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逐梦之旅

“看，‘熊猫姐妹’上热搜了！”
5 月下旬，一条“军队援鄂护士捐
‘熊猫血’救人”的话题冲上了微博
热搜，赢得众多网友点赞。

献血救人的护士俞伟、杨慧慧，
是联勤保障部队第 901 医院的文职人
员，也是军队支援湖北医疗队队员。
因为同是Rh阴性稀有血型，战友们亲
切地称她们为“熊猫姐妹”。抗击疫情
期间，两人和战友们携手并肩、配合
默契，共同开展护理、心理疏导等服
务，受到患者好评。

5月 14 日，俞伟在稀有血型互助
群看到患者杨国凤的亲属发布的求
助信息。原来，今年 48 岁的杨国凤
擦伤后伤口长时间未愈，医生诊断
为再生障碍性贫血。住院后，患者
吐血不止，血小板数量急剧下降，
病情危急。由于患者是 A 型 Rh 阴性
血，这种血型人口在全国人口中占
比仅为千分之一，血源稀缺，家属
不得不四处求助。

俞伟了解情况后，第一时间联
系与自己同为 A 型 Rh 阴性血的文职
护士杨慧慧。两人商议后，拟结伴
赴安庆市为患者献血。院领导了解

情 况 后 大 力 支 持 ， 为 她 们 调 整 排
班 、 提 供 便 利 。 不 料 患 者 病 情 加
重，提前转院至合肥市某医院接受
治疗。得知消息，两人专程赶赴医
院，鼓励她乐观面对疾病，坚定战胜
病魔的信心。随后，她们按规定到合
肥市中心血站为杨国凤义务献血。
由于血源供应及时，患者治疗后身
体状况趋于稳定。
“在我们家人几近绝望的时候，你

们来献血，真是太感激了！”在合肥市
中心血站，患者的侄女杨妹娟几度感
激落泪。“向英雄致敬！”她们的事迹
经媒体报道后，引起反响。
“无私献血，精神崇高，你们擦亮

了文职人员的名片，传承了医护人员
救死扶伤的传统！”俞伟、杨慧慧献血
归来后，医院党委对二人通报表扬，
并利用医院强军网、宣传显示屏等，
宣传她们大爱无疆的先进事迹。

据医院政委马宁介绍，该院平时
注重加强文职人员队伍思想政治建
设，将主题教育向文职人员队伍拓展
延伸，持续办好文化讲堂、文职讲
堂；邀请医院前辈讲述军史医史、革
命传统，引导文职人员强化宗旨意识
和使命担当，先后有 23名文职受到上
级表彰。

牢记宗旨，真情爱民。“这都是
我们应该做的。”“很高兴自己能救
人。”面对网友点赞和医院领导表

扬，俞伟、杨慧慧总是朴实回应。
在同事眼里，她们是工作踏实、乐
于助人的好姑娘；在患者眼中，她
们 是 温 柔 耐 心 、 待 人 和 善 的 好 护
士。俞伟在医院心电图室工作，她
对 官 兵 热 心 细 致 ， 对 患 者 充 满 耐
心。杨慧慧出生在革命老区，对部
队和官兵有深厚的感情，每次演训
伴随保障，她都特别积极。她还悉

心钻研训练伤护理方法，想方设法
为官兵解除困扰。

据了解，近年来，俞伟、杨慧慧
多次在紧急情况下为稀有血型患者献
血，挽救了患者的生命。俞伟先后 10
余次发起稀有血型者互助活动。去年
6月，她通过多方求助，为一名在热
射病中突发凝血功能障碍的战友募集
到救命的“熊猫血”。

联勤保障部队第901医院文职护士俞伟、杨慧慧—

抗疫归来再献“熊猫血”
■郝东红

图为杨慧慧（左一）、俞伟（左二）正在血站献血。 郝东红摄

【岗位寄语】

我当以前辈为榜样，静心积淀，

守护历史，努力成为新时代优秀军中

“兰台人”。

去年，我从象牙塔步入工作岗
位，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档案馆的
一员。

定岗后，我的工作主要是校对、
编辑杂志来稿。“图难于其易，为大于
其细”。这些工作看似琐碎，却对文学
基础与历史知识有深层次要求。为更
好完成本职工作，熟悉完整的业务流
程，进一步把握信息社会档案工作的
时代特点，单位安排新招录文职人员
进行轮岗锻炼。

作为一名历史学硕士，我首次接
触档案工作，深感其大有可为。为
摸清档案工作脉络，我分外珍惜轮
岗机会，认真观摩学习各室业务。

在负责后勤保障的某办公室，我

完成了文体活动策划、篮球赛保障服
务。在负责档案收集、鉴定和整理的
某部门，我学习操作了档案处理和档
案数字化扫描。在负责档案修复、仿
真复制、缩微、多媒体制作等工作的
某部门，我见识了库房档案调阅、声
像档案整理和多媒体制作流程等。在
作为对外窗口对接各类展览的某部
门，我尝试根据需求，利用数据库系
统对馆藏历史档案进行检索。在负责
数据管理、系统软件开发的某部门，
我对数字工程和数字档案馆的建设有
了一定了解。

这些实践经历让我初步认识了档
案馆各室职能和各项业务，丰富了档
案理论知识，也深深被同事严谨细致
的工作态度所折服，为能与这些志同
道合的战友共事而欣喜。

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携笔从
戎，为了军旅梦想与报国情怀，我
们选择了这份光荣的职业。我的同
事们，有具备扎实档案理论功底的
专业人才，有对党史、军史有一定
研究的历史专业毕业生，也有放弃
地方高薪的计算机人才。意气风发
的 我 们 ， 渴 望 在 各 自 领 域 发 挥 作

用，共同为档案馆的创新发展贡献
力量。工作上，身边优秀的同志让
我不敢懈怠；生活中，大家彼此关
怀，相互帮助，让身处异乡的我感
受到家的温暖。
“良工锻炼凡几年，铸得宝剑名龙

泉。”档案工作是一项日积月累的工
作，从整理、保护到利用、研究，离
不开经年累月的学习实践。一身工作
服，手握放大镜，埋头工具书中，馆
内专家深入钻研，无论是革命先辈的
名字，还是组织沿革、地名变迁，他
们都如数家珍，甚至能说出各档案在
库房的位置。这种忘我投入、精益求
精的精神深深打动了我，我当以前辈
为榜样，静心积淀，守护历史。

回顾是为了更好提高，半年试用
期的工作学习，让我真切体会到了
雷厉风行、令行禁止的军营生活，
感受到了集体的力量与温暖，感激
领导同事对我学习、工作和生活的
关怀与帮助。“东方欲晓，莫道君行
早。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
好。”未来我将再接再厉，不负韶
华，努力成为新时代优秀军中“兰
台人”。

“兰台”守护光辉历史
■中国人民解放军档案馆文职人员 赵珮君

试用期满话感受

“我父亲腿上的大块结痂被蹭掉
了，现在血流不止。”5月的一天深夜，辽
宁省军区大连第十四干休所离休老干
部董老的女儿紧张的声音从电话中传
来，值班护师张骁翼一把拎起急救箱，
和值班医生一起冲进夜幕。

董老结痂脱落面积过大，流血不
止。为让患者体位舒适，张骁翼跪在
地上协助压迫止血。等包扎好伤口，
监测患者生命体征正常后，张骁翼才
支撑着身体缓慢起身，返回岗位继续
值班。

这种事对张骁翼来说，已是工作常
态。“心细如发，任劳任怨；风雨无阻，逢
叫必到”，是老干部们对张骁翼的评价。

2018年，张骁翼成为干休所的一名
文职护师。了解到离休老干部们辉煌
的戎马生涯，张骁翼暗下决心：要用自

己的“辛苦指数”提高老功臣老前辈的
“幸福指数”。

“小张，快来帮我看看，网上说这药
能根治糖尿病！”接到 90岁老干部张老
的电话，张骁翼一路小跑来到张老家。
“您看这种药品，既没有生产厂家，也没
有国药准字号，还号称可以根治一切慢
性病，显然不是正规药品……”张骁翼
一边阅读医药广告，一边说明如何鉴别
药品，并根据张老身体状况制定保健方
案，用特大号字体写在纸上，附在张老
耳边，大声读给他听，直到张老示意看
清听懂为止。
“现在市场上各种保健品和药品

名目繁多，老人求医心切，容易被虚
假广告迷惑。要想保证他们的身体
健康，必须以百分之百的细心和热
心，真正成为他们信得过的人。”张骁
翼把离休老干部当亲人，老干部们也
把她当成家人，有什么想法都愿意跟
她说。

86岁的老干部侯老生病住院期间，
最开心的事情之一就是给张骁翼发微

信。当初，看到老人躺在病床上郁郁寡
欢，张骁翼就帮他安装了微信，手把手
教他怎么使用。有了新的兴趣，老人打
起了精神，逐渐熟悉了这种交流方式，
偶尔还要求和张骁翼视频。只要老人
发来信息，张骁翼总是贴心回复，老人
脸上常堆满笑容。

张骁翼还经常陪住院的老干部们
说话聊天，笑声时常从病房里传来。
“最美的夕阳红就是身体健康、笑容满
面。”张骁翼如是说。老干部们则由衷
赞叹：“人生晚年暮景美，不是亲人胜
亲人。”

面对年初突如其来的疫情，张骁
翼主动向党组织提交请战书，然后积
极投身单位防控一线，在发热门诊、
隔离区等防疫重地连续奋战了 90 多
天，得到老干部们的点赞。有老干部
在微信里给她发了这样一条消息：
“看似柔弱女子，却是精神强者；虽非
铁骨男儿，巾帼不让须眉。你用朝阳
心拥抱夕阳红，你用‘孔雀蓝’写就绿
叶情。”

“你用朝阳心拥抱夕阳红”
—记辽宁省军区大连第十四干休所护师张骁翼

■一 文 杨璐莹

一线孔雀蓝

文职人员的成长发展和作用发挥离

不开良好环境，环境好则人才聚、事业

兴。营造有利于文职人员成长的良好环

境，对实施科技强军、人才强军战略有重

要意义。

文职人员条例规定，国家和军队依

法保障文职人员的合法权益，鼓励文职

人员长期、稳定地为军队建设服务。新

招录文职人员入职后，各级将其纳入本

单位人才工程统一规划、统一培养、统一

使用、统一保障，以最大的诚意凝心聚

力。同时也要看到，个别单位对文职人

员关注得还不够，一定程度影响了文职

人员工作的积极性创造性。

文职人员是军事人力资源的重要组

成部分。必须把文职人才培养使用放到

改革转型的大环境中运筹设计，优化人

才成长环境，以更宽的视野、更新的理

念、更大的魄力识才、育才、用才，形成各

类优秀文职人才大量涌现、创造活力竞

相迸发、聪明才智充分发挥的生动局面。

打造育才用才环境。针对当前文职

人才梯次搭配不均衡等问题，迫切需要构

建稳定的人才激励政策。优化队伍结构，

坚持梯次衔接原则，区分年龄层次、学科

专业、个性特点，实行分层培养。以中青

年骨干人才为主体、青年人才和高层次人

才为两翼，创建“一体两翼、三级培养”的

发展模式，催生一批能力过硬的文职人

才。坚持竞争择优原则，破除论资排辈等

观念，对表现特别优秀、工作特别需要的

可依据有关规定提前晋升或越级晋升，真

正形成能者上、平者让、庸者下的选人用

人导向。纯正用人风气，坚持公平公正原

则，细化量化考核指标，切实把关键时刻

担当重任、冲锋在前的选拔出来，把大项

任务中有所创新、成果丰硕的选拔出来，

把平时工作任劳任怨、不计得失的选拔出

来，鼓励文职人员在不同领域、不同岗位

担当作为、追求卓越。

营造爱才护才环境。文职人员初

入军营，工作中遇到的困惑较多，亟需给

予更多关心关爱，形成良好和谐环境。

要强化人才意识，倡导“四个尊重”，摒弃

陈腐观念，发自内心地尊才爱才，千方百

计搭建平台，让他们在工作中感受自身

价值。要强化权益意识，积极主动协调

驻地有关部门，及时为文职人员缴纳社

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严格落实休假制

度，按规定要求发放补助补贴，定期组织

体检，把文职人员应有的福利待遇办好

办实办到位，切实维护文职人员合法权

益。要强化服务意识，善于给文职人员

“端好盘子”“扶好梯子”，多了解文职人

员工作学习生活中的困难，在住房保障、

子女入学、家属就业等方面加大支持力

度，积极营造拴心留人的良好环境。

（作者单位：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政

治工作局兵员和文职人员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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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文论武

新疆军区保障部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结合文职人员逐渐增多、担负使命
任务较重的实际，通过思想教育熏
陶、岗位实践锻炼、大项任务淬火等
方式，激发文职人员干事创业动力，
一批有担当、讲奉献的文职人员迅速
成长。

几年前，库尔勒骄阳似火，“国际
军事比赛”开幕在即。一天凌晨，接
到有官兵出现头晕、呕吐症状的求助
电话，文职医师贾晨冉立即携带食品
饮水检测箱出发，“绝不能发生食物中
毒”。经过一夜忙碌，最终排除了食物
中毒的可能，贾晨冉已经熬得双眼通
红。在执行保障任务的 2个月时间里，
贾晨冉等 6 名文职医师每天顶着近 40
摄氏度的高温来回奔波，对多个点位
就餐区进行卫生检疫监督，保障了中
外官兵的饮食安全。

去年仲夏，某部幼儿园出现疑似食
物中毒现象，卫生监督监测科文职医师
秦梦婷紧急赶赴调查。经过现场初步筛
查和近 10个小时实验室奋战，晨曦微

露时，秦梦婷终于拿出检测结果。原
来，是孩子在炎热天气饭后剧烈运动引
发的不良反应。看到军属们松了一口
气，身心疲惫的秦梦婷深受触动：岗位
虽小责任大，这身“孔雀蓝”维系的是
官兵和家属的健康。

去年，该中心文职医师先后为部队
1200 余名人员进行健康体检，对 60多
处水源、水样进行检测。

今年春节期间，突如其来的新冠
肺炎疫情打乱了文职医师朱柯蕙的生
活节奏。1 月 22 日晚，朱柯蕙所在小
组突然接到紧急采样和检测任务。此
时，快速检测试剂盒还在研发中。朱
柯蕙和同事用了 6 个多小时完成了采
样、运转和实验室核酸检测工作，最
终在凌晨 4 时得出检测结果，样本呈
阴性。作为指定的检测点，他们每天
都会收到一些样本。任务紧急时，段
蕾等 5 名文职检测医师一头扎进实验
室，通宵达旦工作。

身体健康很重要，心理健康同样需
要呵护。

“老师您好，我经常失眠头晕、胸
闷，能不能帮帮我……”电话那头，战
士小赵的声音越说越小，心理咨询师崔
楠感受到了他的无助。崔楠结合多年心
理咨询经验，帮助小赵转移注意力，调
整状态，教他如何宣泄感情、舒缓压
力，小赵逐渐好转。

3月底，文职心理咨询师何娟接到
士官小刘的求助电话，妻子患上产后抑
郁症，经常哭闹。小刘还在归队隔离
期，有心无力。何娟积极联系小刘妻
子，经多番倾诉开导，帮她渐渐解开了
心结。

近年来，该中心文职心理咨询师队
伍不断壮大。去年，多名文职心理咨询
师分赴天山南北，为官兵开展多场心理
测试、辅导，及时展开疏导干预，受到
部队官兵欢迎。

奋斗点亮青春色彩
—新疆军区保障部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文职人员干事创业见闻

■施雪伟 单传扬 本报特约记者 黄宗兴

最美身影

为尽快适应岗位要求，陆军

某试验大队文职人员拜师学艺苦

练业务技能。图为文职人员向

“士兵专家”、一级军士长蔡春好

（右一）请教。

刘建元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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