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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
委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推进军事
职业教育的若干意见》，这既是对大
力发展军事职业教育作出的再部
署，也是加速构建三位一体新型军
事人才培养体系的实际举措。

随着科技发展和时代进步，战
争形态和作战样式正发生深刻改
变，但人的因素始终是影响战斗力
最活跃的因素。军事职业教育作为
新的历史条件下在岗有组织的、自
主的现代继续教育，是创造性和个
性化很强的学习训练，是塑造学习
型军人、打造学习型军队的必由之
路，对实施人才强军战略、加快推进
军事人员现代化具有重要作用。

如何推进军事职业教育？笔者
认为，要始终坚持姓“军”的根本属
性。环顾当今世界军事强国的军事
职业教育，大致都有一个共同特点，
就是把含“军”量突出出来。军事职
业教育要坚持以练兵备战的需求侧

牵引职业教育的供给侧，克服盲目
学习、杂乱学习，做到岗位、战位需
要什么就重点学习什么。坚持以战
斗力作为检验教育实效的唯一标
尺，做到学以致用、知行合一，切实
将学习力转化为战斗力。

军地联手、互利共享，是新型军
事人才培养的有效捷径。省军区系
统处在军地结合部，军地关系顺畅，
具有开展合作的天然优势，要积极
大胆探索，蹚出军民联手共育的新
路子。比如，充分借助地方优质教
育资源，通过 MOOC平台施教授
课、开办“学习大讲堂”、鼓励官兵参
与有关知识交流的活动，提升军事
职业教育的质效。还可以充分依托

“互联网+”先进模式，努力打造“全
域在线、全时可学、全程陪伴”的学
习平台，让官兵成为科技进步、知识
更新的体验者和共享者。

教育不能简单灌输，要不断增
强知识的吸引力，让官兵在学习中尝
到“甜头”、培养兴趣、养成习惯，为自
主学习注入长效持久动力。要把准
官兵喜好，精心打造贴近官兵需求、
符合工作实际的自主式、交互式、开
放式课程资源；要探索建立激励运行
机制，最大限度激发学习动力，形成
良好的学习氛围，增强官兵学习的获
得感、成就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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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0册图书进军营、6台电子借阅
机覆盖全旅、8名教授为官兵授课……
两年来，第78集团军某旅官兵实实在在
享受到了与东北林业大学签订共建协
议带来的“知识大餐”。

东北林业大学是教育部直属，国家
“211工程”和“优势学科创新平台”项目
重点建设高校。在军事职业教育改革

全面推开之际，东北林业大学与该旅共
建共育关系也在不断引向深入。

三级军士长王俊山是该旅勤务保
障营的“修理大拿”，作为一名修理骨
干，一般的装备故障难不倒他，可每当
战友们问起操作原理，王俊山经常哑口
无言，答不出个所以然。

王俊山主动联系了东北林业大学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的老师，
利用休息时间到学校请教焊接技术操
作专业知识。旅里与东北林业大学合
作开展的共建学习班开课后，王俊山带
领他的修理团队“组团”报名参加，学习
质效也很快反映到工作中。

“焊接质量直接关系到坦克战车装
甲防护能力，焊接技术不过关，细如发

丝的焊缝就会成为穿甲弹最容易撕裂
的地方。”王俊山介绍，他和战友们在共
建学习班上，系统学习了焊条电弧焊、
氩弧焊等十几种焊接方法，教师更是用
激光焊接让大家开了眼界。

“军事职业教育是提升官兵能力素质
的大平台，是塑造学习型军人、打造学习
型军队的必由之路。”该旅领导介绍说，旅

里与东北林业大学领导多次商讨军事职
业教育共建共育方法，探究军事专业与地
方技术共通点，邀请大学教授“走进军营”
授课，开办共建学习班让骨干“走进校园”
学习，再通过骨干走上“铁甲讲堂”教授专
业知识，达到覆盖全员的效果。

近日，该旅赴科尔沁草原进行野外驻
训前夕，针对机动距离较远、投送方式多
元、保障力量有限等实际，专门与东北林
业大学交通学院合作，共同为官兵开设专
业课，研究提升部队载运能力和机动水
平。“几百台装甲装备，如何在最短时间输
送到位？”问题抛出后，部队骨干和学校
老师共同制订铁路运输应急保障方案。

据了解，该旅下一步将与东北林业
大学在3类8个专业上进一步开展共建
共育，以推进官兵军事职业教育发展。

第78集团军某旅与地方大学开展共建共育——

“知识大餐”助力人才培养驶入快车道
■王昭廷 本报特约记者 向 勇

实现强军目标实现强军目标，，必须有一流军事人才做支撑必须有一流军事人才做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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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律，，组织组织55个类型个类型1111个单位进行了深入探索个单位进行了深入探索，，取取得了初步成效，获得了颇多有益经验。

““第二课堂第二课堂””的的一池春水这样搅活一池春水这样搅活
——关于湖南省军区开展军事职业教育改革综合试点的调查关于湖南省军区开展军事职业教育改革综合试点的调查

■罗春亮 文 巧 本报记者 周 仁

6月 16日，周日。9时许，记者来到
省军区网络学习室，发现偌大的学习室
已快坐满，前来学习的不仅有机关干部、
文职人员、战士，还有正在参加专武干部
集训的基层武装部长，大家目光时而紧
盯着电脑屏幕，时而低头记录笔记，非常
专注。

当问及前来学习内容时，有的表示
因工作岗位需要，想学习专业知识；有的
透露自己正在撰写理论文章，想通过平
台搜集资料、启发思路；有的计划考取军
校，想补习文化知识；有的想拓宽视野，
增长见识；也有人坦言，“验收”时间节点
临近，任务还未完成，前来赶进度……大
家纷纷表示，通过学习实实在在掌握了
知识，提升了能力。

然而，在军事职业教育开展之初，可
不是这般光景。

当时，该省军区采用自主学习模式，
但一个月下来他们发现，官兵学习热情
并不高。对此，他们集中组织学习，帮助
官兵快速了解军事职业教育，熟悉服务
平台学习资源。原有局面虽得到一定程
度改观，但图书室仍少有问津。一次偶
然的机会，管理干部发现有些战士利用
互联网干起了与学习无关的事。

为深入查找原因，他们有针对性地
进行问卷调查，发现部分官兵把军事职
业教育简单等同于业务培训和兴趣拓
展，认为可有可无；有的认为军事职业教
育是“忙中添乱”，增添了额外的负担；有
的反映缺少刚性约束和量化评比措施，
没有学习动力……

找准问题症结后，该省军区从引导
思想入手，帮助官兵认识到开展军事职
业教育是提高能力素养、丰富视野、开
拓思维的长远利己工程，从思想上解决

“不想学”的问题；并认真梳理省军区系
统7类61个不同岗位人员的能力素质需
求，构建《省军区人员岗位能力素质模
型》，搞清官兵“学什么”的问题；依据能
力素质模型，量身打造“学习菜单”，官
兵依据“菜单”自主选择学习内容、制订
个人年度学习计划，并由主管领导审核
把关后实施，避免了“学习随意、学非所
用”等问题。

针对省军区部队人员类别多、个性
差异大的客观实际，他们着力提高精细
化管理程度，定期分析学习数据，有针对
性进行督促指导，把人员参课率、课程完
成率、图书借阅率、线上活跃度等纳入统
计，采用每月对学习进度、考核成绩、累
积学分等方式进行考核和通报讲评。

着眼用制度机制保障规范运行，制
订《省军区军事职业教育管理暂行规定》
《省军区军事职业教育激励措施》等6项
规章制度，把试点探索形成的方法、经验
通过规章制度的形式固化下来，增强刚
性约束力。

注重发挥动力机制的杠杆作用，常
态开展课程小辅导、体会小交流、疑难小
讨论、知识小竞赛、成绩小比拼“五小”活
动和“岗位之星”评比竞赛；将军事职业
教育纳入人力资源考核和军事训练考评
体系，单位学习情况作为军事训练先进
单位评选的重要内容，个人学习情况作
为评先评优、晋职晋衔的依据，有效激发
了官兵的参与热情。去年，试点单位所
有官兵全部完成学习课程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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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长沙警备区图书馆，美观精致
的书架上分门别类地摆放着各类图书，
沙发椅旁安放着电子阅读器，各种各样
的绿植摆放在房间各个角落，让人顿感
心情宁静。

图书馆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说，开
展军事职业教育试点前，自主前来学习
的官兵寥寥无几，依托原有图书馆升级
改造后，这里经常“人满为患”，来晚了
都可能没有座位。

谈起这喜人的变化，该省军区领导
深有感触，“军事职业教育不能只靠制
度管，更要注重增强其内在吸引力。”

长沙警备区原有图书馆设施陈旧、
功能单一。他们根据年轻官兵的喜好需
求，更新硬件设施，对馆内陈设进行重新
调整布局，使图书馆既充满着浓浓书香

味又具现代美感；购置电子阅读器、电子
显示屏、自动借书还书台、录播亭等设备，
进一步丰富使用功能、开阔官兵视野。

针对图书馆图书种类少、更新慢的
问题，该省军区协调引进省图书馆电子
图书在线系统，手机扫码就可下载海量
电子图书，方便官兵利用碎片化的时间
学习；长沙警备区与市图书馆签订借还
书协议，定期将地方军地通用类纸质图
书更新补充到警备区图书室；湘潭军分
区为官兵办理市图书馆借阅证，方便官
兵到市内图书馆借阅。

记者来到军事职业教育微课程制
作间，大家正忙着为微课录制做准备。
省军区战备建设局参谋毛树根向记者
介绍，省军区系统人员流动性大，新交
流干部和文职人员多、专武干部换岗较

频繁，他们依托强军网学习平台帮助新
人学习专业知识、适应工作岗位。

去年 8月以来，他们主动自制微
课。组织各试点单位集智攻关、分工制
作，制作完成兵役登记、民兵整组等6类
37门微课。并与省内大专院校、行业部
门对接，共商共建防汛抢险、森林灭火、
反恐处突、省情省策等军地通用类特色

“慕课”18门，有效充实课程体系。
为进一步丰富教育内容，拓展官兵

思维视野，该省军区开办“学习大讲
堂”，邀请军地专家讲授创新理论、前沿
科技、热点话题，研讨情势应对、僵局破
解，去年以来已举办讲座 21次；鼓励官
兵利用闲暇时间参加湖南师范大学“至
善讲堂”、湖南省图书馆“湘图讲坛”等
社交活动。

多措并举，充实教育的里子

2017年 11月，军委国防动员部将
试点任务赋予湖南省军区，对于大家而
言，军事职业教育是个新鲜事物，面临
如何进行维护管理、如何制作微课、如
何增强质效等一系列难题，亟须解决。

省 军区组 织各试点单 位召开 会
议，探讨方法举措，研究部署任务，大
家不约而同都提到了一点：省军区系
统作为军地结合部，工作对象军地兼
顾，既有军地协调的优势，又有军地共
享的需要，可以借助地方资源搞好军
事职业教育，并适时做好军地成果交
流互鉴。

针对起步初期面临的骨干人才缺
乏问题，他们采取走出去学、请进来教
等方式，分批组织各试点单位12名管理

骨干到湖南省干部在线学习平台管理
单位跟班锻炼，学习吸收地方职业教育
管理模式、制度规范和运营经验；选派
20余名教学和技术骨干到湖南师范大
学参加教师进修培训，学习课程设计、
授课技巧和微课拍摄制作；邀请 3名地
方专家为省军区“在线学习组织与平台
维护”集训作授课辅导，有效提高骨干
人员组训施教、设备操作和维护管理能

力。据了解，他们依托地方共培养储备
了教学、技术和管理骨干 50余人，打造
了一支有力的工作队伍。

省军区系统现役官兵和文职人员
是骨干，专武干部和民兵是主体，这是
省军区军事职业教育工作不同于作战
部队军事职业教育的最主要特征。试
点工作推进会上，他们明确要让军事职
业教育向专武干部、民兵营长、国防动

员领导干部、职工4类人员拓展延伸。
为方便后备力量学习掌握军事知

识、提升专业素养，他们积极推动互联
网在线学习平台引入基层武装部、军综
网在线学习平台引入民兵训练基地，集
中时利用军综网学、分散时利用互联网
学，使军事职业教育真正进入专武干
部、民兵教育训练体系。去年该省军区
结合新任职基层武装部长集训，组织

500余名参训学员学习抗洪抢险、森林
灭火两门在线课程；湘潭军分区创办

“莲城兵事”微信公众号，开设“好好学
习”专栏，吸引粉丝5万余人。

为充分借助地方资源搞好现役干
部和文职人员教育，他们积极协调地方
将现役官兵和文职人员纳入地方学习
体系，进行军地联教同育、联网同学、联
考同评。积极引接地方党委政府、大专
院校在线学习平台，协调省委组织部将
省军区机关 87名军官和文职人员纳入
湖南省委干部在线学习计划，依托省干
部在线学习平台进行党性教育、政策法
规、科技人文、省情省策等7个方面网络
课程学习，参加在线专题培训班学习及
考核。

军地共建，拓宽发展的路子

官兵利用休息时间在强军网学习室内自主学习官兵利用休息时间在强军网学习室内自主学习。。 韦思侠摄韦思侠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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