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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关注特别关注··人才强军进行时人才强军进行时

“一库一图”精准
规划施策

王有理，武警四川总队巴中支队某

特战班班长，也是该支队第一名晋升为

高级警士的士兵。

巴中支队此前没有高级警士的岗

位和编制。已服役 10 多年的王有理原

本以为自己无望继续留队。然而，新的

机遇来临。随着《军士暂行条例》《军士

职业发展管理暂行规定》等法规制度施

行，去年，高级警士名额下发到该支队，

王有理抓住发展机会，去年底参加高级

警士选晋考核成绩突出，成功晋升为三

级警士长。

2019 年 参 加 武 警 部 队 专 项 培 训 、

2020 年取得自考本科学历、2021 年取得

技师职业技能鉴定证书……王有理的个

人履历分量十足。

“早在刚转改警士时，我就对自己未

来的成长发展进行了规划。”入伍 16 年，

王 有 理 当 了 14 年 班 长 ，他 不 断 提 升 自

己，还带出一批批专业骨干。

然 而 ，并 不 是 所 有 人 都 能 像 王 有

理 一 样 抓 住 机 遇 、顺 利 晋 升 。 新 法 规

制 度 对 岗 位 编 制 、学 历 、专 业 技 能 水

平 、从 事 本 专 业 时 间 等 条 件 作 出 明 确

要 求 ，一 些 一 级 上 士 由 于 不 具 备 个 别

条件，错失良机。

“高级警士队伍建设速度还未跟上

改革步伐，‘有编无人’现象突出，编配率

仍达不到要求。”武警部队政治工作部兵

员局一名干部告诉记者。

在一次次调研分析中，高级警士群

体培养中存在的问题逐渐明晰——

“对中、高级警士重使用、轻培养，尤

其缺乏长线规划和体系培养”“一些警士

对法规制度一知半解，仅靠自学自悟，很

难跟上晋升步伐”……

如何尽快建设一支过硬的高级警士

队伍？经过多次研讨，从去年初开始，武

警部队从选、培、留、用各个环节探索高

级警士的体系培养之路。

针对高级警士人才短缺问题，武警

部队探索实行高级警士预置培养机制，

建立“高级警士苗子库”，选拔业务能力

强、工作实绩突出、有长期服役意愿的一

级上士和二级上士入库，预储“打仗型”

高级人才。

同时，为避免基层单位盲目抓建、

粗 放 管 理 ，武 警 部 队 为 各 大 专 业 分 门

别类拟制“专业成长路线图”，厘清初、

中 级 警 士 成 长 的 目 标 方 向 、专 业 选 择

和 适 任 岗 位 ，为 警 士 规 划 个 人 发 展 提

供清晰指引。

“只有切实吃透相关政策、做好长远

规划，才能更好地保留人才、用好人才，

为提高部队战斗力提供坚强人才支撑。”

武警部队政治工作部兵员局一名干部

说，“一库一图”为实现高级警士队伍的

精准培养、合理分配和科学使用打下坚

实基础。

武警四川总队某支队二级上士沈

聪 能 力 突 出 ，在 多 个 专 业 岗 位 表 现 过

硬 ，入 伍 10 年 荣 立 三 等 功 8 次 。 去 年

初，支队结合他的履历及个人意愿，将

其 作 为 狙 击 骨 干 选 入“ 高 级 警 士 苗 子

库”。随后，支队按照培养计划，指导沈

聪先后完成学历升级并考取狙击专业

高级职业技能鉴定证书，为他在部队长

期发展铺平道路。

“部队为我进一步明晰了未来的发

展 路 径 ，我 要 为 强 军 事 业 作 出 更 大 贡

献。”沈聪说。

该总队机关一名干部告诉记者，近

两年来，武警四川总队先后将 68 人选为

高级警士培养对象，有效打通了高级警

士成长的“最后一公里”。

“量体裁衣”分类
科学培养

代表支队参加联合演训活动、到厂

家学习新型装备、考取高级技师职业技

能鉴定证书……去年底，武警第一机动

总队某支队警士邢海波晋升为三级警士

长后，比以往更加忙碌。

今年，他先后 4 次参加支队和上级

组织的各类集训，专业技术水平得到大

幅提升。6 月，他在单位组织的群众性

练兵比武中以优异成绩斩获金牌。“按照

部队专门为我规划的发展路径努力，我

越干越有劲头。”邢海波说。

“选出培养对象只是第一步，让这些

优秀的高级警士发挥出更大作用才是目

的。”在该支队领导看来，一些单位对高

级警士定位不够清晰，个别单位甚至把

高级警士单纯定义为“技术工”，导致高

级警士作用得不到充分发挥，一定程度

上造成人才资源浪费。

为此，他们专门建立“高级警士人才

池”，结合高级警士的任职经历、培训经

历、任务经历，以及个人特长与发展目

标，为每名高级警士精准画像，分类培

养、分类使用。

该支队二级警士长张全成综合素质

较强，带出了不少技术骨干，结合其意

愿，他被定位为“导师型”高级人才。为

此，支队赋予他更多课题研究、人才培养

相关工作，有授课需求时，也将张全成作

为首选。

自从有了“导师”身份，张全成肩上

的担子更重了。现在的他，不仅完成了

多项重要课题研究，帮带的“徒弟”也越

来越多。大学生士兵付子元就是他的

“得意门生”。之前，个性突出的付子元

对机务工作兴趣不高，但在张全成的倾

心帮带下，付子元不仅坚定了从军理想，

还很快完成“放单”考核，成为一名优秀

的空中机械师。

2023 年，张全成凭借优异表现，被

表彰为“武警部队首届优秀警士”。

该 支 队 二 级 警 士 长 、空 中 机 械 师

焦 军 第 一 批 被 选 入“ 高 级 警 士 人 才

池 ”。 经 验 丰 富 、技 术 过 硬 ，但 不 太 擅

长 表 达 …… 基 于“ 画 像 ”，支 队 为 他 设

立 了“ 技 术 专 家 ”的 培 养 目 标 ，并 在 专

业 培 训 和 实 践 任 务 赋 予 方 面 着 重 倾

斜，以快速实现其能力进阶。

焦军明显感到，自己参加的培训越

来越多，担负的任务越来越重要，专业技

术水平也水涨船高。

今年 7 月，焦军赴某地参加训练任

务。一次实飞训练前，飞机突发故障导

致供电系统性能不稳，如不及时处理，将

造成极大损失。接到通知，焦军和战友

们立即赶往现场，排查故障原因。

由于初次遇到此类情况，许多空中

机械师查不到症结所在，前来检查的工

厂专家也找不到原因。焦军坚信某些细

节问题被忽视了，他一遍遍排查，最终成

功找到故障并顺利排除，保障了训练的

正常进行。

据工厂专家反馈，友邻单位后来遇

到类似问题时，采用的便是焦军成功排

除故障的经验方法。

如今，焦军凭借丰富的经验、高超的

技能和独特的见解，成为支队上下公认

的“技术专家”。对于这个称谓，焦军感

慨道：“此前对未来发展的确有过忧虑，

但单位针对性的培养计划，给了我很大

信心。我会拿出百分之百的努力，决不

辜负组织的期望。”

如今，武警部队各单位普遍意识到

高级警士能力进阶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并为高级警士“量体裁衣”，分门别类规

划培养举措，助力部队战斗力建设向更

高层次迈进，越来越多的“张全成”和“焦

军”活跃在座座营盘。

“角色赋能”拓宽
成长路径

2023 年夏天，举世瞩目的第 31 届世

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在成都举办。虽然

只有短短 12 天时间，但对武警四川总队

通信技师、二级警士长秦春龙来说，每一

天都不容易。

“从设计方案到保障实施，运动会安

保任务的通信保障由我全程牵头主导。”

第一次担任总负责人，这个从军 20 多年

的老班长感觉压力特别大。

“安保力量涉及多个军兵种，实现任

务部队之间的互联互通，不仅考验专业技

术水平，还检验我们的应变处置能力。”秦

春龙坦言，这几乎是他军旅生涯中受领的

最复杂的一项任务。

能力越大，责任越大。那段时间，秦

春龙反复研究并论证装备运用时的难点

和堵点。他还走访多家地方通信公司，

咨询多名军内专家教授，结合自己多年

来的实践经验，不断探索尝试。最终，他

和战友们顺利完成了任务。

“搭好台子，他们才能唱好戏。”武

警四川总队一名领导感慨，“高级警士

是 部 队 不 可 多 得 的 宝 贵 财 富 ，一 定 要

把 这 笔 财 富 用 好 、用 足 、用 出 高 效 益 ，

这 就 需 要 我 们 以 更 高 的 站 位 、更 宽 的

视 野 拓 宽 他 们 的 成 长 路 径 ，让 高 级 警

士 在 更 多 急 难 险 重 任 务 中 积 蓄 力 量 、

拔节抽穗。”

为了充分发挥高级警士作用，武警

四川总队专门为秦春龙设立“高级人才

工作室”，助力他进一步深研业务。秦春

龙也不负众望，先后攻克多个难题，革新

10 余种训练器材，多项科研成果得到推

广使用。2024 年，秦春龙享受国务院政

府特殊津贴。

“角色赋能”释放新活力。在部队转

型发展中，越来越多的单位开始探索并

赋予高级警士新的职能角色，这个群体

展现出前所未有的新风采——

在武警新疆总队，高级警士被抽组

加入“科技分队”，担负战法创新、技术保

障、信息化建设等任务，技能型警士努力

实现转型发展。

在武警江西总队，他们遴选高级警

士成立“高级智囊团”，为与单位战斗力

建设相关的重大问题提供决策咨询和

建议，推动深入研究作战问题，约 10 余

项创新成果运用到装备、训练等领域。

在 武 警 特 警 学 院 ，高 级 警 士 可 以

担 任 基 层 单 位 党 委 委 员 ，在 提 升 军 事

训练水平、开展技术革新、培养警士人

才 、密 切 内 部 关 系 等 方 面 发 挥 着 积 极

作用……

作为骨干人才，高级警士群体未来

发展还有哪些可能？如何最大限度发挥

作用？武警部队各级仍在不断追问与探

索。未来，我们必然会看到越来越多高

级警士加入战法研究组、进入打仗“中军

帐”、融入作战指挥链……

高级警士的体系培养之 路
■赵黄东 蓝惟东 本报记者 李 倩

初冬时节，高原寒意渐浓。

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训练基地

新一批专业技能集训如火如荼展开。训

练场上，工程机械技师、三级警士长白

刚，正为学员讲述某型装备维修技术。

3 年前，支队决定常态化组织专业

技能集训队，抽调已是高级警士的白刚

任队长。得知这个消息，白刚既兴奋又

紧张：“以往，我只对个别战友进行过‘一

对一’教学，如今承担起‘一对多’教学任

务，没有十足把握。”

与白刚的情况类似，二级警士长罗

兵被抽调到集训队任副队长。在中队这

些年，罗兵完成了很多急难险重任务，可

以称得上是本专业领域的“技术尖子”，

但对于教学研究和管理，他的经验并不

丰富。

实际上，两人的岗位安排是组织慎

重考虑后的决定。该支队一份关于高级

警士的思想调查报告显示，一些战士晋

升高级警士后容易思想松懈。有的感觉

“自己该得到的荣誉都有了，不用太拼”，

有的认为“维持现状很舒服，没必要折

腾 ”，还 有 的 表 示“ 只 想 轻 轻 松 松 等 退

休”……

“高级警士堪称‘兵王’，有着丰富的

任务经验和精湛的专业技术，理应发挥

更大作用。”该支队领导在专业技能集训

队动员会上说，警士是单位建设发展的

中坚力量，高级警士更是传承丰富经验

和培养新生力量的关键，必须激发他们

持续干事创业的热情。

为了让白刚和罗兵更快适应新角

色 ，该 支 队 组 织 他 们 深 入 装 备 制 造 一

线 研 究 学 习 、拓 宽 视 野 ；邀 请 地 方 相

关 专 业 高 级 技 工 到 集 训 队 手 把 手 指

导 帮 带 ；针 对 集 训 中 可 能 遇 到 的 困

难 ，抽 调 各 业 务 骨 干 集 思 广 益 研 究 解

决措施。

“学兵应该先适应环境，再了解装

备，随后学理论、操作模拟机，最后展开

实操作业。整个过程下来，肯定会取得

不小进步。”如今已在教学岗位深耕 3 年

的白刚摸索到一些规律，写下了 6 万多

字的教学笔记。

如今，一些高级警士陆续加入专业

技能集训队教学队伍。他们手把手传帮

带，紧贴基层一线岗位需求，把任职能力

培塑融入各类专业课程，针对重难点课

目精心研究教学方法，在实践中进一步

提升教学能力，成长为“专业教练”。

该 支 队 机 关 反 馈 ，高 级 警 士 参 与

专 业 技 术 教 学 研 究 和 管 理 任 务 ，不 但

提 高 了 集 训 质 效 ，还 提 升 了 高 级 警 士

的 思 维 层 次 和 能 力 素 质 ，让 他 们 更 添

奋斗激情。

“ 技 术 尖 子 ”进 阶“ 专 业 教 练 ”
■倪伟栋 本报记者 李 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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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部队使命任务拓展，

人才需求不断扩大，武警部队的士兵队

伍尤其是警士队伍建设的目标要求也

发生了深刻变化，逐步由“规模型、数量

型”向“质量型、科技型”转变，而高级警

士地位更加特殊，作用更加关键，抓好

高级警士培养的意义深远重大。

关口前移，实施精准培育。当前，

基层单位尚缺乏人才战略规划意识，没

有把人才培养作为“先手棋”下好、作为

“提前量”打足，导致一些专业素质过

硬、单位建设急需的骨干人才遗憾流

失。我们应按照“前瞻设计、预置培养、

精准施策”的办法，紧盯战斗力新的“增

长点”，把有基础、有潜力、志愿长期服

役的警士，纳入高级警士选拔培养的

“后备苗子库”，对照晋升条件，“一人一

策”培养，抓实成长路线图设计、职业技

能鉴定、学历升级等工作，通过源头把

控、过程调控、数据监控，为警士成长成

才铺路搭桥、厚植沃土，切实畅通发展

路径。

向战为战，突出打仗能力。打仗

需 要 什 么 样 的 人 ，就 培 养 什 么 样 的

人 。 高 级 警 士 处 于 各 领 域 士 兵 队 伍

“领头雁”位置，专业技术、胜战本领转

型升级迫在眉睫。我们应突出主战专

业和新型作战力量，走开在岗培训、院

校集训、集中强训、交叉互训等专业培

训新路子，盘活各领域优质培训资源，

建 立 高 级 警 士 能 力 生 成 共 享 联 育 机

制，打造“工匠型”高级警士队伍。实

践锻炼是培养高级警士的重要途径，

要给他们交任务、压担子、搭梯子，以

执行作战支援保障任务、遂行非战争

军事行动、参加重大演训任务等为契

机，让他们经风雨、见世面、壮筋骨、长

才干。

精心教管，营造留人环境。高级

警 士 兵 龄 长 、资 历 老 ，是 主 官 身 边 的

“ 好 帮 手 ”、基 层 工 作 的“ 顶 梁 柱 ”、战

士 心 中 的“ 老 大 哥 ”。 我 们 应 加 强 教

育 引 导 ，完 善 考 评 机 制 ，严 格 落 实 制

度，营造公平环境，纠正以兵龄当“资

本”、拿服役当“打工”的不良倾向；充

分 考 虑 高 级 警 士 年 龄 、岗 位 的 特 殊

性，加强人文关怀，在待遇保障、权益

维护和荣誉激励上倾心服务，建立解

难 帮 困 机 制 ，积 极 创 造 鼓 励 探 索 、支

持创新的工作环境和氛围，让他们珍

惜机遇、主动作为，轻装上阵干事业、

心无旁骛尽职责。

畅通高级警士成长成才通道
■郭 平

武警四川总队二级警士长秦春龙（右二）为战友讲解设备操作要领。 王百越摄

锐 视 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