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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美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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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冬，走出第 82集团军某旅“红三
连”，准备返校的陆军装甲兵学院文职
教员王慧敏，将前一天夜里加班赶制的
两套模拟试卷作为礼物，送给几名准备
考学的战士。

从“陌生感”到“存在感”，从初入军
营到成为战士们心中的“兵老师”，王慧
敏感慨道：“连队朝夕相处的战友也是
我的老师，他们让我在军校讲台上多了
几分底气。”

王慧敏是中国民航大学硕士研究

生，2019年成为陆军装甲兵学院兵器控
制系的一名文职教员。扎实的专业基
础，让她对新岗位信心满满。

然而，王慧敏的自信很快受到了
打击。

下连后的一天早晨，天刚蒙蒙亮，
熟睡中的王慧敏突然被一阵急促的哨
声惊醒。看到战友们快速整理战备物
资向外冲，她有些不知所措，慌忙穿上
衣服跑到连队门口时，官兵们已经列队
完毕。

原来，那一天是战备日。“战备”这
个词汇，在王慧敏过往经历中很陌生。
站在队尾，王慧敏心头一紧：“一个部队
的‘门外汉’，怎能当好军校教员？”
“无论硕士还是博士，只有走进连

队才知道自己短板是什么。”一番思
索后，王慧敏认识到，作为一名文职
教员，不仅要具备高学历文化知识，
还要上好军事素养这门必修课。这也
正是陆军组织院校文职教员下连当兵
的初衷。

一个月的当兵生活，王慧敏认真
对待每一项工作、每一次训练，慢慢地
跟上了部队节奏。她不仅评上了内务
标兵，体能也达标了，还收集整理了许
多教学素材。
“我踏上了晨跑的路，我熬过了夜

训的苦，我熟记教育本里的每一句真
理……”这是陆军装甲兵学院人文教
研室文职教员杜旭静当兵结束前改编
的歌曲《当兵的意义》。
“歌词灵感来自女兵班。”杜旭静坦

言，“作为两个孩子的母亲，我也有过离家
的不舍和对军营生活的不习惯，可当真正
融入官兵时，这些就不算什么了。”

当兵期间，杜旭静最爱和官兵们一
起上教育课。连队下发的教育笔记本，
她工工整整记满了几十页。她感到，站
在官兵的视角听课能够发现他们想听
什么，更明白自己需要准备什么。

杜旭静打算把这本教育笔记珍藏
起来，作为激励自己前行的动力。

角色之变 军校需要通晓部队的“兵老师”

“只有走进连队才知道自己短板是什么”

东北大地的冬日，寒气袭人，沈阳联
保中心第 965 医院卫勤训练热火朝天。
战伤救护训练场上，不断有“伤员”头部
中弹、腿部炸伤、手臂骨折……随着组织
战场救护的卫勤训练中心文职人员、主
管护师王淑艳一声哨响，各战场救护小
组快速集合，搜救“伤员”。
“右前方遭‘敌’袭击，请立即隐蔽！”

护理小组前进过程中，王淑艳不时给队
员们出“情况”。救护小组成员采取低
姿、侧姿、滚进等战术动作躲闪隐蔽，利
用土堆、树木和建筑物等掩体不断搜索
前进，寻找“伤员”并展开救护。

王淑艳大学毕业后应聘到第 965
医院，在 20 余年的护理工作中始终严
格要求自己。无论在普通护士岗位，还
是走上护士长岗位，她对待患者如同对
待亲人，常常为患者擦身喂饭，陪患者
聊天谈心。

一次，王淑艳所在的普外科收治了
一名胃穿孔的战士。战士住院后做了胃
大部切除术，术后饮食要少量多餐，从流
质慢慢过渡到普通饮食。那段时间，王
淑艳每天从家里熬好粥，趁热带到科室，
一口一口喂给战士。随着战士病情好
转，她还根据战士口味，变着花样为战士
烹制饭菜。战士父母从老家赶来看望，
看到自己的孩子被照顾得如此细致周
到，深受感动。战士母亲紧紧握住王淑
艳的手，一个劲表示感谢。

虽然不穿军装，但王淑艳经常琢磨
战场救护。只要上了训练场，她总有出
不完的力、使不完的劲。因业务过硬，她
成为专业训练的固定示范教员。

一次，王淑艳代表医院参加护理专
业比武。备战期间，她经常通宵达旦练
习救护技能，平均每天睡眠时间不足 4
小时。由于长时间摸爬滚打练战术，她
身上多处淤青。为练习暗夜条件下静脉
输液，她多次对自己试验下针。最终，她
夺得个人总评第一。

今年执行抗疫任务，凭借过硬救护
技能，王淑艳多次在武汉火神山医院展
开生死营救。一天，医院接诊了一位 70
多岁的患者。王淑艳查房时发现这位
老人额头有微汗，心电图有异样，半小
时后出了很多冷汗，病情正在恶化。于
是，她一边为老人做检查，一边通过视
频与值班医生沟通病情，及时将老人转
至重症病房。老人经及时抢救，终于脱
离生命危险。
“多次护理比武夺冠，多次参加跨区

军事演习、抗洪救灾，多次被评为‘文职
人员标兵’和‘护士长标兵’，荣立三等
功、二等功各 1次，今年被评为‘全国三

八红旗手’，王淑艳是名副其实的卫勤保
障骨干！”采访中，该院领导介绍，为提升
全院医护人员卫勤保障能力，5月份王
淑艳完成抗疫任务归队后，医院党委把
她从胸腹外伤救治中心调整到新组建的
卫勤训练中心，主抓卫勤训练。岗位变
了、任务重了，王淑艳坚定地说：“组织需
要就是我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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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军分区文职人员赵洋没想
到，曾经因武装三公里考核不及格“上
榜亮相”的自己，按照量身订制的补短
计划，先减脂再增肌，并适度加强耐力
训练，短短一个多月，成绩就达到了优
秀标准。

在军分区，像赵洋这样实现快速提
高的文职人员还有很多。
“实行量身订制，哪里弱补哪里，

能有效提高工作质效。”军分区政治工
作处主任蔡满新说，文职人员能力素
质个体差异较大，为解决个别文职人
员适应岗位慢等问题，他们按照“缺什
么补什么、弱什么强什么”原则，遴选
130 余名专业技能精、军事素质优、工
作能力强的官兵，采取结对帮带形式，
从学习、训练、工作等方面有计划、分
步骤、渐进式地帮助有弱项短板的文
职人员迅速赶队。

器械训练一直是社招文职人员王子
睿的弱项。罗元帅、麻金元两名骨干为

他量身订制训练计划：先增强手掌握力，
再提升肱二头肌力量，通过抖甩粗绳等
训练方法加强整体上肢力量。几个星期
下来，王子睿单杠练习成绩突飞猛进。
“通过量身订制实现快速补短，有

利于文职人员快速成长进步。”军分区
领导说。

从陆军某连转改到人武部的文职人
员高凌和，对国防动员系统岗位职能不熟
悉，一时找不到工作感觉。经贾喜春、张朕
两名骨干定期“补课”后，高凌和对工作很
快上手。

一次，负责民兵训练的军事科参谋
休假，高凌和及时补位，从拟制训练方
案、协调授课教员、准备训练器材，到组
织训练考核、完成训练总结、上报训练情
况，各项工作安排得有章有法。

笔者在训练场上看到，第七干休所
文职人员沈巍、杨越都有一张个人训练
卡片。虽然她们同在一个单位，训练内
容却不同。干休所政委李刚介绍，沈巍

体能素质好，但理论基础弱，训练重点是
军事理论；杨越理论考核成绩优秀，但体
能需要加强。

据悉，该军分区按照新老有别、强
弱有别、专业有别、年龄有别原则，定期
组织文职人员能力素质测试，对补短工
作建立动态调整机制。笔者在军分区
训练成绩汇总图上看到，文职人员考核
成绩一一在列。正在标画箭头的军分
区战备建设处参谋程明说，红色表示进
步，蓝色表示达标，黄色表示下降。谁
的训练成绩有进步，哪个课目还需加
强，一目了然。

据了解，军分区实施量身订制补短
计划以来，文职人员能力素质普遍提
高。近段时间，军分区又为 7名文职人
员量身订制了下一阶段的补短计划……

大连军分区着力提高文职人员能力素质

量身订制实现快速成长
■姜玉坤 游巨波

岁末年终，陆军数百名院校文职教员结束了为期

数月的下连当兵锻炼活动，陆续返回教学科研岗位。

近年来，一批批文职教员相继踏入军队院校，为

军队院校注入新的活力。新生力量承载新的使命。矗

立强军潮头，我们需要一支怎样的“孔雀蓝”教员

方阵？

连续多日，记者一行奔走在陆航场站、炮兵阵

地、野外训练场，近距离观察正在下连当兵的院校文

职教员。透过声声嘹亮的口号、挥汗如雨的身影和场

场“爆满”的野外课堂，答案愈加清晰：军校文职教

员姓“文”更姓“军”，教育对象来自部队，教育成果

反哺部队，只有打牢基层锻炼这项基本功，锤炼过硬

军政素质，才能不断提升教战研战能力，在强军征程

上走得更远、飞得更高。

执教为战 助力打赢
—陆军组织院校文职教员下连当兵启示录

■本报记者 钱晓虎 韩 成 通讯员 王 亮

写 在

前 面

枪械分解结合，一名老兵骨干蒙着
眼也能快速准确完成；车场日，大到流
程规范，小到一颗螺钉的检查，一名班
长有条不紊轻松应对；装备迷彩喷涂，
一名士官用“胶带压边法”防止油漆溢
出……这些都让观摩的文职教员大开
眼界。
“院校是为部队服务的，我们的视

野应该聚焦部队一线，士官教育更应该

突出任职能力。”通过参观、学习、交流，
在第 80集团军某旅当兵的 10名陆军军
事交通学院文职教员颇受触动。部队
士官群体表现出来的专业素养和指挥
能力，让他们明确了将来的教学目标：
士官群体是基层的骨干力量，士官学员
教育课程必须紧密对接一线实际。

教战之思，正是摆在这些文职教员
面前的能力之问。

记者采访时，船艇装备勤务专业文
职教员李舒正准备申请到修理连“拜
师”。原来，一次装备维护时，官兵们“不
放过一颗螺钉”的严谨理念和标准让她
敬佩不已。她希望将这些经验与自己专
业有机结合，让课堂多些“含金量”。

船艇训练专业文职教员张欣也正
在酝酿一项计划，她准备回校后将自己
的指挥课“搬”到船艇上，以此提升教学

的针对性真实感……
“随着我军国际军事交流规模扩

大，身为军事航空英语教员，应具备开
拓精神。”在某陆航旅当兵的陆军航空
兵学院军事航空英语专业文职教员王
颖也有一个心愿：希望当兵期间能与飞
行员进行一次业务交流，进一步丰富学
科专业词汇量，实现教学内容与日常飞
行的紧密对接。

部队一切工作都围绕打赢展开，
这是军队院校科研创新与教学育才的
神圣使命，也是文职教员责无旁贷的
责任。“一线官兵的需求就是我们的努
力方向，必须在锻炼中找差距，让教学
科研更好地服务实战。”陆军工程大学
文职教员梁吉申感慨道。走进练兵备
战一线锻炼军事素质，与官兵们同吃
同住同训，让文职教员们学会了从部
队和官兵的视角思考问题。

教战之思 学会从基层的视角思考问题

“一线官兵的需求就是我们的努力方向”

拖车钩、减震器……训练间隙，
陆军装甲兵学院车辆工程系文职教员
邢金昕拿出随身携带的笔记本，认真
记下部队多型车辆装备的零部件简易
图，这是他准备带回教研室开展研究
的第一手资料。

作为新入职文职教员，邢金昕坦
言，这股钻研动力来自连队官兵。一
次和连队官兵一起乘坐某型突击车

时，邢金昕了解到，从列装到加强升
级，装备技术更新离不开官兵们的智
慧和付出。

部队是准备打仗的，军校教员亦
是如此。教学研究要紧紧围绕教战研
战这个靶心，才能经得起战场检验。
邢金昕受到启发和触动：“沉到基层才
能找准教战研战的靶心，我应该像战
士们一样，把战位放在战场，做有利

于提升战斗力的事。”
鲁北某训练场，第 80集团军某旅

一场武装五公里越野训练刚刚结束。
在这里当兵的陆军军事交通学院军事
体育专业文职教员李泽，现地开设讲
堂，向官兵们讲解跑前热身和跑后拉
伸等方面知识，受到官兵欢迎。李泽
讲授的内容，基本都是他下连当兵后
的最新总结。

下连之初，李泽带了几项研究课
题，精心准备了一堂长跑训练“精品
课”。没想到刚来没多久，他的“精
品课”就泡汤了。当时部队正值年终
考核，官兵们全天都在野外训练，出
门就是全副武装，根本没有授课所需
的塑胶跑道、多媒体教室，“精品
课”没了用武之地，李泽只能另想
办法。

与官兵一起在野外摸爬滚打后，
李泽的现场小课堂越来越接地气。
他说：“军事体育要突出‘军’字，军
体教员要首先成为懂实战、会打仗
的‘兵’。”
“只有零距离接触官兵，研究课题

才有针对性。”陆军航空兵学院心理专
业文职教员吕京京告诉记者，“官兵们
的思想很活跃，他们的一些金点子经
常让我很有收获。”

科研之问 让每项课题都经得起战场检验

“沉到基层才能找准教战研战的靶心”

无锡联保中心第906医院通过多种形式，努力培养“四有”优秀文职人员。图为该院组织文职人员到医院军史长廊参

观见学，激励他们牢记光荣历史，传承英雄精神。 陈延山摄
队伍抓建

严冬，胶东半岛气温骤降，寒气逼人。解放军第970医院组织专家医疗队深入

体系部队，开展“走基层、暖兵心”医疗服务活动，受到官兵欢迎。图为骨科主任

卢全忠（右）正在为官兵诊治训练伤。

许振梅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