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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夜，武警工程大学某实验室还亮

着灯。敲下最后一行代码，信息工程学

院教授李永揉了揉酸涩的眼睛，抬头看

了看墙上的时钟，时间已过零点。

前不久，李永被武警部队评为“优秀

文职人员”。参加颁奖仪式回来，他还未

来得及跟大家分享喜悦，又马不停蹄投

入工作中。大家都知道，他身上有股执

拗 劲 ，只 要 认 准 的 事 情 就 不 会 轻 言 放

弃。有人问他：“是什么支撑着你一往无

前？”他回答，主要在于“始终保持奋斗精

神和拼搏姿态”。

“1983 年 ，我 国 第 一 台 命 名 为‘ 银

河’的亿次巨型计算机在国防科技大学

研制成功。”中学时期，李永被这段内容

吸引，“第一台”“银河”“国防科技大学”

等字眼深深刻入他脑海。从那时起，李

永便定下考上国防科技大学的目标。凭

借优异高考成绩，李永如愿以偿，博士毕

业后来到武警工程大学工作。

后 来 ，伴 随 着 军 队 改 革 的 铿 锵 步

伐，李永选择转改为文职人员，继续耕

耘在三尺讲台。那年，新的教学大纲发

布。“必须啃下这块硬骨头！”分析大纲、

查阅资料、打磨教案、制作课件……那

段时间，李永带领团队白天一头扎进机

房，晚上“泡”在图书馆，“五加二”“白加

黑”成了常态。

“教员，大家盼望能够得到更多实

际操作机会。”一次教学准备会上，一名

学员的反馈引起李永思考。很快，他和

团队调整了课程内容，让学员有更多机

会 参 与 第 二 课 堂 、参 加 大 型 赛 事 等 实

践，有效解决了理论教学与实际操作的

衔接问题。

“ 部 队 需 要 什 么 ，我 们 就 研 究 什

么 。”加 入 大 学 某 科 研 团 队 后 ，李 永 一

有机会就带领项目组赴基层部队考察

调研，广泛收集资料。返回实验室后，

他 第 一 时 间 梳 理 任 务 需 求 ，展 开 项 目

论证。虽然首次呈报的项目方案没有

通过审核，但团队成员没有气馁，之后

一个多月时间里，他们迎难而上、合力

攻 关 ，项 目 方 案 最 终 顺 利 通 过 。“ 那 段

时间，我们反复推演修改项目方案，一

遍 不 行 就 十 遍 ，十 遍 不 行 就 一 百 遍 。”

团队成员李曼回忆说。

路虽远，行则必至。眼下，李永正

带 领 团 队 ，向 着 新 的 课 题 发 起 攻 关 冲

锋。他说，要始终保持对知识的渴望、

对本领的恐慌、对进步的追求，在逐梦

路上奋力奔跑，为强军事业贡献更多智

慧和力量。

路虽远，行则必至
——武警工程大学信息工程学院文职人员李永速写

■张述兵 王琳茸

“在药学操作课目比武中，为了提

高速度，我经常练到膝盖多处青紫、手

指伤口层叠……”联勤保障部队第 921

医院报告厅内，掌声不时响起。在该院

组织开展的“新时代奋斗观”大讨论中，

荣膺“精武联勤-2023”专业技能比武药

学岗位冠军，前不久又被联勤保障部队

评为“文职人员先进个人”的药师李宇

宁，正与官兵分享她的奋斗经历。

心中有了奋斗目标
就不会迷失前进方向

李宇宁从小在革命热土长大，家人

三代从军，耳濡目染中，她心中种下一

颗从军报国的种子。2006 年，她如愿考

上军校，后来在改革强军大潮中响应组

织号召，转改为文职人员。身份虽变，

但初心不改。从事药品保障工作 10 余

年来，她做到了零失误零差错，被桂林

联勤保障中心评为“南部联勤尖兵”，荣

立二等功 1 次。

身 着“孔 雀 蓝 ”，一 心 向 战 场 。 去

年 6 月，从野外驻训归来的李宇宁，得

知 上 级 组 织 集 训 比 武 ，立 即 主 动 请

缨。她告诉记者，几年前医院抗击疫

情，当时尽管她积极请战，但医院领导

考虑到她有孕在身，没有通过她的申

请。没能和大家并肩作战，成为她心

中的一个遗憾。

犁 在 耕 耘 中 磨 亮 ，人 在 拼 搏 中 成

长。李宇宁深知这次集训比武意义重

大、机遇难得，迫不及待想一试身手，便

毫不犹豫报了名。经过层层筛选，她最

终如愿以偿。

“心中有了奋斗目标，就不会迷失

前进方向。无论‘迷彩绿’还是‘孔雀

蓝’，只要扎根岗位努力奋斗，同样能在

强军征程中谱写壮丽篇章。”讲台上，李

宇宁有感而发，引起台下强烈共鸣。

压力是进步的动力
伤痕是荣誉的勋章

处方审核是李宇宁的日常工作之

一。这样一项平凡甚至有点枯燥的工作，

似乎与亮剑沙场相距甚远。但日复一日

的工作并没有消磨李宇宁的意志，反而让

她对奋斗这个词有了更深的理解。

在药房、药库工作，李宇宁认真学

习发药用药基本原则和药品进出库制

度流程，积极参与科研、课题实验，很快

掌握了实验仪器设备操作。去年野外

驻训期间，她短短几天时间就迅速掌握

了野战医疗队医疗保障组标准作业程

序，专业技能得到很大提升。

奋 斗 征 程 上 ，要 有 百 折 不 挠 的 韧

性。作为所在专业组年龄较大的选手

之一，李宇宁在集训队并不占优势。制

剂快检等一些课目，由于平时业务接触

不多，她训练起来感到很吃力。

集训实行封闭式管理，在高强度压

力下，李宇宁也曾感到迷茫和彷徨。但

一想到领导、战友和家人的期盼，她又

燃起满腔斗志。

面对压力，李宇宁选择用苦练突破

自己。她白天练技能，晚上练体能，加班

加点背记理论。对于弱项课目，她常利

用午休时间反复训练。一天训练结束

后，李宇宁躺在床上突然感到一阵疼痛，

才发现膝盖和脚掌磨出了血泡，好几个

脚趾也有淤青。

身上的伤痕，是荣誉的勋章。通过

不懈努力，李宇宁多项课目成绩跻身集

训队前列。

虽不能事事成功
但必须事事努力

经过数月艰苦磨砺，李宇宁正式走

上联勤保障部队比武场。

赛场如战场。临近开赛前几天，比

赛规则临时调整，原定的处方点评课目

由口述变为手写，这对参赛选手的时间

把控要求更高。

比赛当日，李宇宁考序抽签抽到倒数

第二。“得知自己出场靠后，我有一瞬慌

乱，但很快镇定下来。不管遇到什么情

况，我要做最好的自己。”李宇宁迅速调

整心态，利用候场时间，反复回顾操作

细节巩固记忆。

计时铃响，全神贯注的李宇宁完全

忘却了紧张，凭借坚韧顽强的毅力和扎

实过硬的业务功底，最终取得了 4 项技

能操作课目的高分，并以理论第一、军

事体能第一的成绩摘得桂冠。

从 赛 场 载 誉 而 归 回 到 工 作 岗 位 ，

李宇宁“全情投入、敢于亮剑”的奋斗

精神始终不变。开展处方点评、分析

用 药 数 据 报 告 、打 磨 科 研 论 文 ……她

又开启了忙碌模式。

“一场比武，从备战到决赛，不仅仅

是能力与胆魄的交锋，更是毅力与韧性

的碰撞。虽然我们不可能事事成功，但

必须事事努力。”李宇宁用亲身经历印证

了这句话——求学时，她精益求精钻研

学术；工作中，她尽心尽责服务官兵。谈

到下一步打算，李宇宁目光坚定：“要在

科研上不断深耕，将科研成果转化为服

务备战打仗效能，更好服务官兵。”

“青春因拼搏而精彩，生命因使命

而崇高。一个典型就是一面旗帜，要用

身边人身边事激励感召官兵和文职人

员，让大家在认清奋斗目标和意义中受

到教育，进而凝聚起奋斗强军的磅礴力

量。”医院领导说，文职人员虽然不直接

参与作战，但归根结底是为战斗力服

务，大家要多学习身边典型，用实际行

动和一流业绩，为强军兴军添砖加瓦、

增光添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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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 史 不 负 奋 斗 者 ，人 民 铭 记 奋 斗

者，强军呼唤奋斗者。

夏 日 的 羊 城 ，风 和 日 丽 ，百 花 竞

妍。广东省军区广州第十九离职干部

休养所会议室内，一场“新时代奋斗观”

大讨论正热烈展开。记者在现场看到，

为把讨论搞实搞活，他们专门邀请曾参

加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

的 96 岁高龄的林毅老将军，与全所 20

余名文职人员面对面畅谈奋斗故事、共

话使命担当。

奋斗者谈奋斗，让奋斗的种子扎根

文职人员心中。参与其中，记者深深感

到，革命前辈“生命不息、奋斗不已，老

骥伏枥、志在千里”的拼搏进取精神，犹

如一束熠熠生辉的光，照亮了“孔雀蓝”

前进的道路，激励着他们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

一

该所门诊部主管护师刘娜加入文

职队伍前，在驻地体系医院工作多年，

本以为干休所工作稳定、压力不大，入

职之初一度产生了贪图安逸的想法。

在 与 林 老 近 距 离 接 触 中 ，刘 娜 得

知戎马一生、身经百战的林老，离休 30

余年来，坚持不懈宣传我党我军的光

荣传统，组织干休所老干部学习诗词

创作，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还尽己所能

发挥余热服务社会，内心深受触动，自

此开始提高工作标准，不断成长进步。

现 场 聆 听 林 老 的 故 事 分 享 后 ，刘

娜感言：“老首长 17 岁参加革命，在艰

苦卓绝的战争岁月，不管外部环境多

困难多险恶，从没想过退缩，从没讲过

条件，千难万险迎难而上，为了党和人

民生死无悔，我想这就是一位共产党

员、革命军人的本色初心，也是他数十

年如一日不懈奋斗的动力源泉。革命

人永远是年轻，虽然我们的工作平凡，

但一样可以激情奋斗，一样可以青春

无悔。”

刘娜患有腰椎疾病，但她没有降低

工作标准。一天深夜，她接到一位老首

长心脏不适的紧急求助电话。当时恰

逢电梯故障，她二话不说，扛着心电图

仪器和急救箱，和值班医生一口气爬上

18 楼。由于抢救及时，老首长转危为

安。2021 年，刘娜被评为“四有”优秀文

职人员，后来光荣入党。

二

“有位作家说过，学习是一个人的

真正看家本领。我热爱读书，即便在枪

林弹雨的抗美援朝战场上，我的挎包里

仍一直装着《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普

希金的诗集，这是我战斗之余的精神食

粮……”讨论会上，林老深情讲述。

2021 年入职的文职人员马文婷清

楚地记得，林老平时除了坚持学习党的

创新理论，还定期和老伴周阿姨一起到

书店挑选书籍，相互交流读书心得。为

了教育子孙后代和身边人艰苦奋斗不

忘本，激励他们拼搏进取创佳绩，林老

先后编纂了多本自传体回忆录和散文

诗歌作品集，分送大家。在良好家风的

熏陶下，林老子孙中已出现 4 位博士。

一次，偶然得知外地一亲属子女在部队

成长成才，他欣喜不已，打电话表示祝

贺，并赠送书籍给予鼓励。

讨 论 中 ，马 文 婷 手 捧 林 老 赠 予 她

的一本回忆录，深有感触地说：“林老

‘ 活 到 老 、学 到 老 、干 到 老 ’的 不 懈 奋

斗 精 神 ，让 我 深 切 感 到 ，终 身 学 习 是

拼 搏 奋 斗 的 助 推 器 。 成 为 文 职 人 员

是我职业发展的新起点，现在我还年

轻，如果仅靠已有知识和之前几年的

临 床 经 验 吃 老 本 ，终 将 坐 吃 山 空 ，难

以有所作为。”

在林老勤奋好学精神的感染下，马

文婷坚持大量阅读业务书籍，精心制作

保健知识小贴士，积极向老首长分享不

同季节保健方面的常见问题以及预防

处理方法，受到大家欢迎。眼下，她被

单位遴选前往某医院跟班学习。

三

“当年，我乘坐一辆运输军需品的

卡车奔赴朝鲜战场。为了防止物品晃

动掉落，我用绳子将自己拴在车顶。车

子走了整整一夜，一路上寒风呼啸大雪

纷飞，而我只穿了一件单薄的棉衣，冻

得直打寒战。到达目的地后，几名战友

爬上车顶，像卸货一样将已冻僵的我，

从雪堆里扒拉出来抬下车……”林老追

忆金戈铁马的峥嵘岁月，直听得身边人

热泪盈眶。

正 是 因 为 经 历 过 战 争 的 残 酷 ，林

老 至 今 仍 秉 持 着 勤 俭 节 约 的 优 良 作

风，始终将艰苦奋斗视为革命者终生

的 必 修 课 。 平 时 他 吃 穿 住 用 十 分 简

朴，在食堂吃饭，碗里不剩一粒米，家

中房子装修简约，更没有高档的家具

家电。林老和周阿姨出身贫寒，每月

省吃俭用攒下的钱，除接济兄弟姐妹

外，还先后资助了 6 名孩子上学，为社

会公益团体和康养机构捐赠资金。正

如他在一首自勉诗中写的：苦难辉煌

百年，山河尽换新颜；为民初心不改，

砥砺开拓明天。

去年 7 月，老两口相约过世后将遗

体捐给祖国的医学科研事业。签订遗

体捐献同意书时，现场工作人员敬重

之情难以言表。讨论会上，转改文职

人员黄广动情地说：“我常想，一个人

即便什么都不要，并不等于什么都没

有。因为他至少拥有坦荡无私的博大

胸怀，至善至美的仁爱之心。老前辈

这种俭以养廉、俭以修身，奉献为本、

奋斗为要的高尚人格情怀，永远值得

我们年轻一代学习。”

大家踊跃发言，不知不觉一个多小

时的讨论会结束了。干休所领导深有

感触地总结道：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

代，新征程是追梦者的远征。学习革命

前辈的奋斗精神，就要立足本职岗位，

以“等不起”的紧迫感、“慢不得”的危机

感、“坐不住”的责任感，在服务好老干

部的同时，让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融入

血脉、代代相传。

上图：林毅老将军为文职人员讲述

优良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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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葆一颗昂扬奋进的心
——广州第十九离职干部休养所开展“新时代奋斗观”大讨论侧记

■林 坪 吴 双 本报记者 赛宗宝

“新时代奋斗观”大讨论开展以来，火箭军工程大学通过榜样对话、讨论交流、互动答疑等形式，激励大家相互启发教育，凝

聚奋进力量。图为某教研室主任、文职人员方晓峰（中）分享成长故事。 本报特约记者 钟福明摄

“新时代奋斗观”大讨论

文职达人

高考结束后，湖南省怀化市鹤城区人武部组织专武干部和文职人员走进校园社区，宣传军校招生政策。图为文职人员

为前来咨询的考生家长解答问题，鼓励考生携笔从戎、报效祖国。 柴均林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