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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彦杰是仓库的老典型，转改文
职后，他依然和以前一样！”11月上旬，
记者来到沈阳联保中心某综合仓库，仓
库领导、同事异口同声推荐采访这名在
大山深处坚守保管武器弹药岗位 17
年的“兵”。
“周彦杰，2003 年 12 月入伍，历任

副班长、班长、分队长，3 次荣立三等
功，多次被评为优秀士兵（士官）、优秀
共产党员等，2019 年 12月四级军士长
服役期满，2020 年 1月转改文职，现任
仓库保管员……”翻开周彦杰的履历，
首先映入记者眼帘的是他获得的荣
誉。荣誉背后，有多少鲜为人知的故
事？记者一探究竟。

深秋，坚守辽南深山的仓库官兵忙
得热火朝天。一天，保障一队组织倒库
作业。本打算下班的周彦杰，看到战友
们加班加点，早已忘记自己已脱下军装
转改文职，集合哨声一响，他身着工作
服第一个跑出来列队。

列队行进过程中，记者发现周彦杰
走路不太利索。运输武器装备时，他想
帮忙抬榴弹炮的牵引杆，可战友们谁也
不让他搭手。一问才知道，前几天倒库
时他用力过猛把腰扭伤了。仓库主任
于文华告诉记者，周彦杰责任心特别
强，干什么工作都冲锋在前。

一次，仓库更换彩钢瓦，突然听到
有人喊着火，正在学习室看书的周彦杰

立即放下书往外跑，迅速集合人员，携
带灭火器材奔赴现场。黑烟从彩钢瓦
里冒出来，他判断是工人焊接时点着了
彩钢瓦夹层。战友们架好梯子，他拿起
灭火器就上了房顶。火扑灭后，他的脸
已被熏得黢黑。

周彦杰不仅责任心强，而且业务
精。刚当保管员时，为实现对库存物资
的品种型号、数量质量、技术性能和存
放位置“一口清、一摸准”，他将洞库百
余种装备物资和每一种装备信息资料
都认真整理到笔记本上。面对生涩词
汇、枯燥数据，他拿出不服输的劲头，每
天早上早起一小时，晚上晚睡一小时，
午休时间全用在学习业务上。后来，凭
借过硬业务素质，他参加上级军械专业
技能比武，获得团体第一、个人第三的
成绩，被上级评为优秀保管员。

周彦杰虽然是名士官，但关键时刻
能顶干部用。一次，上级要对仓库进行
军事训练等级评定考核，保管队的考核
内容是军械装备物资紧急收发作业。
临近考核，保管队长腿部肌肉拉伤，周
彦杰主动请缨组织分队进行考核课目
组训。他白天组织分队训练，晚上完善
方案，从人员分工到车辆保障，从物资
清点到站台作业，每一个流程和细节都
反复推敲。最终，分队配合默契，获评
优秀。

倒库作业结束已是晚上，周彦杰刚
要休息就又接到紧急任务。次日一早，
保障队集合，周彦杰又默默出现在队伍
里。虽然已转改文职，但他依然像兵一
样……

山沟里的“转改兵”
—沈阳联保中心某综合仓库保管员周彦杰速写

■周洁平 张琳浩 本报特约记者 汪学潮

“保持健康生活方式，是自我心理调
控的有效手段……”不久前，武警河南总
队三门峡支队某中队训练场上，支队文
职心理医师仵彤围绕做好心理疏导与情
绪调节，面对面为战士小王开展心理健
康辅导。与此同时，支队文职保卫干事
韦绍斌前往小王入伍地人武部，协调地
方司法机构派出专业律师为其父亲带去
专业建议。多管齐下，小王的问题很快
得到解决。

原来，这个支队为深入知兵情、解兵
难，组织基层官兵开展“给中队党支部写
封信”活动。活动中，中队党支部接到战
士小王的一封信：“父亲被地方车辆撞
伤，肇事司机拒不赔偿，母亲打电话埋怨
我不在身边……”

军地涉法问题牵扯面广、专业性强，
小王这段时间也变得敏感易怒。新任支
部书记吴泽宇拿不准应该如何处理，就
将此事上报支队，并将小王写的信件送
至支队机关。

韦绍斌了解此事后，第一时间与小
王入伍地人武部发函联系，协调地方司
法机构援助，设法搜集证据，启动诉讼。
与此同时，仵彤仔细研究小王的情绪变
化，认为小王性格比较感性，情绪容易
出现波动，很可能已经产生焦虑、恐惧等
应激心理反应，应当对其进行心理辅导。

支队政治处主任李勇介绍，随着
保障岗位上文职人员比例越来越高，
只有不断聚合升级他们的专业能力，
才能更好服务基层。为此，支队积极
探索建立文职人员协同工作机制，按
照“小型化、多能化、模块化”原则，采
取“机关+基层”策略，将支队文职人员
编成不同小组，指定基层各中队指导
员为联络员，形成解决问题的拳头力
量。他们还积极联系地方专业机构，
更好解决基层难题。

某中队地处偏僻山区，地方通信基
站线路改造时，哨位通信强度受到很大
影响。工作小组掌握具体情况后，一方
面由后勤保障股文职助理员张宝积极
协调上报经费需求、更新哨位通信设
备，另一方面由信息通信股文职参谋高
攀和中队驻地通信公司对接，在符合相

关规定前提下，在哨位附近加建通信基
站并加快进度，双管齐下解决中队通信
不畅难题。

据悉，该支队探索建立文职人员协
同工作机制以来，解决官兵涉法心理问
题 5起、历史遗留问题 3起，受到基层官
兵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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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275、812，分别是国防科技
大学 2017 年 至 2019 年 现役干部转
改文职人员的总数。更可喜的是，
学校现有千余名转改文职人员中，
博士学历占 70%、高级专业技术职
务 占 27% 、40 岁 以 下 科 技 人 才 占
90%。

数字无言，但数字背后是一次次使
命如磐的人生抉择，是一句句初心依旧
的响亮回答，是一个个心系强军的感人
故事，承载着转改文职人员对军队的深
沉眷恋和对国防事业的执着热爱，无疑
也是重建重塑后，国防科技大学矢志强
军兴校，持续推进现役干部转改文职人
员工作交出的优秀答卷。

转身是为了更好地

出发

2017 年，学校开始启动现役干部
转改文职人员工作。

校党委坚持把推进转改工作作
为落实国防和军队改革任务的重要
举措，确保人才质量不降档、科研攻
关不断线。为此，他们把转改工作
纳入学校人力资源建设整体规划，
把推进转改工作当作战略工程、主
官工程来抓，千方百计稳定保留优
秀骨干人才。

改革催生新机遇，也带来新考
验。转改工作开展初期，不少现役
干部对身份变换、上升空间、待遇保
障等方面心存顾虑。从众观望等等
看、别人议论怎么办、未来发展如何
算，是转改初期不少现役干部的真
实写照。

针对转改中存在的突出矛盾问
题，校党委多次调研论证，先后两次邀
请军委有关部门来校进行政策宣讲，
广泛开展思想发动和普遍摸底，有针
对性做好答疑解惑和一人一事工作，
大力宣扬转改中涌现出的突出典型。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在学校首
批现役干部转改文职人员中，既有
国防科技领域的知名专家，又有学
科学术带头人；既有教书育人的优
秀教师，又有青年创新拔尖人才。
前沿交叉学科学院教授、军队院校

育才奖金奖获得者曾立，在首批转
改中年龄最大，他对记者说：“因为
国家和军队的培养，我从一名军校
专科生成长为教授、博导和大校军
官，不管将来穿什么衣服，只要能在
部队工作，我愿意继续坚守自己的
岗位。”

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获得者吴庆
波、余杰，军队院校育才奖银奖获得者
王孝杰、柳珑，军队科技进步一等奖获
得者王耀华、杨雄、王衍飞等一大批学
术带头人和科研骨干主动转改，营造
了良好的转改导向：转身是为了更好
地出发。信息通信学院试验训练基地
副主任王飞说：“内心坚定才是最大的
稳定，军旅情怀永远无法忘怀。无论
何种身份，都是在部队工作，都是为强
军事业作贡献。”

率先突破释放政策

红利

“现役转改是新时代退役安置的
一种全新方式，是鼓励转改文职人员
继续为国防和军队事业服务的新途
径。”采访中，校领导告诉记者，首批转
改文职人员形成了较好的示范效应。
政策红利不断释放，打消了更多人的
顾虑，进一步激发了优秀人才的转改
积极性。如今，转改后的文职人员在
岗位上依然发挥着顶梁柱作用。

作为文职人员有关政策试点单
位，学校针对前期调研中发现的文职
人员配套政策不够明朗、激励机制不
够明确、职业发展路径不够清晰等问
题，在部分领域先行先试，以点带面
率先突破，释放转改政策红利。不但
“扶上马”，还要“送一程”：明确转改
文职人员已取得上一级职称的，可以
直接晋升相应专业技术职务；现阶段
转改文职人员晋职晋级、职称评审，
不受选升和结构比例限制；在遴选人
才计划支持对象、项目建设等方面，
给予转改文职人员重点支持；同等条
件下，优先任命转改文职人员担任专
业技术领导。学校第一时间为大家
算好“政治账”“经济账”“平台账”，通
过多种形式将政策红利全释放、利好

消息全覆盖，解决转改文职人员的后
顾之忧。

学校所属文理学院在积极做好一
人一事工作基础上，用好各项政策，协
调解决家属随军安置和子女入托等多
项实际困难。空天科学学院利用多平
台多场合宣扬成绩突出的文职人员典
型先进事迹，优先推荐拟转改文职人
员评定上一级专业技术职称。2019年
度转改工作开展后，该院许多教员主
动申请转改。电子对抗学院汇总下发
《不同退役方式待遇比较分析表》，用
看得见的数据解疑释惑。该院高级工
程师琚振认真分析转改前景后，把原
本提前退休的申请调整为转改申请，
继续坚守国防事业。军事基础教育学
院党委班子成员逐个与教学系主官谈
话，院领导为全体专业技术干部辅导
授课，加大政策宣讲阐释力度，深入一
线调研掌握情况……
“转改文职人员后，科研平台一样

广阔。”第二批申请转改文职人员的余
同普教授，是某研究团队核心骨干成
员、第 16届王大珩光学奖获得者，转改
文职人员成为他投身强军事业的新起
点。转改后，他在某重点研究项目中
一如既往打头阵、当先锋。

在典型示范和政策感召下，全校出
现了现役干部争相转改的生动局面。
高层次骨干人才积极转。“长江学者”肖
侬，“万人计划”入选者周朴、郭得科等
一批相关领域顶尖人才，面对地方高薪
邀请，初心不改，用实际行动诠释献身
国防、投身改革的生动实践。领导干部
带头转。校机关、院、系所和学员大队
领导等 70名行政、专业技术领导干部
带头转改。动员家属主动转。文理学
院政委徐晓林、电子科学学院院长王雪
松动员家属主动转改文职人员。夫妻
伉俪结伴转。文理学院林爱津、李春
燕，电子对抗学院郭航行、陈璇等军人
夫妻同时转改。

身着“孔雀蓝”履行

新使命

“若以小利计，何必披征衣”。既
然当初选择了军队，就要坚守初心矢

志不移，转改文职人员也是投身强军
事业。采访中，不少转改文职人员表
示，身份虽然变了，但献身国防的初心
不变。

2019 年底，气象海洋学院某系讲
师雷鹏正上交转改申请书的第二天，
产生过拿回的冲动。“当初作这个决定
时我很纠结，怕过不了自己这关。”13
年前携笔从戎，而今主动转改文职，雷
鹏正的两次人生重大选择，都是为了
留在军队、扎扎实实干一辈子。“我热
爱海洋，如今适逢国家和军队大力发
展海军、向海图强之际，这就是最适合
我的地方，我愿意继续坚守，为国防事
业奋斗终生。”

对电子对抗学院 2019级博士毕业
生董骁来说，他面临的抉择更艰难：毕
业时可以选择到某科研院所，不脱军
装换一个相关研究方向，或是留校转
改，继续自己热爱的事业。经过一番
激烈思想斗争，他最终选择留校转改：
“我想跟着导师胡以华教授继续干，在
学院我的专业所学更能派上用场。”

和很多人经历过一番内心挣扎不
同，参加过“银河”“天河”等系列重点
工程、现为计算机学院某所副研究员
的董勇，递交转改申请书时几乎没有
犹豫。作为团队核心技术骨干, 以
“银河精神”为标杆、扎根高性能计算
研究、矢志科技强军事业，是他始终坚
定不移的选择。他说：“无论何种身
份，都不会改变自己的初心。我个人
转改不仅是积极响应军改号召，也可
以为年轻人作出表率。”
“2019 年，我参军刚好满 20 年。”

和董勇作出同样选择的智能科学学院
某所副所长、副研究员相晓嘉，2003年
毕业留校至今，对学校有浓厚感情。
在国防科技大学这个创业平台上，他
与团队一起完成系列科研项目，获得
军队科技进步一等奖 2次，荣立三等功
1次，当年矢志从军的青年小伙如今已
是科研攻关的中坚力量。

20年后的今天，又一次站在人生
十字路口的相晓嘉，作出响应号召、
转改文职的人生抉择。他说：“其实
我的考虑很简单，转改文职后，我可
以继续在自己熟悉而热爱的校园挥
洒光阴和汗水，继续为强军事业奉献
智慧和力量。”

使命如磐 初心依旧
—国防科技大学持续推进现役干部转改文职人员工作侧记

■陈林峰 吴 双 本报记者 赛宗宝

改革潮头

随着我军文职人员队伍不断发展壮

大，各基层单位文职岗位逐渐充实。但

也出现文职人员对基层单位不够了解，

现役军人、文职人员开展工作出现“两条

线”“两张皮”现象。

未来的时代是协作互联的时代，未

来的战场是体系的对抗。解决文职队伍

问题的关键在合成，合得起来就是“铜墙

铁壁”，合不起来就是一盘散沙。武警三

门峡支队探索以专业聚合的形式解决基

层官兵面临的复杂问题，是对新形势下

加强文职人员队伍建设的有益尝试。

“鞍全马齐”不代表“兵强马壮”。

新时代基层文职人员队伍，单打独斗难

以应付基层单位面临的复杂问题。各

级要树立“大联合”思路，打破部门、人

员、地域限制，盘活用好各种资源，善于

在充分磨合中加速融合，在复杂问题中

提升能力，加快建设高效精干的文职人

员队伍。

盘活资源 加速融合
■张德毅

队伍抓建

直击面试现场

短 评

连日来，2020年全军面向社会公开招考文职人员

面试工作持续进行中，各用人单位通过政策宣讲、全程

录音录像、现场公布成绩、加强督导检查、委托第三方机

构实施等方式，大力营造公开公平公正考务环境，有效

增强选人用人科学性和公信力。

蜜中部战区某调度中心引入第三方机构随机抽取考官。
张彦昕摄

蜜解放军第906医院军地专家联合组织公开招考面试现场。
陈延山摄

蜜无锡联勤保障中心某资产管理局考点考务人员
向考生宣讲考场纪律。

刘海瑞摄

营造公开公正环境 擦亮军考金字招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