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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大楼的建成，离不开每根钢

筋和每块水泥；一部机器的运转，需

要每个部件和每个螺丝钉都发挥作

用。部队这个集体，正如一台正常运

转的机器，每一名文职人员所处的岗

位，都是这台机器上的零件。即使是

保管员、驾驶员、炊事员、卫生员等，

一样在战斗序列，战时他们为阵地输

送器材、运送物资，为战友保障伙食，

开展伤员救治等。

心是一块神奇的土地，播下什么

种 子 ，就 会 结 出 什 么 果 子 。 上 不 上

心、用不用心、尽不尽心，收获大小、

提高快慢是不一样的。同样面对平

凡普通的岗位，不同的人开展工作的

态度不同，结果也会截然不同。

在全军各部队，像朱东辉、夏令

建 这 样 的 文 职 人 员 还 有 很 多 ，他 们

的 工 作 性 质 决 定 了 要 与 平 凡 为 伍 ，

需 要 做 大 量 琐 细 重 复 的 工 作 ，但 他

们 没 有 满 腹 牢 骚 ，也 不 抱 怨 岗 位 难

作为，而是全身心投入，主动学习 、

勤加练习，久而久之，必有一天会实

现 由 熟 练 到 精 湛 、由 量 变 到 质 变 的

飞 跃 。 但 如 果 误 把 平 凡 看 作 平 庸 ，

心气没了 、追求降了 、标准低了，自

然 觉 得 无 所 作 为 ，最 后 也 就 真 的 难

有作为。

所做平凡事，皆成巨丽珍。再平

凡的岗位都能涌现出佼佼者，再小的

任务都有可以出彩之处。无论在什

么岗位，文职人员都要深刻把握平凡

与伟大的辩证法，有立足于平凡的心

态和着眼于非凡的追求，肯下韦编三

绝的真功夫、铁杵磨针的长功夫、刺

股 自 励 的 苦 功 夫 ，以 实 际 行 动 践 行

习主席“从一点一滴做起，把小事当

大事干，踏踏实实把正在做的事情做

好”的殷切嘱托。

立足平凡 追求非凡
■金雅兰

本期关注 专业技能岗位文职人员

前段时间，许多单位陆续完成 2021年面向社会公开招考专业技能岗位文职人员笔试工作。与管
理岗位和专业技术岗位文职人员相比，专业技能岗位文职人员在学历条件、福利待遇等方面有所不
同。但他们同样是我军文职人员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装备营房维修、勤务、农副业生产等岗位从
事着专业技能要求较高的工作。本期，我们走近几名专业技能岗位文职人员，看看他们的工作情况，
听听他们的成长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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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警安徽总队六安支队的很多官

兵都知道，文职人员朱东辉有一本自制

食谱。

几年前，朱东辉是北部战区陆军边

防某部的炊事员。该部常年担负繁重

的边防战备执勤任务，拉动多、演练多、

野外驻训多，由于交通和气候原因，炊

事班日常准备的多是易于存储的食材，

菜品种类相对单一。

那时候，常有战友问朱东辉：“朱大

厨，我们什么时候能吃上家乡菜呀？”战

友们的“念想”，朱东辉都记在心里。他

利用休息时间汇总整理各地代表菜和

特色小吃，并在网上查找制作方法，自

制成一本食谱。

食谱制成后，朱东辉还没来得及一

一实践，所在部队就随着改革开始了编

制体制调整。最终，他带着万般不舍退

役了。临走前，朱东辉对战友们说：“欠

大家的家乡菜，我一定尽快学会，有机

会再给大家做饭！”

退役后，一次偶然的机会，朱东辉

得知部队正在招录文职人员，内心的军

旅梦又重燃起来。

顺利考取专业技能岗位文职人员

后，朱东辉成为武警六安支队一名炊事

员。“好的伙食能顶半个指导员，我的责

任就是让战友们吃好，吃出战斗力。”重

回熟悉的岗位，他没有忘记自己曾经的

承诺，又开始惦记起食谱的事。工作间

隙，他常自掏腰包购买食材，照着自制

食谱的步骤尝试制作。

一天下班，朱东辉又在食堂琢磨新

菜品。保障处赵助理见到后，问他：“吃

饭的时间都过了，你还在忙什么？”

“我是想试试菜。”朱东辉答道。“每

天食材都是定量的，哪有多余的食材？”

面对赵助理的询问，朱东辉赶紧说明试

菜所用食材都是自费购买的。

了解情况后，赵助理向上级作了汇

报。很快，支队党委研究决定，拿出一

部分岗位技能学习经费，用于保障官兵

和文职人员学习提升岗位技能。

听到这个消息后，朱东辉打心眼儿

里高兴，他找司务长制订了具体学习计

划，每到空闲时间，就常和几名炊事员

一起研究讨论业务。

学习中，朱东辉的那本自制食谱由

于比较全面系统，成为大家都爱研究的

材料。每周学习时间，他就从食谱上撕

几页贴在黑板上，大家共同研究尝试，

遇到难题就一起查原因、找不足。

自制食谱就这样逐渐变薄，册子里

的内容也逐渐变成炊事员们掌握的技

能，支队几个炊事班的水平越来越高。

“这道辣子鸡可真地道”“小鸡炖蘑

菇 真 有 家 乡 味 ”…… 听 到 官 兵 们 的 认

可，朱东辉心里美滋滋的：“支队的大力

支持，让官兵们的饭菜越来越可口，也

为我搭就了成长进步的阶梯。”

下图：朱东辉（左）工作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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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是罗帐地是床，安家山沟扎营

房 ；三 块 石 头 架 口 锅 ，土 豆 白 菜 下 干

粮。”这是艰苦年代，战略支援部队某

基地官兵生活的真实写照。

基地地处深山，如今虽然条件大

为改善，但由于地理位置、保密要求等

各方面原因，还没有完全实现社会化

保障，仍然保留着“自己动手、丰衣足

食”的光荣传统。

过去，官兵聚焦练兵备战主责主

业，只能利用节假日和休息时间进行

农副业生产，人手不足、专业性欠缺，

生 产 效 率 较 低 。 专 业 技 能 岗 位 文 职

人员夏令建的到来，使这种情况发生

了变化。

来部队时，夏令建已经 32 岁了，从

地 方 养 殖 户 的 勤 杂 工 到 军 队 文 职 人

员，医疗养老等方面有了保障，福利待

遇有了提升，职业发展等方面更是与

过去不可同日而语。“部队给了我这么

好的条件，我一定不辜负信任，把工作

做到最好。”夏令建这样说。

别看老夏个头不高，平时沉默寡

言，但在生产和养殖方面却是行家里

手，一谈起蔬菜大棚和养猪场的话题

就滔滔不绝。

第一次育苗时，夏令建按照以往

经验进行配土，然而幼苗栽种到培育

盒里后无一成活。他紧急向驻地的生

产户请教，得知驻地土壤碱性大，肥料

比例需要调整。

蔬菜的育苗周期很短，错过了就

只能再等一年。为了赶上进度，争取

在种植期到来前将幼苗培育出来，夏

令建那段时间常常加班，针对不同蔬

菜品种调整营养液。

在夏令建悉心照料下，幼苗终于

出 芽 ，赶 上 了 种 植 期 ，当 年 幼 苗 成 活

率达到 90%以上。到了收获时，蔬菜

长势一片大好，黄瓜、茄子、青椒……

各种蔬菜产量很高，单位官兵大饱口

福。

后来，为了丰富官兵肉类保障，基

地购买了几头种猪，夏令建和同事们

又承担起了种猪喂养任务。

去 年 深 秋 ，一 头 母 猪 临 产 ，给 母

猪 接 生 是 个 老 大 难 问 题 。 当 时 的 气

温 很 低 ，小 猪 不 容 易 保 温 ，而 且 大 家

都没有经验。认真研究后，夏令建和

生 产 班 的 战 友 们 把 猪 圈 里 里 外 外 打

扫 了 一 番 ，铺 棉 被 、拉 稻 草 、备 火 盆 。

母 猪 生 产 那 晚 ，他 彻 夜 守 在 生 产 基

地。终于，生下的 11 头小猪都存活下

来。

今年以来，夏令建一直在琢磨增

加 蔬 菜 种 植 种 类 、扩 大 生 产 基 地 的

事。他说：“我把菜种好，炊事员把伙

食做好，军械员把装备管理好……大

家各司其职，发挥出自己的优势和长

处，就能为战斗力多作贡献。”

上图：夏令建工作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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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片越种越好的生产基地
■武志广 李 鑫

数月前，东部战区陆军某特战旅女

兵来到海训场进行操舟训练。作为一

名当兵锻炼的文职人员，我也积极参与

训练，体验火热的军营生活。

当 时 ，东 部 战 区 陆 军 组 织 全 体 文

职 人 员 分 批 次 到 基 层 当 兵 锻 炼 3 个

月，我主动申请到训练艰苦繁重的特

战部队，下连后，也坚决要求去条件艰

苦的海训场。

来到海训场第一周，我便加入特战

女兵的操舟队。在岸边学习动作要领

后，我满怀期待与队友们一起下了海。

与想象中水上泛舟的“诗情画意”

不同，橡皮艇一下海，军人的“战味”就

显露出来。“一二！一二！”随着口号声，

女兵们铆足了劲，奋力划起船桨，橡皮

艇快速向前方驶去。

一只脚别在橡皮艇的绳子上，腰往

艇外倾斜，胳膊跟着节奏划动船桨……

这番动作对体能要求很高。下水没一

会儿，我就筋疲力尽，手开始不听使唤，

跟不上节奏，船桨还常和其他队员的船

桨撞到一起。我不由得有些后悔参加

训练。

“累了就停一下，其他人把好方向，

坚持！”班长赵洁看出了我的窘迫，主动

提出让我休息一会儿。

捏了捏僵硬的肩膀、酸疼的手臂，

看 着 奋 楫 逐 浪 的 队 友 们 不 断 流 下 汗

水，我只歇了一会儿就不好意思再休

息了，因为我每放松一分，他们就要替

我多承担一分。我深吸一口气，咬牙

跟 上 节 奏 ，与 队 友 们 齐 心 协 力 向 前

划。经过 3 个多小时训练，我感觉浑身

像是散了架。

“战友就是你累的时候能帮你承担

的人，团结就是为了集体再累也要逼自

己一把……”晚上休息时，我在日记本

上写下这些感受。

作为军队媒体的一名文职采编人

员，我要处理大量来自基层的稿件，虽心

向往之，却总感到隔了一层。这次当兵

锻炼，我所经历和感受到的一切都直观

而深刻，军营生活不再是纸面上的文字，

而是变成了我与战友们一起摸爬滚打流

下汗水泪水的生动画面。

（高 帅整理）

奋楫逐浪话感悟
■讲述人 东部战区陆军某部助理编辑 朱 桦

队伍抓建

11 月中旬，某演训场大雪没膝。救

护小组执行任务时，负压担架突发故障，

转运“病员”时无法有效隔离病毒，医护

人员被感染风险急剧增加。

受领紧急抢修负压担架的任务后，

沈阳联勤保障中心药品仪器监督检验站

高级工程师、文职人员谷文昊立即穿上

厚 重 的 防 化 服 ，冒 着 严 寒 现 地 展 开 维

修。为了便于操作，他摘下防寒手套，换

上轻薄的乳胶手套对负压担架进行拆

卸、检测、排障、维修，不到 10 分钟就更

换了关键密闭元器件。负压担架故障排

除，谷文昊双手已冻得通红。

在沈阳联勤保障中心药品仪器监督

检验站，像谷文昊这样经常执行大项任

务，在复杂环境和极端天气中锤炼能力

素质的文职人员不在少数。

“防汛救灾、防控疫情等任务已经

充分表明，文职人员虽然不直接参与作

战，但也要练兵备战保障打赢，必须想

战、谋战、思战。”据该站领导介绍，此次

执行演训保障任务，他们从实战出发，

向战场聚焦，抽组骨干力量和文职人员

组成野战维修队，由经验足、能力强的

谷文昊带队，率领文职人员勇征寒冬练

硬功，打通训练与实战对接的“最后一

公里”。

“入职以来，第一次爬战术、第一次

构伪装、第一次走进演训场……在许多

‘第一次’的锤炼下，我越来越感受到战

场的硝烟味。能加入部队大家庭是我的

荣耀，我要不负组织信任，用勤奋和汗水

换来过硬本领。”演训任务历练中，首次

参加野战维修队的社招文职人员李杭达

快速成长，这样表达心声。

一次凌晨骤降冰雨，伪装网和宿营

帐篷负重剧增，随时有被压塌的危险。

李杭达预判形势后及时示警，并与野战

维修队队员一起紧急撤收伪装网、加固

帐篷，集中保管贵重仪器和设备。他们

从凌晨干到日出，天气从冰雨变成大雪，

李杭达全身被汗水浸透，迷彩服被雨雪

淋湿……终于，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险

情得到及时有效化解。

一次演训解决一批问题，一次任务

磨砺一批人才。文职人员只有在实战实

训中“淬火”，才能百炼成钢。这次演训

期间，野战维修队组织巡修 20 余次，检

测了医疗队携行的全部卫生装备，保障

了医疗设备正常运转。针对医疗队寒区

经验少、卫生装备容易出现故障等问题，

野战维修队还组织编写知识手册，总结

寒区卫生装备使用和维修保养经验，拿

出具体的防范和解决办法，为高寒条件

下执行救护任务提供有力帮助。

勇征寒冬
练硬功
■李红斌 廖格斯

第 77 集团军医院不断完善人才

评价、激励机制，坚持德才兼备，注重

凭能力、实绩评价人才。图为前段时

间，该院普胸烧伤外科护士长、文职人

员袁梅（左）对卫生专业技术士官进行

考核。

潘用胜摄

文职影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