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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改进行时

逐梦之旅

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一线，广大军
队医护人员冲锋陷阵、勇挑重担，成为战
“疫”一线的生力军。在这支英雄的队伍
里，有一支新生力量格外引人瞩目。当
汗水划过脖颈打湿衣领，这些人领章上
的“文”字显得更加熠熠生辉。他们虽然
不是军人，但军魂在他们身上同样得到
充分彰显。

2017年，伴随着军事人力资源制度
改革，文职人员正式列阵人民军队行列。
2019年，作为改革强军中的新锐力量，文
职人员方队首次亮相阅兵场，接受了党和
人民的检阅。2020年，在这场没有硝烟
的疫情防控阻击战中，广大文职医护人员
在人民军队舍生忘死、服务人民、忘我奉
献精神的感召带动下，以冲锋的姿态再次
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充分展示了新时
代我军文职人员的使命担当与战斗豪情。

实践证明，他们是一支听党指挥、
忠诚可靠的队伍，是一支关键时候拉得
出、冲得上、打得赢的队伍。

初心使命篇

党旗所指，军旗所向

“疫情就是敌情，病房就是战场。

作为军队文职人员，我们责无旁贷必须
上！”“我申请作为第一批队员进入病
区！”从大年三十深夜出征的第一批军
队支援湖北医疗队队员，到 2月中旬第
三批征战队员，都不乏这样铿锵有力的
声音。

1月 21日，经上级批准，中部战区
总医院派出医疗队，进驻武汉市肺科医
院重症监护二病区，这里是武汉市新冠
肺炎重症患者定点收治医院之一。医疗
队的文职人员与现役军人一样，个个主
动请战，义无反顾奔赴战场。

2019 年 12 月，李波通过公开招考
进入文职人员队伍。 2020 年 1 月 17
日，刚刚完成岗前培训的他，主动请战
跟随医疗队冲到重症患者救治一线。
“李医生，13床呼吸困难，快来看一

下！”那天，对讲机里突然传来护士急促
的呼叫。李波冲进病房立即实施胸外按
压、肾上腺素静注、气管插管呼吸机辅助
呼吸，但患者的呼吸情况仍然很差。随
后，他紧急报告医疗队队长邬明，对患者
实施 ECMO（“人工膜肺”医疗急救设
备）治疗。经过 2个多小时的抢救，终于
把患者从死亡边缘拉了回来。

看不见硝烟，看得见赤诚。人民
利益高于一切、重于一切，这是人民
军队永远不变的信念。文职人员队伍
在人民军队的序列里，萌芽初动却勃
勃生机，把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

化作担当前行的磅礴力量。来自中部
战区总医院的数据表明， 2018 年 、
2019 年新入职文职人员占抗疫一线文
职人员总数的 29%，他们入职不久即
上一线，表现不凡，初露锋芒。

戎装虽换，初心不变。 2019 年
初，28 岁的军医程虎主动递交申请，
由现役干部转改为文职人员，并有幸被
选入文职人员方队亮相国庆阅兵场。归
队后，他没有休息，又迅速投入到军运
会医疗保障任务当中。

1月 22日，本想利用春节假期回孝
感老家好好陪陪家人的程虎，突然接到
单位抽调他到发热门诊工作的紧急通
知。他的妻子是孝感市中心医院的一名
护士，也在抗疫一线工作。“当时‘转
文’就是想一辈子扎根部队，现在部队
需要我、患者需要我，我就应该到一线
去。”就这样，在国家需要的时候，夫
妻俩双双携手逆风飞翔。

除夕夜，曾获联勤保障部队护理
技能大比武 3 个课目第一的文职护士
高锐，得知部队要抽调医疗队驰援武
汉，脑海中立即闪现出当年医院医护
人员奔赴小汤山抗击非典、赴汶川救
治地震伤员、驰援非洲抗击埃博拉病
毒、参与马里维和国际救助的一幅幅
感人画面，大年初一她就向党组织递
交了请战书。2月 4日，第一批确诊患
者来到火神山医院，高锐带领 7 名护
士仅用 30分钟就将数十名病区患者全
部安置完毕。

榜样力量篇

身体力行，冲锋在前

有一种情怀叫血脉相连，有一种信
念是人民至上。

面对一道道“小我”与“大我”的
选择题，军队党员医护人员率先投身战
“疫”一线。身边的榜样成为带动文职
人员坚定前行的无穷力量。
“我年龄最大，兵龄、党龄最长，

而且有小汤山医院的非典救治经验，我
先上。”第一天进入肺科医院重症监护
室前，军人护士长刘孟丽对年轻护士们
说完此话，便穿上防护服第一个进入重
症病房。

期间，她把在小汤山积累的护理经
验运用到这次抗击疫情当中，反复示范
讲解隔离衣、防护服几十道穿脱程序，
带领感控监督员细化张贴感控流程，规
范重症患者护理操作要求。

护士长的言传身教，让年轻护士们
既感慨又佩服。在刘孟丽的感召带动
下，22名文职护士穿着密不透风的防护
服，在重症监护病房每班次奋战 4个小
时。一个班次下来，往往全身汗透接近
虚脱，但自始至终没有一人叫苦叫累。

现役军人冲锋在前，广大文职人员
奋勇跟随。同样，文职党员的先锋模范
作用也深深激励着其他文职人员的工作
热情。
“杨大姐，今天我们一起过元宵

节，吃点元宵，祝您早日康复！”支援
肺科医院医疗队的文职党员、副护士长
向峦和文职护士庞倩围在 13床患者床
边，热情地送上节日祝福。护士们的安
慰鼓励，让这些天饱受疾病折磨且无家
人陪伴的杨大姐感激万分。
“是向峦副护士长手把手帮教，才

让我有了冲锋的底气和自信，更好地
照顾患者。”庞倩出征前在肾脏内科工
作，没有重症监护的经验。是向峦一
遍遍地教会她中心静脉压测量、血气
分析、心电图等操作方法。在向峦身
体力行带动下，庞倩努力用党员标准

要求自己，各项工作干在前，受到患
者肯定。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

的纲领……”2月 17日上午，4家医院
的病房里同步进行视频连线，庞倩和其
他 6名队员，面对党旗庄严宣誓，光荣
加入中国共产党。

据了解，在火神山医院执行抗疫任
务的文职人员，有 19人火线入党。他
们在一线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为人民服务
的入党宗旨。

责任担当篇

前方打胜仗，组

织是靠山

近日，习主席就关心爱护参与疫
情防控工作的医务人员作出重要指
示，强调医务人员是战胜疫情的中坚
力量，务必高度重视对他们的保护、
关心、爱护，从各个方面提供支持保
障，使他们始终保持强大战斗力、昂
扬斗志、旺盛精力，持续健康投入战
胜疫情斗争。

执行任务期间，军委要求对参与疫

情防控工作的文职人员实行政策优待。
比如，对火线入党不限比例，成熟一个
发展一个；专业技术职务评任、职称考
试、晋职晋级、人才选拔表彰、入学复
试等，参照现役干部有关规定给予政策
倾斜；新聘文职人员试用期考核结果可
确定为合格，等等。各级党组织的关
怀，进一步激发了广大文职人员奋战在
疫情一线的动力。
“平时国家对军人和文职人员依法

优先，是党和人民对我们的尊崇和关
怀；大疫当前优先上阵，这是我们对
党和人民作出的庄严承诺。”广大文职
医护人员用无声行动践行着这个庄严
的誓言。

去年入职的火神山医院重症医学科
护师张宏伟，毕业于南昌大学护理系，
从某特战旅退伍后，通过全军统一考试
成为一名文职人员。面对疫情，他实践
着“若有战，召必回，战必胜”的誓
言。作为一名有丰富护理经验的重症医
学科护师，每当有极重症患者收治时，
他都一马当先。

2 月 15 日，一位患者因为新冠肺
炎多器官衰竭导致心跳骤停。张宏伟
立即实施胸外心脏按压，当患者发生
室颤后，他又立即开始紧急除颤。经
过近两个小时的救治，终于成功将患
者抢救过来。

悬壶入荆楚 白衣为征袍
—军队文职人员参加武汉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扫描

■本报记者 孙兴维 通讯员 王均波 王志军

三月，古城西安，空军工程大学
航空工程学院一片宁静，受新冠肺炎
疫情影响，学院的课堂从教室换到
“云端”。学院雷达与电子对抗教研室
文职讲师肖冰松一大早起来，就忙着
调试系统，为远程连线做准备。“云课
堂”上，学员们饶有兴趣地听着肖冰
松讲授生动的战例，脸上写满兴奋与
专注。

任教 10年来，肖冰松始终恪守一
个信条：院校教学为打仗而教，只有
从沙场取回来的“真经”，才能育出部
队需要的“真才”。基于此，肖冰松每
年都用四分之一以上的时间到部队进
行数据收集和装备调研。

第一次赴部队的场景，肖冰松至
今记忆犹新。作为某型模拟器研发的
主要负责人，接到去西北某部队安装
调试设备的任务，肖冰松顾不上好好
收拾行李，只拿上两件换洗衣服，背
上包就出发了。进入营区，先进的武
器装备让他目不暇接。他第一次对最
新武器装备有了直观认识，也对军校
课堂有了全新的理解。

从部队归来，肖冰松的教学理念发

生了明显改变，每一门专业知识他都喜
欢从部队需求中寻找答案。2012 年春
节，正在老家休假的肖冰松接到了某部
队打来的电话。听说部队装备出现故
障，他当即放弃休假，火速赶往部队，
摩托、大巴、动车，辗转数百公里，当
天下午就赶到部队，迅速解决了系统运
行故障。参与空军“金头盔”考核评
估、担任空军某岗位练兵比武裁判、负
责国庆阅兵某型飞机部队技术巡讲……
近年来，肖冰松肩上的担子越来越重，
讲义也越来越厚。

又是一个夏天，空军某部遇到一个

棘手难题，外场定检过程中，设备一通
电就黑屏，无论怎样调试都解决不了。
“部队装备出现问题就如同火情报警！”
肖冰松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判明故障后
采取换用专用电的办法，迅速解决了这
一装备难题，部队官兵激动地围着他表
示感谢。那一刻，肖冰松真切感受到一
名军校教员在战场上的价值。

十年如一日，肖冰松用自己的实
际行动诠释着一名空军文职人员的打
赢情结。熟悉肖冰松的学员都知道，
虽然他是一名文职人员，却承担着不
同层次的专业教学任务。更让学员感

佩敬畏的是，他对学员要求十分严
格，不论是平时课程作业还是阶段考
试，理论知识对接实际问题不紧密，
在他那里都过不了关。一堂 45分钟的
课，在即将结束的几分钟里，他常会
安排关于装备知识的问答环节，课堂
气氛十分活跃。

去年学院承担士官技师培训课程
时，肖冰松见到了昔日一道在某工业集
团进行新机型培训的同学。课后交流
中，这位老同学感慨地对肖冰松说：
“你讲的正是部队所需要的，从你这学
到的知识，总是很接地气、更加实用。”

空军工程大学航空工程学院文职讲师肖冰松

晓于实战，方能精于课堂
■陈 卓 何格格

初春的滇南，乍暖还寒。天刚蒙蒙
亮，解放军第 926医院医疗扶贫小分队
就驱车赶往 100多公里外的元阳县人民
医院，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这样的任
务，他们坚持每周一次，雷打不动。

在这支 5人组成的医疗小分队中，
医学影像科文职人员黄聪的年龄最小，
收获和感受最多。参与医疗扶贫工作 3
个多月来，他坚持每周给县人民医院的
医护人员上医学影像课、分析讲解疑难
病例，帮助提高诊断水平；指导和带动
科室运用新设备、开展新技术，推动医
院实现技术、服务“双进步”。

台上三分钟，台下十年功。这些听
得见也看得着的成绩，是黄聪不懈努力
的结果。

从小怀揣军医梦的黄聪，2013年从
川北医学院毕业后，选择到解放军第926
医院工作。他始终保持冲锋姿态，坚持每
周参加病例讨论、专业讲课，回访搜集、整
理科室疑难病例，查阅国内外文献，及时
总结经验、查找不足，不断提升影像诊断
能力，成长为如今医院小有名气的影像专

家。他曾先后开展双能量肺灌注成像、前
后交叉韧带损伤双能量分析等10多项新
技术，多次被医院表彰为“优秀共产党员”
“训练教学先进个人”等。

翻开黄聪的工作日志，每周、每天
的计划安排得满满当当，工作、学习、锻
炼调配得井井有条。翻阅他的学习笔
记，有摘抄、有思考、有总结，处处留下
了能力提升的前行轨迹。这些年，他先
后到四川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第三军医
大学等院校进修学习，不断收集病例，

学习总结，发表业务论文 30余篇，参编
参译书籍3本。

黄聪不仅爱读书，还是个“军体
迷”，练就了一身过硬的体能素质。医
院每年的“强军兴院杯”运动会、“卫勤
尖兵杯”群众性比武竞赛，他常会获得
一些奖项。黄聪说，没有良好的体能素
质，就难以胜任本职工作，更扛不起使
命担当。

有多大担当，才能有多大作为。入
职以来，黄聪凭借强烈的进取精神和坚

韧不拔的意志，践行了一名军中医者的
初心使命。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他两
次递交请战书，随时等待组织的调遣。
他说：“即便没有机会赴一线抗击疫情，
也要在职责范围内多做一些力所能及
的事情。”

解放军第926医院医学影像科文职人员黄聪

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宽
■斌 戈 本报特约通讯员 刘德贵

湖北省妇幼保健院光谷院区军队支援湖北医疗队队员、文职护师张玉珠，正在

为即将进入病房工作的医务人员检查调整防护装备。 赵法胜摄

“付医生，我们这消毒液用完了，
麻烦给配一下。”
“付医生，三中队想请你去给他们

指导一下日常防护。”
“付医生，家属院刘班长的小孩发

低烧请你去看一下。”
……
付医生是陆军装备部某保障大队

军医付强，此时的他正在保障三队开
展疫情防控工作。

其实，在春节前，付强就向组织
递交了转业申请，从大队驻地返回到
家中休假待命。本想能好好陪陪家
人，不想疫情形势越来越严峻。想到
大队营区现在没有军医在位，他心急
如焚，打电话给领导申请放弃休假，
返回武汉参加抗疫工作。考虑到归队
风险大，领导没有同意他的请战申
请。然而，付强并没有闲着，既然回
不了武汉，那就参加老家驻地营区的
疫情防控。

由于营区实行封闭式管理，参加
疫情防控就意味着不能回家。妻子埋
怨说：“你都是要转业的人了，怎么还
是一年到头不在家？”付强耐心说道：
“我是要转业了，但是疫情防控责任重
大，作为军医我怎能缺位！况且我现
在不是还没转业吗？”就这样，他把妻
女送到岳父家后，第一时间投入到营
区的疫情防控工作。

这些天，付强除了紧急诊治营区
官兵和家属的身体不适，还要拟制疫
情防控指导手册，指导班排开展防疫
工作，并对营区各场所进行消毒。由
于接触 84消毒液过多，他的手都脱皮
了。官兵看到后关心地说：“付医生，
要注意休息啊！”

付强毕业于原第四军医大学，以
前的同学大多在军内各大医院工作，
有的已经转业到地方医院谋求发展，
他却一直扎根在基层部队，结婚多年
还两地分居。去年底，由于编制、年
龄等因素，到了付强必须决定进退留
转的时候了。当时的他综合考虑家人
的意见，选择了以计划安置方式退出
现役。

其实，作出离开部队的选择，付
强内心还是万般不舍。想想自己作为
一个农民的儿子，从当兵到考军医大
学，再到在军医岗位上耕耘十几个年
头，一路走来哪一样不是组织关心培
养的结果。他早已把军队当家，把军
人使命融入血脉。特别是近期军人不
顾安危逆行奔赴一线抗击疫情的一幕
幕感人画面，让他内心深受触动。军
医岗位虽然平凡，但在抗击疫情的紧
急关头，却扮演着军人和医生的双重
角色，担负着救死扶伤的神圣使命。
这岂是金钱待遇能换来的！

经历了此次战“疫”的历练，付强
说服家人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郑重向
组织提出申请，由原来的计划安置改为
转改文职人员，愿意继续留在部队实现
一名军医的人生价值。大队及时向上级
申报，更改了他的安置选择。

一名军医的“转文”之路
—陆军装备部某保障大队军医付强的心路历程

■董 玮 王 振

图为中部战区总医院组织一线医护人员火线入党宣誓。

王皓宇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