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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 队 的 基 础 在 士

兵 ，士 兵 的 源 头 在 征

兵。征兵工作直接影响

战斗力生成和军队建设

发展，是一项重要的战

略性基础工作。近日，

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布

2022 年征兵命令。2022
年上半年征兵工作从 2
月 15 日开始，至 3 月 31
日结束。征集对象以大

学生为重点，突出各级

各类学校毕业生征集，

优先批准理工类大学生

和备战打仗所需技能人

才入伍。

党的十八大以来，一

系列涉及军人地位和权益

保障的法规政策密集出

台、配套完善，军人成为全

社会尊崇的职业。2017
年 9月，习近平总书记给

南开大学 8 名新入伍大

学生回信，激发了适龄

青年听从祖国召唤、投身

绿色军营的极大热情。

广 大 青 年 特 别 是 在 校

大学生积极响应号召，

到军营建功立业，把参

军 入 伍 作 为 报 效 祖 国

的实践路径，在兴军报

国中唱响青春之歌。

各 地 把 思 想 政 治

工 作 贯 穿 大 学 生 征 兵

工作全过程，加强大学

生 的 中 国 梦 强 军 梦 教

育 、理 想 信 念 教 育 、爱

国 主 义 教 育 和 奋 斗 精

神教育，健全包括优先

征 集 、学 费 资 助 、考 研

加分、就业服务等大学

生入伍优惠政策，完善

覆盖征兵咨询、网上报

名 、体 检 政 考 、学 籍 管

理 等 多 方 面 的 综 合 服

务，推进密切协同的军

地合作体系建设，强有

力 推 进 大 学 生 征 兵 工

作 。 教 育 部 还 进 一 步

扩 大“ 退 役 大 学 生 士

兵”专项研究生招生规模，研究制定高职（专科）

毕业生免试入读普通本科优惠政策，会同中央

军委国防动员部，综合衡量大学生所学专业和

部队需求，促进精准征集、人岗匹配，更好发挥

人才效益。

把人民军队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军队，必须

有高素质兵员作支撑。高素质兵员是强国兴军

的宝贵战略资源，关乎军队强大，关乎战争胜

负，关乎国家安危。只有源源不断地把高素质

兵员征集进军营，为强国兴军输送“新鲜血液”，

加快建设巩固国防和强大军队才有可靠的保

证。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树立精准征

兵理念，围绕部队战斗力建设精准发力，用更加

科学的制度机制凝聚军地合力，用更加严格的

奖惩激发各级工作热情，用更加优惠的政策吸

引优秀人才入伍，切实为强军兴军提供更多高

素质兵员，履行好党和人民赋予军队的使命任

务，奋力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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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淄博市是全国兵员大市，每年向国

家输送大量兵员。为做好退役军人服务工作，

淄博市高新区率先开展试点，推出退役军人“全

生命周期”服务网络体系，在 4 个镇街（中心）和

145 个村（社区）设立服务站，在所属区域的大

型企业设立起“退役军人之家”。依托网络化管

理，当地退役军人事务部门搭建起不漏一人的

服务框架，实现了退役军人服务体系与网络化

管理深度融合。

据悉，当地的社区网格员会通过实地走访，

认真梳理每一名服务对象从入伍到终老“全生

命周期”需要办理的 88 件事项，并由政府牵头

对接人社、医保、民政等部门协同配合，从机制

上确保对退役军人的服务从“一阵子”变成“一

辈子”。退役军人周怡臻介绍，作为高新区退役

军人服务保障工作的受益人，看到如今村村都

有服务站，网格员经常和退役军人进行联系，会

觉得很安心。他表示，退役军人有困难、有疑难

问题，通过网格员和服务站反映，总能及时得到

回应。

实实在在的服务，让深情暖意流淌在广大

退役军人心间。去年年底，在淄博市高新区举

行的一场退役军人服务项目发布会上，1996 年

退役的老兵王树孝激动地说：“感谢退役军人

事务部门把温暖和关怀送到我们身边 ,提高了

我们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我们一定退伍不褪

色、退役不退志，牢记军人的责任与担当，在各

自岗位上作出更多贡献！”

本版邮箱：rmrbgf@126.com

山东省淄博市：

建立退役军人

服务网络体系
孙立敏

寒冷冬夜，科尔沁草原的气温低至零下 35
摄氏度。“3、2、1……发射！”随着对讲机中的发射

命令响起，陆军驻吉某试验训练区青年炮手杨才

涌按下坦克发射按钮。一枚枚炮弹急速射出，几

束强光划过天际，试验场恍如白昼。

新型火炮出厂后，必须经过试验训练区炮手

一次次反复试验鉴定，才能列装部队。无论严寒

酷暑、白天黑夜，青年炮手们奋战在火炮试验鉴

定一线，用科学的试验、严格的鉴定，将武器调整

到最佳状态，为火炮贴上一张张“准生证”。

“武 器 装 备 试 验 鉴 定 ，是 一 份‘ 孤 独 ’的 事

业。茫茫草原，离城市很遥远，青年炮手们的家

人朋友都不在身边。”该试验训练区三级军士长

韩露说，“只为这一身军装，为了肩头责任，我们

埋头苦干、冲锋在前。”

90 后战士高鹏程从小在海滨城市长大，驾

驶军舰驰骋远海大洋曾是他的梦想。参军入伍

时，他被分到了试验训练区技术保障队，战位从

浩瀚的大海变成了无垠的草原，也曾感到落差。

老班长谢士帅看出了高鹏程的想法，拍了拍他的

肩膀说：“很多军舰上的舰炮都是在我们这试验

定型的。如果没有我们这些幕后的努力，军舰就

不能驰骋大洋，所以我们的职责同样重要，使命

也很光荣！”

听了老班长的话，高鹏程感受到自己肩上沉

甸甸的责任。当晚，他在日记中写道：“只有将根

深深扎进土壤，摆正心态，甘做‘无名草’，才能无

愧这身军装。”通过几年不懈努力，如今高鹏程已

经成长为最年轻的舰炮班班长。

在该试验训练区的广场前，“艰苦奋斗、科学

求实、团结协作、默默奉献”的标语十分醒目。青

年炮手李彪说，这句话是他们的座右铭。“作为

‘新生代’炮手，我们必须将一代代靶场人精神镌

刻进骨髓，无畏风雨、攻坚克难，把青春和汗水挥

洒在战位上。”李彪说。

在某型远程火箭炮的定型试验中，火控系统

的数据显示屏出现快速闪屏情况。担任炮长职

务的李彪排查故障后，发现是“安全联锁”失灵。

这种情况下，火箭弹随时都可能意外发射出去。

危急关头，李彪没有选择逃避，而是进行人工解

脱弹箱，完成退弹工作。

当厂家技术人员赶到时，看到火箭弹安全退

出，不禁为这个年轻小伙子的勇气与技术点赞。

李彪说：“老一辈靶场人将一生都奉献给了这

里。如今接力棒到了我们手里，我们一定要跑好

这一棒。”在后面的抢修工作中，李彪又一次主动

投入工作，经过连续奋战，试验如期完成。

“是代代传承的精神，让我们选择在荒无人

烟的草原扎根；是无坚不摧的信念，让我们的青

春之花在炮声隆隆的试验场绽放。”新兵座谈中，

青年炮手王洪舰的一番话，讲出了该试验训练区

一茬茬青年炮手们的心声，“青年官兵代表着军

队的未来。我们要坚守在武器装备试验鉴定的

一线，为强军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陆军驻吉某试验训练区青年炮手——

把青春和汗水挥洒在战位上
李龙伊 宫 铭 李海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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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冬时节，北京百望山下的国防大学内，

教战研战练战的氛围格外浓郁。一场持续多

天的联合对抗模拟演练，正在国防大学兵棋

大楼导演大厅如火如荼地进行。数十名将校

军官在这里展开攻防推演，在激烈博弈中锤

炼指挥能力。

去年 11 月，习主席在中央军委人才工作

会议上强调，“要坚持分类施策，抓好联合作

战指挥人才、新型作战力量人才、高层次科技

创新人才、高水平战略管理人才培养使用”。

联合作战指挥人才培养，正是国防大学的核

心职能。

“每天与其说是在上课，不如说是在进行集

体作战研究和筹划。”指挥员班学员、海军某部

支队长丁永伟感叹道。在“战区联合作战指挥”

这门课程中，指挥员班学员要在 11天内，完成多

次课堂练习和班组研讨，并以战区指挥员的身

份完成 3份作业。丁永伟感慨：“我们的课程设

置紧密契合未来联合作战对指挥员的能力需

求，打仗需要什么就教什么，岗位能力缺什么就

补什么。”

在国防大学联合作战学院一堂案例教学

课上，褚睿副教授讲授外军特种作战理论专题

时，设计了讲、看、学、研、练 5 个教学环节。从

课堂精讲到案例导入，从观看战争影片到组织

小班化交流研讨，在教员引导下，学员成为学

习、研讨、交流的主角。课程结束时，每个学员

还有一份大作业——以联军指挥官的身份，设

身处地拟制出自认为最合理的作战构想。

“与过去相比，‘研’的比重增加，‘练’的

强度加大，‘考’的难度提高，学员们几乎天天

都挑灯夜战，研究军事、研究战争、研究打仗

的氛围越来越浓。”某学员队政委张岩告诉记

者，学员在校期间共需评定 15 项成绩，内容涵

盖联合作战指挥全部内容程序和方法要领，

每次考核都是高标准严要求。

考核成绩是检验学员学习成果的“试金

石”。面对考核，学员们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有的半夜起床记理论，有的吃饭都在研究战

法应用……“我们的所有课程和考试，都瞄准

了未来可能发生的战争、可能作战的对手，在

贴近实战中锤炼我们指挥员能打仗、打胜仗

的本领。”一名学员表示，“这是军旅生涯中最

难忘的一次考试。”

调整组建 4 年多以来，国防大学加快联合

作战指挥人才培养，一张张“路线图”正在变

成一份份“成绩单”。在新一轮的课程改革

中，该校与中央军委新颁布的联合作战纲要

对标对表，与战区联合指挥体系全面对接，百

余个作战指挥类课题进入常态教学，一批批

指挥员在这里经风雨、见世面、壮筋骨、长才

干，信心满满地走向联合作战演兵场。

国防大学——

锤炼指挥能力 制胜联合战场
本报记者 李龙伊

晨光初露，一枚火箭腾空而起，尾部拖着

绚烂的火焰，按预定轨迹飞去，击中空中目

标、成功开伞、平稳降落、无损回收……上个

学期，国防科技大学空天科学学院青年教员

彭科时常一大早就来到学校，跟学员一起研

究制导火箭。

彭 科 毕 业 留 校 后 就 投 入 到 了 教 战 研 战

中。2021 年，彭科获得学院青年人才重大自

主项目资助，这鼓励他在教战研战中更加努

力地进行有益探索。谈及自身成长，彭科感

慨万千：“学校为青年人提供了平台和支持，

给了我们乘风翱翔的动力。”

近年来，国防科技大学坚持立起为战育

人鲜明导向，创新人才政策制度、优化人员发

展布局，让人才发展与强军事业同频共振。

“人才是推动我军高质量发展、赢得军事竞

争和未来战争主动的关键因素。”该校政治工作

处主任杨红卫说，“打造支撑备战的高素质人才

方阵，既要开阔视野广揽人才，也要更新理念用

好人才，更要创新方式培育人才，做到培养通晓

实战的名师和培育能打胜仗的徒弟并重。”

近年来，该校多措并举建队伍、育人才，突

出“高精尖缺”导向，在不断优化人才队伍梯次

结构上下功夫，聚天下英才而用之；选准选强后

备对象重点培养，通过积极发挥传帮带作用、个

性化支持、开放式培养等方式，走出多岗位多渠

道多层次锻炼路子；实施人才分类评价，完善以

创新价值、能力、贡献为导向的评价机制……人

尽其才、才尽其用的良好格局正在形成。

地形复杂、人迹罕至的环境中，学员仅凭

地图和指北针徒步机动、扎筏过河，这是军事

基础教育学院军事地形学的训练课目；而在

电子对抗学院红蓝对抗比武现场，多种电子

对抗手段应用于比武全程，学员对电磁火力

一体运用的理解进一步加深……

“仗怎么打，教学就怎么开展。”这是该校教

员们常说的一句话。近年来，该校牢牢把握为

战抓教的鲜明导向，常态化组织“导师部队行”

和“青年教员部队行”活动，每年选派骨干教师

参加任职代职、当兵锻炼、演习演训和重大军事

行动高达 1900余人次，提高了教研人员紧贴实

战搞科研、聚焦打赢育人才的能力。

如今，在国防科技大学校园林荫道两旁，

竖立着一个个院士灯箱、优秀毕业学员灯箱，

展现了国防科技大学作为高素质新型军事人

才培养高地的深刻底蕴；实验室、图书馆、教

室里，一场场“头脑风暴”不时碰撞出创新火

花和思维灵感；生长军官本科学员毕业联考

军事基础课目考核首次通过率、优良率均创

改革重建以来新高……各行业各领域人才辈

出、创新为战活力竞相迸发。

“我校将持续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军

战略，大力培养大批可堪重任的高素质新型

军事人才，为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提

供强有力的人才与科技支撑。”杨红卫表示。

国防科技大学——

培养青年人才 激发创新活力
本报记者 刘博通

夜幕深沉，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院

的幢幢大楼灯火通明。一间实验室里，几名

学生正在向该院研究员王以政汇报最新的实

验进展。王以政长期致力于神经生物学研

究，主持完成国家和军队重大科研项目 30 余

项，去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近年来，军事科学院为培育人才、留住人

才、吸引人才，先后制订了培养扶持、选拔引

进、评价激励等办法。

“我们着眼聚天下英才而用之，坚持打着

灯笼选人才、不拘一格降人才，加速集聚优秀

科研人才资源。”该院相关负责人表示，要着

力打造为国家谋安全、为强军谋大略、为打赢

谋胜策的科研人才方阵。

在海拔 5000 米以上地域仅补充淡水的情

况下，连吃 3 天野战食品是什么感受？军用食

品领域专家郝利民，先后 9 次踏上青藏高原，

试验研发中的野战食品。

“嘭！”一声巨响，滚滚硝烟瞬时升起，某工

程设计项目组组长杨涵冲进试验现场，以最快

速度采集到目标物毁伤测试第一组数据。

为战育才、育才为战，军事科学院深入开辟

培用一体路子。持续把科研重心瞄准强敌对

手，把科研人才聚焦研战主业，把科研成果用在

任务一线，促进人才向战而行、为战而兴。

团队聚才，形成人才抓建雁阵效应。在

军事科学院，处处可见学术上的薪火相传，精

神上的血脉赓续。

一次，在全军某重点型号科研项目中，工

程师陈强首次担当项目总师，初出茅庐的他

内心颇为忐忑。为帮陈强打响“第一炮”，时任

军事科学院某研究所所长的尹浩一面靠前指

导，一面深入课题组，帮助分析解决技术难题。

在尹浩的悉心帮带下，陈强干得越发得

心应手。3 年后，该项目获得军队科技进步一

等奖，相关成果在全军推广应用，陈强被评为

全军首批科技拔尖人才。

“跟着这样的团队带头人，我始终感到有

一双温暖的大手在托举自己！”陈强说。

军事科学院重构重塑以来，始终把人才

当作最大优势来涵养、最大资源来开发、最大

家业来经营，形成了以 28 位两院院士领衔的

专业技术人才科研矩阵，高素质军事科研人

才已聚优成势。如今，在军事科学院，一支支

作风顽强、梯次搭配合理的科研团队正在加

速形成，为构筑“实战神经”提供了有力的人

才支撑。

军事科学院——

坚持培用一体 深耕研战主业
本报记者 李卓尔

图①：国防科技大学科研人员在调试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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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②：国防大学学员进行学习交流。

段文君摄

图③：军事科学院科研人员深入一线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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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军之道，要在得人，人才是推动我军高质量发展、赢得军事竞争和未来战争主动的

关键因素。在去年 11 月举行的中央军委人才工作会议上，习近平主席强调，要坚持走好

人才自主培养之路，坚持军队培养为主、多种方式相结合，形成具有我军特色的人才培养

和使用模式，提高备战打仗人才供给能力和水平。

军队院校和科研院所因打仗而生，为打仗而建，是军队人才培养的骨干力量。面向部

队、面向战场、面向未来，如何开展高水平人才队伍建设，培养会打仗、懂打仗的新型军事

人才？近日，记者走进军事科学院、国防大学和国防科技大学 3 家单位，采访他们的经验

和做法。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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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战育才谋打赢
——走进军事科学院、国防大学、国防科技大学看人才培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