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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 打 针 、少 吃 药 ，一 根 银 针 除 烦

恼。”在海拔 4000 多米的喀喇昆仑高原

驻训点，提到联勤保障部队第 941 医院

中医科主任医师汪金萍，官兵们亲切地

称她为“汪一针”。

银针细小，作用不小。执行卫勤保

障任务期间，无论是在野战医疗点，还是

到边防哨所巡诊，汪金萍总是“针线”不

离身：细细的银针和穴位埋线，可以帮官

兵解决许多健康问题。

一天早上，陆军某旅二级上士党清

华一步一挪来到诊疗室。原来，前一天

晚上他维护装备时不小心扭了腰，当时

没在意，早上起床却感到疼痛难忍。汪

金萍仔细检查，确认是急性腰扭伤后，便

拿出理疗针，摇针、提插、捻转，一气呵

成，手法娴熟。20 分钟后，原本疼得站

不直的党清华已经能站立行走，拧成一

团的眉头也舒展开来。

“医生，我疼得厉害，再给我开点药

膏吧。”一次，陆军某旅一级上士朱云明

被 反 复 发 作 的 肩 周 炎 折 磨 ，到 门 诊 求

助。当天值班的汪金萍主动提出，可以

试试用针刺艾灸加穴位埋线治疗。她拿

起一根长长的银针，摸准朱云明肩膀周

围的穴位，扎下数针后将穴位线埋入体

内 ，并 点 燃 艾 条 对 着 针 柄 位 置 熏 烤 加

热。取针后，朱云明肩膀能自由活动了，

疼痛明显减轻。经过多次治疗，他的肌

肉劳损缓解了。“我很久没再犯肩周炎，

训练也更加有劲了。”从那以后，朱云明

逢人便夸赞汪金萍的“妙手”。

由此，诊疗点有个医术高超的“汪一

针”的消息传开了，一些官兵出现训练

伤、常见病都来找她治疗。

银针细，服务官兵的心更细。在长期

工作实践中，汪金萍总结出一套特色诊疗

针法。训练中的跌打损伤，通过针刺艾灸

和穴位埋线配合穴位推拿按摩，能快速止

痛散瘀；生活中的头疼脑热，经过针灸手

法结合药物，可以加速康复……她还运用

中医原理，针对官兵在高原容易出现胸

闷、气短、心慌等实际情况，自创了一套保

健操，每到一个点位巡诊便教给大家，收

到良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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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修理工考核第一名是文职

人员周旭！”7 月下旬，武警安徽总队

组织后装专业比武，成绩一公示，就

在官兵中引起热议。在多个专业考

核中，文职人员榜上有名，有的还名

列前茅。

“近年来，越来越多文职人员在后

装岗位上崭露头角，成为一支重要力

量。”该总队保障部领导介绍，将文职

人员纳入比武竞赛，有利于全面检验

专业训练成果，进一步激发大家练兵

备战热情。

演训场上热浪滚滚、暑气蒸腾，

文职人员与官兵一起，挥汗如雨、苦

练硬功。运输投送专业考核现场，驾

驶员驾驶军用卡车加速、转弯、倒车，

车辆在狭小的路桩间灵活穿行；卫勤

专业考核现场，医护人员连贯完成心

肺复苏、止血包扎等课目，将“伤员”

后送至安全地带；军需营房专业考核

现场，炊事员综合考量季节气候、训

练任务、营养摄入、体能需求等要素，

精心制作伙食……

首 次 参 与 考 核 便 拔 得 头 筹 的 周

旭 ，回 想 起 这 次 难 忘 经 历 激 动 地 表

示：“比武考核能检验我们综合运用

各 项 技 能 的 水 平 。”“ 比 武 全 程 情 况

不 断 ，考 验 了 我 的 临 机 处 置 水 平 。”

黄 山 支 队 文 职 人 员 、医 生 宋 晓 同 样

深有体会。

图①：运输投送专业考核现场，油

料保管员进行油料初期火灾扑灭。

图②：卫勤专业考核现场，医护人

员开展清创缝合。

王祎鑫摄

武警安徽总队多名文职人员——

演训场上练硬功
■蔡啸天 王祎鑫

盛夏时节，庐山脚下。

硝烟弥漫，热浪蒸腾，我的心脏随

着密集的爆炸声跳动，似乎下一秒就要

冲破胸膛。

“有战斗员负伤，请求救援！”考官

一声令下，作为医生的我与卫生员携带

担架和急救包，迅速判断战场环境后，

按照战术动作要求快速出动，采取侧姿

匍匐方式将“伤员”转移至安全地带。

伤情检查、清洗消毒、包扎固定……简

单处置后，我们抬起担架，一路躲避“枪

林弹雨”，顺利撤出战场。

走下战术考核场，我如释重负：这

次没有重蹈覆辙，而是用实际行动打了

个翻身仗！

几个月前，为锤炼部队实战环境下

遂行多样化任务能力，全面检验各专业

协同作战水平，支队计划在野外驻训期

间组织一场全要素实兵对抗演练。

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我大学毕

业后主动申请医务援疆，在专业素养

和 救 治 水 平 方 面 有 一 定 的 经 验 和 基

础，后考取武警江西总队九江支队文

职人员。入职后，我一直渴望承担重

大演训的卫勤保障任务，接受“战火硝

烟”的洗礼。得知演练消息，我感到证

明自己的机会来了，于是主动请缨随

队执行任务。

演练中，红蓝双方展开激烈的攻防

战斗，无人机不时升空侦察，特战队员

时而匍匐缓慢前行，时而结队快速突

击，各专业密切配合、交替掩护。战友

们不惧艰险、奋勇争先的昂扬斗志，让

置身实战的我也热血沸腾。

“突击组有人受重伤，请求医疗救

援。”那一次，对讲机里传来呼叫，没等

导调组下达命令，我便携带急救包快速

冲向“伤员”，心想：终于轮到我上场了。

对“伤员”来说，时间就是生命。我

抱着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想法，一心

想以最快速度实施救护，就冒着硝烟径

直冲上去对“伤员”展开伤情检查评估，

按照流程步骤救护后将其抬上担架，快

速撤离。

“救护人员缺乏战术意识，战术动

作不规范，行动失败。”刚撤下来就接到

导调组判定战场救护行动失败的消息，

我一下子愣在原地，心头涌上懊恼、不

解等情绪：“军队人员不就是应该发扬

战斗精神，不惧牺牲、勇于冲锋吗？”

“小田，你认为冲劲和冲动有什么

区别？”复盘总结会上，支队作训股股长

李扬政的话一下点醒了我。他告诉我，

战斗精神其实包含了执着信念、顽强意

志、战斗作风、心理素质、纪律观念等多

个维度。实战中，在讲科学、练战术、研

战法、懂团结、会配合的基础上发扬奋

勇拼搏的战斗精神，才能最大程度发挥

战斗员作用。

随后，大家帮我分析行动失败的

原因，让我对自己的职能定位和实战

化训练标准有了新的认识。战场是充

满 血 与 火 、苦 与 累 、生 与 死 的 残 酷 竞

争，无论是一线战斗员还是保障人员，

都是战斗中不可或缺的一环，要随时

做好流血牺牲的准备。但血性不是任

性 ，如 果 不 顾 集 体 大 局 、不 讲 策 略 方

法，只凭个人意识冲动行事，只会适得

其反。

战斗精神不仅体现在敢打敢冲、不

惧生死上，也体现在智勇双全、科学高

效上。只有遵循战场规律和实战要求，

精神上始终保持“嗷嗷叫”的士气、“不

服输”的斗志、“争着上”的姿态，行动中

服从命令、服从大局、严守纪律、科学

严密，才能避免盲目蛮干，使每个个体

的战斗精神汇聚成强大合力。

从那以后，我主动申请参与基层单

位的实战化练兵，加强战伤救护等卫勤

课目训练，锤炼战术动作、敌情意识和

特情处置能力，在严与苦中砥砺血性、

在难与险中磨砺意志，锻造卫勤实战硬

功。同时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协助机关

业务部门分析支队卫勤工作现状，并结

合自身专业特长，围绕训练伤防治、身

体机能提升等提出科学合理的意见建

议，得到了领导和官兵们的认可。

（本报特约通讯员刘 强整理）

精谋略，善冲锋
■讲述人 武警江西总队九江支队文职人员 田继伟

“伟飞，祝贺你。在这次保障任务

中，你勇于迎接挑战，展现了良好的作

风形象，比起刚入职时的状态，称得上

是脱胎换骨了！”前不久，我被表彰为先

进，收到战友于伟兵发来的祝贺短信。

看着这几行短短的文字，我内心涌动着

感慨和激动。

说实话，刚入职时我还是有些松懈

安逸思想的，感到军队院校的文职人员

不仅有寒暑假，而且工作环境相对稳定

融洽，只要按部就班工作就好。至于承

担大项任务、参加重大行动等，我从未

想过要主动争取。

与我同批入职的文职人员于伟兵

和我不同，他当过兵、有过部队历练，参

加工作积极主动、担当尽责，始终保持

着旺盛斗志和拼搏劲头。“在‘舒适圈’

里 待 着 不 舒 服 吗 ？ 干 嘛 总 想 着 踏 出

去。”每当我这样说，他便提醒我：“‘躺

平’只是一句玩笑话，真的躺下了，再想

起来可就难了。”我虽有所触动，但行动

上还是没有多大改变。

那次，单位组织文职人员培训，进

行匍匐前进等课目训练时，我觉得“点

到 即 止 ”就 可 以 了 ，于 是 开 始“ 磨 洋

工”。而于伟兵始终努力认真，动作快

速标准，我还在缓慢行进时，他就像支

箭一般蹿了出去。

训练点评时，教官不仅表扬了表现

突出的战友，也充分肯定了那些虽然成

绩不够优异，但态度积极的文职人员。

“穿上这身迷彩，就要拿出个‘兵’的样

子来！”虽然教官没有点名道姓，但我知

道这是对我的批评。

一次训练间隙，大家围绕“如何培

育文职人员战斗精神”的话题进行讨

论。有个别和我抱有类似想法的文职

人员说：“我们是文职人员，又不是军

人，日常工作中没有‘刀光剑影’，有必

要按这么高的标准要求自己吗？”于伟

兵说：“革命战争年代，人民军队靠着一

股压倒一切的‘气’弥补了‘钢’的不足，

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如今虽然战

争形态不断演变，但无所畏惧的胆魄和

锐气不能丢。”

训练场上锤炼的血性，在文职人员

日常工作中有没有作用？“其实战斗精神

不仅体现在战场上，也体现在在任何艰

难困苦面前决不低头、敢于拼搏，直至夺

取胜利的过程中”“精神的力量，有时比

想象中更加强大”……在越加深入的讨

论辨析中，我的思想开始逐步转变。

后来，在一次腹部绕杠课目训练

中，教官鼓励我上前为大家示范。“教官

能轻轻松松做几十个，就我这三脚猫的

功夫，还是不要班门弄斧了。”一开始，

我又产生了逃避退缩的念头。

“能不能行，试试才知道”“做不了

10 个，连 1 个都做不了吗”……我被教

官和战友的话激起了血性，跳上单杠，

按照平时练习的规范和要领，一口气做

了 10 个。

就在大家认为我已经到了极限时，

教官一边快节奏拍掌一边鼓励我：“再

多做一个，再来一个。”我咬紧牙关继续

坚持，最终竟以 19 个的成绩刷新了自

己的纪录。

跳下单杠，尽管双手已磨破了皮，

胳膊也止不住发抖，但我内心充盈着一

种超越自己的成就感。那一刻，我更加

明白，躺平也许一时舒服，但成就和幸

福只有通过奋斗才能获得。拼一把的

感觉，其实更好。

血性不是天性，而是在艰险、苦累

的训练和实践中磨砺出来的。战友的

好学上进、教官的教导示范、军营的精

神熏陶……这些都教育影响着我，让我

一点点做出了改变。

培训结束正式走上岗位时，我已经

不再把“躺平”挂在嘴边，得过且过的思

想也从脑海中消失。我清楚知道，血性

如刀，越磨越利。未来信息化战争的突

发性、残酷性、破坏性空前增大，高新技

术装备的精确性、隐蔽性、智能化空前

提升，这些变化和挑战，对军队人员战

斗精神的要求不是低了，而是更高了。

鸟笼里飞不出雄鹰，浅水里练不出蛟

龙。作为一名军队文职人员，只有时刻

以昂扬的精神和干劲履行职责使命，培

育敢打必胜的血性、团结协作的品格、

沉稳坚韧的心理和英勇顽强的作风，才

能在关键时刻不掉链子、不挂空挡，从

容应对各种挑战。

如今，我多次在保障任务中表现积

极并获得表彰，用实际行动得到了领导

和战友的认可。我可以自豪地说，从曾

经的“躺平派”到后来的“冲锋队”，我已

经渐渐读懂激扬血性、锤炼本领的意

义，开始在服务官兵、服务打赢的强军

道路上全力奔跑……

砺血性，莫躺平
■讲述人 战略支援部队航天工程大学文职人员 陈伟飞

最美身影

文职影像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强化战

斗精神培育。“气者，人之根本也。”在

抗美援朝战场上，志愿军将士面对强

敌，发出了“三个不相信”的英雄宣言，

最终以“钢少气多”力克“钢多气少”。无论时代如何发展，

战斗精神永远是事关打赢的精神支柱，永远是激发昂扬斗

志的重要法宝。虽然军队文职人员不直接参与一线作战

行动，但战斗精神的培育同样忽视不得、弱化不得。

“物质的原因和结果不过是刀柄，精神的原因和结果才

是贵重的金属，才是真正的锋利刀刃”。一个懦弱的“剑

客”，即使拥有最锋利的宝剑，也不可能战胜对手；一支装备

精良的军队，如果缺少血性虎气，也不可能打胜仗。内心充

盈着决不退、决不让、决不软、决不怕

的血性和气概，文职人员才能在困难

面前迎难而上，不推诿、不逃避；在风

险面前积极应对，不畏缩、不躲闪；在

机遇面前主动出击，不犹豫、不观望，在日常工作和服务打

赢中当主力、挑重担。

当 然 ，战 斗 精 神 不 是 鲁 莽 的“ 匹 夫 之 勇 ”，而 是 与 智

慧谋略高度统一的可贵品格，是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行

为实践。信息时代的战斗精神培育，对科学精神和科技

制胜意识提出更高要求。本期，我们了解一下两名文职

人员在岗位实践中激发战斗豪情、砥砺血性胆魄的亲身

经历。

我的文职情

既 要 敢 打
敢冲，更要服从
大局！

周 洁绘

周 洁绘

编 者 的 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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敢 于 拼 搏 才
能超越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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