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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戈壁草原深处的陆军某试验大

队，没有车水马龙，只有轰鸣炮声；没有

都市霓虹，只有阵阵硝烟。

“与心爱的人一起投身武器试验鉴

定事业，是我最正确的决定。”“嫁到”这

里，每天与弹药为伴，文职人员陈雨不言

后悔。与身为军人的丈夫奋战在同一战

线，陈雨脸上总是充满幸福的笑意。

陈雨的丈夫周辉是陆军某试验大队

工程师。军校毕业时，他主动放弃地处

繁华都市的科研院所，毅然投身武器装

备试验一线。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周辉

常说：“搞学术不能纸上谈兵，我要把论

文写在试验靶场的大地上。”爱人的执着

精神和理想信念，也是吸引陈雨主动跟

来的原因。

在戈壁深处试验未定型武器弹药，

苦累可想而知。塞北风头如刀，沙子打

在脸上像针扎一般疼，这让习惯“吹面不

寒杨柳风”的陈雨吃足了苦头。

外场试验艰苦不说，工房内也不轻

松。陈雨整日在工房装配改装弹药，回

家抱孩子时，孩子直哭：“不让妈妈抱！

妈妈的手剌脸，不好闻！”每当这时，陈雨

都一脸苦笑。

比苦和累更令人担心的，是风险。

与未定型的弹药打交道，如同高空走钢

丝，稍有不慎就可能发生危险。

刚参加任务那段时间，陈雨每次出

门前都要做一番心理准备。作为“过来

人”的周辉，觉出了陈雨心里的不安。一

次，周辉把一个笔记本塞到陈雨手里：

“这是我总结的一些试验心得，你多翻

翻，出任务时也可以带着。”

丈夫的支持和指导是最好的“护身

符”，自那以后，陈雨逐渐放平心态。

半年之后，陈雨又把这个笔记本还

给了丈夫。本子后半部分，填满了她摸

索得出的各种操作技巧和心得。本子扉

页，陈雨写下了“砺剑”的心路历程——

“起初与弹药是陌生人，怕它；后来

与弹药成了朋友，懂它；现在成了弹药的

考官，砺它。”

在试验靶场，与军人一样，文职人员

也能发挥重要作用。一次任务前，被试

弹药准备完毕即将运往试验阵地，陈雨

坚持再次核对弹药数质量。结果发现，

数十箱弹药中有一箱与其他弹药批次不

相符。

“我们把标准提高一分，丈夫和战友

们的把握就多一分，必须较真。”陈雨说。

靶场虽苦也有甜。摸清规律后，阵

阵枪炮声也会成为夫妻间传递成功喜悦

的美妙音符。

陈雨的试验项目多针对小口径弹

药，执行任务时声音急促连续，而周辉专

攻大口径弹药静爆试验，通常会有巨大

轰鸣。

每当丈夫执行试验任务时，陈雨常

翘首以盼那声巨响；而当听到“哒哒哒”

的连贯急促射击声，周辉便知道妻子又

在忙碌。

这对军人与文职人员的“组合”，形

成的是“1+1＞2”的合力。周辉擅长软

件建模，陈雨精通数据处理，二人共同努

力，先后发表 10 余篇武器装备试验方面

的论文。“以前经常看到‘上阵父子兵’，

你 们 两 口 子 让 我 们 见 识 了‘ 砺 剑 夫 妻

档’。”在大队工作 20 余年的高级工程师

程玉川常这样形容他们。

如今，已是武器试验行家里手的陈

雨，经常给孩子讲述古代铸剑夫妻干将

莫邪的故事：“干将莫邪为铸剑事业奉献

一切，让人敬佩。爸爸妈妈就像他们一

样，投身砺剑强军……”

愿做试验靶场比翼鸟
■刘建元

有的时候，“一个军人半个家，两个军人没有家”是一些双军人家庭的真实写照。这几年，军营中又新添了

一个群体，那就是军人与文职人员的家庭组合。虽然文职人员与军人在管理要求等方面不尽相同，但身在部

队，同在军营，文职人员作为战斗队一员，也必须下定坚守和担当的决心，随时做好奉献一切的准备。本期，我

们走进两个“军人+文职人员”的家庭，感受他们的家国情怀。 ——编 者

以身许国，以爱许你

深夜，武警湖南总队卫生处文职助理

员王西正加班加点撰写新冠疫苗接种指

南，并同步推送至公众号，为官兵普及接

种新冠疫苗的知识。

“为总队官兵服务，肩上责任重大。”

谈及转改文职后最大的感受，王西这样

说道。

2018 年，总队开展现役转改文职工

作，当时还是某支队卫生队专业技术八

级护师的王西见自己符合条件，有些心

动，也有些纠结。

王西的丈夫张嘉嘉，是总队训练基地

的一名教员。尽管二人同在总队，但单位

之间距离很远，平日难得相聚。儿子出生

后，更让他们面临三地分居的问题。王西

转改文职，能解决长期分居的难题。可一

想到要脱下这身橄榄绿，她就难以割舍。

“身份不同，职责相同，到哪都是为

兵服务！”丈夫的回应坚定了王西的想

法，她最终选择了转改。

本以为转改后能有更多精力照顾家

庭，可王西没清闲几天就投入到繁忙的

卫勤保障工作中——制订卫勤知识宣讲

计划，组织专家教授到各支队展开巡讲，

自考心理咨询师资格证……

白天忙工作，晚上挑灯学习。每天

王西回家时，夜空已是繁星点点。“你转

改后比我还忙。”虽然张嘉嘉有时这样调

侃，但还是坚决支持妻子工作，每天不管

多晚都给妻子打电话问候鼓励她，还主

动分担家里的事。

工作虽然忙碌，但惊喜接踵到来。

王西转改不久，张嘉嘉也因为在基层表

现突出被选调到总队工作。结婚以来，

二人都渴望有机会一起去旅行，但始终

未能如愿。这一年，二人上报的休假计

划双双获批，期待已久的他们早早为旅

行作好了打算。

可计划赶不上变化。临出行前一

天，王西得知总队即将组织赴基层巡诊，

但缺乏带队骨干，一时左右为难。

看着妻子皱起的眉头，张嘉嘉读懂

了她的心思。“有任务了？”“是的，要巡

诊。”王西低着头答道。“那我们就把‘国

内游’改成‘省内游’呗。”张嘉嘉幽默的

话语打破了低落的气氛，王西不由得笑

出声来。

之后，王西在某支队进行巡诊时，张

嘉嘉捧着鲜花前去“探营”。那一刻，二

人相视而笑，紧紧拥抱在一起。

“作为丈夫，我比任何人都理解妻

子的为难和纠结。我们虽然身份不同，

但 为 强 军 兴 军 作 贡 献 的 心 情 是 一 样

的。”张嘉嘉说。

到 总 队 工 作 后 ，张 嘉 嘉 工 作 量 增

加 。 有 段 时 间 ，他 连 续 几 天 睡 在 办 公

室。为补偿对妻子的愧疚，张嘉嘉决定

在结婚纪念日那天，把自己准备了很久

的一本胶卷相册送给妻子，相册里记录

了他们从相恋到结婚的一个个难忘瞬

间。那天晚上，张嘉嘉一进家门，就发现

桌上精美的烛光晚餐。二人心意相通，

眼里是点点泪光。

从懂一个人到懂一颗心，从一诺倾

情到一生所爱，他们在军营一路走来，有

太多的艰辛和不易。“同在部队，没有人

比 我 更 理 解 他 ，也 没 有 人 比 他 更 支 持

我。互相理解体谅，就是我们画好为兵

服务‘同心圆’的圆心。”王西这样说。

图片制作：梁 晨

共画为兵服务同心圆共画为兵服务同心圆
■■贺韦豪贺韦豪 胡胡 敏敏

我的文职情

“郑助理，支队局域网无法登录。”前

几天，我接到支队作战勤务值班室的电

话。“与 IE 有关的系统文件是不是被更

换了？网络协议或网卡驱动有没有损

坏？”我一边了解情况，一边火速赶往值

班室。经过排查，问题很快解决。

不到两年时间，从一名不熟悉部队、

不熟悉业务的“小白”成长为战友信赖的

主心骨，我有一点重要体会：遇到难题既

要多请教，更要多琢磨，这样才能从得

“鱼”到得“渔”，真正掌握本领。

2019 年刚入职时，一次，我接到某

股室打来求助电话，一台野战通信设备

突发故障。我赶到后对着设备一阵忙

碌，却没找到问题症结，于是向老班长许

子阳请教。许班长凭借丰富经验很快排

除了故障，还为我讲解了很多查找及解

决问题的步骤和方法。

有老班长在，我心中安稳多了，心想

以后有解决不了的问题，多向他请教就好。

之后又有一次，支队准备通过网络

视频会议系统召开某重要会议，当时许

班长在休假，由我负责通信保障。会前

调试时，有基层终端反映传输的只有画

面没有声音，我忙了很久却没有解决问

题，一时有些不知所措。静静想一想，之

前其实也遇到过类似情况，当时我向许

班长请教，他详细给我讲解过，但事后我

没有细细琢磨，讲解的内容早就遗忘了。

眼看会议就要开始，幸好一名曾在

通信股工作过的战友前来帮忙，才没有

耽误工作。

以后再遇到难题，万一身边无人帮

忙怎么办？事后，我进行了深刻反思。

我意识到，在之前的工作中，我下意识把

自己当作“文职新人”，进取精神、忧患意

识不强，存在“等靠要”思想，总想靠别人

解决问题，缺乏主动提高自己能力素质

的紧迫感。

成长道路上，组织、战友的帮助指导

固然重要，但如果自己内动力不足，不下功

夫研究领会，再好的知识技能也无法消化

吸收、为己所用。从那以后，我下定决心改

变自己，在经常向专家请教、加强业务技能

学习的同时，遇事反复琢磨思考，努力在学

习领会的基础上举一反三、触类旁通。

这两年，我认真学习总结，记录的学

习内容写满了 6 本工作笔记，内容涉及

网络故障解决方法、通信设备异常处理

方案和预防措施等。

学非有碍于思，思正有功于学。请

教时用心琢磨，积极进取吸收运用，才能

实现能力素质的换挡升级，不断提高履

职尽责、岗位建功的本领。

（段雪冰、本报特约通讯员朱家辉

整理）

不能只请教不琢磨
■武警青海总队果洛支队助理工程师 郑璐璐

①①
前不久，新疆军区某训练基地组织去年入职的文职人员进行试用期考核。他们按照个人述职、民主测评、个别谈话、

专家评议、绩效分析、综合评定等程序，区分文职人员的专业类别，有序展开 10余个考评课目。

图①：体能考核现场。图②：文职人员现场抽题。 罗兴仓摄

②②

前不久，我发现工作向来积极的

文职人员小李有些消沉，工作热情不

高。我意识到小李的思想可能出现了

波动，应该尽快找个合适的时机与他

“零距离”谈心，了解他的思想动态，尽

快解决问题。

一天午饭时，小李独自坐在一桌

吃饭。我端着餐盘来到他身旁，与他

一边吃一边聊，希望借助这样的闲聊

方式了解他的思想动态。

“小李，今天饭菜不合胃口还是

身体不舒服？”聊天过程中，我不断引

导他对我敞开心扉，“如果工作生活

上有任何困难问题，都可以和我谈

谈，咱们一起解决。”

“没有没有，谢谢政委关心。那

个……我吃完先走了。”与我预想的

不同，和我坐在一起，小李显得很拘

束，也没有太多沟通的意愿，很快收

拾好餐具离开了食堂。

望着他的背影，我想，或许是我

往 常 工 作 中 给 他 留 下 了 比 较 严 肃

的印象。于是，我决定再找机会了

解他。

接下来几天，我多次主动与他交

流，对他关心。但事与愿违，几次之

后，我发现小李故意躲着我，有时远

远见到我就绕路而行。

明明是想通过“零距离”谈心拉

近距离，为何反而拉远了距离？

带着疑问，我与几位基层优秀带

兵人探讨交流。他们分析感到，现在

年轻官兵和文职人员更强调“私人空

间”，隐私意识更强，不喜欢长期被别

人关注。我紧追不舍的“关心”，可能

反而会让他们产生心理压力，背上思

想包袱。

于是，我决定抽丝剥茧，尝试通

过小李身边人了解情况，并提醒他

们多关注小李的情绪变化和心理状

态，多在日常工作生活中引导小李

进行调适。没过多久，小李情绪好

转，还主动向我说明前期情况，对我

表达感谢。

通过这次经历，我意识到，由于

文职人员是军队的新生力量，我对他

们的思想变化过于敏感，开展工作不

免有些着急。我感到，关注年轻文职

人员和官兵的思想动态没有错，但发

现问题不能“小题大做”，解决思想问

题也不能急于求成，一味“打破砂锅

问到底”，应该针对不同对象特点采

用不同方法，有时需要想得更细一

些、更全面一些。

（梁 江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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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全军首次面向社会公开招考文职人员以来，越来越多文职人员从

五湖四海聚集到军旗下。如何更好建设、使用、管理这支生力军，对部队各级

提出了新的考验。

在与文职人员携手并肩工作中，大家想必已经发现，文职人员与青年官

兵有相似之处，也有很多不同，不能简单按照对待新兵的方式方法对待文职

人员。那么，在对文职人员开展教育、管理、训练、帮带等工作中，各用人单位

要注意哪些细节，着力解决哪些问题？即日起，本版开设“文职工作一得”专

栏，邀请部队各级领导、文职相关工作负责人等，结合具体工作实践，谈一谈

开展文职相关工作的故事经历、心得体会。本栏目稿件体裁形式不拘，既可

以是具体经历，也可以是体会感悟。敬请关注，欢迎赐稿。

开 栏 的 话开 栏 的 话开 栏 的 话开 栏 的 话

文职工作一得

文职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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