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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会心声
制图：张 锐

初心如磐 使命在肩

事业因人才而兴，人才因事业而聚。
过去的一年，全军部队坚决贯彻

习主席关于人才强军战略重要论述，坚
持以战选人、为战育人，全面推进军事人
员现代化，着力锻造矢志强军打赢的新
型军事人才方阵。

春风润万物，鼙鼓催征程。两会召
开之际，军队代表委员牢记统帅嘱托，就
培养高素质专业化新型军事人才畅所欲
言。大家一致表示，必须以习近平强军
思想为指引，进一步解放思想，主动适应
时代要求，紧盯打仗需求，创新思路举
措，为实现强军目标提供更加坚强的人
才力量支撑。

勇担人才培养的

历史重任

强军之道，要在得人。党的十八大以
来，习主席在多次讲话中传递出对培养高
素质专业化新型军事人才的殷切期盼。

铁肩担使命。军队代表委员表示，
人才强军是一项投入大、周期长、管长远
的战略工程，只有以等不起的紧迫感、慢
不得的危机感，立起一流标准、扛起一流
责任，才能打造一流新型军事人才方阵，
更好履行新时代人民军队使命任务。
“责重山岳，能者方可当之。”空军某基

地政委王献军代表谈到，人民军队正向建
军百年奋斗目标阔步奋进，新型军事人才
建设迎来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也面临着
不少新挑战。军队是要打仗的，必须抓紧
解决“两个能力不够”“五个不会”等突出问
题，只有以高度的政治觉悟、强烈的责任担

当和积极的务实行动，才能做好人才培育
“大文章”，下好未来战场“先手棋”。

海军研究院某研究室主任曹京宜代
表带领的团队，成员 80%以上是“85后”，
数十次参与重点型号装备腐蚀防护设计，
并牵头启动海军装备腐蚀专项治理工程，
不断突破腐蚀与防护的瓶颈技术。曹京
宜代表在科研实践中深切感到，必须牢固
树立人才是第一资源的理念，做到打仗需
要什么人才就重点培养什么人才、缺少什
么能力就重点培养什么能力。

军队代表委员谈到，落实人才强军
战略不能只停留在表态和决心上，必须
正视我军军事人才建设方面存在的短板
弱项，以时不我待、舍我其谁的状态，着
眼长远需求，打破育才瓶颈。

铸将育官，制度为要。来自陆军边
海防学院的侯胜亮代表认为，要深入学
习理解、认真贯彻落实《现役军官教育培
训暂行规定》，真正把军官教育培训工作
摆到战略高度，促进多出人才、快出人
才、出高素质人才。

锻造敢打必胜的

强军先锋

伟大时代呼唤优秀人才，一流军队
需要强军先锋。

军队代表委员谈到，培养高素质专
业化新型军事人才，必须强化打仗对选
用人才的引领作用，立起一切为战的鲜
明导向。
“随着三位一体新型军事人才培养

体系加快构建，军队院校正加速成为新

型军事人才的成长摇篮，实现与部队作
战训练无缝对接。”火箭军某旅高级工程
师梁剑涛代表说，要紧盯能力短板，对课
程结构和教学模式进行全面重塑，使军
队院校课程体系的“刷新度”成为作战指
挥人才培养的“晴雨表”。
“环境好，则人才聚、事业兴。”在空

军指挥学院教授苗润奇代表看来，培养
高素质专业化新型军事人才，是实现强
军目标的战略性要求。应当在做实思想
工作、健全完善制度、营造成长环境等方
面下功夫，激励新型军事人才干事创业
动力，确保在数量、质量上满足军队建设
和备战打仗需要。

三尺讲台起狼烟，万里疆场竞风流。
海军护卫舰某支队政委徐建锋代表

介绍，他所在的支队始终聚焦备战打仗，
选人用人坚持“三用三不用”：历练扎实、
实绩突出、群众公认的优先选用，能力不
过关、任务不尽心、履职不到位的坚决不
用。徐建锋代表说，要严格按照打仗的
标准选贤任能，让想打仗的有舞台、钻打
仗的有位子、能打仗的有奔头。

来自陆军某旅的谢正谊代表谈到，
近年来，旅队官兵先后参加国际维和、国
际军事竞赛以及到国外军事院校学习进
修，归国后成为备战打仗、一线抓训的骨
干人才。他们还通过重奖为国争光的官
兵，激励广大官兵勇于在大项活动的舞
台上接受挑战考验，磨砺胜战本领。
“军事训练是最直接的军事人才准

备。”军队代表委员表示，如今，在火热的
练兵实践一线，一批批优秀新型军事人
才正淬火成钢，剑指打赢。

开创人才辈出的

全新局面

2020年 10月，经习主席批准，中央军

委印发《关于加快推进三位一体新型军事
人才培养体系建设的决定》。这是新时代
加强军队人才建设的又一份重要文件。

当前，军队转型建设步伐不断加快，
武器装备迭代更新，作战样式加速演变，
各类配套政策制度层出不穷，对新时代新
型军事人才培养提出了更高的标准和要
求。军队代表委员谈到，必须及时更新思
维观念，勇敢尝试砥砺创新，既探索“长治
之策”，又采取“非常之举”，努力开创人才
辈出、人尽其才的全新局面。
“形势在变，要求也在变，一直走老

路子肯定不行。”中部战区某中心高级工
程师温立新委员建议，健全三位一体新
型军事人才培养体系，要以全局性视野、
整体性思维，探索人才资源融合和路径
创新，进一步健全完善军队院校与部队
联教联训机制。
“思路一变天地宽。”火箭军士官学

校教授王晓霞代表介绍，他们探索实践
打仗型士官人才培养路径，通过创新开
展研讨式、项目任务式、教学做一体化等
教学模式，教学训练水平显著提升。

武警某部指导员赵贺代表拿自己所
在的专业分队举例提出建议，可以考虑
直接从直招士官中选取驾驶员、工程机
械操作手，“这部分人上手早、进入情况
快，稍加培训就能形成战斗力”。

新时代呼唤新思路，新举措催生新
气象。

谈到此次军官制度改革，军队代表
委员对新型军事人才建设的前景充满信
心。他们说，这次军官制度改革的一大
亮点，是把教育培训嵌入军官职业发展
路径，必将进一步为健全三位一体新型
军事人才培养体系奠定坚实基础，催生
更多优秀的新型军事人才群体。

军队代表委员坚信，在习近平强军
思想指引下，担当强军重任的高素质专
业化新型军事人才必将不断涌现。

汇聚人才强军的磅礴力量
—军队代表委员畅谈高素质专业化新型军事人才培养

■本报记者 杨清刚

锻造高素质专业化新型军事人才，

必须坚决贯彻习主席关于人才强军战略

重要论述，聚焦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

的标准，坚持以战选人、为战育人，形成

有利于备战打仗的鲜明舆论导向、工作

导向、用人导向、政策导向。

新型军事人才队伍建设是一项系统

工程，需要把握时代特点和内在要求，突

出政治要求和打仗标准，切实把堪当强

军重任、矢志打赢制胜的各方面人才集

聚起来。

要以一流标准选拔人才。适应建

设世界一流军队要求，区分联合作战指

挥人才、新型作战力量人才、军士骨干

人才等不同类型，细化制定培养质量标

准和岗位任职资格标准，从源头上把好

入口关。

要以开阔视野培养人才。积极健

全完善人才交流锻炼机制，持续贯通基

层与机关、部队与院校、军种与战区交

流链路，进一步丰富岗位阅历，提高复

合素质。

要以重大任务历练人才。充分利

用演习演练、比武练兵、国际维和、远洋

护航、海上维权等时机，让一线官兵在

血与火的考验中锤炼血性胆气、提升打

赢本领。

要以暖心服务凝聚人才。把解决思

想问题与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深入

开展事业心责任感教育，下大力解决官

兵“后路、后院、后代”问题，激发投身备

战打仗的内生动力。

以战为先育良才
■杨清刚

“大学生士兵已成为强军事业不可
或缺的力量，做好大学生士兵人才培养
保留尤为重要。要不断完善相关政策
机制，缩短大学生士兵成长周期，使他
们在部队战斗力建设的广阔舞台上施
展才华。”接受记者采访时，空降兵某旅
二营教导员余海龙代表围绕留住用好
大学生士兵提出建议。

余海龙代表调研发现，近年来，国
家、军队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优先征集
大学生士兵的政策，踊跃参军的大学生
逐年增多。

余海龙代表建议，加大大学生士
兵保留力度，由相关部门统筹出台大
学生士兵入伍留队保障规定，按照服
役时长设置相应优待政策；采取有力

举措，为在读大学生士兵完成学业提
供条件，从政策制度上提高大学生士
兵服役期间的获得感，鼓励大学生士
兵留队。
“此外，由于地方高校开设专业与

当前部队需求有差别，存在一些大学生
入伍后专业不对口、知识技术得不到有
效发挥的情况。”余海龙代表提出，兵役

机关应与地方高校合力，对征兵对象的
专业、学历层次等制定具体的标准和规
定；部队应对志愿长期服役的大学生士
兵加强培养，使更多大学生士兵走向重
要岗位。
“相信大学生士兵一定可以大有

作为！”余海龙代表介绍，去年 5 月，
在新列装的某型装备试训中，他所在
单位大胆起用机械工程专业的大学
生士兵，培训后很快成为该领域的行
家里手。

（本报北京3月7日电）

余海龙代表——

加强大学生士兵人才培养保留
■张朋倍 本报记者 杨清刚

上图：3月7日，解放军和

武警部队代表团举行第一次全

体会议。图为会议间隙，来自

基层部队的代表进行讨论交

流。

本报记者 穆可双摄

左图：3月7日，全国政协

十三届四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

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图

为委员们在认真听会。

伊 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