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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夜色渐深，营区几间办公室还亮着

灯。某部药师、文职人员茹梦揉了揉发

酸的肩膀，目光紧盯着电脑屏幕上密密

麻麻的文字。

这份连夜拟制的基层药物保障方

案，每个数据都要经得起检验。虽已从

事药学工作多年，她仍不敢有一丝松

懈。翻文件、核数据、拟流程，随着指尖

在键盘上敲出一串串字符，方案脉络逐

渐清晰。

“ 药 品 安 全 无 小 事 ，任 何 时 候 都

要牢牢把好质量关，确保官兵用上放

心药品。”一次药品保障会上，某部参

会 代 表 提 出 急 需 补 充 某 药 品 。 茹 梦

立即启动应急审批程序，高效开展后

续工作。

子夜时分，药库的灯光依然亮着。

茹梦半跪在药品箱前，认真记录批号、

有效期，在验收单上留下工整字迹：“冷

链药品，注意监控温度。”

翌日，载药车辆驶离营区，茹梦站

在窗前长舒一口气，翻开浸着药香的笔

记本记下：某部药物已发出。

看着书架上摆放着上级颁发的文

职人员先进个人三级表彰证书，茹梦轻

抚胸前的姓名牌，一种强烈的使命感、

责任感在内心升腾。

二

惊蛰过后，山雾里裹着湿气。战士

小苏训练时不慎受伤，膝盖渗血，来到

卫生所就诊。

正在值班的医生和茹梦详细问诊，

用无菌棉签处理伤口。小苏拿着处方

来到药房窗口，有些疑惑地问：“医生让

吃 3 天药，网上说要吃 7 天……”茹梦解

释说，这种药物过量服用，可能会发生

不良反应。

过了几天，茹梦正清点整理冷藏柜

里的药品，小苏来到卫生所复诊。他瞥

见茹梦工作笔记本上自己名字后标注

着一行字：膝关节受伤，虚寒体质，注意

膝盖保暖。

见到小苏，茹梦询问恢复情况，建

议他用中药调理并佩戴护膝，还耐心讲

解注意事项。

这天，气温骤降，训练场上一派热

火朝天的练兵景象。小苏戴上护膝，心

里暖暖的。“为基层服务、为官兵服务，

就要多想一步、服务到位，助力官兵以

昂扬精神状态积极投入练兵备战。”茹

梦说。

三

接连几天，处于大山深处的野外驻

训场风雨交加，一场卫勤保障训练如期

进行。野战医疗帐篷内，茹梦作为医疗

队水质保障组组长，负责医用水的全流

程净化保障。病床上，一名“伤员”亟待

救治。

“制水设备发生故障！”组员李轩攥

着被泥浆糊住的滤网冲进帐篷，全身已

被雨水淋湿。“医用水哪怕掺有一微克

杂质，都会造成严重后果。”小李急得直

跺脚。

“一道工序都不能少，一个步骤都

不能错！越是情况紧急，咱们越要处变

不惊。”茹梦说。

“电导率合格。”经过紧急处置，几

分钟后，医用水终于达标，为“伤员”救

治提供有力保障。

“ 保 障 官 兵 用 药 用 械 安 全 ， 就 是

保健康、保战斗力。”训练结束，茹

梦 回 到 熟 悉 的 药 房 ， 清 点 新 到 的 急

救药品，身影穿梭在药柜间。笔者很

是 感 慨 ： 在 保 障 一 线 ， 这 名 “ 孔 雀

蓝 ” 始 终 用 执 着 的 坚 守 维 护 着 官 兵

的健康。

“孔雀蓝”守护官兵健康
■周德昂 刘雨轩

逐梦军旅

“‘向往着那光荣梦想，我们在大潮

中走进军营；满载着那责任重托，我们

在变革中受领使命’。作为一名文职人

员，我要努力实现从社会青年向军队人

员转变，从边学边做向独当一面转变，

从求职工作向姓军为战转变。”阳春三

月，陆军某特勤疗养中心组织开展“争

当一流文职人员、争做优秀党员”讨论

辨析，文职人员阿明慧的发言道出了很

多同事的心声。

“军营是锻造理想信念的熔炉，是

实现自我价值的沃土。”该中心领导介

绍，单位文职人员占比较高，开展“两

争”讨论辨析是他们加强教育引导的

一项重要措施。此前有段时间，中心

调研发现，个别文职人员认为自己“不

穿军装不扛枪，打起仗来轮不上”，满

足于干“和平事”，服务备战打仗的紧

迫感不强。为此，他们用单位的辉煌

历史和光荣传统感召文职人员，着力

解决思想入伍、作风入列问题。同时

注重营造干事创业良好环境，完善文

职人员队伍建设规划，用好用活军地

人才共育机制等，助力他们业务入门、

服务入心，将讨论辨析激发出的政治

热情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奋进力量。

讨论辨析中，文职人员人人谈认

识、找差距、明不足，在思想碰撞中辨清

了“一般与一流”“合格与优秀”“小我与

大我”的关系，明白了“走进军营为什

么”“成长成才靠什么”“强军报国干什

么”，加强了思想认同、身份认同、情感

认同。很多文职人员表示，要自觉补钙

壮骨、砥砺前行，在疗养保障工作中发

挥更大作用。

“两争”讨论辨析开展以来，他们

坚持每季度开展思想情况调查，围绕

对重大政策制度的学习理解、对中心

建设发展的思考建议、对教育管理工

作的认识体会等方面，摸清文职人员

思想底数、困难需求。结合任务实际

和人员类别，该中心适时开展针对性

授课辅导，聚焦铸魂育人、精武强能、

正风肃纪等方面内容，及时组织文职

人员开展讨论辨析和心得分享。

“中心经历多次改革调整，承担过

国际维和、援外医疗、抗震救灾等重大

卫勤保障任务，始终发扬敢于担当、勇

于作为精神，始终保持昂扬状态、冲锋

姿态，用实际行动交出一份份过硬答

卷。”前不久，在该中心军史长廊，文职

人员赵婉莹以“初心”为关键词，为新

入 职 文 职 人 员 讲 述 单 位 70 多 年 的 发

展历程。“我自己就是一名文职人员，

给大家讲述党史军史，对我来说既能

加深学习，也是一个加强思想改造的

过程。”赵婉莹这样说。

深 学 细 悟 汲 取 奋 进 力 量 。 前 不

久 ，该 中 心 组 织 技 能 竞 赛 ，由 文 职 人

员蔡林辰、邓荣苹组成的参赛小组默

契配合，获得自救互救课目考核第一

名。“现代战场环境复杂多变，只有平

时 训 练 把 标 准 设 高 、条 件 设 难 ，战 时

才 能 救 得 下 、治 得 好 。”讨 论 辨 析 时 ，

邓荣苹结合护理岗位实际，讲述自己

对“战时与平时”的理解，让身边同事

很受启发。

思考越深入，认识越清晰，方向才

越明确，奋斗才越有动力。“军队疗养机

构要聚焦备战打仗、聚力服务官兵，以

维护和提高战斗力作为疗养工作的出

发点和落脚点。”该中心领导介绍，近年

来，新型疗养工作体系将工作重心向任

务一线、基层一线倾斜，他们跳出传统

思维，创新保障方法，助推保障模式由

健康维护型向能力促进型转变。

近几年，文职人员郑艳芬多次奔

赴边防哨所，为一线官兵开展心理辅

导 ，当 好 大 家 的 心 灵 守 护 者 。 她 说 ：

“心理服务距离一线官兵越近，服务保

障战斗力的作用就越明显。成为一个

‘兵’，心中有了兵，才能真心实意服务

好每一名官兵。”

文职人员高彩红积极参加战创伤

康复课题研究，在重大疗养保障工作

中表现突出；文职人员杨仙组织疗养

员进行康复训练和心理行为训练，还

自学了中医理疗技术……随着该中心

挂牌成立全军高原医学研究中心，越

来越多文职人员参与到学科建设中，

围绕高原病和战创伤康复疗养等攻关

课题，多批次赴驻高原部队采集数据，

完成新式高原肺脑保健操、有氧运动

康复研究等多个方案研究论证，扎实

推动科研成果向战斗力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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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伍抓建

按照相关规定，文职人员根据需要参加军事训练、战备值勤，在作战和有作

战背景的军事行动中承担支援保障任务，以及参加非战争军事行动。国防大学

联合作战学院坚持常态化组织文职人员参加军事训练，提升文职人员军事素

质。图为射击训练现场。

黄婉静摄

文职影像

姓军为战

瞄准打赢

“感谢儿科医疗护理团队，为我部

军人子女提供全方位高质量医疗服务，

帮助官兵解决后顾之忧。”3 月 10 日一

早，某部专程派人来到郑州联勤保障中

心第 985 医院儿科病区，将一封感谢信

送到文职人员杨海霞手中。

“官兵在训练场上刻苦训练，我们

用心做好为兵服务工作，不同的是职责

分工，相同的是一切为了打赢的使命担

当。”该院领导介绍，他们通过历史传承

立根、发展平台固本、组织关怀凝心等

方式，大力加强文职人员队伍建设，有

效提升了卫勤保障能力，近年来，文职

人员年均医疗救治量占全院 60%以上，

官兵满意率连续 3 年超过 95%。

赓续传统铸忠诚

“这是医院建立初期野战医疗队使

用的药箱，当年它跟随部队南征北战，

立下了汗马功劳……”3 月初，该院院

史馆内，卫勤处助理员、文职人员任凯

雄指着药箱上已有锈迹的铜锁，向新入

职文职人员讲述医院的发展变化。药

箱旁，一本泛黄的《战地救护手册》上，

“一切为了前线”的字迹十分醒目。

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笔者了解

到，在“党史馆里讲党课、军史馆里话军

魂”活动中，该院组织文职人员赴多个

红色场馆开展现地见学，引导大家在学

习红色历史中赓续优良传统、经受灵魂

洗礼。“接过药箱就是接过使命！”听完

任凯雄的讲述，新入职文职人员姜宇航

在笔记本上认真写下这句话。

该院前身是八路军太行军区野战

医院，在几十年风雨征程中，红色基因

已融入医护人员血脉，并代代赓续传

承。一次训练，文职人员程韶娟担任野

战医疗队收容救治组组长，带领队友战

风沙、斗严寒，快速开展伤员救治，整个

过程有条不紊。

训练结束，程韶娟组织大家围绕

如何进一步缩短救治时间、优化救治

流程、畅通卫勤保障链路等展开复盘

研讨，激励大家不断提升卫勤保障能

力。“上世纪 70 年代，一名工人被高压

电击伤，心脏停止跳动十几分钟，辛海

珠医生带领医护人员采取一系列抢救

措施，成功挽救了患者，他们救死扶伤

的事迹至今仍在传颂。”她激励队友从

前辈手中接过接力棒，始终坚守医者

仁心，时刻保持冲锋姿态，锤炼服务打

赢本领。

红色历史是锻铸忠诚的教科书，也

是激发奋斗强军动力的冲锋号。如今，

该院每周都会组织一次战例复盘会，各

专业领域专家轮流上阵，组织文职人员

围绕经典战伤救治案例推演分析，大家

履行职责使命的动力更加高涨。

搭台架梯促成长

3 月 14 日凌晨 2 时许，手术室灯火

通明，神经内科医生、文职人员武卫周

手拿导管，紧急为一名脑血栓患者进行

取栓治疗。这是他去年赴军队医疗单

位进修回到医院后，开展的第 73 例脑

血管介入手术。看到屏幕上闭塞血管

血流恢复，他紧张的神经放松下来。“得

益于医院‘云梯计划’的出台，我收获很

多、成长很快。”武卫周说。

为进一步提高文职人员能力素质，

去年以来，该院制订人才培育“云梯计

划”，组织文职人员分批次前往军地单

位学习培训，效果显著——在该院自主

建设的腹腔镜模拟训练室内，文职人员

提升了病灶切除和创口缝合的精细度；

军事职业教育平台上，文职人员自主制

作的微课上线，加深了大家对教育内容

的理解把握，受到好评……去年以来，

该院有 10 余名文职人员相继走上科室

领导岗位，近 30 名文职人员取得红十

字救护员证。

“畅通育才通道，引导大家主动跳

出自我满足的舒适区、打破向上发展的

天花板，更好助推单位建设发展。”谈及

奋斗历程，从普通医生成长为皮肤科主

任的蔡小薇深有感触。她转改为文职

人员之初，所在科室面临人手不够、设

备不足等难题，经过几年接续奋斗，科

室在全院医疗综合考核中名列第一。

蔡小薇告诉笔者，科室以季度为周期制

订职业发展规划，为每名文职人员配置

军事、专业“双导师”，帮思想进步、帮技

能提高、帮身心健康、带优良作风，精准

育苗模式效益逐步释放。

心暖气顺干劲足

信息科主管技师、文职人员李凡没

想到，自己能这么顺利走上领导岗位。

入职以来，李凡在多个大项任务中

独当一面、挑起大梁，连续两年被评为

“四有”优秀文职人员，开展的人工智能

相关领域某课题研究取得了实用性成

果，受到上级肯定。因业务能力扎实、

工作表现突出，经医院党委研究，李凡

被任命为科室主任。

“要让优秀者得到肯定，形成你追

我赶、共同进步的良好局面。”今年以

来，该院制订完善科主任助理制度，大

胆使用一批有能力、有干劲的文职人员

承担管理工作。他们还持续探索推行

文职人员绩效评价改革，更好调动文职

人员干事创业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心头暖、心气顺，才能干劲足。这

几年，该院持续谋实招、出实策，倾心竭

力做好暖心服务：成立服务中心为文职

人员排忧解难；组建心理训练营，帮助

文职人员提高心理健康水平；积极协调

驻地教育部门，就近就便安排文职人员

子女入托；为过生日的文职人员送上生

日贺卡，为住院的文职人员及家属送去

慰问金……

“组织给我平台，我还组织精彩。”

老年病区医生、文职人员李晨娟多年如

一日热情为老干部服务，谈及工作心

得，她深有感触地说：“身着‘孔雀蓝’，

守护‘夕阳红’，我倍感光荣。正是组织

的培养关爱，让我有了施展才干的舞

台，在服务保障老干部的工作中实现了

人生价值。”

和李晨娟一样，服务打赢、干事创

业已成为广大文职人员的行动自觉。

为圆满完成训练任务，文职人员曹晶杰

轻伤不下火线，组织批量伤员救治，晚

上加班修改方案；文职人员李玲带领团

队开展多项新技术、新业务攻关，有效

提高了专业诊疗水平……

出真招，换真情。“扎实做好各项

工作，让文职人员感受到家的温暖。”

该院领导介绍，单位文职人员的获得

感、幸福感不断增强，大家扎根军营、

建功立业的信念愈加坚定。

厚植人才成长沃土
——郑州联勤保障中心第985医院加强文职人员队伍建设纪实

■庄立贞 张晓伟

该院腹

腔镜模拟训

练 室 里 ，文

职人员操作

器械。

白子祺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