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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前面

为和平坚守，展大国担
当。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
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
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中国军
队始终是世界和平与发展的
正义力量，持续为维护世界
和平与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在远离祖国的维和战
场上，一批批军队人员忠诚
履行使命、厚植家国情怀，
为 世界和平贡 献着 力量 。
本期，让我们聆听几位走出
国门执行维和任务的文职
人员心声，了解他们对和平
的理解、对信仰的坚守、对
理想的追求。

“八一”前夕，伴随着喜庆的锣鼓

声，辽宁省营口市鲅鱼圈区人武部联合

区退役军人事务局，为荣立二等功的现

役军人祝川家庭送去立功喜报。

慰问组为祝川的家人披红戴花，家

属热泪盈眶，脸上洋溢着喜悦与自豪。

“这是对军人荣誉的致敬和铭记。”该区

人武部政工干事、文职人员唐文肇每次

都会被现场氛围感染。

转改已有 5 年多，唐文肇开展双拥

工作越来越有经验。她清楚记得，自己

入职后受领的第一项任务，是为一个没

有留下联系方式的“四有”优秀士兵喜

报寻找归宿。刚开始她一筹莫展，后来

在大家启发下，想到发动基层专武干部

和民兵连长的力量。

经过辛苦追寻，唐文肇终于将喜

报交到士兵家属手中。那时，她不由

想起自己在原单位荣立三等功后，盼

着家人收到喜报的那种心情，内心很

是感慨。“每张喜报背后，都饱含着军

人的艰辛奋斗。把它送到官兵家乡、

举行送喜报仪式，是增强官兵荣誉感、

获 得 感 的 有 力 举 措 。”唐 文 肇 下 定 决

心，一定要把这项工作干好，让受奖官

兵及家属感受荣光。

此前，该人武部开展为立功受奖军

人家庭送喜报工作通常集中在春节前

和“八一”前，仪式比较简单。《立功受奖

军人家庭送喜报工作办法》印发施行

后，他们认真学习贯彻，改进工作方式，

基本实现了“见喜就送”。

一次，陆军某旅的营口籍军人小

张，参加国际军事比赛取得团队第三

和一个单项第一的好成绩，荣立二等

功。“送喜报工作正在进行，请静候佳

音。”小张打电话咨询，得到唐文肇的

准确回答。联系村委会、邀请驻地媒

体……没过多久，区人武部和区退役

军人事务局领导将“二等功臣之家”牌

匾送到了小张家，感谢他的家人为部

队培养输送了优秀人才。这让小张全

家非常欣喜，更加坚定了小张在部队

建功立业的信念决心。

一张喜报分量重，一场仪式作用

大。送喜报工作需要部队与地方紧密

配合、共同推动，是深化军民鱼水情的

纽带和桥梁。几个月前，鲅鱼圈区世纪

广场上，一场“为功臣送喜报”大会盛大

举行，在众多市民的见证下，这场集体

送喜报仪式将荣耀与能量向全社会传

播。唐文肇说，下一步，他们将探索发

挥优秀军属的激励作用，让军人军属得

到尊崇、更有荣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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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下旬，阳光炽热，非洲大地热浪

阵阵。在中国第 14 批赴南苏丹维和医

疗分队组织的“我为祖国送祝福”活动

中，大家热情参与，表达对党和国家的

美好祝愿以及坚决完成好维和任务的

决心。

鲜 艳 的 五 星 红 旗 和 蓝 色 的 联 合

国 旗 展 卷 如 画 ，我 的 思 绪 也 随 风 渐 渐

拉长。

“这次维和医疗分队会从咱们医院

抽组人员”“任务标准高、要求严，不知道

我有没有机会”……去年，维和轮换部署

文件下达，在医院引发热议，大家都充满

期待、跃跃欲试。作为医疗保障中心信

息科主任，我很想参与这一任务，但想到

自己是文职人员，一时心里没底。

没有转改为文职人员前，我曾执行

过一次选拔维和骨干的任务，并被选派

到某院校进行培训，那是我第一次深入

了解这项任务。培训结束获得的结业

证书，为我开启了一扇梦想之门。

在 维 和 医 疗 分 队 抽 组 动 员 大 会

上，医院领导说明相关政策要求，我内

心 再 次 荡 起 涟 漪 。 年 龄 有 些 大 ，身 心

能 不 能 吃 得 消 ？ 科 室 工 作 该 如 何 安

排 ？ 怎 么 和 家 人 开 口 ？ 会 后 ，很 多 问

题 萦 绕 在 我 脑 海 里 。 当 天 下 班 ，我 试

着向家人表达了希望参加维和任务的

想法，虽然他们有些顾虑和担心，但还

是选择坚定支持我。

向 组 织 递 交 请 愿 书 、开 展 行 前 集

训 、通 过 选 拔 考 核 …… 终 于 ，我 如 愿

以偿。

随部队奔赴任务地点后，我们很快

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交接中。为尽快全

面接手信息和通信工作，我白天与上一

批维和队员一起工作，了解组织架构、

工作流程、职责分工，学习操作通信装

备、运维信息系统，晚上整理固定资产

清单、物资器材清单、软件培训计划、通

信应急方案等资料。

在迎接第一次装备核查时，我负责

为核查官讲解。由于地域差异，刚开始

我并不适应核查官的发音、语调、语速，

交流起来不够顺畅。虽然凭借良好的

装备性能和过硬的技术操作，任务顺利

完成，但我深深意识到工作中的不足之

处。此后，我不仅注重加强专业素养，

还经常与当地群众交流，熟悉他们的语

言习惯，全面提升履职能力。

异国他乡，亲人远隔，漫漫长夜，星

辰作伴。长期在外，没法照顾家人，我只

能在一天工作完成后与家人通电话。有

几次，家人没聊几句就挂断电话，我隐隐

觉得不对劲。直到有一天，妻子在电话

里告诉我：“妈刚做完手术，良性。”原来，

那段时间，我的母亲到医院检查时发现

一不规则肿物。家人原想让我找同事咨

询手术方案，又怕我牵挂，直到术中病理

结果显示良性才告诉我。

手机视频里，躺在病床上的母亲虽

然脸色苍白，但精神还不错，她说医院

领 导 已 经 来 看 望 过 了 ，叮 嘱 我 安 心 工

作，感谢和回报组织的关爱。

山海虽远，但军队大家庭的温暖丝

毫未减。这段时间以来，分队组织集体

生日、文体活动、亲人寄语，医院对队员

家属关心帮助、探望慰问，我铭记在心，

下决心以拼搏奋斗回报这份关怀，以挺

膺担当回馈这份信任。

（靳一鸣整理）

中国第14批赴南苏丹维和医疗分队

山 海 虽 远 情 更 深
■讲述人 联勤保障部队第 989 医院文职人员 符峰钊

“ 一 名 急 诊 患 者 急 需 进 行 超 声 检

查！”这天刚下班，我听到对讲机传来呼

叫，立刻转头冲回诊室。“多发低回声结

节，部分呈球形改变，考虑转移可能性

大。”为这名外籍患者详细检查后，我将

结果报告值班医生。等一切忙完，已是

晚上 8 点 30 分。

随第 22 批赴黎巴嫩维和医疗分队

执行任务以来，我时刻保持待命状态，

辅助临床医生进行诊断决策。

几个月前，怀着激动之情抵达任务

区 ，我 便 发 现 工 作 远 比 想 象 中 复 杂 困

难。这里辅诊设备十分有限，虽然超声

诊断工作量较少，但对业务素质的要求

更高。此外，临床医生和护士可以轮流

值 班 ，而 我 作 为 超 声 医 生 需 要 全 时 值

班，连休息时间都要随时待命。

“一名伤员在事故中被抛出车外，

胸部疼痛、腿部出血、意识模糊，另有多

名伤员手臂骨折……”一次午夜时分，

分队接诊了一批车祸受伤的患者。我

配合医护人员紧急实施心电监护、快速

建立静脉通道，使伤员生命体征恢复平

稳。“感谢中国维和医疗队的救治，给了

我的朋友第二次生命！”陪诊人员向我

们连连道谢。

大爱无疆，真情无价。除了完成基

础 工 作 ，我 还 积 极 参 加 分 队 开 展 的 义

诊、中外交流等活动。有时任务途中会

面临安全威胁，甚至直面生死考验，但

每次受领任务大家都冲在前面。

前不久，我们到某边境地区进行义

诊 和 药 品 捐 赠 时 ，发 现 一 个 女 孩 弓 着

腰，表情痛苦。我上前用英文询问她哪

里不舒服，女孩一边摇头一边用手指着

肚子。在翻译人员协助下，我们最终帮

患者确诊了疾病。然而，由于当地医疗

条件有限，患者只能保守治疗，暂时通

过药物缓解症状。

返回营区的路上有惊无险，当看到

“中国营”三个字、看到站岗的队友时，

我们不约而同长舒一口气。“我们的祖

国繁荣富强，我们的生活和平幸福。”走

出国门、深入维和一线，这种感觉尤为

强烈。很多人听说我们是中国军队、看

到 我 们 的 臂 章 ，会 对 我 们 十 分 尊 重 信

任。记得有一次，分队受邀参观友军营

区，刚下车就有几名友军围过来，主动

打招呼、合影，与我们热情交流。

近日，分队邀请友军参加中文日活

动，还与多国维和友军开展医疗救援联

合训练，进一步提升应对各类突发事件

的医疗救援能力。“砥柱立中流，执戈卫

和平。”与友军交流时，我为大家介绍了

一些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赢得阵阵掌

声。执行任务的每一天都有新的收获、

新的感悟，我要用满腔赤诚和过硬作风，

尽最大努力完成好肩头的使命任务。

（靳一鸣整理）

中国第22批赴黎巴嫩维和医疗分队

时 刻 待 命 显 担 当
■讲述人 联勤保障部队第 922 医院文职人员 周玲莉

“八一”前夕，中国第 22 批赴黎巴嫩

维 和 建 筑 工 兵 分 队 官 兵 齐 聚“矢 志 维

和、筑梦强军”军事体育运动会现场，在

加油助威声中，大家的比武热情一浪高

过一浪。

作为分队政工干事，我主要负责开

展人道主义援助、组织文体活动、筹划

福利工作等。近段时间，我们策划开展

“忠诚履行使命·展示良好形象”系列活

动，通过组织唱红歌、升旗仪式、军事体

育 运 动 会 等 ，让 维 和 官 兵 感 悟 家 国 情

怀、坚定忠诚意志。

晨光微露，海风习习。这天，分队

官兵整齐列队，隆重举行升旗仪式。站

在队伍中，我既是组织者，又是参与者，

感到无上光荣。

随着慷慨激昂的《国际歌》旋律，联

合国旗、五星红旗等缓缓升起，大家庄

严敬礼、眼神坚定。重温军人誓词时，

官兵喊出的每一句嘹亮誓言都激荡在

我的心头。

为 了 更 好 勉 励 维 和 官 兵 牢 记 使

命、奋斗担当，为和平事业贡献力量，

我们还组织大家展开“新时代奋斗观”

大讨论。

“在祖国万里之外，每当看到五星

红旗，我就会提醒自己，中国维和军人

的荣誉是英雄烈士用鲜血换来的，内心

便燃起拼搏奋斗的熊熊火焰”“能战方

能止战。我们要以时刻准备上战场的

姿态，扎实开展练兵备战，忠诚履行使

命”……这边讨论正热烈，另一边，没有

到现场参加活动的官兵，正坚守在任务

区各个战位上，执行转运任务、构筑防

御工事，用实际行动诠释着中国军人的

责任担当。

活 动 结 束 ，大 家 立 即 投 入 到 工 作

中。任务区中午的气温接近 40 摄氏度，

不少官兵穿着厚重闷热的防护服进行

施工，但大家不言苦、不喊累。与这些

作风过硬、斗志昂扬的队友同行，我时

刻被感动着、激励着，全身心投入到自

己的工作中。

执行任务的时间如弹指一挥——

时间轴那头，为通过选拔而加训加练的

日子还历历在目，但细细想来，我和队

友已经多次经历严峻考验、完成艰巨任

务。大家经常枕着枪声入睡，听着炮声

醒来，执行施工任务时听到警报就紧急

进 入 掩 体 ，等 警 报 解 除 后 再 加 快 工 程

进度。

能够以一名文职人员的身份参与

到 维 护 世 界 和 平 的 光 荣 任 务 中 ，我 既

自 豪 又 深 感 责 任 重 大 。 我 想 ，在 未 来

的某一天，当我逐帧回放这段记忆，艰

难 、苦 涩 、危 险 必 然 只 是 成 长 路 上 的

“花絮”，信念、理想、责任才是鲜明的

主题词。

（王忍、庄小好整理）

中国第22批赴黎巴嫩维和建筑工兵分队

忠 诚 履 职 不 言 苦
■讲述人 第 74 集团军某旅文职人员 朱碧馨

一线孔雀蓝

近日，海军第 905 医院组织医护人员进行机动卫勤保障集训，锤炼海上救

护能力。图为该院文职人员开展手术。

邓 鹏摄

前不久，武警安徽总队淮南支队组织卫勤训练，检验战时卫勤保障能力。

图为该支队文职人员为战士疗伤。

赵红光摄

文职影像

朱碧馨（左）近照。 庄小好摄

周玲莉近照。 曾德乐摄

符峰钊近照。 王皓宇摄

执行维和任务的文职人员

“八一”前夕，中国第 22批赴黎巴嫩维和建筑工兵分队组织官兵和文职人员庄严宣誓。 庄小好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