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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江苏省淮安市一家大型钢铁企

业精品钢帘线项目湿拉车间，一排排拉丝

设备 24 小时不停运转，一派繁忙景象。

作为该企业智能制造处的一名机电维修

工，退役军人王亮和同事们轮流值班，随

时待“战”，为设备正常运转提供保障。

谈起这份工作，王亮言语中充满自

豪：“我们的项目是淮安市在建项目中单

体投资最大的制造业项目。在这里工

作收入稳定，发展前景也好，心里特别踏

实。”

王亮不是机电维修专业出身。他高

中毕业后入伍，在部队服役期间，因日常训

练保障需要，接触了一些基础的装备维修

知识，但对该领域的了解并不深入。“2022

年退役回到淮安时，对于将来干什么工作，

进什么单位，心里真没底。”王亮回忆，那年

11月，到这家钢铁企业的一次参观体验，

为他打开职业发展的一扇“窗”。

当时，淮安市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合

当地一家职业学院，依托该企业开办退

役军人维修技术培训班。王亮和其他

30 余名退役军人到现场参观后，被现代

化的生产车间、火热的工作场景吸引，当

即决定报名参训。

淮安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就业创业处

处长陈延刚介绍，不同于一般的退役军人

就业适应性培训，该培训班充分利用承训

学院教育资源，结合企业需要“量身定制”

培训内容，实现出了“校门”进“厂门”，确

保技能培训与企业用人的“无缝对接”。

“3 个月的培训中，承训学院还安排

多位企业技术能手面对面授课，有他们

手 把 手 指 导 ，我 们 的 技 术 能 力 提 高 很

快。”王亮说，2023 年 2 月进入企业工作

后，他遇到技术难题时仍可以向技术能

手请教，保证了学习的接续性。因优异

的工作表现，前不久，王亮成功入选企业

储备干部，职业发展之路越来越顺畅。

告别军营，走上人生新战场，王亮是

万千退役军人的代表。近 5年来，淮安市

每年新增退役军人超过 1400 名，其中就

业创业人员约占 60%。今年 4 月 1 日以

来，当地依托江苏省淮安技师学院打造淮

安市退役军人教育学院的消息，引得站在

就业创业“十字路口”的老兵们竞相转发。

老兵们之所以感到振奋，是因为淮

安市退役军人教育学院的成立，意味着

全市退役军人就业创业服务保障工作有

了全新的阵地。“退役军人的团队意识

强、执行力好、肯拼肯干，成长为时代所

需的工匠人才，是他们职业发展的重要

路径之一。”陈延刚介绍，淮安市退役军

人事务部门组建运行以来，市、县两级退

役军人事务部门通过“政府主导、院校承

训、企业供岗、金融支持”，不断为退役军

人投身产业发展搭建新平台、探索新模

式，帮助不少退役军人走上理想岗位。

然而，由于各县区培训资源、师资力量分

配不均衡，也存在培训组织相对零散、机

制衔接不畅、培训成果转化难的问题。

“此次成立退役军人教育学院，正是

为了更好统筹政策资源、教育资源、企业

资源，进一步拓宽政府部门、院校、企业

三方合作渠道，帮助更多退役军人投身

产业发展热潮，成长为高素质的工匠人

才。”淮安市退役军人教育学院领导说。

据了解，淮安市退役军人教育学院成

立的当天，学院同步启动以“链接”名企、

荟萃名师、锻造名匠为特色的退役军人教

育培训“三名工程”。在前期工作基础上，

目前，淮安市退役军人教育学院已与 60

余家当地大中型企业建立退役军人“定岗

式”“订单式”培养关系，吸纳全市 130 余

名省市级高技能人才、高级职称人员，组

成退役军人教育培训师资库。

“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加强校企合

作，扩大企业‘朋友圈’，优化师资力量，帮助

更多退役军人实现由‘学’到‘工’的转变、

由‘工’到‘匠’的蜕变，打造好‘兵工匠’成

长摇篮。”淮安市退役军人事务局领导说。

江苏淮安退役军人教育学院

打造“兵工匠”成长摇篮
■张传杰 郑琳琳

“王老师，拟录用名单出来了，多亏

您这些日子的辅导……”6 月 27 日，看到

2024 年厦门市中小学幼儿园职业学校

教师公开招聘拟录用人员的公示信息，

退役军人陈锦涛高兴地拨通厦门退役

军人学院教师王丹妮的电话，第一时间

分享喜讯。

这次教师公开招聘，陈锦涛报考的是

退役军人专岗。2023年，厦门市首次在公

开招聘中小学教师时设立退役军人专岗，

共录用26名退役军人。今年，当地再次拿

出30个专岗名额，助力有志投身教育事业

的优秀退役军人走上任教岗位。

和陈锦涛一样，通过厦门退役军人学

院的培养，考取教师资格证，经退役军人

专岗招聘成为“兵教师”，是当地优秀退役

军人进入校园任职任教的重要路径之一。

“帮助优秀退役军人顺利走上‘讲

台’，既可以为基础教育注入新鲜血液，又

能够促进退役军人高质量就业。”厦门市

退役军人事务局领导介绍，为推进“兵教

师”系统化、规范化培养，2022 年 9 月，厦

门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与集美大学签署协

议，借助集美大学师范学院优势教育资

源，成立厦门退役军人学院。学院的职能

包括：培养一批具备教育教学能力的退役

军人，指导他们参加教师资格证考试；培

养一批青少年国防教育讲师；围绕退役军

人工作实际，承担退役军人课题研究；面

向退役军人提供学历教育、职业培训等多

层次继续教育。

据介绍，针对“兵教师”培养，厦门

退 役 军 人 学 院 推 出“ 长 训 班 ”和“ 短 期

班”两种办学模式。“长训班”即“退役军

人师资班”，选拔年龄在 33 周岁以下、本

科以上学历的优秀退役军人入学，划分

小学语文、小学数学、小学体育 3 个学

科 ，围 绕 师 德 规 范 、教 育 情 怀 、学 科 素

养、教学能力、教学实践 5 方面，进行为

期 1 年的免费全日制培训。“短期班”形

式 比 较 灵 活 ，如 教 师 资 格 证 考 前 培 训

班，青少年国防教育讲师培训班等。

“去年 10 月参加退役军人师资班以

来，我不仅有机会系统学习教育基础理

论，提高教学能力，还进一步增强了投身

教育事业的使命感，懂得作为一名教师，

会教书更要会育人……”陈锦涛告诉笔

者，他所在第二届退役军人师资班的 44

名学员中，目前已有 22 人考取教师资格

证。除参加退役军人专岗招聘外，厦门市

还落实退役大学生士兵参加中小学教师

公开招聘考试加分优待政策，让师资班学

员进校园任职任教的路径更加通畅。

曾在海军某部“海上猛虎艇”服役

的退役军人湛亮，经过厦门退役军人学

院组织的“退役军人中小学国防教育宣

讲专题培训”，成为厦门市退役军人国

防教育宣讲团的一员。

“几天的培训中，专业老师向我们

详细解读国防教育相关文件，开设《讲

课的技巧、方法和规范》等专业课程，统

一了认识，提高了能力。”湛亮说，如今，

宣讲团的 50 多名成员活跃在一个个国

防教育现场，老兵们结合各自经历、各

具特色的讲述，广受师生欢迎。

截至目前，厦门退役军人学院开设

的两届退役军人师资班共培训退役军

人 113 名，其中 69 名退役军人已走进厦

门市各中小学任职任教。96 名退役军

人经过短期培训，成为厦门市国防教育

宣讲的“主力军”，累计进校园开展国防

教育 400 余场。

福建厦门退役军人学院

拓展“兵教师”培养路径
■吉贵群 本报特约通讯员 徐文涛

雨季，浙江省嘉兴市秀洲区一个园

艺基地里，草木尽情地舒枝展叶，泥土散

发出淡淡清香，让人心旷神怡。

这片 130 多亩的土地，是退役军人

王威坚守的阵地。

王威在驻藏某部当过 5 年兵。服役

时和战友一起打理高原蔬菜大棚的经

历，让他积累了种植经验，对园艺领域兴

趣渐浓。2010 年退役回到嘉兴后，王威

先后到周边多个城市打工，学习园艺技

术。当他与几位朋友合伙租下土地打造

园艺基地、走上创业路时，却总感到“在

关键技术上不得要领”。

2020年八一建军节前夕，嘉兴退役军

人学院在嘉兴职业技术学院挂牌成立的消

息，引起王威的关注。嘉兴职业技术学院

的前身院校之一，是1950年建校的浙江省

嘉兴农业学院，在农业领域办学历史悠久、

经验丰富。乘着高职扩招的东风，2021

年，王威进入嘉兴退役军人学院园艺技术

专业学习，为实现“园艺梦”汲取养料。

“学院对我们退役军人群体倾注了许

多心血，近 3 年的学习，拉直了我这几年

创业中的很多问号。”王威告诉笔者，除集

中授课外，嘉兴退役军人学院还为他们配

备了专业导师，对创业中遇到的难题，他

可以“一对一”向导师请教。根据相关政

策，退役军人每年还可以获得一定的助学

金，减轻学费压力。

据统计，嘉兴退役军人学院成立以

来 ，累 计 招 收 686 名 退 役 军 人 ，其 中 有

132 人学习园艺技术、园林技术、现代农

业技术、动物医学等农业相关专业，占比

超 过 19%。 在 退 役 军 人 学 院 学 习 的 同

时，他们有的经营家庭农场，有的开办农

业企业，有的担任“兵支书”……

嘉兴退役军人学院园艺技术专业

2022 届毕业生姜建伟经营着一家农场，

带领几十个低收入农户共走富裕路。在

姜建伟看来，自己就像一座“桥梁”，将学

院的专业资源与农户的农业技术需求连

接起来。

“这些年，借助退役军人学院的资源

优势，我们引进杂交芦笋、红颊草莓等多

个新品种，农业专家手把手教我们种植，

长势一年比一年好。”姜建伟告诉笔者，

在退役军人学院学习期间，他还结识多

位奋战在乡村振兴领域的战友，经常在

一起交流种植经验，分享创业感受。“前

年 ，我 们 精 心 培 育 的 30 万 株 草 莓 苗 滞

销，退役军人学院的几位战友伸出援手，

优先购买我们的草莓苗，才解了燃眉之

急。”姜建伟说。

“嘉兴是统筹城乡发展的先行地，正

加快打造农业农村现代化示范市，推动

全域和美乡村建设，为退役军人逐梦田

野提供了丰沃的土壤。”嘉兴退役军人学

院领导介绍，为更好培养“新农人”，保障

学生“课堂所学”与“岗位所用”有机衔

接，学院充分利用嘉兴职业技术学院科

技特派员团队力量，深入南湖区、秀洲

区、桐乡市等地乡村，精准了解农业主体

需求，将一线调研成果及时融入课堂教

学，确保学生学以致用。

据了解，嘉兴退役军人学院还将“学

历证书+若干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1+

X 证书”制度纳入培养体系，常态化开展

相关培训，帮助学生掌握更加多元的职

业技能。姜建伟自豪地告诉笔者，他目

前已取得中级农艺师、二级农业技术员、

高 级 农 业 经 理 人 3 个 职 业 技 能 等 级 证

书，这让他在逐梦田野、干事创业中更有

信心、底气更足。

浙江嘉兴退役军人学院

助力“新农人”逐梦乡村
■兰 珊 汪 静

八一建军节就要到了，最近一段时

间，江西“最美退役军人”、一等功臣钟

常军格外忙碌。“7 月 30 日 16:00，抚州

市工商联；7 月 31 日 9:00，抚州市城建

集团……”他随身携带的一个笔记本

上，简明记录着近期的国防教育宣讲行

程。

钟常军之所以频频接到宣讲邀约，

源于他特殊的人生经历。作为一名上

过战场、经历过生死考验的老兵，他的

讲 述 激 昂 、动 人 ，具 有 直 击 人 心 的 力

量。“人们愿意听，我也就更愿意多讲。”

钟常军说。

钟常军第一次站上讲台，是在 40

多年前。1979 年，走下战场不久的钟

常军前往原南昌陆军学院进修。一堂

关于战斗精神的讨论课上，同学们请钟

常军讲讲自己的战斗经历。那时，钟常

军的战伤尚未痊愈，右侧眉骨上那道半

弧形伤疤有五六厘米长，后脑勺上小伤

疤一个挨着一个。摸摸头上的伤疤，钟

常军从那场最令他刻骨铭心的战斗讲

起。

几个月前，钟常军所在连奉命趁夜

拔掉敌人地堡，为大部队前进扫清障

碍。官兵摸至地堡附近时，被敌人哨兵

发现。面对敌人的密集火力，副连长和

钟常军所在排排长牺牲，全排近半数战

友负伤，钟常军右手食指骨折。

在战场上，时间就是胜利。紧急关

头，身为党员、担任班长的钟常军迅速补

位，组织全排继续战斗。他让战友火力

掩护，自己向前冲锋。一颗手榴弹在距

离钟常军不远处爆炸，飞溅的弹片击中

他的头部，鲜血一下子涌了出来。意识

尚存的钟常军强忍疼痛，继续爬向地

堡。他找准时机，用手榴弹引爆堆放在

附近的火箭弹，炸毁了地堡。这场战斗

中，钟常军因作战勇敢荣立一等功。

从战场的残酷讲到战友的情谊，从

自己的负伤讲到战友的牺牲，钟常军的

深情讲述，让师生为之动容。学院其他

系的师生听说后，纷纷请他前去分享。

渐渐地，钟常军的故事从军校传到地

方，许多中小学、企事业单位也向他发

来宣讲邀请。

一次，钟常军到小学讲战斗故事。

他告诉孩子们：官兵 4 天 4 夜坚守在阵

地上，非常艰苦。有一天后方送来的给

养中有一瓶梨子罐头，他打开瓶盖后递

给副班长，副班长又传给下一个战友，

一个传一个，最后大家一口也没吃，又

传回到他手里……讲到这里，不少孩子

红了眼圈，现场响起雷鸣般的掌声。

上甘岭战役中“一个苹果”的故事，

孩子们耳熟能详。而钟常军结合亲身

经历的动情讲述，让孩子们对革命传统

的理解更加具体可感。“孩子们的热烈

反应让我深受鼓舞，决心以更加投入的

姿态做好国防教育宣讲，在‘新战场’上

发起新的冲锋。”钟常军说。

1982年，钟常军结束在原南昌陆军

学院的学习，到驻福建某部任职。1988

年，他转业到地方工作，忙碌之余，一直

致力于国防教育宣讲。翻看钟常军反

复打磨的讲稿，故事内容十分饱满，既

有身临其境的讲述，又结合时代发展和

社会变迁分享自己的体会和感悟。他

还有一些珍贵的“课件”：当年上战场前

写下的请战书，珍藏多年的军功章、纪

念章，与战友在猫耳洞里的合影……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

强。这些年，我的听众多半是中小学生

和青年人。”回首过往的一场场宣讲，钟

常军对加强青少年国防教育有着不一

样的感悟。“随着时光流逝，孩子们不一

定能记住我的名字，对故事情节的记忆

也可能变得模糊，但他们一定会记得当

初听故事时的那份感动。”他感慨道，

“在青少年心中种下一粒报国的种子，

谁敢说将来不会长成保家卫国的参天

大树？”

2022 年，钟常军被退役军人事务

部聘为“全国老兵宣讲团”成员。“这意

味着我肩上的责任更重了。”钟常军说，

近年来新媒体传播手段日益丰富，除线

下演讲外，他自学短视频制作，尝试借

助短视频开展宣讲。他向行家“取经”，

向年轻人请教，目前已经能够独立操

作。

“你看，我之前发布的短视频，浏览

量又提高了。”打开自己的网络平台，钟

常军话语中满是兴奋，“大家这么关注，

我更要把国防故事讲好！”

上图：钟常军在幼儿园开展国防教

育。 揭宾耀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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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四川省多地出现洪涝灾害。当地退役军人闻

“汛”而动，持续奋战在抢险救援一线。

图①：雅安市汉源县安乐镇民兵应急排的退役军人骨干转移受灾群众。

舒羽泉摄

图②：内江市威远县“集结号”退役军人志愿服务队队员跑步登车，赶往排

涝现场。 郑 乔摄

闻“汛”而动

有人说，菁菁校园，是走向梦想的起点。挥别军营的老兵们，同样心怀炽热的人生理想。近年来，退役军人学院这个为老兵群
体“量身打造”的校园，吸引着无数逐梦的目光。

退役军人事务部组建以来，各地不断优化退役军人教育培训模式，整合优势资源，为推动退役军人高质量就业创业聚力蓄能。作
为重要举措之一，各地陆续建起的退役军人学院，就像一座座桥梁，帮助老兵迈向人生新天地，建功人生“新战场”。

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江苏、福建、浙江三地的退役军人学院，感受“老兵学校”里涌动的逐梦力量…… ——编 者

从“老兵学校”走向广阔天地

江苏省淮

安市退役军人王

亮（中）在生产一

线 参 加 跟 班 实

训。

张传杰摄

福建省厦

门 市 同 安 一 中

“兵教师”卢衍丁

（前左）给学生上

体育课。

吴新友摄

浙江省嘉

兴市退役军人、

“新农人”姜建伟

（左二）指导农户

进行草莓育苗。

王其娟摄

江苏省淮

安市退役军人事

务局组织退役军

人参加职业技能

培训。

张传杰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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