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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这次护理比武竞赛，我服务

备战打仗的意识和应急应变能力得到

进一步强化。唯有不断锤炼战斗精神、

磨砺本领技能，才能在关键时刻上得

去、救得下、治得好。”1 月上旬，联勤保

障部队大连康复疗养中心开展“当战场

需要我”主题报告，刚刚比武归来的文

职人员朱晶雯登上讲台，讲述了她这次

参赛的前前后后。

前不久，各联勤保障中心和解放军

总医院组队参加联勤保障部队组织的

护理比武竞赛，比武涉及野战救护技

能、军事体能、军事卫生理论知识等，是

一次综合能力的检验比拼。

参赛队员由各单位自行选拔和上

级随机抽点方式产生。一开始，朱晶雯

认为疗养系统文职人员距离战场较远，

自己入选的机会不大。但没想到，她最

终被抽中。这让她切身感到，无论身处

哪个岗位，文职人员都要随时做好在战

场上开展服务保障的准备。

朱晶雯是该疗养中心疗养三科护

士，平时负责保障疗养员，较少用到急

救等技能。时间一长，她服务备战打仗

的意识有所弱化。

这次比武的很多课目，对朱晶雯来

说都有挑战性。备战之初，她信心不

足。为此，疗养中心邀请北部战区总医

院护士长高锐等优秀文职人员进行指

导帮带。高锐在联勤保障部队卫勤比

武中勇夺三项第一的先进事迹，深深鼓

舞激励着朱晶雯不畏艰苦，全身心投入

训练。

动态条件下微光穿刺这项课目，

朱晶雯以前从来没练过，为了尽快掌

握 技 能 ，她 蒙 着 双 眼 ，坐 在 浪 木 上 练

习。山地 3000 米越野跑训练中，她有

一次鼻子突然出血，依然坚持跑完全

程……勤学加苦练，她的野战救护综

合能力快速提升，最终在比武中取得

优异成绩。

该疗养中心领导告诉记者，结合第

二批主题教育，他们针对疗养系统个别

文职人员服务备战打仗意识弱化、信心

不足等现实问题，通过典型激励、实例

剖析、强化训练等举措，引导文职人员

牢固立起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的标

准，锤炼过硬应急救护能力。

有天凌晨，一名疗养员突感身体不

适，全身发抖。正在值班的文职人员周

游、韩琳听到呼叫后，立即查体、诊断、

急救。经过 20 分钟紧急诊治，这名疗

养员转危为安。“以前遇到类似情况，我

们的第一反应就是转诊到就近体系医

院。如今我们会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处

置，为官兵提供更加高效的医疗保障。”

周游说。

“战友需要我，战场需要我。我将

义无反顾，练强胜战本领！”新年伊始，

该疗养中心组织官兵和文职人员进行

严寒条件下的野外训练。在此之前，他

们请心理卫生救援队队长、文职人员杜

长伟走上讲台，分享自己带领队员伴随

某旅，转战数千公里开展大漠练兵的经

历和心得。

典型引领方向，榜样凝聚力量。心

理卫生救援队队员们淬火加钢的事迹，

无异于一场有力的“战前动员”。大家

纷纷表示，要把训练场当战场，把训练

当实战，全面锤炼过硬本领。

野外训练中，没有一人喊苦喊累、

退缩不前，大家进一步提升了能力素

质，磨砺了战斗精神。一次急行军，全

程特情不断，大家时而奔跑时而隐蔽，

时而战斗时而急救。接到“前方数公里

发生激战，数名‘伤员’等待急救”的命

令后，身着迷彩的文职人员按照预先分

组，立即携带急救药箱和担架，紧张有

序进行现场救护。把“伤员”转移到指

定地域后，他们拼劲十足，很快投入下

一个任务。

上图：大连康复疗养中心心理卫生

救援队队长、文职人员杜长伟（左）指导

战友进行战术训练。 邢力博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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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教育？有人说，就是一棵树

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

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教育是做

人的工作，必须触动人的心灵，否则就

难以引起共情共鸣。

思想是行为的先导，对文职人员开

展教育首先要摸准他们的思想脉搏，如

此才能对症下药。文职人员虽然不直

接参与作战，但身份属性和职能定位决

定其需要服务部队 、聚焦打赢。现实

中，个别文职人员的入职动机仅仅是为

了解决就业问题，缺少身为军队一员的

战斗精神和服务备战打仗意识。

身边的星星最亮。解决这一问题，

可以考虑借鉴联勤保障部队大连康复

疗养中心的做法，将身边典型作为鲜活

教材搬上讲台，用身边人身边事激发文

职人员的责任感 、使命感。在此基础

上，注重建好用好实践锻炼平台，常抓

不懈、久久为功，助力文职人员更好履

行职责使命、应对各种考验挑战。

入职，不仅仅是为了“就业”
■张奇辉

【人物小传】史 玉 敏 ，海 军 航 空 大

学青岛校区某教研室教授、文职人员，

先后获得全国职业院校信息化教学大

赛 、全 国 高 校 混 合 式 教 学 设 计 创 新 大

赛一等奖，军队级教学成果三等奖、军

队科技进步三等奖，被评为“四有”优

秀文职人员、优秀教员，荣立个人三等

功 1 次。

前 不 久 ，海 军 航 空 大 学 青 岛 校 区

某 教 研 室 教 授 、文 职 人 员 史 玉 敏 开 始

讲 授 某 课 程 。 这 次 授 课 ，她 并 没 有 站

上讲台。

只见史玉敏和学员们围坐桌前，用

兵言兵语讲述兵情兵事，学习讨论氛围

活跃热烈。“晦涩的理论变得通俗易懂，

案例典型具体真实，让人印象深刻。”在

场的教学督导专家们频频点头，不约而

同给出“优秀”的评价。学员们都说，上

史教员的课一点都不枯燥。

其实史玉敏的课，是一门只有 15 名

学员学习的“小课”。一堂“小课”缘何

得到如此大的肯定？这离不开她 10 余

年如一日教书育人的真情倾注。

2007 年，怀着对部队的向往和对教

学工作的热忱，史玉敏加入军校教员队

伍。初来乍到，她没有教学经验，所教

课程与所学专业也不完全对口。“要想

赢得学员尊重，必须得有几把‘刷子’。”

她 在 参 加 新 教 员 培 训 、经 验 交 流 会 之

余 ，有 机 会 就 主 动 向 全 校 优 秀 教 员 请

教，有时间就去他们的课堂旁听。回到

办公室，她一遍遍进行试讲，直到满意

为止。

一位老教授对史玉敏说：“军校三

尺讲台，一头连着课堂，一头连着战场；

一面是今天的学员，一面是明天的指挥

员。”这句话让她更加懂得，军校教员肩

负着立德树人、为战育人的重任，既要

熟悉部队、对接战场，又要有科学的理

念、开阔的视野。

工作渐入佳境，史玉敏意识到，信

息化将可能成为教学发展的大趋势，于

是她开始探索具有军校特色的混合式

教学模式。为了更好地进行教学创新，

把一堂“小课”打造成一堂“好课”，她下

定决心厚积理论知识，在真学真懂上下

功夫。

此后一段时间，晚上把年幼的儿子

哄睡后，史玉敏就打开电脑，认真学习

专业知识和先进的教学理念，一有想法

就记到笔记本上。一本本厚厚的笔记

本，被她用红笔批注得密密麻麻。

为保证混合式教学顺利开展，史玉

敏提出了智慧教室与专业训练室融合

建设的思路。她利用专业优势，带领团

队研发了多个课堂软件，2019 年建成校

区专业智慧教室，搭建起功能齐全的岗

位实操平台，实现了“一室两用”。

软硬件建设搭建了线上学习的平

台，那如何打通线下学习的途径呢？一

次参加地方培训，史玉敏发现很多教材

上都有二维码，学生获取信息资源很方

便。着眼军队特点，她带领团队研发出

离线式泛在化学习平台，并进行教学应

用展示推广，还受邀到兄弟院校开展专

题讲座、推广建设经验。

史玉敏所教课程知识性、专业性、

操作性较强，起初，学员严正铭担心自

己听不懂，但几堂课下来，他的担心消

除了。原来每堂课上，史玉敏都会先抛

出一个实案，剖析完实案后，剩余时间

交给学员，让大家通过场景模拟、角色

代入、互点互评等形式，现场逐一破解

实案中涉及的问题。

部队急需什么，就研究什么；打仗

用到什么，就教什么。史玉敏打破传统

教学模式，采用以问题为中心的教学方

法，以任务为驱动的教学模式。她说：

“有效的教育方法不是告诉学员答案，

而是向他们发问。”课堂上，她注重协

助、引导学员，帮助学员在操作实践中

理解定义、熟悉特点，掌握专业要领。

史 玉 敏 的 丈 夫 在 海 军 某 基 地 服

役。一次，史玉敏正在编写教案，丈夫

打来问候电话，同时叮嘱儿子要向妈妈

学习，勤奋上进、奋发有为。儿子说：

“可妈妈这样太累了！”史玉敏笑了笑

说：“孩子，做自己喜欢的事，其实一点

也不累……”

三 尺 讲 台 天 地 宽
—海军航空大学青岛校区教授史玉敏探索创新教学法纪实

■任剑翔 韩晓东 吴 双

文职达人

锦州军分区定期组织文职人员开展业务交流，帮助他们提升能力素

质。图为 1月 24日专业技能岗位文职人员交流车辆维修经验。

姜玉坤摄

1月中旬，河北省军区石家庄第九离职干部休养所文职人员上门服

务，手把手教老干部手机上网知识。

王凌峰摄

文职影像

“从心怀憧憬到身着迷彩，从旁观

者、局外人到主人翁、战斗员，初任培训

是我踏上强军征程的开始，今后我会抓

住机会多学习、多思考，真正将所学融

入实践。”1 月中旬，一场主题演讲比赛

在陆军边海防学院乌鲁木齐校区热烈

进行，联勤保障部队某储备资产管理局

新聘文职人员王菲的心声，感染着现场

每一个人。

王 菲 是 个 有 心 人 。 这 期 初 任 培

训，她认真记录汇总大家学习中的重

点、训练里的难点、生活上的热点，架

起文职人员与教员、队干部之间的沟

通桥梁，与教员和队干部共同寻找解

决问题的方案。训练间隙，她还积极

参与到“强军之声”“校区要闻”“安全

法规”等播报活动中，助力大家不断学

习提高。

翻开培训队人员花名册——新聘

文职人员来自全国各地，涵盖 30 余个

单位。他们能否通过初任培训，增强岗

位必备的军政素质和基本业务能力？

带着问题，记者展开采访。

接到参加初任培训的通知后，第 80

集团军某旅新聘文职人员李志虎有几

件忧心事：自 2012 年硕士毕业后就再

也没进过校园，能否适应集体生活？进

入军营前一直在地方工作，对部队了解

甚少，而且自己年龄偏大，能否跟上学

习训练的节奏？想到这些，他不免有些

顾虑。

一开始，李志虎没少挨批评，内务

整改名单上经常“榜上有名”。“那段时

间我一度陷入焦虑，多亏有‘三互’小组

帮助，我的内务质量才有明显提高。”李

志虎深有感触地对记者说。

李 志 虎 口 中 的“三 互 ”小 组 ，是 培

训队本着思想解忧、学习增智、训练强

能的原则，根据文职人员专业特长等

进行科学编配的小组，旨在助力大家

在互学中取长补短，在互教中提升能

力，在互帮中融洽关系。包括李志虎

在内的很多文职人员，都成为“三互”

活动的受益者。

记者了解到 ，该校区自 2022 年担

负文职人员初任培训任务以来，先后有

各单位近千名文职人员齐聚天山脚下，

在这里破茧成蝶、换羽新飞。

培训中，针对文职人员关注的身份

定位、发展路径、待遇保障、职业稳定性

等焦点问题，该校区邀请学院副教授、

文职人员田海文结合自身经历现身说

法，为大家拨开心中迷雾。

“管理类文职人员和专业技术类文

职人员是党的干部队伍的重要组成部

分，岗位比较稳定，待遇相对优渥，发展

平台无比广阔，是军队人员的组成部

分，依法享有国家工作人员相应的权

利、履行相应的义务。”2008 年硕士毕业

后，田海文成为一名军校教员，通过 10

余年不懈努力，从助教成长为副教授，

多次被评为“四有”优秀文职人员。在

这次培训中，她担负文职人员政策解读

等相关授课任务。

人才是培养出来的，也是激励出来

的。培训中，校区安排了多名像田海文

这样的优秀文职人员走上讲台，分享各

自的奋斗经历和感悟体会，让参训文职

人员在感同身受中坚定理想信念、扛起

使命担当。

让 李 志 虎 印 象 颇 深 的 还 有 一 件

事。主题演讲比赛即将举行，培训队选

定他担任主持人，这让缺少经验的他感

到很大压力。

“无论遇到什么困难挑战，我们都

应 积 极 作 为 、全 力 以 赴 ，大 胆 尝 试 一

下。对你来说，这既是一种锻炼和考

验，也是一次能力提升的机会。”培训队

教导员看出了李志虎的顾虑，为他提振

信心。

刀在石上磨，人在事上练。此后一

段时间，李志虎和战友们认真筹划准

备。最终，主题演讲比赛圆满举行，大

家对他刮目相看。

“‘ 文 之 初 ’就 像‘ 兵 之 初 ’，只 有

打 下 坚 实 的 思 想 根 基 ，才 能 为 今 后

发 展 积 蓄 强 劲 动 能 。”该 校 区 领 导 介

绍 ，他 们 从 立 德 铸 魂 、厚 基 强 能 、作

风 形 象 、规 矩 纪 律 等 方 面 ，帮 助 文 职

人员树信念、强斗志、砺胆气，实现身

份转变、观念转变、岗位转变、形象转

变 、作 风 转 变 ，为 他 们 系 好 入 职 第 一

粒扣子。

上下同欲者胜。记者真切感受到，

经过两个月的加钢淬火，初入军营的

“孔雀蓝”正拔节成长。他们心中有了

底，手上有了招，脚下有了力量，很快会

成为各自战位上的亮丽风景。

陆军边海防学院乌鲁木齐校区组织开展文职人员初任培训—

天山脚下换羽飞
■张 宏 李映祥 本报特约记者 宋 鹏

主题教育·文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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