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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一位人武部部长转改
文职的报道刊出后，引发热议。

“听说你转文职了？”自军队现
役干部转改文职工作拉开帷幕后，
这句话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这是
一道“转”与“不转”的选择题，但对
于答题者来说，却难以轻易做答，新
身份、新岗位、新任务……这些要面
对的、要扛起的、要担负的，即使对
沙场老兵而言，也并非易事。

当然，这不是一道必选题，但对于
那些不忘入伍初心、不舍军营生活、不
甘掉队强军征程的人来说，转改文职
则是一条能继续矢志军营的新路。

时间转瞬，第二批现役干部转
改文职人员已到岗半年有余，编辑
部推出新栏目《“军转文”之后》，请
这些亲历者谈谈他们转改之后经历
的点点滴滴，希望能对即将或已经
转改的战友们有所帮助。

开 栏 的 话

自述人：张渤欣
2018年 11月，从海军北海舰队转

改文职到陕西省商洛市洛南县人武部

陕西秦岭深处，有个叫洛南的小城。
去年，我经过深思熟虑，成为该县

人武部的一名文职人员。没想到的是，
我很快成了这里的“明星”，走在街上，
几乎是100%的回头率。

你想想，刚来时，还未更换的一身
藏蓝色海军军服，加上 190厘米的“海
拔”、不拖后腿的颜值，在这个较为封闭
的、距离大海 1000多公里的小县城，不
成“名人”都难。这不，不到一个月，很
多人都知道县人武部来了个“海军大个
子”。陪人武部领导到县里开会，大家
都和我开玩笑：“洛南离海太远，都想看
看你这个海上来的人。”

人武部政委石升武找我谈心，“小
张，你现在可是咱县里的‘红人’了，走

到哪都有人向我打听你，我就给他们讲
你的经历，顺便普及一下国防知识，你
得把好形象保持住了，当好人武部的

‘代言人’！”
石政委的话没错，但我还有一点

顾虑：文职人员不是现役军人，我能当
好这个“代言人”吗？石政委说，换岗
不换位，换装不褪色，文职人员也是军
队人员！

顾虑一消天地宽。是呀，受欢迎的
是穿着这一身服装的我，身高、长相都
是浮云，这身衣服才是“加分项”。我没
有理由因为着装颜色的改变，而减少自
己对军队的爱，也不能因为从大部队到
了小单位，而放松对自己的要求。自那
以后，我时刻提醒自己，心里要始终装
着条令条例，一言一行都要时刻注意，
要利用这个“与众不同”，当好人武部的

“形象代言人”。
就这样，转眼到了征兵季，人武部

要开展征兵宣传进校园活动。这个“征
兵形象代言人”自然非我莫属，我告诉
自己：做好了是宣传，做不好是抹黑。

为了回答好学生们可能问到的问
题，我连续加了好几天班，把征兵政策
烂熟于心，还收集整理了一些发生在
当地的革命故事和商洛籍优秀军人
的事迹，在宣传政策的时候，讲给学
生们听。

人武部和地方交往多，在以前的部
队，像我这样年龄轻、级别低的干部几
乎没有独立代表单位出去开展工作的
机会。但在人武部就不一样了，虽然我
只是一名参谋，因为当前科长没有配
备，我经常作为军事科的负责人和地方
进行工作对接。

说实话，刚开始面对这些情况，我心
里没底，但硬着头皮经历几次后，自信心
就慢慢有了。在今年民兵整组工作中，
我边学边做，主动和地方部门对接协调
工作，从前期的潜力调查，到民兵编组，
再到组织点验，我一个环节一个环节过，
一个细节一个细节抠，加班加点成了常
态。正因为我对工作的高标准严要求，
自己不仅得到人武部领导的赞扬，还得
到地方很多单位同志的认可。

回顾转改文职人员的半年来，我从
最初的迷茫到现在的自信，从刚到小县
城的不知所措，到现在的“形象代言
人”，成长了很多，收获了很多。我觉
得，单位没有好坏，军装不分色彩，只要
不忘入伍初心，就一定能在“小平台”上
有大作为。

（整理人：余守义 记者：曹 琦）

在这个小城，我成了“代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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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 转 文军 转 文 ””之 后之 后

两幅画面对比，让人五味杂陈：同
样是面对相机，叙利亚 4岁小女孩儿

“举手投降”，惊恐的眼神令人揪心；而
中国小女孩儿，在海军保护下踏上归国
之途，脸上洋溢着灿烂笑容。

我们无意于对比和渲染什么，中国
孩子在家国遭受外侵的惨痛历史上不
乏其例。

放眼全球，一个沉重的现实话题不
容回避：当今世界并不太平！纵观历
史，一种真切体验不必掩饰：生活在一
个安定的时代多么幸福！

“红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
一泻汪洋。”少年强则国强。“六一”国际
儿童节又至，让我们站在国家安全和民
族兴旺的高度呼唤：实现“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国防教育从娃娃抓起，少年
与国防“一个都不能少”。

“马背婴儿”与“大辫子小
姑娘”真情告白

赢得孩子赢得未来

曾经，有一种流行观念：战争，让女
人走开。捷克诗人塞费尔特也曾写下
颇具浪漫气息的诗句：假如让女人操纵
大炮，落到大地上的将是玫瑰和亲吻。

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人民军队，在
革命实践中展现了另一幅景象！

1935年 4月，红军长征过赤水河
时，女红军陈慧清分娩难产。此刻，追
敌的枪声一阵紧似一阵。红五军团军
团长董振堂命令一个团勇猛阻击，战斗

异常激烈。过了一个多时辰，他拎着枪
跑来：“还有多久能生出孩子？”谁也不
知道。董振堂一边跑回阵地一边大喊：

“一定要打出一个生孩子的时间来！”
又是一场血战！整整两个小时后，

孩子出生了。阻击的战士见到队伍中
的产妇陈慧清，有些不悦。董振堂大
怒：“我们今天革命打仗，不就是为了孩
子吗？”

这段描述早已耳熟能详，每每读来
还是禁不住热泪盈眶，为先烈的艰辛，
更为先烈的担当：董振堂！真心英雄！

生一个孩子“拼一个团”，值吗？
1949年 4月 22日，一位大辫子小

姑娘“我送亲人过大江”的无怨无悔，就
是回答。

渡江战役，万船齐发。身材瘦弱的
她拼尽全力使劲儿划桨，汗水一滴滴挂
在额头也顾不上擦拭。新华社军事记
者邹健东当即拍摄下这一幕感人场景，
一个永恒瞬间被定格在历史记忆中。

斗转星移，物是人非。几十年后，
离休的邹健东开始寻找这位素不相识
的“大辫子小姑娘”，想亲手交给她那张
珍贵的照片！

天地有情，人间有爱。1999年5月
22日两人终于相见时，“大辫子小姑
娘”颜红英已经 69岁。“这是我的第一
张照片！”照片迟到 50年，“我送亲人过
大江”的那一幕场景却仿佛还在许多人
眼前……

什么是历史？西塞罗说：“一个不
懂自己出生前的历史的人，永远是个孩
子。”而国防教育就是要让今天的孩子
们知道——新中国从哪里来，新时代到

哪里去，这中间又经历过什么。
贺龙的女儿贺捷生，作为全程亲历

长征的“马背婴儿”，步入耄耋之年后常
常有一种幻觉，漫漫长夜半梦半醒，一
种声音若有若无、时断时续、或远或近
地回荡在耳边：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
答滴答……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像春
风，像潮汛，像十二月的雪花那般凌空
飘来。终于，她记起来了，她记起来了，
是马蹄声！马蹄声声入梦来，让贺捷生
更加明白：父辈当年革命为了啥？我们
今天建设依靠谁？

孩子与希望同在！今天的国防教
育“从娃娃抓起”有多么重要，赢得了孩
子便赢得了未来。

从“看后背识字法”到“八
一爱民学校”

两条红飘带的启示

那幅毛泽东和两个小八路的照片，
许多人过目难忘。

1939年 4月 24日上午，毛泽东到
抗日军政大学校务部参加一个会议，两
个小八路从山坡上兴冲冲地跑到跟前
问好。交谈中，毛泽东问：“你们这么
小，参加八路军，为了什么？”两人争先
恐后地回答：“为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解放全中国。”是呵，中国共产党的教育
撑起了两个小八路心中的家国天下。

听到这番豪言壮语，毛泽东笑了：
“你们知道我是谁吗？”

“知道，您是毛主席！”毛泽东说：

“不对！我不叫毛主席，我叫毛泽东。”
毛泽东弯下腰，在手心里把“毛泽东”几
个字写了一遍，耐心地教他们怎么写。
摄影记者石少华轻轻按下相机快门，记
录下这珍贵的瞬间。

红军长征路上曾经创造了“看后
背识字法”——背上贴字，边走边学，许
多“红小鬼”靠这个办法摘掉了文盲的
帽子，也提高了思想觉悟。有“红军书
法家”美誉的舒同曾经回忆，那时候，从
破棉袄里撕出一块棉絮，绑在棍子上就
成了“红军笔”，好用得很！

时光荏苒。
2006年 4月 17日，一个大雨瓢泼

的日子。52岁的军队工程师王福臣从
北京飞到西安后来不及休整，直接赶到
300多公里之外的永乡中心小学。

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 70周年，全
军和武警部队在长征沿线援建“八一爱
民学校”。从最初计划援建 70所到后
来援建112所，数字变化折射出深情厚
意，也彰显了深谋远虑：国防教育，正以
一种全新形式在长征沿线地区展开。

当年，红军长征路被誉为地球上的
红飘带，引导中国革命走向成功，走向
胜利。而今，112所“八一爱民学校”就
像一所所少年军校，点缀在地图上，又
是一条充满希望和生机的红飘带：建红
军事迹陈列室，搜集整理流传在当地的
红军故事，主动参与长征遗址的维护与
整修……用长征精神教书育人，师生精
神面貌焕然一新。

历史与现实碰撞，两条红飘带相映
生辉：亲和性与参与性强的软教育，赋
予国防教育独特魅力。

前不久，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对
1511名儿童问卷调查后得出一个惊人
结论：针对儿童的身体虐待、情感虐待、
性虐待和忽视(冷暴力)四大暴力行为
中，“忽视”对儿童心理健康影响最大。

令人欣慰的是，从“八一爱民学校”
走出的学生没有“伪娘”，很少有“阴柔
化”，也极少出现心理健康问题。这说
明，他们从来没有被“忽视”，行之有效
的国防教育已经对中国教育形成了难
能可贵的正向辐射。

“红小鬼”家出了个“新时
代好少年”

常谈常新大话题

5月22日，中央文明办、教育部、共
青团中央、全国妇联、中国关工委联合
发布 2019年第一批 10名“新时代好少
年”先进事迹。陕西省延安实验小学五
年级学生、11岁的张力文是其中之一。

“红小鬼”家出了个“新时代好少
年”！当地群众赞叹说，张力文的外
公是一名老革命，她从小就常听红军
故事、延安故事，小小年纪如愿成了鲁
艺旧址的红领巾志愿者讲解员。许多
游客反映，她以讲、唱、跳的形式宣传，
让人记住了：少共国际师存在多长时
间，为革命事业作出了哪些贡献？革
命战争史上，诞生过多少刘胡兰式的
小英雄？

革命家庭革命事，国防教育薪火
传。今天重视少年儿童的国防教育，不

是简单地倡导和复制“年纪轻轻干大
事，年纪轻轻丢性命”，而是在实现中国
梦强军梦伟大征程上，帮更多少年找准
人生的方向。

2018年 5月 30日，习主席给陕西
照金北梁红军小学学生回信时说：“希
望你们怀着一颗感恩的心，珍惜时光，
努力学习，将来做对国家、对人民、对社
会有用的人。”这些年，红军后代追忆父
辈的一系列感人至深、催人奋进的优秀
读物也在引导和塑造后来者——

战场上最容易牺牲的，一是旗手，
二是号兵，因为他们必须站在最高处。
《信仰的追问》作者刘江波作为红军小
号手的女儿，退休后用一年多时间写出
12篇短文，结集成书，字字看来皆是
血，她在追问“信念是什么”。

出生仅 18天，便由父母背着去长
征；不足两岁，父亲率部东渡黄河抗
日。《父亲的雪山 母亲的草地》作为元
帅父女的生命史与心灵史，是贺捷生将
军古稀之年直面历史，顽强追溯父亲、
母亲和自己童年散落的足迹。

就像两个匆忙赶路的人，父子俩坐
在什刹海边住了近 40年的四合院里对
话，不知不觉间，儿子为父亲录下了满
满一箱磁带。《从战争中走来》作者张胜
带来的，是他和父亲张爱萍将军关于我
们这支军队、这个国家和这个民族更加
沉重的思考……

国防与少年，少年与国防。
——一个不能不谈的大话题，一个

常谈常新的大话题。
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
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

少年与国防，“一个都不能少”
■本报编辑部

本报讯 邵悦报道：“我部场站遭受
‘敌’空中打击，多名‘敌特’分子持械对
我进行袭扰。机场塔台通信中断、气象
观测平台受损、3名战士受伤昏迷，请求
人武部派出保障分队。”5月 26日，湖北
省老河口市人武部接到空军老河口场站
情况通报后，对口保障空军场站的各民
兵分队迅速出动。

安全警戒分队赶到关键路口设置哨
卡，并派出抓捕小组搜索“敌特”分子；通
信保障分队就地检测无线电通联情况，
派出有线兵排查通信线路；气象保障分
队来到气象观测平台，架设观测器材，观

测天气状况；医疗保障分队顶着“硝烟”，
对受伤战士展开救治……这是老河口市
对口保障空军民兵分队与空军场站官兵
联演联训的一组镜头。

“对口保障空军民兵分队是人武部
联手驻地部队，一步步摸索建设起来
的。”人武部部长杭永涛说：“今年初，空
军场站提出需求，希望驻地能编建民兵
保障分队，助力部队提升战斗力建设。”

为精准对接部队需求，人武部迅速
与地方政府协调，在场站附近的李楼镇
挑选退伍兵组建安全警戒分队；在驻地
医院挑选急救经验丰富的医护骨干，编

组医疗保障分队；协调地方移动和联通
公司，选派技术能手编建通信保障分队；
联系老河口市气象局，抽调技术骨干编
建气象保障分队……新组建的 4支分
队，专业对口率为100%。

空军场站派出骨干，到各民兵分队
分业组织训练，并与分队开展联演联训，
检验民兵分队的专业水平及保障流程掌
握情况。

这次联演联训期间，天气炎热，机场
地面温度高达40多摄氏度，但高温并未
影响参训民兵的训练热情，他们与场站
官兵一起，在演训场上摸爬滚打、挥汗如
雨。“一想到机场安全与我们息息相关，
心里就有一种紧迫感，训练上不敢马
虎。”安全警戒分队民兵李修平说。

据了解，为期 15天的演训中，民兵
参训率为 96.4%，共同课目与专业课目
合格率均达到100%。“接下来，我们要继
续加强与驻地部队的沟通协调，共同打
造强军路上的‘保障尖兵’。”人武部政委
喻勇说。

湖北省老河口市人武部与驻地部队联手共训

共同打造“保障尖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