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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们 单 位 要 外 出 驻 训 ，能 否 协

调医生帮我多开些药？”“请问能否为

我 父 母 开 具 一 份 军 人 家 属 依 法 优 先

的证明？”

来到联勤保障部队第 969 医院为

兵服务投诉接待办公室，笔者与文职人

员杨静没聊一会儿，她便接听了好几个

电话。耐心记录、沟通协调，处理好相

关事务后，她不好意思地说：“让你们久

等了，但官兵的事等不得。”

杨静此前从事临床护理工作，从护

士到护士长，一干就是十几年，获得了

很多荣誉。今年初，为更好满足官兵需

求，医院将机关质量管理科的部分职能

向保障一线前移，在军人诊区设立为兵

服务投诉接待办公室，主动提供服务，

自觉接受监督。遴选负责人时，不少人

都推荐了文职人员杨静。

为兵服务投诉接待办公室的工作

繁杂琐碎，杨静却没有一丝懈怠和烦

躁。陆军某部下士小张在训练中不慎

摔伤，到医院手术后需送至上级医院做

康复治疗。然而，转送所乘列车到站只

停留两分钟，小张术后戴支具无法坐轮

椅，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将小张快速送

至站台？长途颠簸加重伤情怎么办？

杨静认真研究细节，为各类情况一一做

好预案，最终顺利完成转送任务。

“ 不 以 事 小 而 不 为 ，不 因 事 难 而

推诿。”杨静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

的。一次，边防某部战士小刘就医后

没能赶上归队的最后一趟火车，想在

医院借宿一晚。杨静多方联系，找到

一 间 无 人 病 房 把 他 安 顿 下 来 。 事 情

解 决 后 ，杨 静 产 生 了 更 多 思 考 。 后

来 ，医 院 采 纳 她 的 建 议 ，将 几 个 空 置

房 间 改 造 为“ 军 人 之 家 ”，为 驻 地 偏

远 、诊 疗 后 无 法 当 日 归 队 ，或 需 要 等

待 检 验 结 果 做 进 一 步 诊 疗 的 官 兵 提

供免费食宿。

宁 愿 辛 苦 自 己 ，不 让 官 兵 为 难 。

杨静还经常深入一线了解实情、上门

服务。在她的建议下，医院为每名住

院 官 兵 发 放 脸 盆 、拖 鞋 、毛 巾 等 必 需

品 ；为每个军人病区的护士站配置手

牌式带锁存储柜，便于存储个人物品；

为军人病房配置微波炉、多头充电器、

针 线 包 等 生 活 用 品 …… 件 件 细 微 服

务，如缕缕春风温暖兵心。

“我是官兵与医院之间的桥梁。只

要组织相信我，只要官兵需要我，我就

会一如既往地履好职、尽好责。”谈及工

作，杨静执着而坚定。

宁愿辛苦自己，不让官兵为难
■丁福辉 董 宁 本报特约通讯员 刘振宁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全面总结党

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是一

座宝贵的精神富矿。你们送上门的学习

教材真是‘及时雨’！”前不久，合肥第三

干休所老干部朱凡收到“孔雀蓝送学小

队”送来的全会精神学习教材，立即翻看

学习，并与送学小队成员展开讨论交流。

全会公报发布后，该所立即组织学

习贯彻全会精神。考虑到老干部有的

行动不便，有的住在营区外，有的在医

院住院，干休所领导研究后决定，成立

以文职人员刘锟、董萍、夏建勋等为主

的“孔雀蓝送学小队”，开展“上门送学、

入户听课”活动，一方面为老干部分发

教材，确保老干部及时学习全会精神，

另一方面便于文职人员发放教材时与

老干部们学习交流，深化对全会精神的

理解感悟，形成处处是课堂、时时受教

育的浓厚氛围。

“孔雀蓝送学小队”成立后立即投入

紧张工作。有段时间，市场上相关学习

材料供不应求，负责采购工作的文职人

员刘锟多方联系，确保学习教材按照工

作节点到位。制订“送学”任务表，将任

务细化到个人……一切准备就绪后，文

职人员分头出发。

“入伍后，我对中国共产党有了更深

刻的认识，事事处处向党员看齐。1946

年 1 月 13 日，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

党……”活动中，老党员朱鹏祥结合自身

经历为文职人员解读党的百年奋斗重大

成就和历史经验，分享几十年来与党同

心同行的红色记忆，让上门送学的文职

人员收获很多。

送学小队成员董萍感触颇深，她在

向党组织递交的入党申请书中写道：“我

身边有很多有七八十年党龄的老前辈，

他们的革命经历和战斗故事，让我深刻

感悟到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今年

我参与了‘挖掘红色历史’相关工作，更

加为自己从事老干部工作感到自豪。”

活动中，他们还将教育与服务有机

结 合 ，面 对 面 听 取 老 干 部 们 的 意 见 建

议。大家纷纷点赞活动“接地气”，不仅

拉近了彼此的距离，而且让理论学习更

有深度。

合肥第三干休所“孔雀蓝送学小队”——

上门送学 入户听课
■郜振海

队伍抓建

最美身影

11月 10日，武警安徽总队精心组织面向社会公开招考专业技能岗位文职

人员工作。他们坚持公平竞争、择优录取原则，严格落实纪律规定、规范组织程

序，全面测评考生综合素质和专业能力。

图①：军需营房专业考核现场。

图②：运输投送专业考核现场。 王祎鑫摄

前不久，联勤保障部队第 940 医院赴高原驻训一线开展巡诊活动，为官兵

提供优质医疗服务。图为该院文职护士孟瑞丽（左）为官兵接种新冠病毒疫苗

加强针。 本报记者 栾 铖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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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的一个晚上，我到办公室加

班时，发现文职人员小艾的办公室也透

着光。我正准备敲门和她谈谈心，却隔

着门听到她带着哭腔说：“爸妈，我压力

挺大的，我好想你们……”电话那头，应

该是她远方的父母。

在我的印象中，小艾性格爽朗，走

上文职岗位后一直保持着昂扬的精神

状态，平时工作积极主动，从未在大家

面前露出脆弱和消极的一面。

当时小艾情绪比较激动，我收回了

敲门的手，打算另外找个机会了解情况。

第二天上班，小艾来找我签字时，

我打算和她好好谈谈心。可话没说一

两句，她的手机就响起来，是相关领导

打电话问她工作进展情况。“建设项目

本周五进行公开招标，我一定认真落实

好招标前的准备工作……”看她工作很

忙，我没再耽误她的时间。

下班后，我看到小艾仍在办公室。

原来，她刚勘查完施工现场，还有一些

文件需要处理。

“最近怎么样，有没有什么困难？”我

率先打开了话匣子，希望能得到小艾的

回应。“政委，没什么困难。”小艾回道。

“ 部 队 是 个 大 家 庭 ，战 友 之 间 亲

如兄弟姐妹。我们是一家人，有困难

一定要和我们说，大家一起想办法解

决 ……”我 把 声 音 放 缓 ，推 心 置 腹 娓

娓道来。

一番关心的话语，让小艾受到触

动。她的神情逐渐放松，开始说出心

里话。

“政委，我觉得最近压力有点大。

近期单位搞建设，上级一下子给我安排

了很多工作，我一开始很有动力，感觉

得到了组织的信任。可具体工作中，很

多问题我都是初次接触，需要慢慢摸

索。但苦恼的是，有时一项任务还没学

透，下一项任务就接踵而至，我连思考

学习的时间都没有，时间长了，压力越

来越大……”

“为什么不及时反映情况呢？”“我

知道，给我压担子是组织、领导和战友

对我的培养和信任，我不好意思说不

行。而且我担心讲困难会给大家留下

文职人员‘娇气’的印象。”小艾低头说。

了解真实情况后，我意识到了问题

所在。小艾之前各项工作都完成得不

错，而且从不叫苦叫累，因此各级都认为

她没有困难、可以承担更多任务。只注

重压担子却忽视了后续帮带培养，才导

致小艾的压力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大。

我向小艾表达了歉意，并向她承

诺，以后开展工作，我们会注重培养帮

带和解难减负，为文职人员成长成才提

供更多助力。

第二天，我组织相关部门负责人研

究加强对文职人员关心关爱的问题，要

求在文职人员承担大项任务时主动靠

前做好压担子、交任务的“下篇文章”，

为他们提供学习交流的机会和平台。

随后一次党委会上，我引导大家对

这段经历进行反思。大家谈到，驻疆部

队任务繁重，工作头绪多，文职人员的加

入为人才队伍注入了新鲜血液，各级对

他们都抱有较高期待。虽说人无压力轻

飘飘，有压力才会有动力，可文职人员大

多刚从大学走进部队，如果在给他们压

担子时不注重把握“火候”，忽视了他们

的承受能力，效果可能会适得其反，甚至

挫伤他们干事创业的积极性。大家在讨

论中认识到，部队工作节奏快、任务重、

要求严、标准高，在给文职人员压担子的

同时，必须重视与之配套的帮带指导、解

难帮困等工作。

此后工作中，各级及时调整工作思

路，不仅关注文职人员的心理状态，而

且把“压担子”与“教方法”结合起来，在

给文职人员安排任务的同时，教给他们

挑起担子的方法，循序渐进帮助他们提

升工作能力和业务水平。

最近，小艾在业务骨干的指导下，

圆满完成前期受领的任务。在业务交

流时她表示，会把在这次任务中学到的

经验技巧运用到之后的工作，将其转化

为更好完成任务的能力与动力。

（本报特约通讯员胡 铮整理）

放手压担子之后需及时配上“助手”

帮带指导＋解难帮困
■讲述人 新疆喀什军分区某部政委 李永生

在心理学中，有一种反映压力与

效 力 关 系 的 曲 线 ，叫“ 倒 U 压 力 曲

线”。曲线表明，在一定压力水平下，

提升压力可以提升效力、激发潜能，逐

渐进入最佳状态，而一旦超过临界值，

则 可 能 使 人 产 生 恐 慌 ，效 力 不 升 反

降。其中转折点即为“压力拐点”。

这一理论适用于很多情况，对文

职人员来说也不例外。当前，文职人

员活跃在军队建设的多条战线。如何

根据单位、任务、人员的特点和实际情

况，合理调节压力阀门，帮助文职人员

激发潜力、达到最佳效力，考验着用人

单位的态度和智慧。

紧要处需“托一托”“缓一缓”。文

职人员初入军营，承受着来自各方面

的压力：部队转型建设对文职人员能

力素质提出了更高要求；可能存在工

学矛盾，产出大于积累；处于事业起步

期或爬坡期，同时承担着家庭、婚姻等

多种责任；部队对文职人员抱有较高

期待，希望他们到岗就能干、入职就上

手……这些压力，对文职人员的心态

或多或少都有影响。

这种情况下，各部队可以适时给

文职人员心理松松绑、情绪减减压，适

当减轻外部压力，注重激发他们的内

在 动 力 ，努 力 营 造 鼓 励 探 索 、支 持 创

新 、崇 尚 担 当 、宽 容 失 误 的 环 境 和 氛

围，让文职人员放下包袱、轻装前行。

可以根据政策规定帮助文职人员解决

烦心事、挠头事，设身处地给予理解，

满腔热情大力支持，扎实开展办实事、

解难题、送温暖等活动，做文职人员的

知心人、解难人。

松懈处要“推一推”“逼一逼”。当

然，实际工作中也存在一些文职人员

没有找到定位，出现人无压力一身轻、

肩无重担缓步行的情况。也有个别单

位对文职人员不够信任，习惯于让能

力强的官兵挑重担、顶大梁，使用文职

人员放不开手脚，这固然有利于争荣

誉、出成绩，但也容易出现“忙者愈忙，

闲者愈闲”的局面。

如果文职人员长期工作在没有压

力的环境中，就像温水煮青蛙，会四肢

乏力、精神萎靡，逐渐放松自身要求、降

低工作标准。长此以往，“不懈”容易变

成“松懈”，“人才”也变成了“庸才”。用

人单位应审时度势，点燃“压力”这个助

推器。要通过任务牵引，使文职人员在

受领任务中明责、在执行任务中摔打、

在完成任务中强能，在广阔的军营舞台

施展才华、蜕变成长；要发挥评议和问

责等“利器”作用，对工作消极、搪塞推

责、玩忽职守等情况进行讲评，采取下

发通报等方式，让落实不力的文职人员

曝曝光，营造有责有压的局面氛围。

助力文职人员全身心融入部队建设

发展，就要根据单位实际工作情况、任务

具体实践要求、文职人员成长进度等，动

态调整压担子的力度，形成积极向上、松

紧适度的工作氛围。如此，那些“才露尖

尖角”的文职人员才能向阳生长，终成

“接天莲叶无穷碧”的可喜景象。

（作者单位：海军某潜艇基地）

解读A

科学把握“压力拐点”
■储开铮

文职人员受领一项任务时，通常

会有“要我做”和“我要做”两种不同的

状态。他们的区别在于，前者是压力，

是外因，后者是动力，是内因。“要我

做”通常也能完成任务，但“我要做”体

现了一个人对待工作的根本态度和精

神状态，是创造性做好工作的基础。

压力与动力是可以相互转化的，

但这种转化不是自发的，而是需要一

定的主客观条件，甚至需要“催化剂”。

毋庸讳言，在改革强军的重任面

前，文职人员工作压力陡增是客观存

在的。如果只提目标要求，不注重将

压力转化为动力，就会影响文职人员

长远发展。要想使肩头的压力转化为

矢志强军的动力、逢山开路的能力、推

陈出新的活力，各用人单位不仅要给

任务、定目标，更要教方法、作示范，文

职人员自身不仅要锤炼心理素质、找

准前进方向，也要改进工作方式、提升

能力水平。

具体来说，各用人单位和各级带

兵人要强化责任意识，将文职人员视

为部队大家庭中的重要一员，不仅充

分信任、给予机会，还要用心做好“下

篇文章”，全程关注文职人员工作任

务进度，切忌脱离实际情况，以“压担

子”之名，当“甩手掌柜”。文职人员

工作出现矛盾问题时，用人单位要及

时跟进帮助，指明工作思路，提出合

理建议，确保方向不跑偏；文职人员

遇到委屈挫折时，用人单位要当好坚

强后盾，选择合适妥当的时机方式，

帮助他们解开思想疙瘩；文职人员取

得成绩进步时，用人单位要给予肯定

赞 许 ，共 同 总 结 任 务 中 的 经 验 和 不

足 ，科 学 设 计 下 阶 段 成 长 计 划 。 另

外，文职人员中有的能力强一些，有

的能力弱一点，单位领导干部不要对

那些能力稍弱的同志动辄批评，甚至

冷 嘲 热 讽 ，要 充 分 发 挥 每 个 人 的 长

处，使大家都能扬长避短、补齐短板，

在良好氛围的带动下甩开膀子、迈开

步子，取得进步。

一个鸡蛋，从外部打破是食物，

从内部打破是成长。对于文职人员

个人来说，压力面前无退路。部队是

个大熔炉，进来是块铁，要想出去成

为一块钢，必须要过“压力”这一关。

一方面，文职人员要及时转换思维、

调整心态，沉下心来学、静下心来思、

稳下心来干，少些埋怨、多些迎难而

上。遇到糟心事、烦心事，尤其是压

力较大时，可以通过逆向思维、换位

思考、转移注意力、寻找积极因素等

方式，给予自己正向心理暗示，排解

压力，减轻心理负担。另一方面，文

职人员也要学会用“弹钢琴”的方法，

对 问 题 一 个 个 地 分 阶 段 、分 层 次 处

理，在分解压力的过程中让自己成长

成熟，通过急难险重任务的磨炼、基

层艰苦环境的锻炼、处理复杂棘手问

题的历练，不断完善工作方式，提高

胜 任 岗 位 的 能 力 ，在 压 力 下 经 受 考

验，在压力中加速成才。

（作者单位：北部战区陆军某旅）

解读B

促使压力变为动力
■王本宇

文职工作一得

文职影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