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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首长、同事：

今天，我感到既欣喜振奋又忐忑不

安——与我一同登台的，既有跨越山海

的援外医疗专家，也有精武强能的优秀

军官，还有带队冲锋的领导干部。与大

家相比，我还处于军旅人生的开局起步

阶段，庆幸的是，我选择了吃劲奋斗的成

长之路。

自从在上级组织的文职人员专业

考核中取得好成绩，常有人问我是不是

有这方面的天赋。我说“不”，不是因为

谦虚，回想刚入职参加集训时，我对战

场救护一知半解，3000米跑总在及格线

上徘徊……不足之处有很多。但我觉

得自己也有一个优点，那就是不怕苦、

不怕累，不轻言放弃。头顶烈日在训练

场练习军姿，全副武装在战术场摸爬滚

打，迎着风沙在戈壁滩徒步拉练……我

抓住集训的机会，加练体能、提升耐力，

增添了身上的虎气，也增添了心中的底

气——既然投身保障打赢的强军事业，

那就要雷厉风行、敢打敢拼，把自己能

力素质锻造得足够过硬。

在急诊科工作，应急抢救、批量救治

的情况时有发生。入职不久的一个深

夜，救护车送来一名重症患者，刚转移下

车就出现呼吸暂停症状。我一个跨步攀

上转运床，迅速为患者进行胸外按压、开

放气道、清理口鼻分泌物等操作，并在同

事协助下借助简易呼吸气囊实施心肺复

苏。由于处置得当，我们将患者从死亡

线上拉了回来。如今，我经历了多次类

似情况，但永远记得自己第一次亲手挽

救生命的成就感，并时刻勉励自己，抓住

每一次机会提升能力，在救护过程中发

挥更大作用。

急诊是治疗的最前线，对医护人员

的专业素养要求很高。参加了几次医院

组织的战救技能培训和体能训练后，我自

以为可以胜任大项任务，但那次集训，让

我看到自己依然有很大差距。

2021 年底，医院选派我参加上级

组织的战救技能竞赛。赛前观摩时，我

发现参赛人员可谓各怀绝技，有的还总

结出适合自己的操作技巧。为了缩小

差距，我只能以勤补拙、笨鸟先飞，每晚

其他选手训练结束返回后，我还会多

“熬”一会儿。时间长了，有人打趣地称

我是“熬鹰”。

从器材放置到输液器抓取、包装袋

拆除、输液管排气，我总结出“备、撕、勾、

排、插、挂”的静脉输液“六字诀”，让每个

环节、每个动作更加流畅；为了提高暗光

颠簸状态下静脉输液操作能力，我常戴

着眼罩一跪就是数小时，在掌握平台晃

动规律中捕捉“平缓间隙”，练就“晃不

晕”“一扎准”的技能；心肺复苏操作训练

时，我坚持比规定要求多做几组循环，直

到肌肉酸痛、大汗淋漓才休息。

经常跪姿训练、按压操作，让我的

膝盖青紫，掌根也磨出了茧，最终换来

了比武个人综合第 4 名的好成绩。

去年底，上级组织文职人员专业考

核。体能考核中，我迎着山区刺骨的寒

风奋力冲锋，创造了自己 3000米跑的最

佳成绩；技能考核中，寒冷天气让“伤员”

的血管“难以捉摸”，我凭借扎实基本功，

又准又快地“一针见血”。

带着护理岗位综合成绩排名第一

的佳绩凯旋后，院党委研究决定为我

报请二等功，我在欣喜之余，也油然生

出更多的本领恐慌和进取意识。正如

就 诊 官 兵 常 问 我“ 会 不 会 影 响 训 练 ”

“能不能在任务前康复”，我也经常问

自 己 ：能 不 能 适 应 现 代 战 场 护 理 要

求？具不具备在复杂战场环境中保障

打赢的过硬能力？

医学是常学常新的专业，即便只是

一时松懈，都有可能导致能力滑坡。我

此前参与科研攻关较少，但前不久在护

理部徐主任的带领下，我参加了一项军

队护理创新课题研究。研究过程很艰

苦，挫折不断，但我始终保持拼搏奋斗的

劲头不放松，因为我坚信：吃劲困难的时

候，曙光就在前头。

（本报特约通讯员 郝东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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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关注·“新时代奋斗观”大讨论

前不久，在联勤保障部队第 901医院，一场主题为“践行新时代奋
斗观”的故事会火热开讲，5名专业骨干和人才苗子登上讲台，分享成
长奋斗故事。其中，入职时间不长的急诊科护士、文职人员凌馨很受
关注——她在军事素质、战救技能等方面勤学苦练、进步很快，在上级
组织的文职人员专业考核中，取得护理岗位综合第一的成绩，并荣立
个人二等功。她的发言真挚朴实，赢得了大家的掌声。经单位和本人
同意，我们将其推荐给读者。

“以怎样的姿态开启军旅人生，决定

着在这条道路上能看到怎样的风景……”

前 不 久 ，空 军 某 后 勤 训 练 基 地 军 政 基

础教研室高级讲师、文职人员杨婕，跟

随东部战区空军某报告团走进某新训

旅 ，与 新 兵 一 起 开 展“ 新 时 代 奋 斗 观 ”

大讨论。“每一次走进基层的机会都值

得 珍 惜 ，每 一 个 足 迹 都 值 得 铭 记 。”她

说。

一直在路上，是杨婕这些年的真实

写照。出发的原点，是多年前她在军校

时的一次长途拉练。那次，她在长时间

行军中，从未掉队。每到休息点，身边战

友会脱下鞋袜挑破脚上的水泡，但杨婕

的脚一点事都没有。大家开玩笑说，她

这双脚适合丈量万里。

靠着这双不怕磨的脚，靠着一股坚

持到底的劲，杨婕从一名军校学员逐步

成长，终于“走”到了部队讲台上。

那年，由于部队改革，杨婕做出转

改为文职人员的决定。转改后，杨婕脚

步不停、学习不停，每到一个单位调研，

都会前往驻地红色场馆、红色景区。仰

望宝塔山，在革命圣地感受延安精神的

时代光芒；走进石库门，于沧桑巨变中

领略百年大党的风华正茂……她告诉

自己，只守着书本是不够的，只有走进

时代、走进基层，才能更好解读历史、解

读思想。

一次，杨婕随战区空军理论文艺轻

骑队开展巡回宣讲。她提前 1 个月开始

选题备课，泡在图书馆进行研究论证，收

集的文献资料摞起来足有半米高。授课

时，她采用“大课+微课”的方式，将理论

深入浅出娓娓道来，给不少官兵留下深

刻印象。“原来思政课还能这么上！”一些

官兵的课后评价，让她深感欣慰。

“党的创新理论常学常新、常研常

新、常悟常进。”这些年，杨婕所教的课程

教案更新频率非常高，党的创新理论每

前进一步，她都会第一时间深入研读、消

化理解，及时融入教学。

追光者，终将发光。杨婕办公桌上

有一座奖杯——她因参与多项国家、军

队、空军级课题，工作成绩突出，获得战

区空军表彰。“荣誉是新的起点，奋进的

脚步不能停。”杨婕坚定地说。

空军某后勤训练基地文职人员杨婕—

“奋进的脚步不能停”
■本报特约记者 丁文骏

海军某修理厂注重引导文职人员在实践中增强能力素质，胜任岗位要求。图为近日文职人员检修装备。 徐 凯摄

10月上旬，笔者走进河南省军区安

阳离职干部休养所，办公楼大厅中，一

面“心语墙”映入眼帘。据了解，这是干

休所为新入职文职人员和老干部搭建

起的一个“新”“老”沟通平台。

文职人员初入军营，在起步阶段对

工作环境和身边战友并不熟悉，有的怕

家人担心，不愿向父母倾诉。“设置这面

‘心语墙’，一方面为他们提供‘心灵树

洞’，表达真实情感和困惑，另一方面也

可以发挥老干部余热，为文职人员融入

环境、打开局面、熟悉情况提供帮助。”

干休所领导介绍。

一次，组织研究决定让文职人员张

鑫担任政工办负责人，身份职责的转变，

让她感到有些吃力。一天晚上，张鑫加

班后很是疲惫，路过“心语墙”时随手写

下了当时感受：“压力好大，当好这个负

责人真不容易。”没过多久，她再次经过

“心语墙”时，发现自己的留言下多了老

干部徐志坤的回复：“万事开头难。迈过

这个坎，前方一定是更美的风景。”徐老

还留下联系方式，欢迎张鑫随时找他交

流。以此为契机，二人沟通渐渐多起来。

徐老曾担任某军分区政治部副主

任，工作经验丰富。张鑫常向徐老请

教，徐老将自己任职时的经验心得毫无

保留地传授给张鑫，帮助她快速适应了

岗位要求。

有一次，张鑫受领任务加入红色故

事暨英模事迹报告巡回宣讲团。前期

准备阶段，徐老主动与她结对子，帮她

进行相关训练。刻苦学习一个多月，张

鑫带着满满的收获前往学校、机关、社

区等地，开展宣讲数十场，徐老有时间

还会赶到现场为她加油鼓劲。

“心语墙”上的另一段暖心对话，见

证了文职人员魏优的成长故事。魏优是

一名军嫂，与丈夫长期两地分居，既要工

作又要带孩子，身心压力较大。有次和丈

夫产生矛盾，她忍不住“吐槽”，在“心语

墙”上留言：“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这

句留言，收到了“七一勋章”获得者、“二级

战斗英雄”王占山的回复：“常想一二，不

思八九，事事如意。”

除了收到王老的安慰鼓励，魏优还听

王老讲述当年“坚守阵地4天4夜，打退敌

人38次进攻，歼敌400余人”的战斗经历，

并走进荣誉室先后深入了解 100余名老

干部的光辉历程。耳闻目睹这些，魏优深

受鼓舞。“面对困难，逃只能逃一时，把它

踩在脚下才是最好的解决办法。”她调整

心态，以更加积极的状态投入工作生活。

如今，“心语墙”上贴满了五颜六色

的留言便签，默默诉说着一名名文职人

员五彩斑斓的强军梦想。

“心语墙”架起“连心桥”
■吕冬临 张 鑫

撰写试验大纲方案；参与筹备某型

装备研练任务；担负数项课题研究工

作，还担任某项任务负责人……近段时

间，海军某试验训练基地文职人员张珈

琪很是忙碌。

入职只有 4 年、年纪轻轻就被委以

重任，像张珈琪这样的文职人员，在该

基地并非个例。

作为海军部队战斗力的孵化器，该

基地每年承担大量试训任务，直接关系

一线部队战斗力生成。随着越来越多

文职人员加入，为他们搭建能力展示平

台、提供作用发挥阵地，成为该基地持

续关注、重点研究的问题之一。

在组织常态化专业集训、到基层

舰连见习锻炼等方式培养文职人员的

基 础 上 ，他 们 还 研 究 制 订 了“ 揭 榜 领

衔”科研攻关制度，搭建“项目+”人才

成长平台，不设固定的年龄、学历、职

称等门槛，而是根据不同试训任务需

求，细化项目负责人上岗的基本原则、

选拔条件等，经过自我推荐、专家评审

等程序，遴选出最合适的负责人，形成

“人人上台揭榜、个个上阵攻关”的生

动局面。

翻开科研项目“榜单”，笔者发现，

上榜的 10 余个项目涉及多个新领域。

榜上有名的文职人员李厚旭，入职前在

军工企业从事海军舰炮相关工作，入职

后加入某项目组。通过交叉编组、军文

互助等方式，他多次参与组织筹划、技

术保障、总结复盘等，业务能力进一步

提升。此次，他脱颖而出，被确定为负

责人。

“从参与到主导，责任大了、担子重

了，但我更有信心动力了。我一定珍惜

机会，用实际行动回报组织的信任。”李

厚旭告诉笔者，单位着眼他的实际情

况，采用老高工帮带理清任务思路、前

往高校相关团队进修等方式，帮他针对

性精进专业能力。

文职人员霍庚也是这些举措的受

益者之一。经过考察，他被选送到清华

大学学习，对数字化领域前沿技术和专

业知识有了更深刻的理解。返回单位

后，他把所学内容融入专业实践，解决

了多个技术难题，并在某研练任务中得

到运用。前不久，他还被组织确定为文

职人员科研帮扶对象。

优化流程管理、经费使用、容错纠

错等制度机制，建立科研成果转化率、

应用率评价模式……随着越来越多文

职人员活跃在试训一线，该基地将进

一步鼓励揭榜团队先行先试、大胆创

新，并持续做好激励保障工作，让他们

能够倾力投入、快速成长。

海军某试验训练基地为文职人员搭建能力展示平台—

人人上台揭榜 个个上阵攻关
■陈海涛

金秋时节，新

疆军区某综合训练

基地邀请陆军炮兵

防空兵学院士官学

校某教研室教员，

为基地文职人员讲

授教学方法、提升

履职本领，开展联

教联训。图为他们

运用模拟教具进行

学习。

王延文摄

●实践锻炼

●培养帮带

●疏导释压

最美身影

队伍抓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