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职影像

11 ２０２２年６月２２日 星期三责任编辑/金雅兰 许果果 E-mail:jfjbwzfz@126.com 文 职 方 阵

与军人同行

作为新入职的财务岗位文职人员，

我负责审核结算报销凭证、审查报销手

续和办理资金支付等工作。

这天，单位业务处负责采购工作的

李参谋拿着一叠厚厚的报销凭证，急匆

匆来到财务室，对我说：“孟会计，麻烦

您尽快审核一下。”审核中，一笔购买设

备的报销业务引起了我的注意：这笔数

千元的业务发票和经费报销单上的金

额一致，但与支付凭证显示的实际金额

有 0.2 元的偏差。

因为 0.2 元的偏差，让李参谋重新

贴票、签字，重复整个流程，会不会显得

小题大做？“再小的偏差也不能放过。”

我认真思考后做出了决定，制度规定不

能打折扣，必须刚性落实。我向李参谋

说明没有审核通过的原因，并详细解释

相关规定，得到了他的理解。

始终抱着严谨细致的工作态度，确

保经手的每一笔业务都经得起检验。

我想，这样的作风既来自业务学习、工

作实践，也离不开父亲多年言传身教对

我产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

我的父亲曾担任某部后勤部长，由

于负责的工作比较敏感，所以他对纪律

原则方面的要求很高。

我上小学时，有一次父亲带我外出

购物，回家后发现由于工作人员失误少

收了 2 元钱，父亲表示要立即回去把这

2 元钱还上。“只是 2 元钱而已。”我和父

亲争辩，“天这么热，路这么远，再返回

去多麻烦啊！”“不管 2 元还是 200 元，不

是自己的就不该往自己口袋里放。”父

亲严肃地告诉我。看着他匆匆而去的

身影，我明白了何为“苟非吾之所有，虽

一毫而莫取”，对父亲口中的“原则”有

了更深的理解。

初中时，我被选为班里的生活委

员，负责管理班费。我回家高兴地对父

亲说：“你当后勤部长，我当生活委员，

咱们也算同行啦！”父亲一再叮嘱我：

“你只是班费的管理者，不是所有者，要

让每一笔开支都经得起老师同学的监

督和检查。”在父亲的建议下，我按照他

的工作方法开设了班费账本，注意留存

各类开支票据。

一次，班级组织联欢会，我作为主

要组织者承担了很多工作。活动圆满

完成后，为了鼓励我，几名老师和同学

表示可以用剩余的班费买几包零食。

回家后，我和父亲聊起此事，他却严肃

地 对 我 说 ：“ 班 费 是 班 级 集 体 共 有 财

产，不是某个人可以随意开支的。作

为班费管理者，你有提醒大家的责任

和义务！”在他的坚持下，我最终没有

动用班费。

时光荏苒，如今我追随父亲的脚步

来到军营。在学习教育和工作实践中，

我对“公款姓公，一分一厘都不能乱花”

的理解更加深刻，也明白了父亲当时的

良苦用心。

在部队财务部门工作，可能会面

临种种诱惑，因此一定要有主心骨，那

就是规矩和制度。心中有制度，不怕

得罪人。作为军队财务人员，我要始

终敬畏法律、敬畏纪律，牢记贪欲是祸

的道理，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

利益观，任何时候都要稳得住心神、管

得住行为、守得住清白。即使有领导

的指令和要求，我也不能拿公共资源

结“人缘”，做出违规违纪的事。否则

受损的不仅是个人前途，还有军队战

斗力。

“孟会计，谢谢你及时指出了这笔

业务的问题，今后工作我要更严谨一

些。”没过多久，李参谋又来找我报账。

听到他的话，我更加坚定了在今后工作

中坚守原则、严守规矩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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夕阳余晖透过玻璃窗洒进客厅，

躺椅上的父亲正在给他的外孙女讲故

事。阳光照在他们身上，画面温馨而

美好。

我的父亲是一名有着 30 年军龄

的军人，始终秉持踏踏实实做人、勤勤

恳恳做事的人生原则，他的一言一行

深深影响了我。

2012年，在父亲的鼓励下，我考取

了原社会招聘文职人员。入职之初，我

找不准工作切入点，感到有劲使不出。

当我向父亲倾诉心中苦闷时，他对我

说：“要想把工作干好，只有决心是不够

的。机会不是等出来的，是争取来的。”

回想着父亲工作期间从未停下奋

斗的脚步，不断提升业务水平，在每个

战位上都尽心尽力，多次荣立三等功，

我不由陷入深思。

那次谈心之后，我制订了个人成

长计划，积极主动参与到各项任务中，

并利用专业特长将平面设计融入多媒

体课件制作中。经过一次次实践检

验，我的作品受到组织和官兵认可，还

经常在各类竞赛中获奖。

越是投入到教学保障工作中，我

越感受到其中不易。从器材准备、脚

本撰写，到素材整理、后期编辑，任务

时限短、标准高、要求严，需要深厚的

技术功底和理论基础。

一次，单位参与某重要任务，我所

在的媒资组受领制作多媒体课件任

务。为实现高效、准确、创新，我通过到

图书馆查阅资料、跨馆借阅、上网收集

素材等方式，将制作的视频、动画、图片

等融入课件。期间，我们先后修改完善

课件 10余次，最终得到大家一致认可。

工作这些年，我参与执行摄像保

障任务近千次，制作完成各类汇报纪

录片百余部，没有辜负父亲“笃志好

学、严抠细节”的教导。

父亲带给我的不仅是对待工作的

态度，还有不断进取的信念和健康的体

魄。小时候，父亲常带我爬山、打球，培

养我勇敢坚强、不怕苦累的品质。入职

后，我依旧保持锻炼的习惯，还加入排

球队，踊跃参加单位组织的各项活动。

这些带给我很大助力：每次执行

高强度、快节奏的任务，我没有因为身

体原因掉过链子；执行摄像保障任务，

我能迅速捕捉到宝贵的第一手镜头；

遇到困难挫折，我也能积极调整心态，

主动总结反思，始终以良好的状态投

身工作。实践验证了父亲的话：只有

拥有良好的身心状态，才能高效率工

作、高质量生活。

去年开展军队院校招生工作时，

我执行伴随保障任务。考试前一天晚

上，我按照要求跑遍考场，在 10 余个

考室部署架设 50 多套摄像机和三脚

架。考试期间，我扛着摄像机全程伴

随监控试卷的接运、送场、收卷、封存

等一系列操作，还要经常在各楼层检

查各考室摄像机运行情况。一天下

来，全身被汗水浸透，但内心很充实。

前不久，我由于表现突出，被组织

选派赴外地执行空降兵学员跳伞训练

的摄像保障任务。

飞机逐渐升空，马达轰鸣声震耳欲

聋，学员们背着伞具装备，个个斗志昂

扬，陆续从千米高空一跃而下。颠簸的

机舱内，我努力保持稳定拍摄，捕捉这

些年轻脸庞流露出的坚定自信……

时光镌刻奋斗的年轮，记忆描绘

进取的轨迹。站在家门口，看着“光荣

之家”的牌子，回想这些年我在父亲影

响下的成长和奋斗历程，我感到自己

前进的每一步都踏实而稳健。

（赵 轩、翟亚庆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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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重视家风家教是中华民

族 的 优 良 传 统 ，也 是 我 们 党 大 力 倡 导 和 践 行 的 美 德 。

前不久，习主席到四川眉山三苏祠考察时强调，家风家

教是一个家庭最宝贵的财富，是留给子孙后代最好的

遗产。

清正家风，于家而言，是家庭和睦幸福的“定盘星”；

于党而言，是党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的“防火墙”。从

毛泽东的“恋亲不为亲徇私”，到周恩来的“十条家规”，革

命前辈、军旅楷模严格的家规、纯正的家风，彰显着共产

党人特有的精神风范，为后人立起了标杆，也让我们党的

精神家园更加丰盈而富足。

近年来走进军营的文职人员，有相当一部分成长于

军人家庭，在成长中受到军人作风的熏陶。今后，他们

为人父母，也会将这种无形的教育力量传递下去。本

期，我们邀请两名文职人员讲述军人家庭带给自己的成

长感悟。 ——编 者

“终于找到您了，感谢您对我父亲的

救命之恩！”前不久，江西师范大学的杜

老师陪同父亲来到武警江西总队医院，

紧紧握住了创伤骨科主治医师、文职人

员付剑平的手，并送上一面绣有“无私救

人献爱心，品德高尚暖人心”的锦旗。

就在几天前，杜老师的父亲外出时

突然倒地，意识丧失。恰逢付剑平在现

场，他立即上前查看情况。判定老人心

脏骤停后，他一边实施心肺复苏，一边

让周围群众拨打 120 急救电话。在他

的紧急救治下，老人逐渐恢复脉搏，送

往医院接受治疗后脱离生命危险。

“医生告诉我们，心脏骤停后的几

分钟尤为关键。幸好您及时为老人进

行了心肺复苏，否则老人很可能留下严

重后遗症甚至死亡。”杜老师激动地说。

“当时我并没有想什么，也根本没

有时间想，只是一心救人。”付剑平说，

治病救人是医生的天职和本能，也是他

从医多年来始终恪守的准则。

2008 年，付剑平应聘成为武警江

西总队医院创伤骨科的一名医生。随

着部队体制编制调整改革，他通过纳

编统一考试，成为总队医院的一名文

职人员。

“ 在 总 队 医 院 工 作 10 余 年 ，我 越

来越感受到军人的崇高，并努力向他

们看齐。”为了提升自身业务能力，付

剑平利用巡诊、演练保障等时机，深入

基层了解官兵易发、多发的骨科疾病，

整理归纳预防措施和救治方法；有针

对性地学习骨伤学、康复理疗等课目，

熟练掌握四肢关节骨折及脱位的治疗

方法、股骨颈骨折的闭合复位内固定

术……凭借精湛的专业技能，付剑平

多次被医院评为“优秀医生”“优秀共

产党员”。

对这次见义勇为的举动，身边的战

友同事并不感到惊讶，因为这不是付剑

平第一次进行紧急救助了。前些年有

一次临近除夕，加班至凌晨的付剑平在

回家途中偶遇一起交通事故，立即上前

对伤者进行施救。待救护车到达现场

后，他又协助医生将伤者妥善转移。付

剑平也因此被江西省表彰为“见义勇为

好人”。

“做人有品德，从医守医德。”从穿

上白大褂走进总队医院，再到换上“孔

雀蓝”成为部队一员，付剑平时刻以军

人标准要求自己，“作为军队一员，我要

时刻擦亮‘军’字招牌。”

见义勇为敢担当
■本报特约通讯员 刘 强 特约记者 曹先训

最美身影

时值夏日，晋西北天空湛蓝如洗。

由于驻地海拔高，紫外线比较强烈，皮肤

长时间被晒会有一种灼烧感。对这样的

环境，常年在场区执行任务的战略支援

部队某部勤务保障系统供电分队工程

师、文职人员王旋早已适应。

能够成为守护航天发射试验的成员

之一，是王旋最骄傲和自豪的事。“电，是

航天发射试验的重要保障。我们负责维

护发射场区的各类高压供电线路，必须

确保万无一失。”

发 射 场 区 地 处 高 原 ，天 气 复 杂 多

变，强雷暴等极端天气频繁。虽然供电

线路都按照行业标准装有防雷装置，但

雷击仍可能导致线路故障。这些年，只

要接到故障通知，无论是三更半夜还是

狂风暴雨，供电分队都会立刻奔赴现场

排除故障。

一次发射日前夜，发射场区风雨大

作、雷电交加，某测控设备突然停电。接

到通知后，供电分队迅速进入应急抢修

状态，集结岗位操作手，登车出发。

在飞驰的应急抢修车上，王旋通过

多方了解，基本确定故障位置和原因。

他立即对断开隔离刀闸、挂接地装置、上

杆排除故障等工作进行部署，把责任落

实到人。

到达发射场区，大家刚一下车，便响

起几声惊雷。“争取 15 分钟完成任务！”

王旋相信，队伍有这个底气和能力。

对供电应急抢修能力有自信，是因

为供电分队在多次任务中，形成了一套

完备的应急体系。各类故障如何处理，

上杆操作前需要做好哪些安全防范措

施，分组作业时如何密切配合……对这

些影响效率、更事关生命安全的工作细

节，他们已驾轻就熟，形成默契。“每次

出任务我们都是集体行动，单靠某一个

人是完成不好任务的。”王旋说。

每次从卫星进驻发射场到成功发

射 ，供 电 分 队 要 组 织 多 次 线 路 巡 视 和

检 修 工 作 。 有 一 次 ，王 旋 和 同 事 巡 视

最 陡 最 险 的“ 六 号 山 ”时 ，由 于 雨 后 山

路泥泞，王旋脚下一滑，顺着山坡滚下

10 余米，所幸有棵树挡住了他，同事赶

紧 把 他 拉 了 上 来 。 等 他 缓 过 神 ，才 发

现腰侧高高肿起，疼得直冒冷汗。

去年以来，供电分队受领多项架设

新线路的任务，但施工计划因各类原因

多次推迟。这段时间，他们并没有闲下

来 ，而 是 自 主 开 展 理 论 学 习 和 专 业 训

练 ，不 断 锤 炼 高 低 压 供 电 岗 位 操 作 能

力。“我们的岗位很平凡，每个人就像一

颗‘螺丝钉’。但每一枚火箭点火升空，

都离不开我们这些小小‘螺丝钉’的力

量。”王旋自豪地说。

“把工作做到万无一失”
■杨煜兴 李 鑫

一线孔雀蓝

5月下旬，武警重庆总队执勤第三支队紧盯战场救护需求，组织开展实战

条件下救护演练，引导包括文职人员在内的医护人员练机动、练急救、练协

同，不断提升一线救治能力。

上图：文职人员为“伤员”进行止血包扎。

下图：文职人员在战斗班组掩护下将“伤员”转移后送。

邹 毅摄

在战救一线锤炼过硬本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