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党的二十大制定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和
国家的大政方针，描绘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也发出了如期实现
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动员令。当前和今后一个

时期，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是全党全国全
军的首要政治任务。本期，我们推出文职人员结合
本职岗位，深学深悟党的二十大精神的报道，敬请
关注。

写 在

前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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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秋，辽东某野外演训场上，一场

复杂条件下的联合演练如火如荼进行。

“加强军史学习教育，繁荣发展强

军文化，强化战斗精神培育”……演练

间隙，沈阳联勤保障中心第 967 医院某

应急医学救援队官兵和文职人员认真

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

学习告一段落，一阵急促的警报声

响起，随着“立即前出开设野战医疗方

舱，随时做好批量‘伤员’接收准备”的

命令下达，救援队迅速收拢人员、准备

物资等，向预定地域进发。

到达预定地域，各组立即展开相关

工作。在开设方舱过程中，担任救援队

手术组护士长的文职党员郭慧慧脑海

中只有一个念头：一定要快！执行任务

过程中，郭慧慧不慎被支撑杆重重撞倒

在地。但她忍着伤痛站了起来，继续投

入到工作中。

“前方战况激烈，近 20 名‘伤员’已

转运至 3 号地域，请组织救治！”接到命

令，分类组乘车前出。接近目标点位，

救护人员下车后背着野战急救箱，熟练

运用跃进、匍匐等战术动作，很快找到

“伤员”。

伤情报告传回手术组后，郭慧慧简单

处理了自己的伤情，就投身到工作中——

一名“伤员”急需进行手术救治。

手术准备工作迅速完成，“伤员”也

被送到方舱，郭慧慧对其进行清创，并

配合医生开展手术救治。虽然是演练，

但他们坚持每一个步骤都严格按照战

场手术救护要求。手术持续了近 2 个小

时，直到“伤员”转危为安后，他们才松

了一口气。

阶段工作结束后，考虑到郭慧慧受

伤，大家提出把她调整到任务相对较轻

的岗位。“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党

员就是在最困难的时候，敢于把担子挑

在肩上的人。”郭慧慧坚定地说，这点伤

不算什么，她能坚持到底。

“10 名‘伤员’将在 20 分钟后送达，

令你组额外搭设 1 顶医疗帐篷。”接到指

挥组命令，救援队轻伤救治组组长、文

职党员沙立德迅速安排工作。由于时

间紧、任务重，有许多需要紧急处置的

“伤员”，有人建议向上级申请抽派人员

加强力量。“战场上分秒必争，必须做好

最坏的打算，在难局危局险局中把本领

练过硬。”沙立德这样说。

随后，沙立德安排部分队员负责救

治“伤员”，其余队员搭设帐篷。帐篷搭

设过程中，沙立德冲锋在前，队员们深

受 鼓 舞 。 最 终 ，大 家 圆 满 完 成 临 时 任

务。“如期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加

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这不

是轻轻松松就能实现的，需要每名军队

人员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的努力。”

沙立德深有感触地告诉大家，当前最重

要的就是撸起袖子加油干，一步一个脚

印把党的二十大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

与本职工作结合起来，并付诸行动、见

之于成效。

演练继续紧张进行，突然有人大喊：

“快来人，有人晕倒了！”原来，文职党员

安若宾一直穿着防护服连续实施救护，

因体力不支倒在了战位上。

战友们立即将安若宾抬上担架，进

行吸氧和紧急补液。安若宾清醒后，大

家劝她先休息，可她稍作休整后，又重

新投入到救治任务中。

救援队能够顺利完成各项卫勤保

障 任 务 ，离 不 开 每 一 名 队 员 的 全 力 以

赴 、努 力 拼 搏 。 据 了 解 ，这 支 救 援 队

中，文职人员占一半以上，是一支坚强

有 力 的 队 伍 。 连 日 来 ，通 过 认 真 学 习

党 的 二 十 大 精 神 ，文 职 党 员 的 先 锋 模

范 作 用 发 挥 得 更 充 分 了 ，文 职 人 员 的

训 练 激 情 更 高 涨 了 ，保 障 打 赢 的 意 志

更坚定了。

演练结束，再次开展学习讨论，郭

慧慧动情地说，通过认真学习党的二十

大 精 神 ，大 家 奋 斗 强 军 的 信 念 愈 加 坚

定。作为一名文职党员，只有执行好每

一次任务，完成好每一次演练，不断磨

砺本领技能、锤炼战斗精神，才能确保

在关键时刻上得去、救得下、治得好。

上图：沈阳联勤保障中心第 967 医

院某应急医学救援队手术组在野战医

疗方舱内开展救护训练。

本报特约记者 汪学潮摄

卫 勤 演 练 冲 在 前
—沈阳联勤保障中心第967医院文职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纪事

■石继忠 刘奕麟 本报特约记者 汪学潮

文职党员风采录

夜阑人静，秋风萧瑟。东南沿海某

演训场，某型装备威武列阵。随着指挥

员一声令下，装备应声启动，并顺利完

成预定任务。至此，该装备参与部队训

练首战告捷。

“目睹自己监造生产的装备在演训

场展现出过硬战斗力，一股自豪感油然

而生！”此刻，参与保障任务的陆军装备

部武汉军代局某军代室文职军代表、高

级工程师刘全文心中满是欣喜。

2020 年，该型装备首批生产交付

任务下达。那时，刘全文正面临转业

与转改文职人员的抉择。因为他是专

家人才，室领导提出希望他能留在部

队，并受领该型装备的合同监管与质

量监督任务。刘全文虽倍感压力，但

对装备事业的热爱让他义无反顾。“不

忘初心，继续坚守在装备监造一线。”

他放弃转业到大城市的机会，选择成

为一名文职人员。

从“橄榄绿”到“孔雀蓝”，虽然身份

变了，但刘全文献身装备建设的初心始

终没变。作为主管军代表，回想起新装

备批量交付部队的点滴过程，刘全文感

慨地说：“从科研攻关、过程把关，到检

验试验、发运交付，任何流程任何环节

都不能有一丝差错。”

相较上一代装备，新装备信息化程

度、战技术指标都大幅提升，这给刘全

文的工作带来了全新挑战：装备主体结

构改变，必须从头学起；军检指导文件

中的部分内容已不合时宜，必须重新编

写修订；上一代装备存在的一些问题，

必须逐个解决……

面对艰巨挑战，刘全文立下了坚决

完成任务的“军令状”。经验不足，就学

中干、干中学；时间不够，就“白加黑”

“五加二”。原料车间、装配现场、调试

工房、办公室、资料室，处处留下了他忙

碌的身影。

很快，刘全文学习掌握了新装备的

结构原理、指标参数、工艺规程。一次

联席会上，他熟练说出关键部件的检验

规范标准，让在场人员钦佩不已。

按照装备监管要求，首批装备成建

制采购，需通过联调联试后才能交付。

任务过程中，由于不可控因素增多，配

套零部件供应不够顺畅，导致规划执行

风险性增加。

“必须提前研判，采取有力举措。”

刘全文带领骨干成立攻坚小组，探索实

行质量进度联合巡查和月度履约推进

机制，定期分析履约风险，确定堵点卡

点，督导工厂建立专项生产交付体系，

倒排时间节点。在进度最吃紧的那段

时间，刘全文铆在战位上，吃住在办公

室，奔波各地参加评审会、推进会数十

次，积极协调军代局机关、其他军代室、

配套厂家、试验机构等，有效化解风险

10 余项，确保了新装备如期保质交付

部队。

从事装备监造事业 10 余年，刘全

文用坚守、实干和奋斗，诠释了一名装

备人的初心，践行着一名军代表的使

命。“今后，我将在党的二十大精神指引

下，以只争朝夕的精神状态，奋进新征

程、建功新时代。”刘全文说。

下图：刘全文正在检查某型装备。

王 凡摄

情
系
装
备
监
造
一
线

—

记
陆
军
装
备
部
武
汉
军
代
局
某
军
代
室
文
职
军
代
表
刘
全
文

■
李
振
刚

杨

鑫

创优龙虎榜

作为一名人力资源干事，我平时与

战士们打交道比较多，但一开始沟通协

调不太顺畅，工作效率也不高。“是因为

普 通 话 不 标 准 ，还 是 沟 通 方 式 出 了 问

题？”我陷入了苦闷。

看到我工作中遇到问题，保障队副

队长丁关洪对我说：“干工作不能置身事

外、脱离基层，要真正走近战士、贴近战

士，做战士的知心人。”此后，我开始留心

观察丁关洪开展工作的方式方法。

下士小王办事雷厉风行，多次圆满

完成任务，但有段时间受到表扬的次数

多了，他好像有点飘飘然。丁关洪察觉

到他的思想波动后，没有正襟危坐找他

谈话，而是趁着体能训练时间约他进行

小比武。赛后聊天时，丁关洪随口提醒

小王“被表扬多了，可别找不到东南西

北”。小王有些脸红地回应说：“前一阵

确实是有点懈怠，今后肯定改正。”很快，

小王就调整好了心态，恢复到良好的工

作状态，沉下心来认真完成每项任务，也

没背任何思想包袱。

上等兵小薛入伍前家境较好，刚来

部队时花钱大手大脚，手机要买最新款、

衣服要买明星款、鞋子要穿限量版。丁

关洪得知后，没有一味开展批评教育，而

是 引 导 他 记 录 月 度 账 单 、设 置 购 物 预

算。在丁关洪耐心引导下，小薛花钱开

始有了章法，不仅把月底结余的钱汇到

家里，工作专注度也提升了很多。

这几段经历让我深有感触。丁关洪

平时和战士们学在一起、干在一起，对每

名战士的情况了如指掌，做事有章法有

技巧。而我了解有关情况时，虽然跟战

士坐得近，但实际上心的距离很远，开展

工作只会搬用开会式的“谈心体”、寒暄

式的“套路话”，开头一句“您好”，走时不

忘“再见”，这样很难了解掌握战士内心

的真实想法。

要做战士的知心人、贴心人，就要用

真心了解他们，用真情倾注他们，不能蜻

蜓点水走形式、不求实效走过场。与战

士沟通心连心，源于知兵懂兵。明白了

这个道理，我也明确了下一步努力方向。

做战士的知心人
■讲述人 新疆军区某部文职人员 汤玉松

我的文职情

10 月底，太行山腹地，一场救护课

目考核正在进行。

“前方遭袭，2 名战友受伤严重，请

求 抢 救 支 援 ！”考 核 组 下 达 作 战 命 令

后，一名医护人员组织几名卫勤官兵，

分 组 交 替 掩 护 前 出 ，熟 练 运 用 战 术 动

作 ，一 边 观 察“ 敌 ”情 ，一 边 搜 救“ 伤

员”。迅速将“伤员”移动至掩体内，他

们抓紧展开止血、包扎、固定等一系列

急救处置，整个过程快速高效，得到考

核组好评。

带领大家取得优异成绩的，是郑州

联勤保障中心某部文职人员李晨阳。

李晨阳入职之初，还不是现在这般

干练模样。2020 年，李晨阳怀着对军营

的向往，如愿成为一名文职人员。可就

在去单位报到的路上，看到眼前越来越

荒凉的景象，他有些犹豫了。

“革命战争年代，刘邓大军就战斗

在这里。老一辈革命家率领八路军一

二九师浴血千里太行，打退敌人多次进

攻……”同行的军人干部金晓力看李晨

阳情绪有些低沉，便主动打开了话匣子。

李晨阳从小生活在城市，对革命老

区的认识并不深刻。听了金晓力的话，

李晨阳有些激动。

入职后，不等李晨阳细想，紧张的

岗 前 培 训 就 开 始 了 。 整 理 内 务 、学 习

教育、军事训练……李晨阳每天的时间

都被安排得很满。一想到其他同学都

在 城 市 医 院 工 作 ，自 己 却 来 到 了 山 沟

里，他心里还是会有些不是滋味。

但随后的一次革命传统教育，改变

了李晨阳的想法。那天，单位组织文职

人员前往八路军一二九师纪念馆参观，

光辉的革命历史和厚重的红色文化让

李晨阳深受触动。

“八路军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亲自

选址，在这里设立了战地医院……”看着

图片中简陋的医疗条件和抢救伤员的情

景，李晨阳驻足良久、思绪万千。

这时，金晓力对李晨阳说：“战火硝烟

中，拿起手术刀是医生，架起机关枪是战

士，他们一边救人一边战斗，为挽救战友

的生命不顾个人安危，是我们学习的榜

样。”这番话让李晨阳扎根军营建功立业

的信念变得坚定。“既然身穿迷彩，就要努

力让自己出彩。”李晨阳下定决心，要用实

际行动向老一辈革命家学习，传承好、发

扬好他们留下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扛

起使命担当。

思想通，事事通。从那以后，李晨阳

经常主动经受摔打磨练，训练场成为他

业余时间最常去的地方。一次，上级下

达 考 核 任 务 ，李 晨 阳 主 动 请 缨 参 与 组

训。他白天与战友们一起推演训练方

案，晚上加班学习考核大纲。经过加钢

淬火，他的能力素质得到快速提升。

如 今 ，李 晨 阳 原 本 白 净 的 脸 被 晒

得 黝 黑 ，身 上 的“ 兵 味 ”越 来 越 浓 了 。

前不久，李晨阳参加培训归来，干事创

业的底气更足了。他说：“认真学习党

的 二 十 大 精 神 ，我 深 受 鼓 舞 。 我 要 接

过老一辈革命家的精神火炬，让红色精

神扎根灵魂深处。”

扎根山沟不言苦
—郑州联勤保障中心某部文职人员李晨阳建功立业的故事

■张 强

我的岗位请放心

文职影像

连日来，武警合肥支队加

大医疗巡诊力度，为官兵及时

送去医疗服务。图为支队文职

主治医师吴宗阳（前排中）为官

兵讲解训练伤的包扎方法。

本报特约记者 徐 伟摄

主人公心语：虽然身处山

沟，但我始终热爱这片土地，

因为这里有老一辈革命家为

我们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