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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终岁尾，面临评功评奖、调职晋

级等工作，做好个人年终总结非常重

要。前不久，我就为如何写好总结有过

一阵纠结。

单位对个人年终总结字数没有作限

定，要求大家围绕全年的工作、存在的不足

和明年的计划向组织作报告，认真对待、

实事求是即可。按照这个要求，我认真梳

理，写出一份数千字的个人年终总结。

后来我发现，个别战友撰写的总结

言简意赅，相比起来我的总结就显得洋

洋洒洒。对此，有的战友觉得我态度认

真，但也有人感觉我是想借这个机会

“露露脸”。

扪心自问，我把年终总结写得详尽，

不是想凸显自己，更没有出风头争彩头

的意思。恰恰相反，因为我在今年的工

作中感受到了巨大的差距和不足——

去年，我大多数时间在进行各类培

训和学习，参与业务工作的机会不多。

今年年初，我第一次随舰执行监测保障

任务，刚一进船舱，就在复杂的舰艇装

备前傻了眼。“这个泵的振动烈度超标

吗？”“轴承的监测点位如何选择？”舰员

们提出的一个个问题“扑面而来”，我一

时不知如何作答，幸好身边战友替我解

了围。

从那时开始，我不断在任务中磨炼，

使自己尽快提升能力素质。本以为可以

胜任岗位了，可在前不久的一次实操训

练中，高级工程师李浩接连提的几个问

题又让我哑口无言：造成故障的元器件

在哪？测红外为什么要先测背景温度？

我深深意识到，尽管自己在能力上有了

一定提高，但与专家骨干的差距还很大。

回顾这些“碰壁”经历，我有感而

发，用较大篇幅记录了自己这一年的

成长进步和心路历程，并作出了深刻

反思。

上交总结后，我越想越纠结，这份总

结会不会引发一些战友对我的误解？需

不需要压减一下篇幅、把问题和缺点模

糊一下？一天晚上加班时，正在值班的

副主任李洋与我谈心，我趁机表达了内

心想法。“大家对你的评价，不会仅仅取

决于年终总结，更重要的是日常工作表

现。”了解情况后，副主任肯定了我认真

对待总结的态度和做法，并对我说，年终

总结不是为了完成任务，只要能够客观

准确回顾取得的成绩、剖析存在的问题，

无论篇幅长短，都值得肯定。

副主任走后，他的话一直在我耳边

萦绕。正如我们对舰艇进行监测诊断一

样，要透过数据看本质，年终总结归根结

底要起到凝心聚力的实效，要以完成任

务、解决问题为目的，不能讲成绩口若悬

河、谈问题语焉不详。否则总结变得不痛

不痒，不仅敷衍了别人，更是应付了自

己。于我而言，这份总结像是一份记录成

长足迹的“阶段性档案”，让我在今后工作

中方向更加明确、信念更加坚定。

在部门组织的工作总结会上，我如

实回顾了年度工作，汇报了所思所想，

战友们对我的总结都很认可，我内心也

无比坦然。今后，我要把每一次总结都

当作前进路上的“加油站”，攒足劲、加

满油，不断以崭新姿态、昂扬状态全身

心投入到各项工作中。

（赵子豪、李加九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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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近年底，单位年终总结和表彰

奖励工作紧锣密鼓展开，我也着手准

备个人年终总结、述职报告等。“今年

你有希望评先评优，要把年终总结写

好，别在紧要关头掉链子。”战友的提

醒，让我有些紧张。

成为文职人员前，我在一家地方

企业负责软件开发工作，平时与数据

打交道多、与文字打交道少。由于文

字表达能力较弱，我决定做两手准备：

一方面从身边战友的个人年终总结中

取经学习，另一方面求助网络资源。

“多用排比句，更有气势”“字大行

稀，尽量拉大行间距，多用序列号，看

着 大 气 ”“ 标 题 对 仗 工 整 ，吸 引 眼

球”……网络上的一些写作“攻略”，让

我深以为然。同时，我看到战友小王

的年终总结内容比较详实，既有客观

也有主观，既有抽象也有具体，而且很

有文采，一些名言、典故穿插其中。虽

然他提醒“工作岗位不同，我的总结对

你的借鉴价值不大”，但我认为他只是

谦虚，没有把这话放在心上。

按照“范文”的思路、“攻略”的要点，

我信心满满地下笔，但写好初稿后，我越

读越别扭。明明几句话就能表达清楚的

事，却行文拖沓，翻来覆去地讲，而且对

诸如“改进完善了数据服务机制”“推进

了部队试验鉴定信息化建设”等有关工

作成绩的概略表述，其实我没有多少切

身感悟，只是东拼西凑“贴标签”。

这篇总结画的像是我本人吗？反

映的思想和理念是我的真实想法吗？

定 下 的 计 划 和 目 标 对 我 有 可 操 作 性

吗？我陷入了思考。与战友同事讨论

沟通后，我在大家的建议引导下，重新

梳理年度工作：作为现场记录员参与完

成某型装备性能鉴定试验，作为分系统

主持人参与编写某型系统性能鉴定试

验大纲，还完成了内部网盘管理升级、

信息系统开发、试验信息综合管理系统

平板端推广使用培训等任务……

结合这些具体工作，我如实写下

自己的成长和收获。记得第一次主持

现场试验时，因为缺少底气，我很怕与

厂家沟通。后来，我每天随身携带相

关资料，一有空闲就翻看学习；每天试

验任务结束后立刻核对试验记录，直

到深夜；感到自己对很多软件不熟悉，

就报名参加相关课程。

摒弃了正确的废话、漂亮的空话、

规范的套话后，我的总结材料展示个

人成长经历的脉络更加清晰具体，虽

然文字朴实，但充满感情，对下一步工

作的指导性也更强了。

这段经历让我感到，学习他人的好

经验好做法不能只学“表”不学“里”。

小王的个人总结之所以优秀，不是因为

句式有多华丽、技巧有多高超，而是因

为他平时实践多、思考多，总结时心里

有底、肚里有货，才能对很多资料信手

拈来，最终呈现出较强的概括性、理论

性和感染力。没有看到这一点就照猫

画虎，才会“形似而神不至”。

删繁就简三秋树。对我来说，这份

总结可能依然存在站位不够高、表述不

够到位等问题，但能真实反映我目前的

工作状态和思想情况，没有为了追求形

式而添枝加叶、过度包装，或是说些言之

无物甚至言不由衷的话。想明白了这

些，我内心更有底数。

前不久，科室年终工作总结会如期

进行，我和小王的工作总结都得到了大

家的肯定。

（王晨辉整理）

话题② 个人总结对文字表达有什么要求？

不在包装，重在真情实感
■讲述人 陆军某部文职人员 郭艳茹

编筐编篓，重在收口。年终总结

不仅是一次回顾过去、沉淀思考的机

会，也是一个发现问题、改进完善的

过程，能为即将开始的新年度工作蓄

力加油。有些文职人员入职不久、经

验不足，更加需要通过认真总结发现

自身优势、深刻查找不足、探寻经验

规律，以便改进和创新工作。

然而现实中，个别人觉得年终总

结不与奖惩挂钩，往往不够重视。有

的把总结当成一项负担，应付了事，总

结起来蜻蜓点水，满足于能交差就行；

有的只是单纯罗列工作，甚至生搬硬

套、拾人牙慧，缺乏深入分析和理性思

考；有的为了材料更好看、汇报更出

彩，把精力放在堆砌辞藻、润色文笔

上，内容却经不起推敲；更有甚者，讲

成绩大张旗鼓，讲问题只言片语，把个

人总结当成出风头争彩头的载体……

文职人员开展年度工作总结时，

可以对照上述问题现象回顾反思，有

则改之、无则加勉，更要在入职之初就

树立起这样的观念：无论篇幅长短如

何，无论层次结构怎样，无论语言是否

优美，只要把注意力聚焦在实效上，做

出的个人总结就值得肯定。尤其是每

个人的亲身经历、表达方式、文字功底

各不相同，片面追求形式并没有太大

意义，还可能产生中看不中用的“人造

盆景”，带来形式主义等问题。

以“实”字当头的理念开展总结，

客观回顾过往、科学谋篇布局，对于

文 职 人 员 个 人 成 长 进 步 大 有 裨 益 。

具体实践中，就是要做到丁是丁、卯

是卯，讲成绩不夸大其词、谈问题不

遮遮掩掩，反映最真实的工作，表达

最切身的体会，把干了什么、取得什

么效果、存在哪些问题、收获什么感

悟说清楚，不仅要展示拿得出手的得

意之作，也要总结成功的经验；不仅

要把存在的问题摆在面上，更要把深

层次的原因剖析清楚；不仅要有积极

进取更上一层楼的表态，更要制订出

切实可行的措施方法。如此，才能使

总结的经验有分量、反思的问题有深

度、提出的规划可实现，让自己更有

信心、更有底气向着新征程前进。

开展总结要“实”字当头
■孙大川 胡亚楠

初 冬 时 节 ，一 场 没 有 硝 烟 的 全 员

全岗比武竞赛在山东省军区济南第二

退休干部休养所训练场展开。随着一

声令下，30 余名文职人员跑步进入战

位，现场随机抽取顺序，考核正式拉开

序幕。

蛇形路行驶、“8”字路驾驶、双边桥

障碍、定点位倒车……汽车驾驶课目考

核现场，特情指令随机出现。参赛人员

动作娴熟，从容应对各类复杂路况，普

遍在规定时间内高标准完成连续作业。

随 后 ，其 他 实 操 课 目 考 核 轮 番 进

行：医护人员随机抽题，叙述老干部基

本情况，适时开展心理疏导；面对“不法

分子”袭击，应急队伍行动迅速、处置有

力；炊事员精心烹饪，一道道色香味俱

全的菜肴热气腾腾出锅 ；电路出现故

障，维护人员迅速出动排查。

“保障力也是战斗力。”在多个课目

中取得优异成绩的助理员、文职人员刁

雪峰坦言，比武既是体能技能的检验，

也是士气斗志的淬火，是对文职人员综

合能力的多重考验。

人 才 自 古 要 养 成 ，放 使 干 霄 战 风

雨。该干休所所长介绍，随着改革深入

推进，干休所文职人员逐年增加。为充

分发挥服务保障主力军作用，他们坚持

“严选严抓、实训实练”原则，区分医疗、

维修、驾驶、管理教育、业务处理等比武

内 容 ，引 导 文 职 人 员“ 训 ”服 务 硬 功 、

“练”保障斗志、“砺”作风品格，真考真

比真提高。

“请结合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

精神，谈谈你所在岗位的职责和服务保

障要点。”理论考核现场，考题设置紧贴

形势任务、使命职责。山东省军区政治

工作局老干办主任表示，他们落实上级

部署开展的服务实践活动，深入剖析文

职人员队伍现状，以能力素质培育为核

心，把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纳

入考核课目，检验提升文职人员的知识

储备和理论素养。

全程编号盲评、成绩现场公布、纪

检人员监督……笔者留意到，裁判席上

除了所领导和军地行业专家外，还坐着

8 名老干部，台下还有一些老干部老阿

姨列席观看。“老干部不仅是比武竞赛

的监督者，也是参赛人员服务保障能力

的评判员。”干休所干事李相说。

“如果老干部要求派车接送孩子上

学，你会如何回复？”“老首长您好，按照

车辆使用规定，派车限于看病就医、接

送站服务和保障公务活动。我给您约

一辆地方网约车，您看可以吗？”面对考

核问题，曾在部队服役 16 年的驾驶员、

文职人员满欢通过有理有据的情况分

析、妥善得当的处理方式，获得了大家

认可。

考场上，参赛人员争分夺秒、凝神聚

力；考场下，文职人员挑灯夜战、查漏补

缺。“岗位练兵活动是对我阶段性工作的

回顾和检验，也是我日日为继、久久为

功，不断增素质强能力的‘助推器’和‘加

油站’。”夜半时分，文职人员张祯光依然

在为第二天的比武做着准备……

实训严考强能力
■祝浩泽 刘昆鹏 刘 波

队伍抓建

“一、二、三，起——”时值冬日，高原

寒风劲吹。在某项目施工现场，新疆军

区某代建办文职人员刘亚杰组织技术人

员安装钢制井壁护筒，以解决高原地区

水井成孔后缩径问题。

入职近 3 年，刘亚杰七赴雪域高原，

常年奔波在改则、甜水海、红柳滩、狮泉

河等地，走过天文点、神仙湾、克克吐鲁

克等一线边防连队，行程 10 万余公里。

执行巡检任务走过的路，既是一条

工 程 保 障 之 路 ，更 是 一 条 红 色 传 承 之

路。2019 年，刘亚杰向组织递交申请，

跟 随 队 伍 前 往 阿 里 地 区 检 查 代 建 项

目。在皑皑白雪和呼啸的寒风中，他们

翻过一座又一座达坂，来到海拔 5000 多

米的某哨所。刘亚杰留意到，驻守哨所

的年轻战士个个皮肤黑里透红，嘴唇干

裂发紫，指甲凹陷。尽管环境艰苦，但

边防官兵意志坚定、积极乐观，在粗糙

的崖壁上绘出一面鲜红的党旗。这个

被称为“党旗山”的地方，就是他们的精

神高地。

静静伫立在这块被高原劲风雕刻、

官兵热血浇铸的红色石壁前，刘亚杰感

到虽然身处寒冬，心却沸腾着——湛蓝

的天空、洁白的云朵、飘扬的旗帜、高耸

的雪山，以及官兵们雕塑般的背影，构成

壮美的画面，深深印刻在他心底。“我要

走过你们走过的路，追寻你们坚守的信

仰。”这次执行任务后，刘亚杰在简陋的

项目板房中写下入党申请书。

体会过边防环境有多苦，才明白保

障岗位有多重要、肩负的使命职责有多

重大。一次，刘亚杰颠簸了 6 个多小时

到达某边防连。这里全是搓板路、回头

弯、单行道，物资输送只能靠小货车。在

这样的条件下，他们分批分次一趟趟运

送，最终建起了阳光棚，打出了深水井，

极大改善了官兵生活条件。

2020 年，受疫情影响，几个建设项

目进度滞后。如果坐等下去，项目可能

无 法 如 期 竣 工 交 付 ，影 响 官 兵 的 工 作

生活。在紧张的工期要求和现实困境面

前，作为高原项目负责人，刘亚杰急得嘴

角起了泡。他每天不辞辛苦与各单位沟

通——询问施工单位车辆和工人是否进

场；与设计、施工、监理等单位“云视频”

研讨对策；对接项目所在地政府相关部

门……最终，他们抢回了被耽误的工期，

按时交付工程，高原官兵如期住进了新

营房。

面对“乱石丛生、黄沙满地”的大漠

戈壁，刘亚杰带领技术骨干深入一线，集

思广益破解施工难题，节省施工时间，降

低安全风险。一次，一项工程需要进行

坑壁打土钉作业，复核测算的施工作业

量前后相差较大。刘亚杰先后 5 次前往

现场深入研究施工地形，最终及时纠偏，

审减了 600 米土钉施工作业量，节约了

建设经费。

“苦算什么，越苦越要干。”奔赴下一

个点位监督施工的途中，刘亚杰对笔者

说，他要坚决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作出

的决策部署，把对党赤诚和对官兵的感

情融入每一次任务。

“苦算什么，
越苦越要干”

■满银德 李梦婷

一线孔雀蓝

陆军炮兵防空兵学院把增强教员研战教战能力作为提升为战育人质量水平的有力抓手，常态化组织“互教、互助、互

学”活动。图为该学院文职教员开展专业技能学习。 本报特约记者 廉 鑫摄

周 洁绘

周 洁绘

谈文论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