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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参与面试环节的评委专家和在面试环
节中表现优异的文职人员，讲解注意事
项，分享提升面试成绩的经验技巧，给
我提供了有益借鉴。虽然今年我的文职
面试以失败告终，但我从中收获很多。
回忆披星戴月的复习时光，我仍记忆深
刻，仿佛就在昨天。

今年 4月，我从朋友那里得知，普
通本科可以报考军队文职人员。看了往
年的岗位计划，我预计自己的专业课应
该考教育学。之后几个月，我开始着手
学习。

6月中旬，军队人才网发布《2020
年全军面向社会公开招考文职人员岗
位计划》，我这才发现自己的对应专业
是数学和物理。我瞬间有些慌了，因
为大学高数学得一般，物理全靠高中
的底子。于是，我赶紧翻箱倒柜找出
之前的课本想尽力弥补。数学和物理
重在理解运用，不仅仅是简单背公
式，所以我一有空就复习专业课。每
当成功做出一道题时，那种欣喜之情
不言而喻。

笔试临近，打印准考证、研究考场
路线、带好身份证和文具包……所在的
考场比较远，我为此还专门准备了食
物、帽子、纸巾、饮用水、遮阳伞等，
甚至带上了休息用的垫子，脑海里也想
象过无数次中午在考点门口啃面包的情
景。

真正走进考场，我才发现一切与
自己想象的不同。一路上清晰明确的
指示牌和严肃认真的士兵引导员，让
我根本不用担心找不到考室。考场放
置了很多保温桶，旁边整整齐齐摆放
着一次性水杯，品一口是甜滋滋的绿
豆汤。

物品统一存放在教学楼前的帐篷
中，考务人员忙着给物品贴标签，为
考生发手牌，提醒有哪些物品不能带
进考室。

安检保卫、身份验证、体温检
测、引导指示……从考场大门到考
室 ， 处 处 体 现 出 部 队 的 严 谨 和 温
暖。考室有两名监考老师，一名是
军人，一名是文职人员。试卷下发
后，考官提示考生检查试卷页码是
否完整，字迹是否清晰，填写完相
关信息待答题铃声响起后，考生才
能开始答题。公共科目涵盖内容较
多，需要合理分配时间，监考老师
也会做倒计时提醒。

考试结束，监考老师清点完试卷
和草稿纸份数、宣布考生可以离场
后，我飞奔出考室。我心想，得赶紧
找个地方解决午饭问题。令我意想不
到的是，考场也设置了食堂。在相关
人员的引导下，我找到一张饭桌开始
吃饭，看着包里的食品，我心里觉得
特别安心、温馨。

10 月下旬，我得知自己幸运地
通过了笔试。笔试考查知识的整体
掌握情况，面试则考查知识和思维

的 结 合 ， 而 后 者 正 是 我 的 薄 弱 环
节，这是我难以用短短十几天就能
补强的。线上面试当天，我非常紧
张。面对抽取到的专业问题和考官
一针见血的轮番提问，我磕磕巴巴。

在面试成绩单上签字时，我知道这
次文职考试失败了，但我心服口服。吸
取这次面试教训，明年我还要提早做针
对性训练，希望可以重振旗鼓，以期早
日圆梦军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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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冬时节，重庆警备区训练场上，
老干部业务工作比武竞赛紧张进行。
“渝中第三离休所获得救护车驾驶、水
电工操作两项课目第一，下肢骨折固定
包扎转运课目第二……”比武成绩公布
后，一名身材娇小的“孔雀蓝”被战友们
欢呼着团团围住。

这名文职人员叫万芝利，是该所
参加这次竞赛的文职护士。去年底，
她凭借过硬军政素质，在全军老干部
工作暨“三先”表彰电视电话会议领奖
台上抱回奖牌，并作为文职人员代表
登台发言。

来到万芝利办公室，记者发现，她
办公桌上存放着几大摞老干部、老阿姨
写的感谢信，“尽职尽责”“胜似儿女”
“情深义重”……字里行间洋溢着信任
和感动。

从大医院到离休所——

青春选择彰显仁爱初心

2001 年，万芝利毕业后应聘到原
成都军区总医院工作。期间，她经常
接触一些前来看病的老首长，他们大
多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
朝战争等。聆听烽火连天的战斗故
事，万芝利对他们充满敬佩。

说来也巧，没过多久，重庆警备区离
休所招聘医护人员的消息传来。“医院工
作环境相对优越”“离休所的薪资待遇也
不确定”……当万芝利告诉亲朋好友自
己已经通过前期考试，准备辞职到离休
所工作时，很多人劝她不要草率决定。

深思熟虑后，万芝利决定先到离休
所感受一下工作环境。得知来意，所领
导热情向她介绍情况：离休所服务保障
的老干部和遗孀有 100余位，平均年龄
超过 88岁，参战负伤占比较大，丧偶或
独居的空巢老人约占三分之一。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所里当时
只有 3名医生、2名护士。有时有些老
干部心疼工作人员太忙，就悄悄自己去
医院排队看病。“医护力量不足，严重影
响老干部生活质量！”门诊部主任汪家
毅感叹道。

回家后第二天，万芝利毅然向医院

递交辞呈：“相比医院丰富的医疗资源，
这些老人更需要专业护理。”2007 年 7
月，万芝利到离休所报到。

为培育听党指挥、热爱军队、创新奉
献、助力打赢的职业担当精神，离休所把
入职教育第一堂课设在荣誉室。结合一
张张照片、一件件实物，所领导讲述老干
部在抗日前线袭击敌军飞机、在太行山
区敌后打游击战等红色故事。凝望这些
物品，满腔热血的万芝利更加坚定了人
生的奋斗目标：“为这些老功臣倾心服
务，守护好他们的身体健康。”

从治身病到治心病——

热诚奉献赢得一致认可

刚到离休所，万芝利不太熟悉老干
部服务工作。为提高业务能力，她坚持
到军地医院呼吸科、心内科、消化科等10
余个科室跟班学习，参加各类研讨会，研
读相关专业书籍，考取主治医师资格证，
并通过主管护师考试。

去年 3月，老干部马老被确诊为皮
肤鳞癌，溃烂面已深入颅骨，军地几所
大医院的诊断结果基本一致：老首长年
龄大、血压高，还有脑动脉瘤和心脏病，
手术风险高，创面愈合的可能性很低。
医生建议保守治疗，可万芝利不甘心。
她花了近一周时间查阅文献资料，研究
国内外成功案例，又跑前跑后联系不同
科室医生联合会诊，终于定下一套全新
治疗方案。经过治疗和精心陪伴，马老
的创面终于愈合。出院那天，马老脸上
露出了由衷的笑容：“闺女啊，要不是你
坚持，我真就放弃了！”

树老怕空心，人老怕冷清。有些老
干部一生抛家舍业、转战南北，不仅身
体上留下许多病痛，而且子女往往不在
身边，心理上容易存在情感空缺。如何
加强对老干部的心理慰藉，一直是万芝
利努力钻研的课题。

身病易治，心病难医。万芝利自学
考取心理咨询师资格证书，根据不同心
理问题和情感需求，运用所学知识帮助
老干部、老阿姨解开心结，保证身体健
康的同时，使他们生活更加舒心。

年已百岁的吴老患有阿尔茨海默
病。这些年，万芝利只要有空便去吴
老家和他唠家常，给他读报纸、剪指
甲。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有时连儿女
都认不清的吴老一见万芝利便笑呵呵

地叫“小万”。
多年倾心付出赢得各方称赞。“文职

护士万芝利，爱岗敬业善作为，医德医术
实为先……”老干部陈献章写了一首勉
励万芝利的诗歌刊发在媒体上；老阿姨
王敏把万芝利当忘年交，将自己得意的
画作送给她；老首长吕兰香、老阿姨杜月
娥几乎每天都要到门诊部看看万芝利。
有一次万芝利感冒了，老阿姨赵翠莲端
来自己熬制的川贝雪梨汤，“堵”在办公
室门口说：“孩子，赶紧趁热喝。”接过热
汤，万芝利感动得热泪盈眶。

从云服务到微课堂——

助力老干部尽享“E生活”

走进离休所，记者惊奇地发现，尽
管这里的老干部、老阿姨平均年龄近 90
岁，却经常手捧智能手机熟练操作视频
语音，不少还会网上购物。正在家中和
网友线上下棋的老阿姨潘景湘对记者
说：“这可都是小万教我们的。”

为让老干部、老阿姨利用网络提高
生活质量，2016年万芝利和同事组织“离
休 E生活”培训，手把手教他们微信聊
天、网上下棋购物、网上交费等。如今，
朋友圈打卡、分享文章、观看小视频成了
他们离休生活的新时尚。

网络信息真假难辨，为帮助老干部
解决使用网络遇到的各种问题，避免老

干部步入“网络陷阱”，离休所还专门为
每名老干部配备“网络顾问”，经常普及
预防网络诈骗知识。

创新运用网络，不仅带来了日常方
便，还能在关键时刻发挥重要作用。

年初防控疫情期间，探亲归来的万
芝利按照防疫要求在宿舍隔离 15 天。
“所里的老干部年老体弱，且伴随基础
性疾病，属于新冠肺炎易感人群。”万芝
利告诉记者，隔离期间不能出门，她就
在老干部微信群里推出线上微课堂，为
老干部及家人、保姆普及各类防疫知
识，讲解隔离期间的身体保养事项。

防控疫情期间，营区实行封闭式
管理，老干部的日常生活存在诸多不
便。了解情况后，万芝利第一时间建
议所领导开通服务热线电话，在老干
部微信群拓展代购服务功能，每天由
专人收集老干部生活物资采购需求，
然后统一购买、送货上门，解决老干部
燃眉之急。在家中隔离的老阿姨李淑
芬说：“多亏了所里的周到服务，要不
然买菜做饭都成了大问题。”

在万芝利提议下，所里还开展了一
系列线上文化活动，根据老干部、老阿
姨不同爱好建立兴趣微信群，开设书
法、京剧、文史等视频课程，让他们足不
出户就能拥有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
“服务保障老干部的工作虽然琐碎

又平凡，但我要做到无愧初心。”前不
久，在重庆警备区新入职文职人员培训
中，万芝利情真意切的发言，赢得热烈
掌声。

为让夕阳红满天
—重庆警备区渝中第三离休所文职护士万芝利倾心服务老干部纪事

■左庆莹 赵晓菡 本报记者 赛宗宝

最美身影

图为万芝利（右）正在为老干部遗孀检查身体。 刘 晨摄

闽南山区腹地，天蒙蒙亮，野战
方舱医院骤然响起急促的哨声。解放
军第 909医院野战医疗队员、文职人员
胡超然从帐篷里火速打好背包，与战
友们冲向各自战位。一场卫勤演练就
此展开。

50 名“伤员”分批搭乘野战急救
车被送入野战方舱医院，他们中有炮弹
弹片伤、汽油弹烧伤、枪弹贯穿伤、高
处坠落伤、毒蛇咬伤……面对复杂伤
情，胡超然快速实施检伤分类。

边分检、边后送，胡超然与战友们
忙而不乱，在近似实战环境中锤炼战救
技能。他说，自己的使命就是为官兵
生命、为部队战斗力保驾护航。

去年，胡超然演习归来，听说下发
了“军转文”的文件，决定报名。通过
逐级考核，他脱颖而出，如愿成为第
909医院一名文职人员。

8 年前，他在这所医院实习， 8
年后重回这里，既熟悉又陌生。说
熟悉，是因为这里曾经是他学习的
地方，许多科室主任、知名专家都
曾手把手地教过他。说陌生，是因
为这些年医院整合优化，开设许多
新专业，增添许多高新设备，取得
很多科研成果。他在心里暗自加油
鼓劲，一定要在新的工作环境中尽
快进入状态。

站上新起点，他感觉自己需要学习
的知识技能还有很多，要想迎头赶上，
必须要有只争朝夕的劲头。作为门诊部
医师，他边学边干，不懂就问，不断汲
取知识。早上，他常常第一个到科室，
下班后查漏补缺、详细梳理，将记录本
写得密密麻麻，遇到不理解的问题，就
尽快找专家认真请教。很快，他工作起
来得心应手。

跟着专家坐诊时，每当有基层部队

官兵前来就诊，胡超然都格外热心。除
了详细了解病情对症治疗外，如果发现
官兵心里有疙瘩，他总会主动靠上去做
工作，动之以情聊聊天、晓之以理宽宽
心。一名战士说：“胡军医是我们的
‘编外指导员’。”

每当野战医疗队与部队协同演
练、野外驻训，总能看到胡超然穿梭
忙碌的身影。随队突击、登舰出海、
乘机上天，战斗在哪里打响，保障就
跟进到哪里。一次，医院以小规模海
战为背景，组织卫勤小分队在甲板上
进行批量伤员急救、模拟各器官损伤
控制性手术。海上风浪很大，舰艇左
摇右晃、忽上忽下，胡超然把保险绳
系在腰间，为一名“受伤”战士紧急
手术，整个现场紧张有序。

一次，卫勤演练在风雨中展开。
“阵地上有一名战士负伤，请快速救
治！”闻令而动，胡超然背着军医背
囊，携带医疗器械迅即赶赴前沿。他
一会儿低姿匍匐前进，一会儿弯腰跃
进，灵活运用各种战术动作，在硝烟
弥漫中抵达“伤员”所处位置。雨越
下越大，风越刮越急，他先将身上雨
衣脱下来盖在“伤员”身上，然后迅
速对其进行伤情判断、紧急包扎、心
肺复苏等急救处置，随后又连接输血
供氧通道，打开监护设备，与战友共
同用担架将“伤员”向后方紧急转运。

训练间隙，他拍了拍迷彩服上的尘
土，打开水壶大口喝水。“能干自己喜
欢的事，能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再苦
再累也心甘。”胡超然笑着说。

再苦再累也心甘
——记解放军第909医院转改文职医师胡超然

■林美娜 刘永瑜

联勤保障部队第 901医

院着眼使命任务，开展战场救

护技能训练，让文职人员接受

实战实训锤炼。图为该院文

职医护人员与陆军某部官兵

联合开展实战条件下的战场

救护演练。

郝东红摄

演训场上练兵忙

“清创、止血、包扎、缝合、固定……”
10月底，笔者在解放军第 926医院某演
训场看到，10余名文职人员在炮火硝烟
中穿越障碍，对数十名“伤员”进行了有
效救治。

军队调整改革以来，一批文职人
员进入医院。然而，执行任务过程中，
部分文职人员暴露出能力素质偏弱、
执行任务不坚决等问题。一次，医院
抽组文职人员奔赴某地域开展卫勤保
障演练，个别人出现畏难情绪，认为在
医院上班只要做好日常工作就行。

驻训期间，医疗队领导还发现，个
别文职人员服装穿着不规范，帐篷内生

活用品摆放随意。
人到部队，思想必须一起入伍。为

纠正个别文职人员存在的“就业思想”和
“打工心态”，医院接连打出“组合拳”。

他们建立考评激励机制，制订《文
职人员综合考评暂行办法》，从德、能、
勤、绩、体五个方面量化考评标准，明确
规定每年考评两次，考评结果与工资晋
级、年终评功评奖等挂钩。

结合文职人员战场卫勤保障经验
能力欠缺等实际，医院按照人才储备
与作战需求对接、平时培养与战时使
用一体的思路，坚持把文职人员教育
培训纳入全院军政训练之中，确保教
育培训经常化、制度化、规范化。此
外，他们还充分利用野外驻训、边防巡
诊、抢险救灾、基层代职等时机，在执
行各项任务中磨砺意志，让文职人员
向保障打赢聚焦。

文职人员工作在哪里，管理就跟
进到哪里；文职人员活动到哪里，管理
就延伸到哪里。在执行重大任务过程
中，他们放手把文职人员推上前台担
当重任，广泛开展火线入党、立功争优
等活动。

通过不断努力，医院 20余名文职人
员在执行各项任务中立功受奖，10余名
文职人员通过层层选拔担任科室主任、
副主任、护士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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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批文职人员脱颖而出担当重任
■李雪林 本报特约通讯员 刘德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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