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 ２０２３年１１月１５日 星期三责任编辑/金雅兰 许果果 文 职 方 阵

编辑这组稿件时，编者不由想起曾

听个别文职人员说起的一个观点：担当

是领导干部的责任，文职人员执行好命

令、完成好工作即可。言外之意，文职人

员按部就班工作，不需要太强的担当意

识。对此，编者不敢苟同。

当前，国防和军队建设站在新的历史

起点上，摆在军队人员面前的使命更光

荣、任务更艰巨、挑战更严峻。“有责任有

担当，青春才会闪光。”时间翻开新的一

页，历史提出新的课题，书写答卷的笔已

经握在文职人员手中，作答前应当对照初

心使命和战位职责，审视反思、扪心三问。

审 视 担 当 意 识 ，问 问 自 己“ 要 不

要”。“致力非凡之事业，定有非凡之精

神、非凡之担当。”对军队文职人员而言，

“担”就是担当责任、担当使命；“当”就是

当仁不让、当之无愧。担当是一种追求

卓越的主动意识和迎难而上的奉献精

神，体现着知重负重、舍我其谁的思想境

界，彰显了着眼大局、服从全局的价值观

念 。 文 职 人 员 不 能 做 不 敲 不 响 的“ 木

鱼”、不推不动的“车轮”、不旋不转的“陀

螺”，而是要尽力把视野投向中心点、把

眼光放在长远处，跳出“小我”圈子，主动

挑担子要任务，淬炼“肩负千斤心里甘，

背负万石情有愿”的觉悟。

审 视 担 当 勇 气 ，问 问 自 己“ 敢 不

敢”。验金用火，验人用难。越是关键时

期、越是任务繁重，越能考验文职人员担

当的决心勇气。从心理上讲，人都有避

难避险的意识，但文职人员应认识到，难

事既是压在肩上的重任，更是提高素质、

展现能力的机遇，不能因怕出事而少干

事、因怕担责而不干事。如果顾虑“干得

越多，出错越多”，就可能畏首畏尾、止步

不前；如果“只想出彩，不想出力”，就可

能错失良机、一事无成。文职人员只有

磨练出艰险摧不垮、困难压不倒的勇气

和坚韧，才能过了一山再登一峰，跨过一

沟再越一壑。

审 视 担 当 能 力 ，问 问 自 己“ 行 不

行”。担当不是一句口号，也并非拍拍胸

脯那么简单，工作本领是担当尽责、成就

事业的重要内在支撑。文职人员不仅要

愿上、敢上，更要顶得住、拿得下；不仅要

争做“主人翁”，更要争做“实干家”——

在日常工作和重大任务中主动担苦、担

难、担重、担险，经受严格的思想淬炼、政

治历练、实践锻炼，在深学笃信中拓展思

维视野，在总结探索中提升素质本领，在

知行合一中主动担当作为，努力成为面

对困难能够迎难而上、关键时刻能够挺

身而出、危急关头能够化险为夷的先锋。

扪心三问识担当
■金雅兰

10 月 20 日 ，军 队 人 才 网 发 布 了

《2024 年 军 队 文 职 人 员 公 开 招 考 公

告》和《2024 年军队文职人员公开招

考报考指南》。

相比往年，今年文职人员招考工

作在多个方面出现变化。比如，设置

了岗位最低报考比例和压减岗位计划

方案，明确了不得报考的人员类别，对

第二学位、辅修学位、国（境）外学科专

业报考作出规定等。这些变化表明，

文职人员招考工作更规范细致，标准

更全面严格，“孔雀蓝”队伍建设质效

将得到进一步提升。

自 全 军 首 次 面 向 社 会 公 开 招 考

文职人员以来，招考政策不断健全完

善，为打造高质量文职人员队伍提供

了遵循、指明了方向。从这个意义上

说，招考方向体现政策导向，招考要

求彰显人才需求。为强军兴军输入

更加优质的新鲜血液，正是招考工作

变化的着眼点和落脚点。

政治标准是我军人才第一位的标

准，政治要求是对我军人才最根本的

要求。此次公告明确的不得报考人

员，把“被开除中国共产党党籍的”“被

开除公职的”“被依法列为失信联合惩

戒对象的”等列入其中，也是对基本政

治素养的一道把关。文职人员只有具

备过硬的政治素质，才能信得过、靠得

住，才能在关键时刻站得出来、顶得上

去。因此，报考人员不仅要专业过硬，

也要在价值追求、精神境界、思想品

质、道德操守等方面从严律己，全面打

牢政治基础。

推动我军高质量发展，离不开人

才，尤其离不开拔尖创新人才，他们往

往是新兴领域的开拓者、重大项目的

带头人，对强军兴军事业有着重要意

义。此次招考，明确免笔试直接面试

岗位公开招考，分批次组织实施；2024

年第一、二、三季度，中央军委政治工

作部文职人员主管部门将各再发布一

次免笔试直接面试岗位公开招考计

划。应当看到，向博士研究生，以及

“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的理

学、工学、医学硕士研究生递出“橄榄

枝”，充分说明军队对拔尖创新人才的

重视和期许。文职人才方阵强了，各

类创新人才多了，军队建设的底气就

足、腰杆就硬。

强军之道，要在得人；得人之要，

必广其途以储之。为选聘更多优秀

人才，此次报考指南不仅明确留学回

国人员可以报考，还明确第二学位满

足岗位条件要求的，国（境）外学科专

业与报考岗位专业所学核心主干课

程一致的，都可以报考。此举旨在增

强军事职业的社会认同感，提升文职

人 员 制 度 的 社 会 吸 引 力 和 认 可 度 。

建设一支高素质新型文职人员队伍，

既是强军事业的时代呼唤，也是改革

强军的必然要求。只有以开放胸怀

集四海之气，精析岗位要求、精细考

核标准、精准按岗择人，才能聚天下

英才而用之，让更多“千里马”奔驰在

强军兴军征程上。

聚天下英才

而用之
——浅谈文职人员招考工作变化

■周燕虎 于 博

深秋时节，山城腹地警报响起、硝烟

弥漫，武警重庆总队执勤第五支队一场

实战化战术演练紧张进行。

指挥网链上下贯通、动态数据实时

共享……现场各作战模块紧密配合，衔

接顺畅。完成任务后，该支队参谋部信

息通信股文职人员许容玮与官兵一起，

开展复盘总结。

再过不久，某大型演训活动就要展

开。近期，许容玮活跃在演训场，收集一

组组“冒热气”的战斗数据，听取一条条

直指问题的对策建议。“运用智能设备构

建多维立体情报数据网，推动指挥控制

精准直达系统末梢”……通过调研，他对

如何进一步优化情报数据共享链路的想

法更加清晰。

“理论的价值在于指导实践，学习的

目的在于有效运用。”该总队领导表示，

注重分类指导，是我党我军一贯倡导和

实行的科学工作方法。结合主题教育，

他们组织各级机关干部和文职人员开

展调研，为党委决策提供合理化建议。

着眼单位和人员范围广、类型多的特点，

他们围绕党的建设紧迫问题、战斗力提

升瓶颈问题、转型发展矛盾问题、基层官

兵急难愁盼问题等方面，坚持具体问题

具体分析，不同情况区别对待，不断提高

运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实践、推动工作

的能力。

调研中，各级注重发挥文职人员学

历高、思想活、视野广的优势，组织大家

边学习、边调研、边实践，以帮建基层的

实效体现主题教育的成效。深夜，执勤

第一支队纪检监察科文职人员邓宏均结

合检查调研情况，梳理总结“帮后进中队

‘脱贫摘帽’”的对策措施。

“主题教育中，与实际联系得越紧

密，提出的对策建议含金量就越高，推动

发展的成效就越好。”前段时间，邓宏均

先后在多个中队检查调研 20 余天，为中

队党支部在党员教育管理监督、密切内

部关系等 6 个方面，分类梳理形成了 30

余个问题台账，依据官兵意见建议，制订

个性化措施，明确整改时限和责任人。

调研结束回到机关，邓宏均很快上

交了一份调研报告。支队党委研究后，

对一些“表象在基层、根子在上面”的问

题主动认账领账，上下联动、立说立行开

展整改。

邓宏均告诉笔者，下一步，机关各部

门会持续抓好过程管控和跟踪问效，做

到问题不解决不松劲，解决不彻底不放

手。

“一分类就具体，一具体就深入。”这

也是执勤第三支队宣传保卫股文职人员

任鹏的切身感受。前段时间，他通过座

谈交流、问卷调查、意见恳谈等形式，倾

听官兵对于处理涉法问题的心声，并向

支队党委提出了相应意见建议。10 月

份以来，2 起因财务纠纷、工伤赔偿导致

的官兵家属涉法问题得到妥善处理，有

效激发官兵干事创业积极性。

武警重庆总队各支队加强机关文职人员调研工作分类统筹—

到一线收获“真知灼见”
■张永清

“文件初稿完成了，但有的内容表

述不够准确，需要进一步打磨……”夜

晚，银白的月光洒在沈阳联勤保障中心

一间会议室的窗台上，多名工作人员围

坐在一起，对医保管理有关制度规定进

行深入讨论。

推广相关制度规定面临的情况复

杂，涉及多个领域，如果语焉不详或表

达不准确，就可能导致文件的普适性和

可操作性打折扣。面对难题，大家眉头

紧锁，会议室内一时陷入寂静。

“老高，你信息工作经验丰富，又熟

悉 政 策 ，能 不 能 牵 头 把 这 块 硬 骨 头 啃

下？”虽然肩上的任务已经很重，但面对

领导和同事的信任，北部战区总医院医

保办公室文职人员高轶没有犹豫和推

辞 。 他 知 道 ，在 这 攻 坚 克 难 的 关 键 时

刻，自己必须负责和担当。

时间紧任务重。高轶加班加点查文

件、找政策，大到一个章节、一个段落，小

到一个概念、一个名词，他都认真思考、反

复推敲。最终，完善后的文稿既符合相关

规定精神，又紧密结合实际需求。

提到高轶，很多战友和同事的印象

是，他工作认真负责，遇事敢于担当，从

不畏难退缩。2020 年底，医院重新组建

医保管理部门，面临着人员优化调整、多

院区同质化服务等诸多难题，矛盾多、任

务重、压力大，上下关注度高，大家都知

道这个工作不好干。但当组织找高轶

谈话希望他负责相关工作时，他表示坚

决服从组织安排。

初到医保办，一切都要从头来。“硬

骨头要一口一口啃，娄山关要一步一步

跨 。”高轶白天深入科室摸情况、找症

结、搞调研、寻对策，晚上铆在办公室逐

条核准数据，将一团乱麻理出了头绪。

工作思路清晰了，但“如何降低诊

疗成本”这个问题，始终萦绕在高轶脑海

里。“让患者尽量少花钱，又能享受更优

质更高效的医疗服务。”高轶给自己定下

目标：1年内实现医院医保基金结余。

那段时间，高轶经常研究琢磨，每

当在医疗保障管理辅助系统中看到一

些科室出现红色标记的“结超金额”，他

都会认真分析原因。耗材占比、药材占

比……高轶将自己制作的结超分析报

告发送给各个科室主任，标注了一个个

降低成本的关键点，挖掘医保基金结余

的可能性。

“采用这种手术处置方案，会不会

出现医保超支？”一次，某科室护士长找

到高轶进行咨询。高轶立即查询相关

报表，作出明确答复。

“该省的省，该花的花。”高轶认为，

医保基金应该为基层科室不断提高技

术、解决疑难病例提供支持。不少科室

在他的帮助下建立了医保管理小组，医

院医保基金支用比也在稳步提升。

敢于担当，既需要勇气，更需要能

力。那一年，国家统一医保信息平台建

设工作展开，数万名在院参保患者的信

息需要更新。如果采用人工录入方式，

不仅工作量大、出错率高，还需要奔波于

多个部门。研究思考后，高轶决定与驻

地医保中心领导和多家医院相关部门沟

通，论证运用信息技术进行数据迁移、快

速完成精准转换的方案可行性。

经过高轶奔波协调，在各部门协力

推动下，这一方案很快研究通过并获得

推广执行。

“无论是实现伟大梦想，还是实现人

生目标，前进道路上都不会是一片坦途。

越是在遇到困难波折的关键时刻，越需要

挺膺担当。”高轶表示，会继续以知重负

重、知责有为的实际行动奋勇争先。

北部战区总医院医保办公室文职人员高轶—

负 重 前 行 知 责 有 为
■孙先鹏 兰济民

时而眉头紧锁，从摊在桌上的资料

文件中来回翻找；时而紧盯电脑屏幕，

快速敲下一行行程序代码；时而拍打额

头，在不大的办公室里踱步深思……前

不久，笔者来到第 80 集团军某旅信息系

统运维室采访时，透过窗户便看到助理

工程师、文职人员宋强正为优化某评估

系统而攻关的场景。

提起开发这一系统的由来，一名旅

领导告诉笔者，一次旅队对各连战斗力

底数进行评估，由于以往存在标准不统

一等问题，大家对如何精准实施都没有

更好的办法。当时有人建议，可以与地

方公司合作开发一款软件，对基层连队

练兵备战各项数据进行量化分析。

“依托地方虽省时省力，但价格高

昂，且有安全保密方面的顾虑。”宋强思

考后主动请缨，担起了牵头开发这一软

件的重任。当时有人劝他，这任务就是

个“烫手山芋”，技术难关太多，而且没

有经验可循。

“能力是在爬坡过坎的过程中提升

的，责任是在搏击风浪的过程中扛起的，

不能瞻前顾后。”宋强坦言，这个系统旨

在综合衡量连队武器装备、人员组成、训

练成绩等内容，对连队战斗力进行赋分

评估，事关练兵备战能力提升，虽说难度

大、压力大、挑战大，但机遇也更大，他责

无旁贷，必须担起来。

受领任务后，宋强不知熬了多少个

夜。由于涉及许多新的技术领域，他常

废 寝 忘 食 查 阅 资 料 ，通 宵 达 旦 研 究 攻

关，一次又一次优化系统设计思路，核

对每一组测试数据，从上万条程序代码

中找出最有效的执行算法。

这样的冲锋，宋强经历过多次。

宋强刚来该旅任职不久，遇到上级

组织专业等级评定，一名旅领导找他商

量，能否开发一套便于官兵背记理论并

能 进 行 摸 底 考 核 的 学 习 工 具 。“ 没 问

题。”由于有在地方科技公司工作的经

历，宋强很有信心，他结合多年软件开

发经验，很快完成开发。

但软件测试时，暴露出不贴近部队

实际、数据统计不准等问题，没有通过

相关部门的审核。“界面单调枯燥，不像

是给官兵用的”“眉毛胡子一把抓，也不

区 分 兵 种 专 业 ”…… 面 对 一 些 官 兵 的

“吐槽”，宋强没有气馁。他虚心请教基

层官兵，收集整理厚厚一沓调研情况，

重新寻找开发军用软件的突破口。最

终，他以新型技术框架开发新的学习系

统，顺利通过审核，受到基层官兵好评。

去 年 ，上 级 组 织 指 挥 要 素 通 信 演

练。负责运维工作的宋强作为普通参

训人员，被抽调到固定指挥所台站。演

练初期，台站发送的文书、上报的资料

出现错情，受到上级批评。“填报资料繁

琐且易出错，是否可以编写一个小程序

进行高效处理？”宋强的思路让大家眼

前一亮。领导问他是否愿意牵头完成，

宋强说：“坚决完成任务！文职人员也

是‘兵’，当‘兵’就不怕挑担子。”

宋强连夜编写小程序对接指挥控

制系统，从系统里抓取原始数据进行处

理，并带领台站参训人员分析工作重难

点。后来，台站接收上级应急情况导调

时能及时准确作出处置，取得战区陆军

专业考核第一名的成绩。

入职以来，小到食堂点餐小程序、

人员抽选系统，大到独立运行的辅助办

公工具、大型信息管理系统，宋强为单

位开发各类系统 10 余套，梳理并编写了

多本系统运维手册，先后被表彰为“践

行强军目标先进个人”、“四有”优秀文

职人员、旅“精锐利剑标兵”等。

这不，完成某评估系统的优化升级，

宋强又一头扎进旅修理车间。看着备件

货架和航吊装置，他计划给修理车间设计

一套信息化系统，计划模块、工艺模块和

库存模块等构想在他的脑海浮现……

第80集团军某旅文职人员宋强—

爬 坡 过 坎 强 壮 筋 骨
■慕佩洲 魏 熙 申明明

解析文职人员履职尽责的N个关键词 担当 谈文论武

主题教育·文职行

连日来，武警安徽总队某支队抓好重难点训练课目示范教学，着力提升官兵战斗力。图为文职教员刘虓进行示范。

徐 伟摄

周 洁绘

文职影像

有 责 任 有
担当，青春才会
闪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