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庞医生，你的随身背包里怎么有几

块砖？”

前不久，武警河南总队商丘支队“魔

鬼周”极限训练如火如荼展开。武装越

野后，特战队员们在开阔处稍作休整。

随队的文职人员庞建兴为脚踝扭伤的战

士小刘取药诊疗时，小刘发现庞建兴鼓

囊囊的随身背包中，竟塞了几块砖头。

“这是我自己要求增加的负重。”庞建兴

挠挠头，不好意思地笑了。

庞建兴记得第一次参加“魔鬼周”极

限训练时，带队干部担心他顶不住长途

武装越野，建议他随救护车跟着队伍前

进，但庞建兴坚持与官兵同行。“当时我

觉得比起特战队员的负重，我的随身背

包 没 多 少 分 量 ，跟 上 队 伍 应 该 问 题 不

大。”然而，庞建兴跟着队伍前行，很快汗

流浃背，一路走走停停，最终勉强完成了

全程。

“战斗打到哪里，卫生救护就要开展

到哪里。战场上可不一定有条件让卫生

员跟车前进啊。”为了能够跟上特战队员

的步伐，执行好各项卫勤保障任务，庞建

兴开始自己加练：每天进行俯卧撑、仰卧

起坐训练，经常进行 3000 米跑、综合力

量强化训练……

这次执行“魔鬼周”极限训练卫勤保

障任务，庞建兴主动按照野战训练标准

增加负重，在随身背包内放上了砖头。

训练中，高强度课目轮番开展。坡

地推车、丛林地搜索等一项接一项，官兵

身上的迷彩服一次次被汗水湿透。

一直跟队训练的庞建兴也累坏了，

刚想坐下歇歇脚，却发现特战队员黄爽

脚 上 起 了 血 泡 ，于 是 立 即 上 前 进 行 诊

疗。敞开口的包内，除了砖头、各类药品

和医疗器械，还有一本工作笔记。

每天工作结束后，庞建兴都会分析

总结白天训练和救治情况，在笔记本上

写下体会与感想。“我对自己的标准要求

越高，官兵才越放心将生命和健康托付

给我。”

“ 庞 医 生 的 随 身 背 包 真 像‘ 百 宝

箱’。”黄爽说，“有你在，我们更安心。”伤

口处理完毕，集合的哨音响起，庞建兴背

起背包，与大家一起投入下一个课目的

训练中。

武警商丘支队文职人员庞建兴参加“魔鬼周”极限训练—

背包里自加砖块勇毅前行
■龙 斌

前不久，空军军医大学文职人员樊

俊俊所在团队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一

等奖，荣登西京医院成果荣誉墙。参与

严重创伤骨修复研究 13年，从懵懂少年

到副教授，樊俊俊今年终于圆梦。

樊俊俊的父母都曾身患重病四处

求医。“当时感觉家里要是有个学医的

就好了。”带着这种朴素的梦想，樊俊

俊考入空军军医大学。读研究生时，

他拜入骨科教授裴国献门下，成为裴

教授在空军军医大学的第一个学生。

“教授站上手术台，好像所有聚光灯都

打在他身上。他宣布的‘手术成功’，

曾挽救了无数个生命。”樊俊俊深有感

触地说。

当时，骨缺损修复研究难度大，鲜

有学生选择。是选择相对容易的课题

确保毕业，还是选择骨缺损修复研究

进行挑战，樊俊俊一时有些纠结。“做

学术，就要敢为天下先。别人已经做

出成果的，只能是重复而已。”裴教授

的体会让樊俊俊豁然开朗，他毅然决

定加入骨缺损修复研究团队。

参与研究后，樊俊俊很快迎来挑

战 —— 带 血 管 蒂 组 织 工 程 骨 移 植 实

验。实验需要在显微镜下，用肉眼几

乎看不清的、比头发丝还细的显微缝

合线，一点点把实验鼠的血管和移植

骨血管缝合起来。

显微镜成像放大数十倍，实验难

度也数十倍递增。樊俊俊吃住在实验

室 ，在 显 微 镜 旁 一 坐 就 是 十 几 个 小

时 。 几 个 月 后 ，实 验 终 于 取 得 成 功 。

此后，实验的动物种类越来越多，实验

成功率也越来越高。

十年磨一剑，春去秋又来。2015

年，樊俊俊随裴教授成功修复了一例

胫骨 12 厘米严重骨缺损的患者，让患

者保住了肢体。“成功时反而没有过于

兴奋，因为我们做了大量临床转化前

的 实 验 ，感 觉 成 功 是 水 到 渠 成 的 结

果。”这份务实与笃定，源自无数次耐

住寂寞、埋首实验的坚持。

“一片树林里分出两条路，我选择

了行人稀少的那条路，因此走出了迥

异的旅途。”把这条艰难之路走通后，

樊俊俊在科研道路上越走越快。他先

后发表 10 余篇有关严重创伤骨修复研

究的 SCI论文，还获得中华医学科技奖

等多项荣誉。

今年能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樊

俊俊倍感欣喜，感觉离心中的目标又

近了一些。“考入空军军医大学、加入

裴教授团队、选择骨缺损修复研究、转

改为文职人员……如今看来，这些人

生 道 路 上 的 重 要 选 择 都 让 我 受 益 匪

浅。”樊俊俊说，自己会继续潜心科研，

以更加优异的成绩为空军军医大学争

光、为“孔雀蓝”添彩。

与艰难创新同行
■张语桐 本报特约记者 檀 琳

架线铺缆、调频设台、对星入网……一座野战卫星便携站迅速完成建联。

12 月 9 日，武警重庆总队执勤第三支队组织应急通信保障演练，提高官兵情况

处置和协同配合能力。图为该支队文职人员邓力丁（右二）参加卫星便携站搭

建训练。 彭 勇摄

最美身影

特别策划 文职人员年度考核

岁序常易，华章日新。在即将翻页的2021年里，军队文职人员奋进的脚步坚定而铿锵。
回望，是从整理到沉淀的过程；总结，是从“经事”到“长智”的升华。通过年度考核工作，许多文职人员为自

己、为单位交上了一份过硬答卷。这答卷上，一笔一画书写着“责任”“担当”，一点一滴凝聚在“强军”“胜战”。
一纸答卷，一页年华。本期，我们邀请几名年度考核成绩等次为“优秀”的文职人员，看看他们递交的年度

考核答卷。
——编 者

劈开低纬度的热浪，乌鲁木齐舰快

速行进。

“欢迎加入中国海军护航编队……”

10月下旬，在亚丁湾执行护航任务的中国

海军乌鲁木齐舰与被护船舶抵达汇合点

后组成单纵队，以伴随护航方式向附近海

域航渡。随舰执行任务的海军大连舰艇

学院文职人员刘燕，通过某频道向被护船

舶进行双语播报。那一刻，湛蓝的海天见

证着她的“高光”时刻。

今年暑假，上级研究决定选派刘燕作

为翻译参加远洋任务。因为丈夫是一名

海军，常年海上为家、岸上做客，对照顾孩

子心有余而力不足，因此，刘燕在任务前

把孩子送回老家，请婆婆帮忙照顾。

登 舰 后 ，作 为 编 队 唯 一 的 文 职 人

员，刘燕受到了官兵关注。在了解文职

人员相关情况的同时，舰员们其实更加

关心：执行这么重大的任务，文职人员

行不行？

出发不久，第一次上舰的刘燕就晕

船了。站在甲板上晕，躺在床上随舰起

伏更晕；吃东西随吃随吐，不吃只能吐

酸水……看着身边舰员有的即使拿着

呕吐袋也坚守战位，刘燕深受触动。靠

着顽强意志，她慢慢克服不适，也赢得

了大家的尊重。

航经南沙群岛、马六甲海峡……编

队终于到达亚丁湾。

该地区有多国海军舰机活动，军情

敌 情 复 杂 。 抵 达 后 ，刘 燕 立 即 展 开 工

作，无论是与外军舰机通联、与被护船

舶沟通，还是协助外事组人员与驻外部

门通联、翻译函件，她都应对自如。有

时 ，信 号 兵 遇 到 沟 通 问 题 也 会 找 她 帮

忙，大家对她越来越信任。

过硬的业务能力，并非一朝一夕练

就。2019年，刘燕成为一名军校教译员，

负责课堂讲座、会议活动、公文规定、使馆

函件等多种运用场景的笔译和口译工作。

第一次授课时，刘燕发现很多外军

学员说英语带有口音，她需要反复听几

遍才能明白。为了熟悉不同国家和地

区学员的表达习惯，她一有机会就和学

员沟通交流。

刘燕始终牢记“一万小时定律”，只要

一有空就认真钻研海军专业术语，学习党

史军史。今年两会期间，她设计制作了中

英对照读本学习资料，供学员参考学习。

正是因为注重练好基本功，每次机会出现

时，刘燕都会成为“时刻有准备的人”。

学习课堂无处不在。在舰艇上，刘

燕除了完成本职工作外，还积极学习武

器装备，体验战位职责，不断了解基层

官兵使用外语的需求，为日后编写更适

合部队官兵需要、更贴近备战打仗实际

的教材资料作准备。

乌鲁木齐舰举行签名宣誓仪式当

天，正好是刘燕值班。站在驾驶室里看

着庄重的仪式，刘燕更加明白，令丈夫

魂牵梦萦的深蓝不仅是一片海，更代表

着如山使命。“尽管我们一家聚少离多，

但很庆幸，我们同在人民军队这支光荣

队伍里为党和国家效力。”

如今，刘燕的任务仍在继续。得知

自己年度考核成绩等次为“优秀”，刘燕

微微一笑，继续投身紧张的工作。以青

春为笔、海浪为墨，亚丁湾上壮美的航

迹，就是她正在写就的年度考核答卷。

拼搏在湛蓝海天
■本报特约记者 黎明宇 通讯员 黄誉政 张艳波

“发明的目的在于为军服务，为军

服务永无止境。”前不久，在东部战区

空军医院的年终表彰大会上，眼科副

主任医师徐晓红作为文职人员代表上

台交流。今年，她发明的一种眼部战

伤自救用便携冲洗装置获得国家发明

专利，填补了战时眼伤自救的空白。

熟悉徐晓红的人都知道，她有一本

笔记本，无论是门诊坐诊、卫勤保障，还

是参加演训任务，她都随身携带。

因机油入眼导致角膜化学性烧伤、

因电离辐射导致电光性眼炎、因枪械后

弹力导致眼球钝挫伤……徐晓红随意

翻开笔记本，就能回忆起记载的官兵眼

损伤病例。“虽然电脑办公更加快捷，但

是手写记录有利于强化记忆，也方便随

身携带、随时翻阅。”当被问及为何要将

部队官兵就医的案例整理记录时，徐晓

红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

“现有的战伤急救包中没有针对眼

伤自救的装备。”去年底，在一次实战化

演训后的复盘反思中，一名医院野战医

疗队队员反映，现代战争愈发多元化，

电离辐射伤、爆炸伤、化学性损伤等经

常发生，一旦伤害到眼睛，不但本人行

动受限，还需得到战友救助，造成非战

斗减员。

当时，作为专家组成员列席复盘的

徐晓红若有所思。“能不能发明一种装

置，既能应急处理大部分战时眼部损

伤，又操作简易、便于携带？”徐晓红心

里暗自琢磨，随手在“大部分”和“简易”

两个词上画了圈。

方向明确了，攻坚的步伐就能坚定

执着。随手画的两个圈，便是两个现实

难题——

现有的战时眼部损伤数据库不够

详实，徐晓红就一边向各级野战医疗

队、军队医院、院校请教相关病例，一

边 利 用 出 诊 等 时 机 积 累 记 录 相 关 信

息，再认真整理归纳；对于装置的机械

原理不精通，她便从最基础的知识开

始学起，认真请教医疗器械方面的专

家能手……

刻苦攻关一年，一个涵盖电离辐射

伤、爆炸伤、化学性烧伤等分类的战时

眼部损伤数据库逐渐形成。据此，徐晓

红与专家团队进一步探索能够应急处

理这些损伤的治疗方案。

一个个装置设计理念在碰撞中产

生，又在推翻重组中逐渐升级成型……

终于，一种葫芦头形状的眼部战伤自救

用便携冲洗装置研制成功，并获得了国

家发明专利。经官兵使用反馈，装置集

清洗、消毒、镇痛等功能于一体，方便有

效且便于携带。

岁月如斯，初心如故。“对我来说，

为军服务永远是进行时，我必须时刻

保持高昂的斗志，不断增强主动服务

意识。”翻开笔记本，徐晓红用红笔标

注的“待办事项”格外醒目。“这是一名

患有视网膜炎的飞行员，经过我们数

月治疗，终于能够重返蓝天。我将他

的微信置顶，便于随时接受他的咨询、

复诊预约。”“这是一名患有双眼高眼

压症的机务人员，恢复良好，但是我们

要定期提醒他进行眼压测量”……工

作“未完待续”，就是徐晓红始终保持

的奋进姿态。

服务在机务一线
■王 瑞 本报特约记者 潘梦婷

11 月底，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雪为大

漠戈壁穿上银装。戈壁深处，一发导弹

冲开漫天雪花呼啸离弦，准确命中远方

靶标。这一幕，被陆军某试验训练区文

职人员苗睿泽用镜头详细记录下来。

为了检验某新型导弹在高原荒漠极

限条件下的实战效能，苗睿泽所在的试

验队已经进行了为期一个多月的实战化

考核试验。“刚来那段时间很不适应，脸

先被晒脱了几层皮，又被刀子一样的风

‘割’得生疼。”因为风吹日晒，苗睿泽的

皮肤变得黝黑，来不及刮的胡茬更显几

分沧桑。他一边熟练撤收音像设备，一

边告诉笔者“现在皮都磨厚了”。

成为文职人员还不满一年，苗睿泽

已经 10 余次跟队执行声像保障任务了。

去年底，苗睿泽成为该试验训练区的

一名文职人员。经过一系列培训后，他被

编配到某所情报资料室声像保障组，负责

武器装备实战化考核的声像保障任务。

入职后，苗睿泽立即快速“运转”起

来——5 月跟队赴边防执行某型侦察雷

达作战试验保障任务，7 月到高原保障

某大型综合演练，刚结束任务回营不到

两周，又转战戈壁至今。“来单位一年了，

但因为老‘不着家’，所以很多战友我都

没有见过。”苗睿泽不好意思地说。

执行某大型综合演练保障任务时虽

是夏季，但高原上气温已到了零下。为

了确保无人机等设备在低温环境能正常

工作，苗睿泽每晚把无人机电池放在被

窝里，出任务时就揣在兜里保持温度。

有一天，试验场大风肆虐、气温骤

降，人裹得严严实实都冻得嘴唇发紫，更

何况兜里的电池。演练关键时刻就要到

了，担心无人机不能顺利起飞，苗睿泽索

性把电池塞进怀里，瞬间一股冰凉透彻

心扉。电池被焐热装好，无人机按时升

空，他这才放下心来。

在高原工作，困难还有很多——天气

多变，前一刻还是毒辣的太阳，下一刻就

下起了雨；晚上睡觉时吸入的冷空气就像

冰柱直直伸进肺里；做好的饭常常夹生，

煮过的肉咬开还带着血丝……苗睿泽克

服这些困难的办法，就是一个“拼”字。

情报资料室主任李胜说，有一次，苗

睿泽从海拔 5000米的高原试验场回到场

区刚休息不到一天，就不顾醉氧反应投入

到下一场试验任务中。试验进行到一半，

苗睿泽就出现了不适，但他一直咬牙坚持

到试验结束。走下演训场，他刚放下设备

就瘫倒在地上，身上的迷彩服被汗水浸

湿。“当时没有别的想法，只是觉得在这个

战位，就得对得起这身‘孔雀蓝’。”

千磨万击还坚劲。入职一年多，苗

睿泽累计在试验现场保障 150 余天，为

实战化考核记录了大量试验声像数据。

截稿时，他仍然奋战在高原，让青春在淬

火中变得愈加灿烂。

与飞沙走石共舞
■王晨辉

图①：刘燕工作照。赵 阳摄 图②：徐晓红（左）工作照。许静雯摄

图③：苗睿泽工作照。黄巾格摄 图④：樊俊俊工作照。张 迪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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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刘 燕

单位：海军大连舰艇学院

成绩：随中国海军第 39批护

航编队乌鲁木齐舰执行亚丁

湾护航任务

考核答卷

姓名：徐晓红

单位：东部战区空军医院

成绩：发表 SCI论文 1篇，申

请国家发明专利 1 项，著眼

外伤学专著1部

考核答卷

姓名：苗睿泽

单位：陆军某试验训练区

成绩：完成某型侦察雷达作

战试验等 10 余次声像保障

任务

考核答卷

姓名：樊俊俊

单位：空军军医大学

成绩：参与的严重创伤骨修

复研究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

一等奖

考核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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