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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文论武

新疆喀什军分区某部文职人员艾
昕报到后得知，此前单位从来没有女
卫生间。

原来，该部驻守边疆地区，成立
几十年以来一直没有女性官兵，所以
办公区未建女卫生间。去年底，该部
得知要来一位女文职人员，有人认
为，年底大项任务繁重，人手不足，
可以先改造临时卫生间，等单位文职
人员配齐后再说。

该部领导研究后感到：“文职人员
是我们的兄弟姐妹，必须热心对待，
立即完善相应配套设施。”

事情虽小，足以暖心。军分区某

团文职人员唐艳艳同样体会到组织的
细致关怀。

今年 4月，正忙碌在抗击疫情岗位
的唐艳艳，突然接到父亲病逝的噩
耗。身为独生女，那一刻，唐艳艳感
觉天要塌下来了。了解情况后，团党
委决定安排她尽快回家。

处理完父亲后事，假期也接近
尾声，唐艳艳担心自己远离家乡，
母亲一人在家无人照顾。她陷入事
业和家庭的两难抉择，甚至萌生了
辞 职 回 家 照 顾 母 亲 的 想 法 。 没 想
到，团政委熊敏主动给唐艳艳打来
电话：“建议把你母亲接到单位来

住，这样你既能安心工作，还能照
顾老人。有困难组织想办法帮你解
决。”组织的几句话，给了唐艳艳莫
大的安慰和温暖。放下电话，唐艳
艳泣不成声。

从家乡到喀什，全程 3500 余公
里，唐艳艳带着母亲 3次转机来到军
营。一路上，光秃秃的戈壁滩、白茫
茫的雪山让老人对这个荒凉、遥远、
偏僻的地方产生了一些顾虑。但令老
人感动的是，当她们赶到单位时，部
队早已安排好了住房，家电、家具等
生活用品一应俱全。亲身感受军营温
暖，老人说：“能这样为我们考虑，一

定是个温暖有力的组织。我要让女儿
安心工作。”

爱与被爱可以相互转化，单位给
文职人员温暖与爱，文职人员也紧紧
抓住单位提供的平台与岗位，把爱转
化成对工作的投入与奉献。

唐艳艳在团宣传保卫股负责群
联工作，常与驻地少数民族群众打
交道，首先要过语言不通这一关。
考虑到这一情况，团领导安排民族战
士与她结成对子，教她维吾尔语。那
段时间，她像入了魔，一有空就背记
口 语 句 子 。 一 次 ， 同 事 给 她 打 电
话，她顺口说出维吾尔语，却全然
不知。就是凭着这股劲头，唐艳艳
很快胜任工作。

笔者了解到，军分区各级党委以
提高文职人员获得感为原则，按照相
关政策规定落实文职人员福利待遇，
注重把人文关怀转化为实际行动。

军分区政委告诉笔者：“要想让
文职人员全心全意热爱军营、奉献军
营，首先必须让文职人员感受到军营
对他们的真情厚爱。”

真情厚爱化为工作动力
■杜中林 本报特约通讯员 胡 铮

2019 年初，在青海省西宁市火车
站，文职人员郑璐璐第一次坐上军用汽
车。沿着蜿蜒崎岖的山路，汽车驶向三
江源，车窗外是茫茫雪山。

经过近 10 个小时的车程，郑璐璐
到达新单位。还未下车，耳边就传来
锣鼓声，走进武警青海总队果洛支队
营区大门，战友们脸上洋溢的热情感
染着她。

当得知自己是支队唯一一名女同
志时，郑璐璐犯了难：我住在哪里？需
要租房子吗？心里正想着，某机动中队
孙班长带着两名战士向她走来。
“郑姐，我帮你拿，咱这海拔高，你

刚来还得适应一段时间。我先带你去
看看你的‘新家’。”看到孙班长和两名
战士真挚的眼神，郑璐璐心中一暖，便

把行李交给他们，也对孙班长口中的
“新家”充满期待。

高原地区氧气不足，下车至宿舍
的几百米路程就令郑璐璐头晕胸闷、
气喘吁吁。路上她与孙班长聊天，得
知支队党委收到她的任职命令后，首
先想到她的食宿生活问题。由于支队
没有单独设立女干部宿舍及浴室，领
导商议决定，在支队公寓楼为郑璐璐
安排一间宿舍。

走进“家”门，客厅干净明亮，茶水
还冒着热气，卧室床头柜摆放了红景
天、高原护肤霜和氧气瓶，床上是崭新
的床单和厚厚的棉被。孙班长说，因为
郑璐璐是女同志，支队领导怕她受冻，
特意将棉被加厚了一层。

听着孙班长的介绍，看着自己的

“新家”，郑璐璐的眼眶湿润了。部队不
仅是一个纪律严明的地方，更是一个充
满友爱真情的大家庭，虽然背井离乡，
但她并不感到孤独。

今年初，郑璐璐编排代码时出现差
错，导致支队内网无法登录，她反复检
查也没有找到症结所在。支队参谋部
信息通讯股股长严肃批评时，她恨不得
找个地缝钻进去，既感羞愧，又觉自责，
还担心战友从此疏远她。

可当天下午，股长就敲开她办公室
的门，安慰她说：“人难免会犯错。逐项
慢慢核对，我来教你。”郑璐璐心想，看
来自己之前的担心是多余的，“家人”怎
么会放弃自己呢？

经过股长不厌其烦讲解，手把手操
作示范，郑璐璐逐渐可以独立完成网页

的编程，也能迅速解决网络故障。
丈夫在外工作、孩子即将上学、父

母也已年迈……支队了解郑璐璐的家
庭情况后，积极联系她的家乡山西省介
休市教育部门，协调安排她的孩子入校
学习，同时按规定为她缴纳社会保险和
住房公积金，严格落实休假制度，发放
补助补贴。

今年 6月，班玛县降雨不断，江日堂
乡阿什羌村马柯河河段水位持续暴涨，
随时有漫过河堤、向附近村庄倒灌的风
险，严重威胁当地群众的生命财产安
全。支队接到命令后，立即启动应急抢
险救援预案。

看着血气方刚的年轻战士顶风冒
雨加固河堤，满身泥泞坚持奋战，那一
刻，郑璐璐深刻体会到军装所代表的
意义，也明白了为何高原如此艰苦，依
然还会有军人将根深深扎在这里。郑
璐璐拿起铁锹，与战友们一起奔赴抢
险一线。雨水打在脸上，冷风顺着衣
领往里钻，她没有一丝寒意，反而对支
队这个“新家”更加依恋，对身边的战
友更加珍惜。

郑璐璐说：“当再有人问起我家在
哪里，我可以自豪地说，我有两个家，一
个在山西介休，一个在云间雪山……”

把根深深扎在云间之家
■段雪冰 朱家辉

战略支援部队某部医院文职护士
韩桐最近满是欣喜，她被医院表彰为
上个季度优秀文职人员代表。而在一
年前，身处寒风刺骨的山沟，面对荒
芜的群山，一脸犹豫的她还在纠结到
底要不要留下。

2018 年，韩桐决定报考战略支
援部队某部文职人员，经过激烈角
逐被顺利录取。可第一天来单位，
看着眼前的情景，她却怎么也高兴
不起来。

那天，韩桐坐上大巴，一路上望
着高速两旁平坦的田野变成连绵的群
山和零星的村庄，内心变得矛盾复

杂。经过近 4个小时的辗转，车停在远
离县城的大山深处。

初来单位，韩桐有很多担心：
担心自己以后会一直待在深山，担
心结婚以后孩子教育可能跟不上，
担心自己性格内向，与同事没有共
同语言。

该院党委高度重视文职人员，理
解文职人员来到陌生偏远地区的苦闷
与彷徨。相比于大城市，单位所处地
理位置不占优势，院党委决心在加深
文职人员情感认同、切实为文职人员
服务上下功夫，想方设法将优秀人才
留住、用好。

文职人员生活保障是医院首要考
虑的问题。由于驻地附近缺乏社会依
托，医院积极协调为文职人员安排单
身干部宿舍。考虑到年轻文职人员对
人际交往的需求，医院制订相关规
定，允许文职人员在完成本职工作之
余，经报批后，周末可以到市区活
动。医院还积极为文职人员子女办理
入托入学，解决好现实问题。

除了保障好文职人员的基本生
活，还要让文职人员适应深山环境，
安心工作，长期稳定为部队建设服
务。该院政委陈美妮介绍，他们制订
一对一导师帮带责任制，从思想政

治、军事技能、作风纪律等方面帮助
文职人员快速适应岗位。

那天，文职人员乘坐中巴车向某
场区中心驶去。从车窗向外望，远处
发射塔架渐渐显露，车内文职人员纷
纷激动惊呼起来。来到发射塔架前，
仰望 20余层楼高的塔架，韩桐内心对
祖国航天事业充满骄傲。

参观见学中，通过专家讲解，大
家了解了加注燃料、为蓄水池注水等
过程，还得知诸多对国家建设有重要
作用的卫星都是从这里飞向太空。

站在塔架最高层，韩桐远眺四
周，一望无际的天空令她内心开阔。
她想明白了，战略支援部队官兵坚守
深山、远离“霓虹”，正是为了创造
“霓虹”。正是一代代航天人坚守岗
位，才有祖国航天事业的阔步前行。

之后，韩桐工作起来更有劲，在
医院组织的医护技能比武中获得蒙眼
扎针课目第一名。该院文职人员感
到，单位暖心服务和帮带解难，进一
步激发了他们的工作热情，大家表示
要用实际行动回报组织、回报军队。

导师帮带快速适应岗位
■王海峰 杨煜兴

让文职人员产生归属感，实现身融

更要心融，这不仅是艰苦边远地区单位

应该研究的问题，更是所有配备文职人

员的单位研究思考的问题。

军队文职人员制度改革以来，各单

位为选精配齐人员，在人才选拔等方面

下足力气，不断引进社会优秀人才。可

工作实践中，个别单位却曾面临这样的

尴尬：文职人员数量逐年增加，但工作

效益却未必水涨船高。

解决矛盾问题，需要双方共同努

力。文职人员需要尽快适应军营，奋发

向上，为强军事业添砖加瓦，用人单位也

应思考，是否把文职人员当成“自己人”，

福利待遇是否落实，求医看病是否保障，

职称晋升是否顺畅……如果做不好基本

的关怀和保障，文职人员难免会产生扎

不下根的孤独感，难免会分心走神。

文职人员是军队建设的重要力

量。很多文职人员放弃过去安稳的生

活，千里迢迢来到军营，是因为热爱军

队，下决心在军营这片新的舞台发光发

热。如果单位不设身处地为文职人员

考虑，那么再繁华的地区，也留不住一

颗无法融入的心；如果单位从内心接纳

文职人员，即便身处荒芜，也会收到“我

心安处是吾乡”的效果。

这是一次双向选择，更应该是一个

双赢的平台。军队文职人员奉献业务

能力，渴望认可和温暖，军队提供舞台

和荣誉，鼓励文职人员长期稳定为军队

建设服务。我们要努力使更多人才不

仅被“光环”吸引来到军营，更要被“光

环”温暖选择扎根军营、奉献青春。

不仅身融 更要心融
■金雅兰

编辑感言

边疆·新疆喀什军分区文职人员

高原·武警青海总队果洛支队文职人员

深山·战略支援部队某部医院文职人员

本期关注 艰苦边远地区文职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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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②

连日来，受强降雨影响，安徽省多地受灾。各部队派出官兵奔赴抗洪一

线，文职人员主动请战，全身心融入战位。

图①：武警安徽总队合肥支队文职医师潘锐（右）利用休整间隙为官兵巡诊。
本报特约记者 徐 伟摄

图②：国防科技大学电子对抗学院文职人员王竞天（左）、刘阔（右）搬运
沙袋，加固堤坝。

刘 杨摄

一线孔雀蓝

作为部队建设的重要人力资源，

文职人员队伍建设事关实现党在新时

代的强军目标和军队长远发展，各用

人单位高度重视发挥这支新锐力量的

生力军作用。但从现实情况看，受身

份转变、军地工作模式差异、个人适应

能力强弱等因素影响，一些新聘文职

人员需要转变磨合的方面多，需要培

养锻炼的时间长，容易被贴上“适岗

慢、不好用”的标签。

刀在石上磨，人在事上练。要把文

职人员培养好，单位既要遵循人才成长

规律急不得，还要用时不我待的紧迫感

助推成长。要给予文职人员充分理解

支持，让他们干事创业有位置、特长发

挥有平台、成长进步有空间，帮助他们

尽快适应岗位、全面发展，不断增强服

务备战打仗的内在动力。

抛开思想顾虑，在压担子中强化

信任，激励作为。从地方走进军营，社

招文职人员的专业优势相对明显，是

部队战斗力生成的重要力量。然而，

面对这支新生力量，个别单位或是顾

虑重重不敢用，或是慎之又慎挑着用，

这不仅压缩了文职人员使用空间，消

减了他们的工作热情，也不符合编配

文职人员的初衷。要充分认清文职人

员的地位作用，敢于放手放权、挖掘潜

能，让他们多担负重要工作、多参与重

大任务。文职人员自身也要有“好事

尽从难处得，少年无向易中轻”的觉

悟，发挥优势，增强专业能力和岗位的

契合度。促进文职人员与单位建设同

步、与部队发展合拍，在转变身份过程

中加深对军人的理解，拉近与官兵的

距离，增强建功军营的信心。

放手不等于撒手，压担子还要讲成

效、掌握好度。给文职人员压担子是工

作需要，把握好度就会成为战斗力提升

的新增长点，把握不好反而可能打乱人

才成长节奏。要清楚看到，凡事过犹不

及，给新同志压担子不是允许老同志当

“甩手掌柜”，也不是“赶鸭子上架”。要

跟进关注文职人员成长动态，避免走偏

方向，合理分配工作任务，着眼取长补

短、扬长避短的关键，对其擅长的方面

要大胆搭平台，把需要紧前解决、难度

较大的任务早一些交给他们，培养知责

担重意识。而对于军事素质等短板弱

项的补差要有耐心，不能急于求成，要

客观分析，针对性解决。在实践中也要

学会发现和立好标杆，通过先进典型以

点带面辐射正能量，带动队伍整体提速

发展。

让想干事者能干成事。在压担子

同时，还要建立相应的容错机制。文

职人员相关法规制度尚在健全完善

中，发展不确定因素较多，有的同志虽

有积极进取的想法却不敢进一步作

为。消除顾虑助力其全身心投入部队

建设，就要贴合文职人员特点，顺应时

代发展，制订完善容错机制。要让他

们放宽心，扑下身子大胆干，把干事创

业中出现的过失与消极应付造成的错

误区分开来，激发他们岗位建功的积

极性主动性。

（作者单位：32126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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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泰戈尔说，谢谢火焰给你光明，但是不要忘了那
执灯的人。一个人要取得成绩，既需要个人拼搏努力，也离不
开组织信任和培养。

文职人员是人民军队的重要人力资源。如何让文职人员，
特别是艰苦边远地区文职人员留得住、用得好？如何让他们全

身心融入战位，与军营血脉相连？这是各部队文职人员队伍建
设的重要着力点。

本期，我们采撷 3个艰苦边远地区部队单位做法，看部队如
何结合各自实际，主动为文职人员解生活之难、破思想之惑，增
强文职人员向心力和归属感。

此心安处是吾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