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 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０日 星期三责任编辑/赛宗宝 许果果 E-mail:jfjbwzfz@126.com 文职方阵

“每名从战火硝烟中走来的老
兵，都是一本厚厚的红色故事集！”元
旦前夕，辽宁省军区锦州第二离职干
部休养所文职医师王浩从曾参加抗
日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的离休老干部
毕铁村身上，挖掘整理了多个红色故
事。两年来，他已从离休老干部身上
挖掘整理出19个红色故事。

在辽宁省军区锦州第二离职
干部休养所，像王浩这样利用业余
时间整理红色故事的还有多名文
职人员。
“萌生挖掘整理红色故事的想

法，源自一段特殊的经历。”2018年，
王浩大学毕业后应聘到干休所担任
文职医师。当时要宣传离休老干部、
抗战老兵郑海龙所在部队的抗战事
迹，但令人遗憾的是，郑老刚过世，没
有留下影像和文字资料，许多内容无
从展现。

王浩留意到，干休所的老干部
平均年龄高达 93岁。“不能让这些老
前辈的英雄事迹，被岁月的长河湮
没。”王浩越想越感到肩上承担着沉
甸甸的责任，决定利用业余时间整
理老干部经历的红色故事。

从那以后，王浩利用为老干部体
检诊疗等时机，请他们讲述在革命年
代看到、听到、经历过的战斗故事，并
整理录音。如果缺少细节内容，他就
多方查找军史资料，直至把内容补充
完整。

随着挖掘整理工作不断深入，需
要做的工作越来越多。于是，王浩发
动干休所其他文职人员一起加入，大
家一致赞成。
“几名文职人员用力、用心、用

情挖掘整理红色故事的行动令人
感动。”干休所一名领导说，文职人
员业余时间几乎都忙着整理资料，
撰写故事。为了便于他们开展工
作，干休所专门腾出一间办公室，
并提供电脑、办公桌、打印机等，大
家的干劲更足了。

老兵年岁大，有的吐字不清，有
的听力下降，与他们沟通交流比较困
难。有时为挖掘一个故事，文职人员
常常要花很多精力，有时不得不找老
兵亲属当“翻译”。
“有些老干部聊到动情处会潸

然泪下，不少故事就是这样聊出来
的。”已挖掘整理出 10 余个红色故
事的文职医师任一说，“不管遇到多
少困难，也要把他们经历的战斗故
事整理出来。”

如今，在干休所文职人员的共同

努力下，60 余个红色故事被挖掘整
理成册，成为驻军部队开展教育的鲜
活教材。日前，锦州军分区掀起“崇
尚英雄、学习英雄、关爱英雄，大力弘
扬英雄精神”热潮，分区所属各干休
所和友邻单位干休所积极行动，数百
名官兵、民兵加入挖掘整理红色故事
的行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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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基层沃土中拔节成长
——中部战区陆军组织文职人员当兵锻炼新闻观察

■朱永军 王欣欣 本报记者 周 远

移动互联网时代，实体图书馆还有
存在的必要吗？这个话题曾多次引发我
的思考。

去年 3月，因工作需要，我被调整
到国防大学联合勤务学院图书馆管理
员岗位，同年12月被任命为馆长。

作为学校首个文职馆长，我深感肩
上责任重大，下决心要努力工作不负重
托，立起文职人员能干事、干成事的好
样子。

初到图书馆，我对业务的认知还停
留在浅层次。工作后，我用大量时间精
力研究图书馆现状，学习馆员业务，了
解图书馆功能分区、运行方式、服务形
式和存在问题等，对岗位有了新的认识
和理解。

随着人们获取信息的渠道更加多
样，相比网络，图书馆提供的资源可能
会越来越有限。但是，它的地位却无法
替代。

从小处看，图书馆是搜集、整理、收
藏图书资料供人阅览的场所；往大处说，
它是保存人类文化遗产、开发信息资源、
参与社会教育的重要阵地。作为“知识的
喷泉”，图书馆承担着培养人才的重任，

必须不断提升人性化、科学化、精细化管
理水平，提高工作效率和服务意识，帮助
读者高效便捷获取文献资源。

怎样才能更好发挥图书馆作用，提
高图书馆对教研工作的保障能力？随着
工作时间和经验的增长，我对此有了自
己的理解。

在学院领导关心指导下，我带领图
书馆的战友们结合学院办学定位，进行
学科化专业布局。在军事学科阅览区，
我们将各种资料按照学科专业进行整
理，尽可能方便教员学员在专业区域快
速找到所需资料，提高专业文献使用
率，更好实现学院“实战、联合、精准、专
业”的办学理念。

军队院校图书馆要适应军事教育
多层次、多形式、多规格、多学制等特点
开展工作。比如，短期培训轮训学员主
要来自部队，大都具有一定工作经验，
为拓宽他们的知识面，解决实际工作中
遇到的各种困难疑惑，图书馆应提供实
践资料、咨询服务等。同时，也不能忽视
学员毕业后的一些需求，图书馆工作人
员要及时主动了解他们的发展情况，准
确搜集相关资料，有针对性地开展工

作，为他们提供后续延伸服务。
为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

出国作战 70周年，传承红色基因，弘扬
人民军队优良传统，我们深度挖掘馆藏
资源，经院内外专家教授指导，举办
“‘为了胜利’馆藏抗美援朝战争后装保
障史料展”。其中后装指挥、军交运输、
卫勤保障战例经验等方面的文献资料，
对研究现代化战争具有现实借鉴意义。

新的一年，我要按照学院“紧贴实
战需求、突出目标导向、锻造核心能力”
的要求，和图书馆的战友们一起优化馆
藏资源结构，合理调整学科化布局，广
泛采集后装专业图书文献，认真研究图
书馆工作，找准职能定位，守护开发好
“知识的喷泉”，为建成“后装专业特色
精品图书馆”而努力。我要以勤奋好学、
开拓创新的进取精神，读者至上、真诚
服务的敬业精神，默默无闻、甘为人梯
的奉献精神，探索改进服务保障模式，
不断提高图书馆服务保障能力。

守护开发好“知识的喷泉”
■国防大学联合勤务学院图书馆馆长 林 静

最美身影

我军在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中，

建立了彪炳史册的不朽功勋，创造了

无数举世瞩目的革命奇迹，涌现出许

许多多感人的红色故事。这些用血

与火铸就的故事承载着红色记忆，凝

结着红色传统，流淌着红色血脉，是

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读不懂从

战火硝烟中走来的老兵，便读不懂人

民军队。随着一个又一个老兵老去，

他们身上的红色故事渐渐被尘封。挖

掘红色故事、了解红色文化，对官兵续

写红色家谱、传承红色基因、接受精神

洗礼、投身练兵备战有着深远影响。

尽管社会各界做了大量工作，但

仍不可避免有一些红色教育资源流

失。因此，建议相关单位结合实际、

组织力量拿出有效办法，防止红色故

事湮没在历史长河中。同时，要注重

用好这些鲜活、生动、深刻的珍贵史

料，教育引导官兵从中感悟初心使

命，汲取奋进力量。

莫让红色故事被尘封
■许果果

短 评

姓“文”先姓“军”，入职先入营。文职
人员是军队人员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注入
军队的新力量。为帮助文职人员深入了
解部队、增强军政素养、履行责任担当、更
好发挥服务保障作用，中部战区陆军组织

近百名文职人员当兵锻炼。近期，他们满
载收获返回工作岗位。大家普遍反映，经
过一个月基层锤炼加钢淬火，自身军政素
养得到明显提升，筑梦国防的信念愈发坚
定，奋斗强军征程的步履更加铿锵。

改革潮头

前不久，在第82集团军某旅当兵锻炼的文职人员参观旅史馆。 梅鹏远摄

我的新年度梦想

换季保养、战斗体能、战备拉动……
第一次听到这些专业名称，初到连队的
某部文职人员李静感到既新奇又兴奋。

连队第一次战备拉动，当时李静还
在睡梦中，就被一阵急促的紧急集合声
惊醒。她慌乱冲到楼下才发现，全体官
兵早已全副武装、整齐列队。

清点随身携带物品时，无论班长喊
到哪种装备装具，在场战士都能迅速反
应，并快速放回原位，过程井然有序、整
齐划一，大家弓满弦张，随时能够出征。

此后，李静常常回想起那天的情
景。她被战士们的训练有素和战备意识
所震撼，不禁开始思考，自己作为军队一
员，是否准备好了？

基层官兵全力练兵备战的劲头，也
给第 83集团军医院文职人员田丹丹留
下深刻印象。当兵锻炼时，田丹丹所在
连队负责整个旅的通信保障任务，她刚
接触话务工作时觉得新鲜有趣，可过了
最初的兴奋劲就有些不耐烦。日复一日

接打电话、日夜坚守三尺机台，面对这项
看似枯燥无味的工作，每名官兵都能聚
精会神、全力以赴。

田丹丹渐渐发现这些战士不一般。
他们专业素质过硬，能够熟练背记上千
个电话号码，三指拨号、听音识人等本领
样样精通。一次聊天时，班长说：“别看
我们只守着三尺机台，但我们的一字一
码连接着千军万马，我们手中的电话线
可能成为未来战场上的生命线。”

从刚到军营的“慢慢来”，到如今时
不我待的忧患担当，当兵锻炼的文职人
员逐渐认识到，天下虽安，忘战必危。练
兵备战不是一句口号，它体现在平时训
练和工作中。
“今天的训练场就是明天的战场，平

凡岗位也能成就不平凡的事业。”后来，田
丹丹一有时间就研究专业问题、学习基层
知识，她知道，只有了解基层，才能更好服
务官兵。文职人员的战场也许没有战火
硝烟，但文职人员的战位同样事关打赢。

从“慢慢来”到时不我待——

强军使命这样扛起

被子竖叠 3折，横叠 4折，叠口朝前，
置于床铺一端中央……对于许多初次下
连当兵锻炼的文职人员来说，整理内务
是他们要面对的难关之一。

除此之外，站军姿要笔挺、走队列要
整齐。“这么高的标准，有必要吗？”在部
队，一言一行都要严格遵守规定，这让个
别文职人员有些不解。

某大队文职人员梁诗曼每次整理内
务都提不起兴趣，不理解为什么每天要
和一床被子较劲。

班长看到后，主动找梁诗曼谈心：
“叠被子、铺床单看似是小事情，但可以
磨性子、练作风。军人做任何一件事情
都要立起过硬的标准意识。细节决定成
败，如果今天素质养成差一点，未来战场
上就可能会付出生命的代价。”

班长的一席话让梁诗曼转变了观
念。接下来的日子里，她主动以军人作
风严格要求自己。很快，她把被子叠得

有模有样，军事训练也舍得吃苦，越来越
有军人的样子。

战区陆军政治工作部兵文处处长张
宁介绍，此次当兵锻炼的文职人员全部
以普通一兵编入班排，重在融入基层连
队，主要目的是强化纪律意识、历练军人
作风、提升兵味战味。

来自某基地的文职人员刘敏瑞到连
队第一天发现，临近熄灯时只有自己一
个人在寝室。

仔细观察，几名战友加班训练体能，
为接下来的“猛虎杯”比武做准备；班长
在为新一周训练做计划……一名战友告
诉刘敏瑞，不断进取已成为他们的习惯
和自觉，不必依靠外力强制。

这让刘敏瑞深受触动：“我平时工
作是否有得过且过、放松要求的情况？
作为军队人员的重要组成部分，文职人
员必须强化标准意识，时刻严格要求
自己。”

从有困惑到真认同——

过硬作风这样锤炼

翻开该战区陆军文职人员当兵锻炼
方案可以发现，20余个承接当兵锻炼的
连队，都是传统厚重、战功卓著、英雄辈
出的英模连队。

参加入连仪式，了解旅队历史，参观
旅史长廊……来到第 81集团军某旅，某
综合训练基地文职人员崔晋烽参加了一
系列活动。该旅前身是“红一师”，“大渡
河十七勇士”“狼牙山五壮士”都来自这
支队伍。能成为英雄部队的一员，当兵
锻炼的文职人员感到很自豪。

崔晋烽能感受到，这么多年过去，该
旅官兵依然传承革命前辈的光荣传统，
无论是走队列、练体能，还是集体活动、
演讲比赛，都奋勇争先。对此，某部文职
人员蒲雪萌也深有同感。

蒲雪萌当兵锻炼的连队在第 82 集
团军“常胜劲旅”，该旅前身部队在抗美
援朝战争中整建制歼灭“北极熊团”，并
缴获其团旗。闪亮的旅徽见证着一代代
“常胜劲旅”传人们发扬先辈光荣传统，

砥砺奋进强军新征程。
当兵锻炼时，很多细节让蒲雪萌印

象深刻。一次训练中，一名战士腿部受
伤，疼得额头冒汗。营长安慰的话还没
说出口，这名战士却抢着说：“对不起，我
没有跑完全程。”

受伤战士第一时间想到的不是自
己，而是集体荣誉，这让蒲雪萌深受感
动。她深切体会到，作为英雄部队的传
人，官兵们胸膛里永远怀着对胜利的渴
望，永远朝着能打胜仗的目标奔跑。

从连史馆到训练场，在历史与现实
的交融中，文职人员不约而同思考一个
问题：传承红色基因，向革命前辈学习，
我该怎么做？

崔晋烽全身心融入连队，自觉以实
际行动传承优良传统。“回到教研岗位，
我也要继续发扬光荣传统，忠诚踏实、
勇于创新，不断克服科研上的困难，为
强军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崔晋烽坚
定地说。

从连史馆到训练场——

光荣传统这样发扬

见闻观察①

见闻观察②

见闻观察③

近日，北部战区总医院组织开展新冠病毒核酸检测采样技术和防护用品使用专题培训。图为肾脏病科文职护士长

张英慧（右一）指导护理人员进行防护状态下样本采集。 白天任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