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与改革同行

文职党员风采录

根据全军现役干部转改文职人员工
作部署，湖北省军区首批转改文职人员
从省内外、军兵种部队陆续就职，他们中
有的就地转改、有的跨军种、有的跨专
业、有的跨地区，面对身份、环境、岗位的
全新变化，他们以什么样的姿态面对新
岗位，以什么样的心态对待新身份，以什
么样的状态迎接新挑战？日前，记者实
地走访，通过解读文职人员身上的变与
不变，观察文职战线上呈现出的新气象。

变的是身份，不变的

是情怀

不是所有人一开始就决意转改文
职，有的起初也有过犹豫彷徨。

襄阳军分区战备建设处参谋俞阳，
在正营职岗位干了 8个年头，业务素质
好，是军分区军事工作的骨干，很早就被
列入副团后备人选，无奈由于个别条件
不符合要求，最终未能提拔使用。年初，
俞阳有过自主择业的想法，但考虑到战
备建设工作需要，军分区领导建议他留
下转改文职人员。经反复权衡，俞阳最
后采纳了建议，自愿转改文职留在部队
继续干。

在很多人看来，俞阳未能提拔使用
多少有些遗憾。转改文职后，由过去的
“王牌参谋”到如今的“文职骨干”，身份
变了，他还会不会像过去一样认真负
责？就连军分区领导心里也没底。

今年，民兵军事训练改革全面启动，
战备训练任务十分繁重。在军分区人少
事多的情况下，俞阳主动承担大部分任
务，干劲有增无减，战备训练得以顺利推
进，让军分区党委和领导吃了定心丸。

有人问他：“身份换了，工作还这么
拼，不委屈吗？”俞阳说：“军装虽然脱下

了，‘老作训’情怀脱不了。既然选择留
下，就应当好好干，这既是对组织信任的
一种回报，也是对自己人生的一个交代。”

记者了解到，今年该省军区首批
155 名转改文职人员中，超过一半属于
就地转改。他们大部分是以骨干身份保
留下来的，干的还是自己的老本行。在
对该省军区随机走访中发现，这些同志
在工作状态、敬业精神等方面与转改文
职前并无异样，普遍表示对这份更趋稳
定的职业更加珍惜。

同样缘于情怀，俞阳心系的是“老作
训”，熊作权心系的是“老动员”。

熊作权是宜昌军分区动员处的一名
老参谋，军龄已满 18年，又是本地人，今
后的人生道路他有很多选择，既可以在
地方选一个理想的单位安置，也可以自
主择业，但是转改文职人员工作启动后，
他在全军分区第一个报名。熊作权的理
由很简单：他爱这份职业，更舍不得国防
动员这条战线。

熊作权说：“干了这么多年的动员工
作，对征兵这条线也慢慢有了感情。看
着一批又一批新兵从自己手里顺顺当当
走进部队，心里很踏实，感觉自己做的事
特别有意义，再累再苦都值了。”

变的是距离，不变的

是责任

家，是很多干部选择转改文职的重
要考量。

易良双，原陆军某合成旅一名基层
干部，爱人在广水市上班。由于部队刚
刚移防，各项建设任务十分繁重，易良双
一年到头都难得回一趟家。结婚 3年，
至今仍没有小孩。妻子既主内又主外，
默默承受着家庭的一切。2016年，妻子
查出患有严重疾病，仍不向丈夫诉苦。
每次讲到家里的辛酸事，易良双都感到
十分愧疚。今年初，他选择回到家乡人
武部转改文职。

过去，回趟家要经受一年的等待。
如今，几十分钟的路程就可以与家人团
聚。这种久违的惬意和温馨，让易良双
多年来第一次品尝到幸福的味道。亲朋
劝他：既然选择了回家，就该好好享受生
活、照顾家人，过过“朝九晚五”的安逸日
子，部队上的事能少操心就少操点心。

但易良双没有这么做。转改文职
后，恰逢广水市人武部首次组织新兵役
前训练，由于新训骨干紧缺，他主动申请
新兵役前训练的前期筹备和组织实施工
作，在兼顾家庭的同时，易良双选择把更
多时间和精力继续投入在工作上。在他
看来，这既是一种责任，更是对组织的一
种回报。

易良双的转改经历并非个例，湖北
省军区政治工作局主任黄明村告诉记
者，今年选择转改文职人员的干部，很大
一部分为了兼顾到家庭。过去，他们长
期两地分居，与家人聚少离多；现在转改
文职回到家乡工作，能够与家人团聚，想
照顾好家庭、过好日子也是人之常情。
但如果把个人精力和时间都投入到家庭
上，怠慢工作或者是敷衍工作，转改文职
就失去了原有的意义。

如何做好这道“家的方程式”？湖北
省军区选择用“责任”帮助大家解答。7
月 12日，该省军区组织的跨军种转改人
员“非转专”集训上，黄明村一番朴实的
话说到了大家心坎上：“越在家门口，越
要把心思放在工作上。工作干好了，照
顾家才有基础；家庭照顾好了又能更好
地促进工作，既享受家的温暖，又感受家
的动力，既是对单位负责，也是对家庭负
责。”

变的是单位，不变的

是激情

踏上前往荆州的火车，看着窗外一
闪而过的风景，丁亮内心曾生出一丝“虎
落平阳”的忧思：

转改文职前，丁亮是战略支援部队
某基地的一名参谋，军龄不长却有着一
份令人艳羡的履历：2008年考进航天工
程大学，毕业分配到战略支援部队，先后
参加航天发射任务百余次。年纪轻轻的
他，就主持编写了《测控设备试验任务作
业指导书》等教材 10余本，多次组织学
术交流活动，所在单位连续 8年被评为
“军事训练一级单位”。

然而在丁亮看来，从选择文职岗
位的那一刻开始，这些漂亮的履历都
将“黯然失色”。令他最为担忧的是，
自己精通的专业没了用武之地，来到
陌生的国防动员系统，搞不好还会被
“边缘化”。

一个多月的事实证明，丁亮的担忧
是多余的：他所顾虑的“边缘化”不但没
有发生，组织上还把他安排在战备建设
处重要职位上，让他的专业优势在新的
岗位上重获新生，这令丁亮欣喜不已。

湖北省军区领导告诉记者，今年转
改的首批 155 名文职人员中，从事专业
涵括政治、炮兵、测绘、装备维修等诸多
领域，在当前省军区系统不同程度面临
“民兵组训施训缺教练员，民兵政治教育
缺教员，民兵高炮打靶缺指挥员，民兵装
备维修缺保管员”的情况下，他们的加入
是重要的有生力量。

根据这一现状，湖北省军区就首批
文职人员定岗工作定下 3条措施：一是
尽可能满足他们的合理诉求，尊重他们
的合理选择；二是根据文职人员的专业
特长落编定岗，确保人尽其才、人岗相
宜；三是扎实搞好入门培训，帮助文职人
员尽快缩短适应期，为他们施展才能搭
建舞台。

记者了解到，今年这批转改文职人
员中，98%都是“80后”，有的甚至是“90
后”，正是干事创业的黄金年龄，绝大多
数同志在受访中明确表示，想趁年轻在
文职岗位上有一番新作为。只有干出一
番成绩，才能对得起组织的信任和家人
的支持。

“军”转“文”后的变与不变
——对湖北省军区首批155名转改文职人员工作状态的新闻观察

■李 军 本报特约记者 何武涛

她是第一个被原兰州军区联勤部
表彰为优秀共产党员的文职人员，也是
被医院任命的第一批文职人员护士长；
她是医院执行军事演训任务中第一个
“火线入党”的文职人员，也是第一个在
医院护理比武中夺得一等奖的文职护
士……怀揣着“党叫干啥就干好啥”的
人生信条，解放军兰州总医院心血管内
科二区护士长杨红宁，成为全院文职人
员中的佼佼者。

2010年，医院打破身份资历限制，
在全院公开竞聘护士长，杨红宁抱着试
试看的心态报了名。试试看也要有真
本领。理论考试、业务比武……几番比
拼下来，杨红宁在各方面的考核成绩都
遥遥领先。医院综合考量后，决定由她
担任心内科二区护士长。

当时，杨红宁在地方医院工作的同
学都觉得心血管内科患者病情凶险，劝
她重新选择一个科室，以免付出多又惹
麻烦。
“只有加倍努力工作，争当党的事

业的‘得分手’，才能不负党组织关怀培
养。”在与医院领导谈话时，她愉快接受
了组织分配，在心血管内科护士长这个
岗位上一干就是8年。

为提高优护质量，最大限度降低
患者死亡率，她针对科室急危重患者
多、高龄患者穿刺难、安全护理要求
高、护理人员资历低等特点，在平时结
合临床护理工作言传身教帮带、促进
护理人员提高救护技能的同时，分层
次为全科护理人员制订培训计划，抓
住点滴时间常态组织应急救治演练，
提升了科室整体护理服务水平，患者
对科室的满意率显著提高。在医院微
光输液、心肺复苏、电除颤、无菌操作
等技术比武中，杨红宁先后 5次荣获一
等奖。

近年来，她还结合老干部住院频
率高等实际，在科室配备了涵盖心包
填塞和急诊手术使用的各类急救所需
物品，为成功抢救老干部生命提供坚
强支撑。一个周末，科里收治了一名
甲流病人，当班的年轻护士小李不知
所措，急得直抹眼泪。无奈只好给正
在休假的杨红宁打电话求助。她二话
不说，立即赶回科里进行空气消毒，请
领隔离物资，带头穿上隔离衣为病人
实施特护……看到护士长坚守在特护
一线，看到小李工作渐入状态，这名患
者动情地说：“杨护士长党员先锋模范
作用发挥得好，她带的这个护理团队
值得信赖！”
“为智障患者做护理、为便秘少女

抠大便、为贫穷患者买快餐，护士长在
患者身上投入的时间和爱比家人还要
多……”在心血管内科护士杨越眼中，
杨红宁的言行举止折射的都是满满的
正能量。对此，杨红宁平静地说：“我
是军队医院一名文职人员，一举一动
都代表着党和军队的形象，只有无微
不至关爱患者，才能让各族群众感受
到党的温暖。”

平时工作干得出色，关键时刻站
得出来。每逢执行重大军事任务，杨
红宁总是挺身而出。2009年 6月，杨红
宁向组织递交了结婚报告，兴高采烈
地预订酒店、布置婚房……万事俱备，
就差婚庆仪式，杨红宁依偎在爱人宽
厚温暖的臂膀里，脸上洋溢着幸福的
笑容，等待那一天到来。

就在这时，医院奉命抽组医疗队参
加“卫勤使命-2009”演训任务。由于
这次演训首次吸纳文职人员，对参演
人员素质要求高，组织最终决定让杨红
宁参加。
“岗位有调整，党性不能变，听从党

的安排、服从组织需要是共产党员的第
一选择。虽然自己是一名文职人员，但
不穿军装也是一个‘兵’，走向训练场、
步入新战位，是我选择在军队医院工作
的初心。”在征得未婚夫和家人支持后，
杨红宁打起背包投入如火如荼的卫勤
训练当中。

第一次在野外执行演训任务，环
境艰苦不说，更难以忍受的是每天高
强度训练，这对杨红宁来说是个不小
的挑战。但她始终冲锋在训练一线，
加班加点强体能、练操作、精保障。
由于表现突出，杨红宁被党组织批准
“火线入党”。

“党员必须牢固树立党叫干啥就
干好啥的思想。”如今，杨红宁经常把
这句话讲给身边的同事听，并告诉他
们，这句话虽然很朴素，但要想真正做
到却并不容易。因为只有当一名党员
对党有高度理论认可、情感认同，才会
行动自觉，才能切实做到党叫干啥就
干好啥。

正是由于对党的事业的忠诚、对
军队护理工作的热爱，杨红宁先后被
原兰州军区联勤部表彰为优秀共产党
员，被医院通报表彰为“巾帼建功”先
进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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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庆节前夕，驻守大山深处的

66437部队官兵迎来了郑州联勤保障

中心第254医院专家服务队。该服务

队一行6人不辞辛劳，深入基层部队

开展“送医、送药、送健康”巡回服务活

动，受到官兵青睐。图为专家现场为

该部基层官兵发放常用药品。

孟德仲摄

山沟沟迎来专家服务队

她，勤勤恳恳、立足本职、虔诚耕耘、
孜孜追求；

她，将一颗滚烫炽热之心献给了国
防事业；

她，完成多部教材的翻译和校审工
作，是外军学员公认的优秀教员，先后多
次被上级表彰。

她叫李轶圆，是陆军炮兵防空兵学
院南京校区一名文职译员。
“不惧变化，迎难而上。”这是同事们

对李轶圆的印象。在军校工作11年来，单
位经历多次改革，但无论体制和任务如何
变化，她始终坚守着献身国防教育事业的
初心，以积极向上的态度应对各种挑战。

2013年，李轶圆所在的原南京炮兵
学院外语教研室转隶调整为外训系翻译
室，她也由原来的英语教员变为军事课
堂翻译。

对于从来没有直接参与军事专业课
程的她来说，这是一个不小的挑战。军

事课堂翻译是外训课堂中的特有职业，
承担着中文军事教员和外军学员的沟通
任务。一堂外训课能否顺利进行，很大
程度上取决于译员的翻译水平。

为保证课堂翻译“快、准、顺”，李轶圆
大量精听、精练各类英语素材，提高自己
的课堂反应能力，保证课堂的翻译质量。
专业词汇不足，她就查工具书、自学教材、
向老教授请教、跟班听课，一天之内熟记
百余军事专业词汇是常有的事；听不懂外
军学员各式口音，她就靠课下多听、多练、
多交流来弥补。正是凭着这样的钻劲，李
轶圆完成了多门军事课的课堂翻译任务。

2015年，为增强外军学员知华、友华、
爱华情谊，原南京炮兵学院外训系确定了
“以汉语水平考试为牵引，进行外军学员
汉语教学”的教学思路，李轶圆凭借过硬
的素质担任该项目的教学、考务负责人。

要让这些完全没有中文语言基础的
外军学员，在短短3个月的培训时间内通
过国家组织的考试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
情。然而，作为负责人的李轶圆二话不说
就投入这项工作之中。时间不够，她就靠
加班来补；课程难度大，她就采取多种教

学方法。此外，在原有课内教学基础上，
她还大胆推出“微课”教学新模式，利用微
信群组功能和聊天工具，每天以教学视频
或微信录音的方式授课 30分钟，而学员
则可以通过微信群随时随地学习新知识、
回顾已学内容、进行线上提问等。
“李教员高度负责、耐心细致的工作

态度感动了我们，我们喜欢中国，喜欢学
中文。”缅甸中尉赛苗泰说。在李轶圆的
不懈努力和不断创新下，外军学员的学
习热情高涨。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李轶圆和教
研室同事的辛勤努力，外军学员在参加
的 3次汉语水平等级考试中通过率分别
为96%、97%、100%。

有付出就会有回报。11年间，李轶
圆一直从事一线教学和翻译工作，年授
课量达 400课时。在完成教学任务的同
时，她先后参与多部外训教材、多部外军
条令翻译和审校任务，在军内外刊物上
发表论文 30余篇，获得学院“首届非现
役文职人员比武”二等奖、“教书育人”
奖，以及南京院校协作区“板桥杯”青年
翻译竞赛三等奖等。

无悔青春靠打拼
—陆军炮兵防空兵学院南京校区文职译员李轶圆小记

■陈 超 廉 鑫

逐梦之旅

武警四川总队医院病理科技师张
埝，经得起风雨，守得住平凡。

面对生活的酸甜苦辣，张埝全力支
持丈夫工作，主动承担家庭责任，用奉
献和担当展现了一名军嫂的时代风貌。

张埝是四川仁寿人，2004 年被招
聘到该院工作；丈夫郭建军在该院泌尿
外科工作，是一名现役军人。

8月 6日，笔者在病理科见到了张
埝。她身着白大褂，正在制作病理切
片，供医生诊断。笔者了解到，病理科
出具的报告，会影响到临床医生的判
断，甚至会影响到病人最后的治疗结
果。有人说，病理科是治病救人的幕后
英雄，但他们的工作却很少被人关注。

张埝和丈夫虽然在同一个单位上
班，但基本上碰不到面。丈夫一天最
多能做 16 台手术，每天很晚才能回
家。张埝告诉笔者，2004年她分娩时，
因胎儿脐带绕颈急需剖腹产，看着别
的孕妇都有爱人小心翼翼地照料着，
公公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张埝告诉
公公：“建军每天工作量比较大，住院
的官兵更加需要他，我们尽量不让他
分心。”

汶川抗震救灾时，张埝鼓励丈夫
参加：“放心去，家里有我，你是军人，

那里更需要你。”2008 年 6 月 26 日，郭
建军带领医疗队出发，在汶川县整整
工作了 80余天，及时抢救危重病人，圆
满完成救援任务。期间，他们 4岁的儿
子十分想念爸爸，每天都和张埝看抗
震救灾的报道，希望能从电视上找到
爸爸的身影。当郭建军回到家中，看
到妻儿期盼的眼神，他禁不住泪湿眼
眶。

2011年 4月，郭建军当了医院泌尿
科主任，由于长期加班，辅导孩子学习
的任务就落在张埝一人身上。张埝说，
她也曾抱怨过，但是从未后悔过。从嫁
给郭建军的那一天起，她就做好了各种
心理准备。她热爱那身军装，从小就非
常喜欢军人，每当看到丈夫带回来的各
种证书，她感到很幸福。当丈夫说军功
章有她一半的那一刻，张埝笑容满面，
她觉得所有的付出都值得。

不管多苦多累，张埝都一个人默
默承受，只为给郭建军一个温暖的港
湾。在她心里，军嫂不仅仅是一种称
呼，更是一种精神力量。

你守着病人我守着家
——记武警四川总队医院病理科技师张埝

■刘 杰 李华时

家国情怀

☆段 霖：因军而存在，为兵

而发展。保障健康是职责，始终

满意是标准。

☆李明华：荣誉是军人的
第二生命。崇尚荣誉的军队，

才能成为战无不胜的军队；崇

尚荣誉的军人，才能成为献身

使命的军人。

☆张 俞：踏入军营大门，责

任永驻心间。即便是强军路上的

一粒沙，也要把自己的地基打牢。

☆代 星：值好每一次班，做

好每一件事，为改革强军时刻准

备着。

☆白厚喜：练兵备战不放松，
联勤保障我争先。

☆耿黎明：精益求精，有本
领；军人血性，保打赢。

☆张 丽：牢记职责苦练医

技，爱岗敬业无私奉献。

☆牟洪超：姓军为兵是我们
不变的身份，救死扶伤是我们神

圣的职责。

——解放军第404医院供稿

岗位寄语

10文职方阵 E-mail:jfjbwzfz@126.com２０１８年１０月１５日 星期一 责任编辑/赛宗宝 许果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