参与决策和管理就有底气。”
某储备资产管理局长春管理站文职助
理员杨帆说，当时班子中只有他一个文
职人员，刚开始总放不开手脚，党委会
研究工作时很少发表意见。党委领导
发现这个情况后，分别在党委会、单位
全体人员大会上宣讲中心关于“尊重和
服从管理岗位文职人员领导”的相关规
定，让他有了底气信心。在一次党委会
上，杨帆立足战时营房保障需要，建议
建立营房应急保障队。经过研究讨论，
大家充分认识到房管系统不只是守摊
子，更应随时准备应急应战。随后，党
委会决定由杨帆分工负责，抽组一支由
军人、文职人员和职工组成的营房应急
保障队，定期组织野战条件下供水、供
电、营房应急维修演练，很快形成了应
急保障能力。

前不久，第 967 医院手术室搬迁到
新大楼，麻醉科文职护士长郭慧慧既要
确保新手术室毫无差池地投入使用，又
要保障好搬迁期间原手术室能正常运
行。郭慧慧精心组织、跟踪问效，顺利完
成各项任务。她说，幸亏有措施规定作
保障，工作才能开展得这么顺利。

努力锻造新锐保障力量
—沈阳联勤保障中心多措并举加强文职人员队伍建设纪实

■于丽春 本报特约记者 汪学潮

“一病区申领的 45个品种、9份药
品已准备到位，请清点签收。”“三病区
需要的 12支注射针剂已准备到位，请
核对确认”……3月 3日，在湖北省妇幼
保健院光谷院区药房内，一位年轻的药
师忙碌得像高速旋转的陀螺，汗珠顺着
脸颊滑落，即使口渴难耐，他也顾不上
喝一口水。

这位年轻药师叫张郃，去年国庆，
他作为文职人员方阵一员，昂首阔步走
过天安门广场，光荣接受党和人民检
阅，并被评为训练标兵。今年新冠肺炎
疫情发生后，他连交 3份请战书，坚决
要求赴一线参加抗击疫情，终于成为第
二批军队支援湖北医疗队的一员。在
战“疫”一线，他夜以继日、连续奋战，全
力保障科室药品供应。

2 月 18 日，医疗队正式进驻湖北
省妇幼保健院光谷院区。张郃一下车
放下行囊，径直奔向药房。此时，上千
箱紧急送来的药品还在车上没来得及
卸载。

急、急、急！早一分钟完成药房开
设，救命药品就早一分钟发到患者手
上；快、快、快！医务人员都在与时间赛
跑，与病魔较量，他必须以冲刺的状态
投入战斗。

由于场地狭小，叉车等机械设备无
法使用。“我们有手有脚有肩膀，就算是
蚂蚁搬家也要尽快完成任务。”挑战面
前，张郃带领同事肩扛手抬，忙得不亦
乐乎。护目镜里早已起了一层雾气，张
郃经常要停下来使劲眨眼睛，挤掉汗
水，接着又投入搬运之中。饿了，就端
起盒饭扒拉几口；困了，就斜靠在药箱
边眯上几分钟。就这样，12卡车、1500
多箱、40余种药品被一一卸载下来，然
后分类整理上柜，并建好“药品电子目
录”，方便临床医生随机点药。

2月 19 日 15 时许，光谷院区接收
首批 55名确诊患者。各病区救治工作
有序展开，这个刚刚开设的药房也井然
有序地投入使用。

当晚，值夜班的张郃开始上岗。急
危重症抢救药、消炎药、止咳药、中成药
放在哪个位置，他闭上眼睛都能找到。
盒装药、针剂、液体，他手起药到，总能
在最短的时间里完成交付。

一天夜里，科室先后发来 60 多份
药品请领单。正当张郃捧着一大筐药
准备下台阶时，值班电话突然响起
来。“肯定是哪个病区紧急申领药品。”
想到这里，他不由自主地加快了脚步，
突然脚下一滑，从台阶上摔了下去。
爬起来时，右脚踝一阵钻心的疼痛袭
来。他试着慢慢扭动一下，还好，只是
崴了脚没有伤到骨头，他悬着的心瞬
间放了下来。虽然脚踝慢慢肿了起
来，但他穿梭的脚步一刻也没有停止，
刚刚按一份份药单调剂好药品，窗口
又有人来取药。那时，他想过打电话
让战友过来换个班，但又想到战友们
白天已忙碌了 10多个小时，此时正在
睡梦之中，不忍心打扰。就这样，他一
瘸一拐地值完了夜班，精准高效地保
障了 9个病区的用药。

夜班的前半夜总是十分忙碌，窗
口前排着一溜取药的工作人员，既要
保持清醒防范出现差错，还要耐心高
效地回答每一个问题。紧张工作中，
值班电话还会不时响起，要求给各个
病区调剂药品。
“越是工作忙，越要认真仔细，确

保配药‘零误差’。”张郃时刻在心里提
醒着自己。这些天，他按照轻重缓急，
精心做好药品请领、审核、调剂、送药、
药物补充入库等工作，既保障了临床
急危重症患者的优先用药，也把其他
工作统筹兼顾好。每次临下班时，尽
管已经很疲惫，但他总是坚持把已经
调剂的处方和借单重新查看一遍，确
保不出任何问题。

上岗如上阵。对张郃来说，“米秒
不差”的受阅标准已深深融入他的血
脉。在受阅训练场上，他与战友冒着高
温酷暑，历经千锤百炼，锻造成了铁打
的汉子；在战“疫”一线，面对新的考验，
他决心同战友们并肩迎难而上，决战决
胜，直至取得最后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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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零零……”2020年除夕夜 20时
许，西部战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疫情值
班室的电话骤然响起。战区某医院紧
急来电，称一名接诊患者出现发热症
状，怀疑是新冠肺炎，请求中心前往协
助处置和防控指导。

疾控中心迅速启动应急预案，派遣
人员赴医院采样并进行流行病学调
查。考虑到任务的严峻性，党委决定立
即召回正在休假的专业技术人员。当
晚 21时，正在云南老家陪家人吃年夜
饭的疾病监测科主管技师张娜，接到命
令后第一时间买好返程机票归队。因
为备勤等原因，张娜已经连续 3年没有
在家过年了。

归队后，张娜连宿舍都没来得及
回，就直奔实验室。标本处理、核酸提
取、检测体系配制、设定参数、加样上
机……经过 3个多小时的检测，核酸检
测结果出来了——阴性，她一颗悬着
的心这才落下。

张娜 2008 年从兰州大学毕业后，
得知部队招收文职人员，毅然决定报
考，最终以优异成绩被录取。入职后，
凭着对本职工作的热爱，张娜接连攻
克了实验室检测工作中的多个难关，
很快成为一名优秀技术骨干，能够独
立完成呼吸道病原监测系统、细菌性
和病毒性病原的分离鉴定及水质微生
物检测工作等全部生物实验室日常检
测项目。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得知联勤

保障部队将派出医疗队驰援武汉，张
娜第一时间向党委递交了请战书。她
在请战书中写道：“我是一名医生，更
是一名党员，我应当战斗在疫情最前
沿，愿意到最危险的地方履行自己的
职能使命……”
“妈妈办公室的灯还亮着，难怪刚

才手机一直没人接。”4岁的儿子圆圆
趴在窗户边自言自语地说道。张娜的
实验室在单位公寓楼的正对面，相距只
有几十米。2月 4日，张娜的丈夫和儿
子圆圆从云南老家返回营区，按照要求
必须进行不少于 15 天的居家医学观
察。一直忙于工作的她，为了能够全身
心投入实验室检测工作，就搬到单身宿
舍居住。
“妈妈放心，我会听爸爸的话的，妈

妈加油！”每次往返实验室的路上，张娜
总会看见阳台边挥舞的小手，耳边还回
荡着儿子的“隔空喊话”。

欣慰、内疚、感动……张娜也说不
清那时自己的感受。她只知道，实验室
检测工作虽然危险，但作为一名军队文
职人员、一名医务工作者，自己责无旁
贷。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每次工
作时，张娜都穿着密闭的防护服，一进
实验室就是五六个小时。经过昼夜加
班加点，她带领同事顺利完成了 40多
份发热疑似病例标本的检测工作，用实
际行动践行了一名军队疾控工作者的
使命担当。

阳台边那双挥舞的小手
—记西部战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文职技师张娜

■甘 军

聚焦岗前培训

改革潮头

连日来，解放军第 970医院组

织看望慰问赴武汉抗“疫”一线医

护人员家属，为他们送去口罩、消

毒液等防护用品，以及蔬菜、米面

油等生活物资。同时他们还看望

慰问了奋战在医院感染病科、发热

门诊等岗位上的医护人员，鼓励大

家再接再厉守好战位。

许振梅摄

前方抗疫打胜仗

后方服务有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