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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我有幸圆梦军营，成为西
部战区某保障队人力资源信息室一名助
理工程师。国治以才众，军治以将强。
古往今来，人始终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决
定性因素。身在人力资源信息室，管理
使用好文职人员数据，为战区主战工作
提供数据支撑，是我的职责所在。

数据采集是管理使用数据的第一
道关口，只有数据录入完整准确，得到
的数据分析结果才可信。刚开始看着
各单位的原始数据，我不知从何下手。
面对诸多困难，我回想起处长曾对我
说：“我们是联合作战指挥机构，一个数
据、一份材料，很可能会影响一项战略
决策，乃至一场战争的输赢、一支部队
的生死。”人力资源数据工作从来没有
捷径，困难是一点点战胜的。想到报考
文职人员的初衷，一股不服输的劲成为
我每晚加班的动力。从格式问题到信
息问题，再到逻辑问题，我逐条审核各
单位数据，认真记录数据中缺失和错误
的信息，并附上正确格式和说明，反馈
给各单位。

在审核数据时发现，有的文职人
员与父母的姓氏都不一样，于是我打
电话与相关人员进行沟通核实，有时
会遇到反问：“信息采集不是查户口，
需要了解这么清楚吗？”我解释道：“我
们要用数据对个人情况进行立体呈
现，所以每一项信息都必须确保准确
无误。”付出总有回报，战区文职人员
的数据质量在两次全军评比中都取得
了满分的好成绩。

有了准确的数据，还要对数据进
行统计整理。掌握统计战区部队所有
文职人员数据，才能为战时精准决策

提供数据支撑。数据统计需要“快、
精、准”。“快”即快速高效。数据统计
任务经常十万火急，必须在最短时间
内提供数据，这就要求系统操作和数
据处理能力都要过硬。每次统计数据
我都会认真总结反思，使用什么工具
方法最高效、最快捷。“精”即精通熟
悉。数据库里数据项繁多，每一项对
应什么信息，任务要求的数据在数据
库中由哪些数据统计得出，各数据项
之间是什么逻辑结构等都要弄通弄
懂。“准”即准确无误。为了得出准确
的数据统计结果，除了运用一些必要
的技术手段外，还需要统计数据时严
谨认真，统计完仔细核对，时刻牢记自
己身上的责任。

统计整理好数据后，我都会透过
数据进行分析，深入挖掘数据背后所
反映的现状和问题，力求让数据效益
最大化。我认为要做到深入分析，首
先要熟悉业务，明白统计数据的重点
和呈现结果，让领导和相关部门对文
职人员实力情况一目了然；其次要多
学习政策，做到分析有条理，表述有根
据，这样的分析报告才让人可信，体现
出数据统计的专业素养；最后还要多
总结，每次按要求做完文职人员数质
量分析后，认真总结有哪些可取之处，
有哪些仍存在问题，有哪些数据下次
需要提前准备好，有哪些数据还可以
深入挖掘分析，等等。

路虽远，行则将至；事虽难，做则必
成。做好人力资源数据分析工作虽然不
易，但我相信只要持之以恒，身为文职人
员也能为练兵备战贡献力量。

（吴 双整理）

数据也是战斗力
■西部战区某保障队人力资源信息室助理工程师 李 攀

来人武部工作没多久，文职干事王
子睿受领国防动员潜力调研数据采集任
务。这原本不是他的专业领域，可他从
协调市交通、公安、道路等部门，到数
据采集、核对，样样干得井然有序。像
王子睿这样的文职“多面手”，在大连
军分区越来越多。这是该军分区推行一
专多能训练、加强文职人员队伍建设带
来的可喜变化。

变化源自一段尴尬的经历。一位新
录用文职参谋第一次组织民兵野外训
练，就出现一些训练问题：3天的野外
训练课目安排得满满当当，没给宿营预
留时间，也没有细致筹划组织民兵野外
训练时的粮食蔬菜保障工作……3天训
练刚结束，两个民兵就反映没及时发放
误工费。领导询问，他惊讶又委屈：
“我只顾着组织训练，还没来得及核销
民兵训练补助费。”
“已经进行过岗前培训，为啥还

出现这些问题？”军分区领导调查发
现，社招文职人员普遍存在没有从军
经历，不熟悉国防动员系统职能，工
作经验较少、能力素质单一等问题。
“作为用人单位，以什么姿态迎接社招
文职人员，不仅关系到能否留住用好
他们，还关系到军队人才队伍建设的
长远发展。”

基于这种考虑，军分区领导感到，
部队调整改革后，从分区机关到人武
部、干休所，编制少了、事情多了，文
职人员虽说是定岗定编，可实际上是一
人多岗、一岗多责，身兼数职已成为常
态，没有综合过硬的能力素质，一旦有
任务就可能捉襟见肘。

为破解这一难题，他们本着“精本
职、通两岗、懂多岗”的思路推行一专
多能训练。训练课目既有装备使用、故
障排除，也有多媒体课件、驾驶、摄
影等，这一举措受到文职人员欢迎。

毕业于吉林工商学院会计学专业
的文职人员苏聃，面对新的工作环境
和部队会计业务，一时不知从何下
手。从事财务工作 5年的韩晓楠，与苏
聃结成对子，从熟悉部队情况、了解
部队历史、介绍部队面貌，到部队后
勤管理规章制度、财务管理的基本知
识及技能等方面内容，手把手教、面
对面讲，苏聃很快熟悉业务工作流
程。“数码达人”苏聃也向韩晓楠传授
电脑编程、图像编辑等多种技能……
如今，该军分区已有百余名文职人员
互相学习、取长补短。

一专多能训练焕发新活力。一次，
负责民兵训练的军事科参谋休假。文职
干事高凌和及时补位，从拟制训练方
案、协调授课教员、准备训练器材，到
组织训练考核、完成训练总结、上报训
练情况，项项安排得有章有法。今年以
来，该军分区干部休假、住院、出差，
涉及各岗位各专业，替班顶岗的文职人

员全部出色完成任务，过去那种“一人
离岗、工作断档”的现象没有再发生。

为增强文职人员队伍发展后劲，该
军分区制订《文职人员“量化培养”规
划》，制订低、中、高 3 个晋级标准，
实行过关升级法，逐一对文职人员考核
认证，并建档排序，能力素质强者优先
晋升职称，有效激发了他们的工作动
力。如今，该军分区文职人员基本实现
了“本职专业精、相关专业通、其他专
业懂”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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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伍抓建

“遥遥相望的爱，心从未走远，有
你相伴的日子，即使平凡也浪漫……”
中秋节前夕，正在海拔 4000多米高原
参加演训任务的西宁联勤保障中心
某药品仪器监督检验站卫生器材监
督检修科主任、现役转改文职人员郝
江辉，看完妻子孟洁制作的短视频

《婚礼延期，爱与幸福不延期》后，热
泪盈眶。

2018年 8月，经朋友介绍，郝江辉
与某税务局科员孟洁结识。去年底，
二人决定走进婚姻殿堂，商定 2020年
初举办婚礼。

今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
在部队医疗机构工作的郝江辉深知，
请战出征的时刻到了。他第一时间上
交请战书，担负区域内部队防控指导
和为部队检查维修医疗器械、防疫设
备任务。孟洁也作为下沉干部深入社
区一线，二人默默扎根岗位，全然顾不
上约定的婚期。
“这是我们的使命与任务，我理解

你。”在军人的字典中，“我懂你”往往
比“我爱你”更有分量。婚期临近，但
疫情防控仍未结束，郝江辉与孟洁商
量推迟婚礼，孟洁十分理解，也得到了
双方父母的大力支持。
“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他们

将推迟的婚礼定在今年七夕节。
随着疫情好转，七夕节将近。突

然接到的高原演训任务，再一次打乱
了郝江辉和孟洁的计划。药检站一名
领导找到郝江辉说：“虽然你是‘老高
原’，参加大项任务多，但个人的事情
也要办啊！”郝江辉斩钉截铁地说：“我
虽已转改文职，但初心从未改变，没有
国哪有家，我申请上高原！”

在海拔 4000多米的某高原，部队
配置地域转换、任务不断变化，郝江辉
带领队员克服高寒缺氧等困难，一门
心思投身演训课目和卫生装备检修任
务，在高原高寒地区锤炼保障硬功，确
保部队装备完好。七夕节到了，婚礼
再次无法如期举行。

这一年，郝江辉与孟洁生活中的距
离越来越远，所以他们才更加珍惜和呵
护彼此间的感情。领取结婚证后的几
个月，他们聚少离多。这天，他鼓足勇气
拨通妻子的电话，商量再次推迟婚期。
“你安心工作，家里有我，我都

懂……”听到孟洁的话，郝江辉很欣
慰，与甜言蜜语相比，一个“懂”字，虽然
质朴平实，但意味着理解、诠释着相知。

虽然妻子深明大义，但郝江辉明
白，为爱穿上婚纱是妻子最渴望、最柔
情、最幸福的梦。郝江辉在心底默默
承诺：“等任务结束，一定要给妻子一
个终身难忘的婚礼。”

随着任务期延长，郝江辉的归期
迟迟无法确定。孟洁以制作短视频
的形式，回忆他们从相识到相爱的点
点滴滴，充满了对爱人深厚的感情和
坚定的支持：“舍生忘死是军人价值
的体现，默默奉献是军嫂的真实写
照。执子之手，
即便海枯石烂，
我 也 会 一 直 陪
伴着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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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回家啦！”入夜，陆军步兵
学院文职翻译邹禹臻轻轻推了推睡
着的儿子，心里满是愧疚。望着漆黑

的夜幕，对丈夫
的 思 念 又 在 心
中升腾起来。
“现在他那

里应该是下午吧。”丈夫秦学志，是
一名轻武器射击教员，和邹禹臻同
在一个单位。此时，秦学志正在万
里之遥的西撒哈拉执行维和任务。
“妈妈，您忙完了？”儿子揉了

揉眼睛，面前的习题还没有做完。
眼看儿子就要上小学，本来计划给
儿子好好补习功课，可无奈总抽不
出时间。邹禹臻眼眶有些湿润：
“儿子，妈妈明天一定好好陪你！”
对儿子的承诺总是一次次落空，邹
禹臻心里很不是滋味。

母子二人牵手走在回家的路
上。安静的校园时而传来几声鸟
叫，让沉寂的夜色多了几分灵动，邹
禹臻感到疲惫的身体轻松了许多。
“妈，您还没睡呢！腿还疼吗？”

进门后，邹禹臻关切地问候老人。
前段时间，她的母亲脚骨折，医生建
议做手术，可考虑到邹禹臻没有精
力在医院陪床，老人硬是选择了保
守治疗。
“不疼啦，闺女。”母亲挪了挪身

子，坐直了些，“你们饿不饿？以后
早点回家。”“不饿，我争取明天早点
回家。”邹禹臻已经记不清这样的话
说了多少次。
“ 你 跟 学 志 工 作 起 来 废 寝 忘

食。学志是现役军人，可你是文职
人 员 ，拼 个 啥 ？”母 亲 心 疼 闺 女 ，
“现在学志在国外，我在这节骨眼
儿受伤，你既要带孩子又要照顾
我，还要兼顾工作，身上的担子确
实太重了。”
“妈，我是军嫂，咱不能只顾自

己的‘小家’，不管‘大家’呀。”邹禹
臻边给母亲揉着肩膀边说。
“臻，我今天执行巡逻任务，一

切顺利。勿念！”看着丈夫发来的
信息，邹禹臻心里满是幸福。从去
年执行任务到现在，丈夫每天给她
报平安。最初，由于各种原因她确
实不想让丈夫出国，但她明白，选
择了军人，就意味着选择了坚守与
奉献。

邹禹臻承担着多门课程的教学
翻译工作，年均课时量数百个。经
过多年磨练，她的专业水平有了很
大提高。但她最珍视的，还是和外
国留学生的珍贵友情。曾经，她花
一整夜时间为外国留学生翻译智
能电器的使用说明书；曾经，她陪
着外国留学生的妻子在产房生产，
用 最 真 诚 的 话 语 给 其 安 慰 和 力
量。自然，这一切换来了真挚的友
谊，换来了外国留学生对中国的友
好印象。

夜，依旧宁静。“学志，你被评为陆
军‘四有’优秀个人了，我由衷为你感
到骄傲！”发完信息，邹禹臻带着甜蜜
的微笑渐入梦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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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国情怀

“把岗位当战位，视使命为生命。
强军路上，你倾心建强服务临床的‘药
剂库’，守好官兵健康的‘加油站’，无论
是‘国防绿’还是‘孔雀蓝’，始终坚守初
心不动摇。”前不久，联勤保障部队第
909医院主干道上，10个崭新的“最美奋
斗者”灯箱熠熠生辉，还配上了医务人
员的颁奖词，转改文职人员、药剂科主
任陈锦珊榜上有名。

“最美奋斗者”这个称号，陈锦珊当
之无愧。这些年来，他带领医务人员建
成了规范化战备药材库、自动化智慧门
诊药房，开设了临床药师药学门诊，主
编出版《新编护士用药指南》《战时伤病
的合理用药》等 9部专著，发表论文 100
余篇。在他的带领下，科室药师中已有
6人担任国家二级学会委员及青年委
员，2人担任省级学会理事及委员，11人
担任市级学会常务委员及委员。药剂
科从一个普通的辅助科室，逐步成为医
院的标杆科室。

今年初，陈锦珊主动申请由专业技

术干部转改为文职人员，决心继续战斗
在药剂岗位。他说，从“国防绿”到“孔
雀蓝”，无论制服如何改变，从医从军的
初心不会变。

转改文职后，陈锦珊工作劲头更足
了。他主动靠前对接保障需求，向 8家
部队医院供应 41种标准制剂，药剂科成
为东南方向跨军兵种、跨区域的制剂供
应基地。海训容易被晒伤、野外驻训容
易被蚊虫叮咬……每次巡诊，他积极倾
听官兵需求，找准研发方向，带领医务
人员先后研发了 10余种药剂，惠及军地
患者。

让官兵人人懂得自救互救，是提
高战时卫勤救治能力的重要举措。陈
锦珊主动作为，针对军医、卫生员背囊
的构成与功能，药品、敷料、易耗器材
的分类和使用，以及药材的保管、保养
与轮换更新等，主编出版《军医、卫生
员背囊使用手册》，进行全军远程医学
教学课目科普讲座 20 余次，为基层部
队官兵开展教学、训练、急救等提供理
论指导。

该院负责保障的体系部队中，有
许多是驻守高山海岛的小散偏远单
位，远离部队机关和城市，官兵外出就
医较为不便。陈锦珊积极向医院建
议，在偏远站点、哨所、执勤点开设“前
置药房”，建立长期供药机制。药品补
给采取医疗队巡诊时按需发放、每月
电话沟通后快递邮寄、官兵就医时按
需领取等 3种方式进行，既实现了补给
及时、灵活、精准，又避免了药品的积
压和浪费。他还安排药师通过电话、
微信等方式进行跟踪指导，确保官兵
安全合理用药。

战位上的“最美奋斗者”
—记联勤保障部队第909医院药剂科主任陈锦珊

■刘永瑜 林少雄

日前，烟台警备区邀请驻地

解放军第 970医院医务人员，在

干休所范围内开展老年病防治和

护理技能培训，有效提升文职医

护人员胜任本职工作的能力。图

为医院急诊科医务人员正在进行

急救技能演示。

本报特约记者 贾玉省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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