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听说今年的重庆市兵棋推演挑战赛

快要报名了，去年我们获得了三等奖，今

年我和同学们计划再次组队参加。讨论

队伍名字时，有同学提出我们是火箭军定

向培养军士，不如就叫“东风战队”吧，大

家纷纷表示赞同。

我是重庆交通职业学院汽车制造与

试验技术专业的一名大二学生。我的父

亲是一名退役军人，受他的影响，我从小

就向往军营。2022 年填报高考志愿前，人

武部工作人员到学校宣传定向培养军士

招生政策，介绍成为军士将有机会在部队

长期服役，实现建功军营的理想。

我决定报考后，父亲十分支持。根据

我的高考成绩，有七八所院校可以选择，

其中重庆交通职业学院与火箭军合作定

向培养军士。当时，我想起了火箭军“东

风”系列导弹在阅兵式上的精彩亮相。我

想，如果能成为火箭军的一员，将是件值

得骄傲的事。于是，我填报了重庆交通职

业学院，被顺利录取。

开学前 20 天，我们接受了入学教育

和军事训练。军训教官高杉是学校第一

批定向培养军士，2020 年毕业后成为火

箭军部队的一名军士。训练之余，他为我

们讲述了“八一勋章”获得者、“导弹兵王”

王忠心的奋斗故事，并结合他获得“四有”

优秀士兵的经历鼓励我们。当时高杉学

长说：“只要刻苦训练，努力钻研专业技

术，你们也能成为‘兵王’。”从此，我有了

明确的奋斗目标。

梦想的种子一旦种下，便很快生根发

芽。迎着初升的太阳整理内务，披着落日

的余晖练习队列，伴着天边的明月补差训

练。开学时，同学们都说我们军士学院的

新生一看就不一样，自带一股精气神。

渐渐地，我感受到更多的“不一样”。

严格的一日生活制度，扎实的军事训练，

连专业课也和同专业同学不一样。我们

实操练习用的模拟系统更贴近作战装备，

车辆检修练习车参照火箭军常用车辆。

我们的汽车机械基础课老师是一名退役

军人，他常说，作为专业技术军士，技术本

领一定要过硬。

今年 4 月，学校组织我们到军工企业

见习。在那里，我了解到很多装备的制造

过程。扎根生产一线的带教老师说：“别

小看我们的工作，武器装备牵一发而动全

身，一个零部件都不能出错，需要更高标

准、更高要求。”这时我想到了军事理论课

上老师讲过的“海拔高、工作标准要更高，

氧气少、奉献精神不能少，环境苦、更要苦

干不苦熬”的高原火箭兵精神；想到了来

自火箭军的教官提起“东风”系列导弹时

自豪的神情。

明年 3 月，我就要去部队实习。未来

不管在哪个部队服役，我都要像老师说的

那样，“扎根、过硬、奋斗、奉献”。“东风战

队”，我准备好了。 （赵晓菡整理）

“东风战队”，我准备好了
■重庆交通职业学院定向培养军士 王岳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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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课程普通班次 60 分以上就

能 合 格 ，定 向 培 养 班 次 需 要 70 分 以

上。”山东交通职业学院实验室，正在操

作航海模拟器的大二学生张博文告诉

笔者，作为一名定向培养军士，学院对

他们的要求是基础要好、起点要高、专

业要精，这样到部队后才能一专多能挑

大梁。

“将来他们要上军舰、出远洋，只有

掌握过硬本领才能胜任岗位，所以必须

严格要求。”该学院航海系党总支书记

孙阳介绍，他们今年为海军输送了 300

余名军士。

每学期开学前，学院都会派人到海

军某训练基地对接教学计划，并派专业

教师到部队开展“听评课”活动，紧跟部

队建设需求共同修订课程内容。有一

年，海军某训练基地相关负责人提出，

由于舰船齿轮箱、传动轴容易出现故

障，这方面维修人才欠缺，建议增加相

关教学内容。学院立即组织人员查阅

资料、充实教材、组织备课，将其作为必

学内容纳入相关课程。

“部队所需就是我们所教，这直接

关系到学生入伍后的适岗能力，关系

部队战斗力建设。”该学院船舶电子电

气教研室主任杨淑娟介绍，学院紧贴

部队急需的船舶电子电器、航海技术、

轮机操作维修等专业，细化目标定位、

课程体系、考评标准等，让教学供给侧

与部队需求侧紧密衔接。学院还针对

定向培养军士能力需求，综合海事行

业标准与海军作战要求，组织编写 5 部

专业教材。

“不唯取得学历，崇尚一技之长”

“上岗即会操作，入伍就能打仗”“练好

过硬本领，争当精武尖兵”……走在学

院内，这样的标语随处可见。笔者了

解到，军士大多是专业性强的实用型

人才，该学院致力于让定向培养军士

到部队后很快能实现专业匹配、人岗

相适。

为了提升学生的实装实操能力，让

理论与实践更好结合，学院配备了航海

模拟器、智能机舱模拟器等专业教学设

施，建成电子海图室、航海 VR 实训室、

水上训练场等场所。航海系还与地方

船舶类企业共建校外实习基地。

这天，在某企业实习基地，数十名

定向培养军士正在结合实装进行操作

训练。航海技术专业大二学生丁文浩

边操作船舶动力装置杆边说：“经过上

手操作可以加深对所学知识的理解，

提高实操能力，将来入伍后到舰艇岗

位才能驾轻就熟。”他们在各自点位，

按照拆卸装置、了解原理、维护保养、

故障排除等流程进行操练，动作越来

越熟练。

“实物实训、静动结合，不仅深化理

论知识，还提高实践能力，一到部队就

能派上用场。”山东交通职业学院 2020

级定向培养军士、现海军长春舰下士董

家枫感触很深。他说，通过现地实习和

实装操作，提升装备操作和维护保养能

力，能够缩短定向培养军士入伍后的适

应期和培训期。

据该学院招生办负责人介绍，这些

天，他们接到许多高考考生和家长的咨

询电话，了解定向培养军士相关情况。

随着《军士暂行条例》《军士职业发展管

理暂行规定》等法规制度在部队推行落

实，军士职业发展路线更加清晰，咨询

报考人数逐年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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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到高考季，选择什么样的专业、职业，成为许多考
生面临的人生课题。今年，定向培养军士招生范围扩大
到全国 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为有志从军的青年提
供了一个选项。

根据招生计划，2024年全国共有 48所地方高校为
解放军和武警部队招收定向培养军士 23600 人。与去
年相比，招生人数增加375人，省份范围增加14个。

从 2012 年开始这项工作，到如今一大批依托地方
高校定向培养的军士在部队成长为独当一面的行家里
手，推动了新型高素质军士人才方阵加速成长。

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进入军营前，定向培养
军士主要在地方高校学习生活。如何抓住这一重要阶
段，帮助他们成为专业技能精通、军政素质过硬的“准军
士”？本期我们关注一些军地单位的有益探索。

——编 者

枫 树 坪 下 铸 军 魂 、八 角 楼 前 忆 传

统、黄洋界上话使命……近日，江西航

空职业技术学院组织定向培养军士到

井冈山现地参观见学。学习革命历史，

聆听感人事迹，导弹维修专业大二学生

陈进凯报国信念更加坚定。

今年以来，陈进凯和同学们还参加

了红色主题思政课、烈士陵园祭扫、军

营开放日等系列活动。这些活动是江

西省军地加强定向培养军士教育管理

的实际举措。

“我们希望从江西这片红土地走出

去的军士，不仅专业技能强，而且军政素

质过硬。”江西省军区领导告诉记者，省

军区承担着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选拔军

士人才的重任，还应在日常培养上主动

作为，为部队输送军政兼优的好苗子。

2023 年，为了提高定向培养军士素

质，江西省教育厅、省军区政治工作局、

省征兵办等部门联合下发《关于进一步

加强和改进定向培养军士管理教育工

作的通知》，从思想政治教育、连队化管

理、军事基础训练等方面作出规范，探

索建立定向部队、兵役机关、培养院校

三方协作机制，为定向培养军士搭建成

长阶梯。

“定向培养军士毕业后直接补充到

部队相应专业技术军士岗位服役，在校

期间培养质量的高低，直接影响到部队

战斗力的生成。”南昌工程学院军士学

院党委书记章建明坦言，学院在专业上

拥有优良的教师团队和丰富的教学经

验，但在思想政治教育、军事训练、军事

文化培塑等方面相对薄弱。

为帮助院校解决难题，江西省军区

发挥沟通军地的桥梁纽带作用，协调军

队院校、驻军部队、地方高校、红色场馆

等，选派训练骨干、思政课教师走进定

向培养军士院校开展帮训教学。

“军士不仅要有专的特长，更要有

兵的意识。”江西信息应用职业技术学

院武装部工作人员余星星告诉记者，根

据《通知》要求，由属地县级兵役机关指

导定向培养军士院校，对定向培养军士

开展军事训练，适当增加战术、体能等

基础训练。

为了进一步提升定向培养军士军

事素养，兵役机关选拔高年级定向培养

军士担任教辅人员，协助军训教官开展

学生军训工作。江西信息应用职业技

术学院大二学生罗成就是其中之一。去

年 9月，他经过严格的选拔、岗前培训和

考核，顺利拿到教辅人员资格证，在军训

实践中得到历练。

“作为兵役机关，在定向培养军士

的选拔教育上既要‘扶上马’，更要‘送

一程’。”江西省军区领导告诉记者，今

年初他们遴选优秀政治教员集中备课，

到 4 所定向培养军士院校举办讲座、报

告会等。他们还协调南昌大学、江西师

范大学等高校，与定向培养军士院校开

展校级合作，在教学资源运用、红色基

因赋能等方面提供帮助。

江西省军区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强化学员军政素质—

专的特长 兵的意识
■邓育新 本报特约记者 郭冬明

“训练热情高、适应节奏快、结训成

绩总体较好。”5 月下旬，空军新一批定

向培养军士完成入伍训练，即将转入岗

前培训。各单位普遍感到定向培养军

士的能力素质逐年提升，军地协作培养

对接更为紧密，供需匹配度更高，为部

队战斗力建设提供了坚强人才支撑。

当前，他们正通过“理论+实操”复合培

养、“院校+部队”联教联训，夯实新晋军

士专业基础。

自 2012 年空军开展依托普通高等

学校定向培养军士工作，培养高校由最

初的几所扩大到今年的十几所，毕业分

配到部队的定向培养军士大多成长为

岗位技术能手……记者了解到，12 年

来，培养工作始终对准战场所需，军地

双方紧密协作配合，科学规划路径，积

极创新模式，实现了数量与质量双跃

升。在实践探索中，他们逐步形成军地

协作联教联训机制，围绕思想政治教

育、专业教学指导、职业技能竞技、联合

集智攻关、军营体验实践、作风纪律养

成等 6 个方面组织实施，常态召开联席

会议打通协作阻点，实现在筹划层面同

向用力，在标准层面规范运行，在信息

层面交融共享。

记者翻开各定向培养军士院校近 3

年人才培养方案发现，定向培养军士的

学习内容每年都有针对性调整，科技知

识所占比重逐年递增。空军某部领导

介绍，空军根据当前部队高素质人才所

需，指导合作院校针对空军招收计划的

学科专业，突出主战专业人才供给，着

眼新域新质力量储备，动态修订人才培

养方案，调整优化课程设置，加快锻造

高技能军士人才。

为战育才呼唤模式创新。聆听专

家讲座、体验模拟教学设备、和部队军

士面对面交流……空军工程大学航空

机务士官学校举办军事夏令营，邀请定

向培养军士院校学生走进军营，熟悉部

队一日生活制度，增强对未来岗位、未

来战场的感知度，为更快适应部队打下

基础。

近年来，空军预警学院雷达士官学

校采取请进来、走出去的方式，同合作

院校共同探索教学模式。他们建立了

“六个联合”联教联训机制，即联合培育

专业教员和教官、联合制定修订人才培

养方案、联合共建实训平台、联合编写

专业教材、联合培育与考核、联合文化

育人，不断调整教学方向，抓实定向培

养军士能力提升。

据悉，空军部队将继续深化同合作

院校的联教联训机制，推动定向培养军

士工作长远发展，为培养高素质、专业

化军士人才队伍积蓄力量。

空 军 部 队 探 索 军 地 协 作 联 教 联 训 机 制 —

实践课堂 抵近战场
■霍克强 本报记者 李建文

发力起跑线 跑好第一棒
—军地建立协作机制加强定向培养军士入伍前培育工作

山东交通职业学院学生参

加海军组织的定向培养军士基础

技能比武竞赛。 张广伟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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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军某部组织定向培养军士进行刺杀

操训练。 杨 涛摄

空军某部组织定

向培养军士进行刺杀对

抗训练。 杨 晶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