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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我去基层检查党史学习教

育开展情况。来到某保障队时，恰好看

到在此当兵锻炼的文职人员小邱正在

站岗，于是上前询问：“小邱，当兵锻炼

习惯吗？站岗适应吗？”

“报告，挺适应的。”虽然小邱给了

我肯定的回答，但我感到他的情绪不是

太高。

检查工作完毕，我找到刚下岗哨的小

邱，与他又深谈了一次。见我推心置腹，

小邱也表达了内心真实想法。原来，身为

名牌大学毕业生，他来到部队后一心想尽

快脱颖而出。现在不仅要下连当兵锻炼，

而且还要每天执行站岗任务，小邱有些不

适应，觉得自己的专长无处发挥。

了 解 小 邱 的 困 惑 后 ，我 没 有 批 评

他。从学校里的“天之骄子”到基层文

职人员，他们没有经过血与火的军旅生

涯，有些不适应很正常。

在随后的调研走访中，我发现这种现

象并非个例。个别文职人员性格鲜明，对

部队各项规章制度不太适应，对部队优良

传统作风了解较少，下连当兵锻炼时认为

内务卫生、站岗值勤、队列训练等与自己

将来工作关系不大，因而热情不高。

站岗放哨看似是小事，实则能够帮

助文职人员养成扎实顽强的作风、不怕

吃苦的精神、威武刚毅的气质。经过党

委研究，我们要求各单位加强教育引

导，千万不能抱有“临时”思想，放松对

当兵锻炼的文职人员的教育管理。只

有把道理讲清讲透、把规定说清说实，

将目标要求清晰明确传达给文职人员，

才能获得文职人员的理解，为他们走好

军旅路打下扎实的思想素质根基。

结合当兵锻炼，我们在文职人员中

开展“文职人员使命责任是什么”“小岗

位连着大目标”等主题讨论，组织“我是

一个兵”演讲比赛，引导文职人员通过

对照感悟，进一步加深对站岗值勤、队

列训练等工作的理解与认同。同时督

导各级带兵人多与文职人员谈心交心，

做好宣讲、说明、教育等配套工作。

通过开展针对性工作，各单位普遍

反映，无论是落实一日生活制度还是参

加训练，文职人员精神面貌、工作劲头

越来越足。

过了一段时间，我又来到保障队，

看到小邱再一次出现在哨位上。此时

的他军姿笔挺，精气神很足。

“小邱，又来站岗了？”“报告政委，

现在演训任务重，值勤力量少，这次是

我主动申请来站岗的！”小邱声音洪亮

地答道，我明显感觉到他身上的“兵味”

浓了。后来我了解到，小邱还积极发挥

特长，用兵言兵语为官兵讲解党史故

事，很受基层官兵欢迎。

不 管 学 士 硕 士 ，穿 上 军 装 都 是 战

士。文职人员走出校门、走进营门，面对

角色转变，必定有个适应的过程。我们

要及时掌握情况，针对性加强教育引导，

帮他们打牢思想根基，培塑优良作风，助

力他们尽快成长为部队建设的栋梁。

（贾增辉整理）

兵之初，先过“站岗关”
■讲述人 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部政委 李 强

《军队文职人员管理若干规定（试行）》将文职人员纳入全面从严
治军的部队管理体系，原因在于，文职人员身份有军地双重属性，也
应当强化作风养成。文职人员只有勇于把身子蹲下去、把心沉下去、
把感情融进去，从一点一滴、一言一行做起，方能在摸爬滚打、挥汗如

雨中打牢任职基础。
接地气才能有底气。本期，我们邀请一名单位主官和一名文

职人员，以各自视角聊一聊文职人员在下连当兵锻炼期间站岗的
话题。

本期关注 文职人员的作风养成

写 在

前 面

“起床了，该站岗了！”前不久一个

深夜，听到战友叫我起床上哨，我立刻

抖擞精神，迅速穿好衣服，赶赴哨位。

在 哨 位 上 ，我 站 好 军 姿 、聚 精 会

神 ，认 真 观 察 周 围 可 能 发 生 的 情 况 。

当望见满天闪亮的星星时 ，我内心的

欣喜和自豪也油然而生 ：连队的官兵

终于认可接纳了我 ，真正把我当成了

战友。

记 得 刚 到 新 疆 军 区 某 工 兵 团 当

兵锻炼时 ，连队官兵的热烈欢迎让我

充 分 感 受 到 这 个 集 体 的 温 暖 。 与 连

长 、指 导 员 握 手 时 ，我 留 意 到 他 们 手

上有疤痕 ，还有厚厚的老茧。能在这

样过硬的优秀连队加钢淬火 ，我感到

很荣幸。

很快，我被分到二排六班。初来乍

到，加之我年龄较大，战友们对我很客

气。每天早上起床，一杯温开水就端到

我的面前：“这里天气干，早上喝杯温

水会舒服一些。”班内其他战士都在出

操前整理好了内务，我却连被子都没叠

好。出操后我去洗漱，回来就发现被子

已经叠好了。每次班里有打扫卫生、公

差勤务的活，战士们也不让我干，吃饭

时还总让我第一个打饭……

战友们对我的照顾，让我感觉很暖

心。但日子一天天过去，我心里犯起了

嘀咕，仿佛有一层看不见的“隔阂”阻碍

我融入这个集体。

一 次 周 末 休 息 ，我 偶 然 听 到 班 长

与排长在讨论晚上的哨兵安排。那段

时间各项任务繁重，连队在位人员少，

站哨压力大 ，因此我已经做好了和战

士们一样站岗的准备。我听排长说 ：

“姚翔天是文职人员，我们把他排在第

一班岗吧。”

我 知 道 ，晚 上 站 岗 时 大 家 都 愿 意

站第一班或最后一班。相对而言最辛

苦的是第二、第五班岗，一个是刚睡一

会就得上哨 ，一个是下哨刚躺下天就

亮了。

虽 然 排 长 的 考 虑 是 出 于 善 意 ，但

我 听 了 有 些 不 是 滋 味 。 我 是 来 当 兵

锻 炼 的 ，本 来 就 是 这 个 连 队 的 普 通

一 兵 ，不 应 该 被 区 别 对 待 。 如 果 战

友 们 总 是 照 顾 我 ，我 又 怎 么 融 入 这

个 集 体 呢？

思考再三，我找到班长，主动申请

站“二五岗”，并表示一定会履好职、尽

好责。班长听到我的申请，见我态度坚

决，先是有些诧异，然后连连点头，笑容

中透露着肯定，他向排长报告后，最终

同意了我的想法。

当天班里点名时，我站出来主动发

言，总结过去一段时间的收获和温暖，

感谢战友们真心诚意的帮助，并表示，

希望战友以后不要太客气，自己也是普

通一兵，一定会严格落实“五同”，和大

家同甘共苦、共同进步。

在战友热烈的掌声中，我知道，接

下来的日子可能会更苦，但也一定更有

收获和意义。

（曾继涛、李佳鹏整理）

“二五岗”，我抢着站
■讲述人 陆军某训练基地文职人员 姚翔天

王 帅绘 王 帅绘

今年黄桃挂果后，湖南省攸县人武

部文职干事李江常利用休息日帮鸾山

镇新和村村民找销路，眼下已进入扫尾

工作。

新和村地处湘赣边界，地理位置

偏僻，过去物质资源匮乏，是人武部的

联点扶贫村。2019 年，李江考取人武

部文职人员后，受命到此开展帮扶工

作。村里孩子小芳是红军烈士后代，

从小与奶奶相依为命。李江与她家结

对帮扶后，经过调研分析，认为这里适

合搞养殖和种植：“鸾山镇林密草长，

你们可以养个头大、成长周期短的南

江黄羊，也可以种黄桃。我们帮你们

寻找销路。”

工作中，李江经常和小芳一家联系

沟通。有段时间，他发现小芳有辍学念

头，原来当地村小学被撤，孩子们上学

要跑五六公里到镇上的学校。小芳放

心不下奶奶，想放弃读书。为了劝小芳

重返学校，李江为她讲述了自己入职前

的一段亲历故事——

2017 年，李江作为大学生志愿者

赴湖南省花垣县扪岱村扶贫，那是一个

藏在湘西大山深处的千年苗寨，也是贺

龙元帅战斗过的地方。

一天，扪岱村孩子阿花给李江写

了一张纸条：“汉族大哥，家里让我退

学放羊，可我好想读书。”感受到孩子

对知识的渴盼，李江随村长杨再勇走

进阿花家昏暗的竹楼，只见空荡荡的

屋里只有两张旧床，中间的火塘上架

着一口锅……

经过多方协调，村里包括阿花在

内的 10 余名孩子重返校园。李江离开

扪岱村那天，阿花悄悄塞给他一张照

片。照片中，她笑靥如花端坐在明亮

的教室里……

听了扪岱村孩子的故事 ，小芳深

受触动。“你有孝心是好的，但只有不

断 学 习 ，才 能 走 出 大 山 ，将 来 更 好 地

照 顾 奶 奶 。”李 江 的 一 席 话 让 小 姑 娘

泪水涟涟。

在李江等人建议推动下，攸县人武

部在鸾山镇启动了“春苗工程”，资助小

芳等军烈属子女及孤儿读书。

前不久，笔者一行随李江前往新和

村，见到小芳正用手机上网课。她的奶

奶告诉我们：“去年信号不好，网课时断

时续，娃娃急得直哭。”受疫情影响，小

芳所在学校实施线上授课。新和村山

高林密，信号不稳定，人武部协调电信

运营商扩建基站，帮山里孩子实现了在

家中上网课的愿望。

“乡村就是我的根，乡亲们的需求

就是我们的工作方向。打赢脱贫攻坚

战后，我们能为群众做的事还有很多。”

李江深情地说。

采访结束时，红彤彤的太阳落下山

脊。夕阳余晖中，鸾山镇风景如画。

左图：李江在湖南省攸县鸾山镇新

和村帮烈士家属干农活。

匡 涛摄

一名文职人员的乡村情结
■唐 波 王 勇 华 山

逐梦之旅

夜已深，窗外北风呼啸，时针指向凌

晨三点。对仍在为解决某重大活动保障

难题刻苦攻关的军委联合参谋部某部助

理 工 程 师 姜 楠 来 说 ，这 种 情 况 时 有 发

生。任务即将展开，时间迫在眉睫，他必

须尽快攻下这座“山头”。

电脑前，姜楠眉头紧锁，眼睛发红，

盯着一行行代码认真思索。从网络连接

到程序交互，再到数据库存储提取使用，

他按照业务流程和操作规程，沿着系统

运行链路有序排查漏洞，终于找到影响

系统正常运行的问题症结。

研究生毕业后，姜楠曾在多家研究

机构和企业实习，积累了丰富的数据分

析和软件开发经验。刚开始从事文职工

作时，姜楠自信满满，认为自己是研究

生，学历高、思想活、经验多，会很快在部

队脱颖而出。

但没多久，姜楠就发现自己在军事

业务上完全是“门外汉”。一次，领导安

排他一周内解析某装备数据库，姜楠认

为这项工作技术上比较简单，就没当回

事，直到最后一天才着手工作。然而，盯

着屏幕上纵横交错的表格时，他才发现

自己对装备参数一窍不通。

看着身边战友游刃有余处理各种工

作，自己只能在一旁干瞪眼，姜楠终于明

白，无论学历有多高，初入部队一定要放

下架子，甘做“小学生”。

后 来 ，姜 楠 格 外 注 重 夯 实 军 事 业

务 基 础 。 一 次 ，姜 楠 维 护 信 息 系 统 时

发现，某地区概况描述有些特别，他没

放 过 这 个 细 小 差 异 ，急 忙 请 教 年 轻 士

官小王。“让我看看什么问题能难住咱

们 单 位 的‘ 高 材 生 ’。”听 着 小 王 的 调

侃，姜楠憨憨一笑，把自己的疑问和盘

托 出 。“ 这 个 问 题 看 似 不 起 眼 ，其 实 里

面有很多门道……”

靠着自己的钻研和战友们的帮助，

姜楠在军事业务方面逐渐入门，并结合

专业特长，积极参与多项课题研究，在重

大系统改进研发、部署运维中勇于提出

自己的见解建议。

今年初，姜楠被借调到机关参与文

职人员公开招考相关保障工作，在专业

领域开辟了一块新阵地。

面对近年来文职人员招考的海量数

据，姜楠区分学历学位、所学专业和毕业

院校等报名条件，对招考数据进行解构

归类，从中提取有价值的信息。他还充

分借鉴权威期刊上的最新分类预测方

法，采用线性与非线性两类算法进行数

据建模，从数据分析层面提出相关工作

建议。这种量化研究方法为单位高效开

发、管理、使用军事人力资源提供了新的

方法路径。

如今，军队信息化建设不断跨越发

展，随时需要拓展新业务、学习新知识，

这对部队各类技术人员提出了许多新

的考验。面对改进研发、部署运维重大

系 统 ，参 与 大 数 据 应 用 等 各 类 课 题 研

究，姜楠累并快乐着，他说：“如果部队

信息化建设年年发展升级，我愿天天当

‘小学生’。”

从研究生到“小学生”
■李全奇 谭 斐

主人公心语：如果部队信

息化建设年年发展升级，我愿

天天当“小学生”。

最美身影

为提高实战化训练水平，武警警

官学院有针对性地调整充实训练内

容，加大军体课目训练力度，不断锤

炼磨砺学员意志品质，培育战斗精

神。图为文职教员杨希周（中）为学

员示范器械训练动作，使学员练有标

杆、做有示范。

郑少剑摄

练有标杆

做有示范

文职影像

他 是 文
职人员，我们
把 他 排 在 第
一班岗吧。 我是普

通一兵，不
应该被区别
对待。

文职人员视角带兵人视角

每 天 站 岗 值

勤，我的专长无处

发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