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2021年年22月月44日 星期四日 星期四 3视 点 责任编辑 /宋艳华Tel：010-66816994

强军之道，要在得人。随着国防
和军队改革深入推进，文职人员已成
为国防动员系统人力资源的重要组成
部分。这些“孔雀蓝”在硝烟弥漫的参
谋战位、在政治课堂的三尺讲台、在精
打细算的保障平台、在倾情服务的医
疗救护等岗位施展才干、拼搏奉献，成
为强军新征程上一道亮丽风景。

客观上说，不论是从社会招考、还
是由现役军官转改，文职人员都是怀
揣着报国之情、精武之志，来到军营、
走向战位的。他们普遍学历较高、能
思善学，共同的特点是思路开阔、锐意
进取、敢于创新、勇于表现。

强军事业呼唤素质全面、能挑重
担的文职人员队伍。而从国防动员系
统的现实情况来看，一些文职人员工
作经历单一、军政素质偏弱、岗位适应

周期较长，对国防动员工作和后备力
量建设“缺直观了解、缺理性认识、缺
工作思路”，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制约
了保障打赢能力的提升。

我们欣喜地看到，国防动员系统一
些单位在抓文职人员队伍建设上，不等
不靠、主动作为，走出了一条特色鲜明、
契合本单位工作实际的方法路子。但

结合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全局考
量，差距还依然存在。比如，从事参谋
业务工作的文职人员，普遍底子薄、短
板多，培养难度大、周期长、工学矛盾突
出，等等。需要我们与时俱进地更新思
维观念、创新措施方法、提高培养效益，
助力文职人员加速成长，跑步进入战
位，早日成为“中军帐”的得力助手。

十年育树，百年育人。培养文职
人员能力素质，是一项课题新、任务
重、环节多、周期长的系统工程，需要
统筹力量、上下协力才能有效完成。
因此，各级要遵循人才成长规律，树立

“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理念，打造人
才培养锻炼新机制，制定培养规划新
蓝图，因人而异设计成长“路线图”，努

力实现人才培养效益最大化。同时，
也要充分考虑个体差异，因材施教，抓
好个性化的培养和锻炼。

刀在石上磨，人在事上练。要把
文职人员培养好，必须紧扣提升职业
能力素质，按照不同岗位分类设定发
展目标、具体任务和培养办法，以“专
业技能为基础、支援保障需求为核心”

的原则，推动文职人员能力向持续升
级发展、向多能升级拓展，让他们有更
好的成长平台和发展空间。

练兵之法，管之为要。作战是战
斗力释放的过程，管理就是战斗力积
累和凝聚的过程。补齐文职人员短
板，离不开科学的管理。因此，各级要
正确把握文职人员队伍建设、能力转
型、政策调整等阶段性特征，创新管理
机制，促进能力升级，激活内生动力，
真正建设一支结构合理、素质过硬的
新型文职人员队伍，不断为强军事业
凝聚力量。

亟须补齐文职人员素质短板
■张志宏

“特战精兵”接连
受挫为哪般

那次尴尬经历让侯世杰至今仍刻骨
铭心。

3年前，侯世杰由作战部队现役军
官转改文职到锦州市凌河区任政工科科
长时，正赶上区里组织民兵训练。因军
事科科长没到位，他又是科班出身，便被

“赶鸭子上架”。
“在作战部队时曾多次参加过大项

军事行动，组织百八十人的民兵训练还
不简单？”胸有成竹的侯世杰套用作战部
队的组训方案，很快就制订出一份训练
计划。

然而，让侯世杰没想到的是，训练刚
一展开，就遭遇一道坎儿：按计划1个小
时的宿营，民兵竟忙活了大半天，一些训
练课目被迫“让路”。

这边刚解决好宿营问题，那边炊事
员突然跑来问：“保障民兵训练所需的粮
食和蔬菜什么时候能送上来？”侯世杰这
才知道组织民兵训练，还要协调买粮买
菜搞伙食。

当天的训练结束，侯世杰刚想松口
气，又接到领导的电话。原来，有两个民

兵反映，误工补贴没有及时发放到位。
对此，他满肚子委屈：当时只顾组织训
练，还没来得及核销。

如果说第一次摔跟头是因为情况
不熟，那接下来的遭遇，让侯世杰着实有
些找不到“北”了。

一次，上级组织全体机关干部进行
动员支前想定作业考核。按说，侯世杰
在陆军部队任职时学过参谋业务，拟制
一份想定作业应该不在话下。可他上交
的作业被考评组直接判为不合格。

“这是为什么？”侯世杰不服气，找考
核人员理论。

“对国防动员行动的理解不准确。”
考核员反问，想定作业给出“医院有 100
张床位”条件，可你都做到保障计划里，
难道这家医院平时就没有患者吗？

这一问，让他面红耳赤，更让他恍然
大悟：国防动员系统的数据分析、计算和
预判，与作战部队有很大差别。

打击接二连三。这一年，文职人员
素质认证考核，他又考了一个不合格。

“当兵20年，从来没有如此失意过。”
军分区领导与大家座谈，侯世杰伤感地
说，他在作战部队干得顺风顺水，获得过

“军事训练标兵”“特战精兵”“优秀指挥
员”“优秀四会教练员”“强军先锋”等一
大堆荣誉，荣立二等功、三等功各2次，怎
么到了人武系统就要归零重新开始？

对此，侯世杰既郁闷又焦虑，甚至怀
疑自己是否选错了行，走错了路？

为啥没能发挥出
主体作用

“特战精兵”为啥接二连三摔跟头？
作为一名作战部队的优秀指挥员，又经
过岗前培训，为何适应岗位这么慢？侯
世杰的境遇，引起了党委一班人的关注。

随后，军分区司令员张志宏带工作
组对军分区文职人员能力素质情况进行
调查摸底。

“侯世杰现象并非个案。”情况很快
被“兜”了上来：当前，文职人员占军分区
总人数的74%，占参谋人员总数的81%，
而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对自己岗位职责

“两眼一抹黑”。
“有些文职人员来军分区之前没干

过参谋业务、接触过国防动员系统工
作，能力素质一时半会儿适应不了岗位
需求。”军分区政委于国锋说，不论是从
社会招考的文职人员，还是现役军官转
改的文职人员，都有许多“先天不足”，
有时候遇有紧急任务，就得由人武部部
长、政委顶上。

“文职人员虽然多了，可他们的主体
作用没发挥出来。”在问题分析会上，党
委一班人感到，从军分区机关到人武部，
人少事多的矛盾突出，需要一人多岗、一
岗多责，如果综合能力素质不过硬，就很
难胜任本职工作。以侯世杰为例，他是
政工科科长，可因军事科科长缺编，他既
要干政工科科长的事，还得干军事科科
长的活，又是初来乍到，难免会出现水土
不服的情况。

“与其说是人少事多的矛盾，不如说
是人才不足、复合型能力偏弱。”有的常
委一针见血地指出，要尽快想办法帮助
大家聚力赶队，力争在最短时间内，使文
职人员整体能力素质有质的提升。

在深入讨论中，党委一班人达成共
识：从小处说，文职人员要达到“文经
我手无差错、事交我办请放心”的标
准；从大处讲，每名文职人员都有自己
的战位，只有综合素质提高了，才能适

应保障打赢需求。

实现从门外汉到
行家里手跨越

“要让文职人员尽快跑步进入战位，
就必须要跑出加速度。”基于这一认识，
从 2019年 1月份开始，这个军分区本着

“精本职、通两岗、懂多岗”的思路，区分
不同层次，采取“基地轮训、以岗代训、换
岗轮训、过关升级”的办法，对文职人员
进行全方位培训锻炼。

“只有健全制度、周密计划，才能避
免培训锻炼效果不佳的问题。”他们对文
职人员的轮岗时间、轮岗目标、轮岗程序、
轮岗考核标准、轮岗成绩评估等，都做了
严格而明确的规定；运用路线图标注工作
流程的方法，对每个岗位的重点工作和关
键节点列出清单，予以明确；采取以老带
新的方法，对文职人员进行逐个帮扶；考
核成绩与职务晋升挂钩，对考核不合格、
不能胜任岗位要求的进行补差训练。

“为解决重点岗位、重点领域的短板
问题，采取实兵演练的方式进行强化。”他
们以军分区战备值班执勤整训为契机，专
门组织文职人员强化战备值班执勤训
练，通过处置边海情、重大空情和敏感社
情等课题演练，让文职人员熟悉岗位职
责，明晰处置流程，补上短板弱项，提高
情报获取、应急响应、情况处置等能力。

记者在现场发现，当考核组提出“如
何科学组织军分区首长机关训练”的问
题时，几名文职人员对召开年度训练筹
备会议、拟制训练计划、筹划应急应战支
援保障等工作的程序及组织方法都对答
如流。对此，考核组感慨：“抽考内容涉
及多个岗位，每个岗位又有多项内容，能
说这么清楚实属不易。”

能力升级引发多
重效应

1月9日，当军分区领导把一枚沉甸
甸的三等功奖章给戴在胸前时，侯世杰

感慨万千。
两年来，侯世杰通过参加军分区组

织的培训锻炼，走出了隔行如隔山的尴
尬：被上级评为“练兵备战先进个人”，获
得文职人员素质认证全优成绩，取得省军
区参谋业务集训考核综合成绩第一名。

像侯世杰一样，该军分区文职人员
快速实现了能力换挡、素质升级，并引发
了多重效应。

——岗位适应期缩短了。一直在海
军航空大学从事教学管理工作的王佳，
在转改文职人员前，从没接触过国防动
员系统的工作。经过一年多的培养锻炼
后，走上凌河区人武部军事科科长岗位，
从兵员征集到民兵整组、从首长机关训
练到组织民兵训练，样样干得有板有眼。

——技能储备的威力显现了。文职
助理员李凯参加多岗培训后，就顶替休假
的战备参谋组织民兵训练。虽说这不是
本职业务，可他从拟制训练计划、上报弹
药消耗请示、申请训练经费、协调安排授
课员、准备训练器材，到组织训练考核、完
成训练总结、上报训练情况等，都安排得
井井有条。去年以来，这个军分区先后有
30多人休假、住院、学习等，涉及各个岗位
各个专业，60%以上的文职人员都是“跨
岗”替班，全都出色完成了任务，过去那种

“一人离岗、工作断档”的现象不见了。
——发展后劲越来越足了。不少文

职人员反映，过去最担心年度考核和聘
期考核不过关，因为这些都与职务任免、
岗位等级调整、工资待遇，甚至与续聘解
聘直接挂钩。如今，随着军分区培训力
度的加大，他们的能力素质也随之水涨
船高，发展的后劲也越来越足了。

——大项任务突击能力强了。近年
来，这个军分区文职人员在服务演练、紧
急执行疫情防控、山火扑救和防范台风
以及极寒天气条件下的野营训练等多个
大项任务中唱主角，并取得了省军区组
织的练兵备战考评成绩第一、参谋业务
集训多个单项第一、信息服务工作评比
第一、民兵整组考评总成绩第一、民兵教
练员比武单位综合成绩第一的好成绩。

图①：文职人员进行散打训练。
图②：文职人员进行战术标图训练。

姜玉坤摄

有感而发有感而发

作为国防动员系统人力
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文职
人员是一支不可或缺的新生
力量，地位作用越来越凸显。

然而，面对新形势新任
务，一些文职人员由于成长
经历比较单一、急难险重任
务历练较为欠缺，履行职责
使命的能力素质还存在不
足，没有较好地发挥出主体
作用。

勇于破解矛盾问题，才
能赢得主动。如何让“孔雀
蓝”跑步进入战位，尽快实现
从外行到内行的跨越？辽宁
省锦州军分区提高文职人员
能力素质的一段经历，耐人
寻味、给人启迪。

从“外行”到“内行”的路有多远
—辽宁省锦州军分区提高文职人员能力素质的一段经历

■边玉军 本报特约记者 姜玉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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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入心入爬坡过坎
■文职助理员 李 凯

军 分区组 织轮岗轮训 ，我
第一个报名参加。刚到战备建
设处轮训时，领导让我负责国
防工程坑道管理。我抓住这次
难得的锻炼机会，一个不落地
把辖区所有坑道走到位、勘察
到位。

有的坑道年代久远，存在许
多安全隐患，我在做好安全风险
评估的基础上，深入到坑道内部
认真采集数据信息。经过一个多
月的努力，我提交的调研报告，因
思路清晰、数据翔实、提出的意见
建议具有可操作性，得到领导的
认可。

身 入心入 ，没有过不去的
坎。在接下来的轮岗轮训中，我
就是凭着这种劲头，不断自我突
破，使自己的能力素质得到明显
提高。

立志要当行家里手
■文职参谋 卢银锁

我是从陆军基层连队政治指
导员转改为人武部军事科文职参
谋的。这对我来说，既是“跨界”，
又是“跨岗”。记得我第一次组织
民兵训练，就情况百出。领导非
但没有批评我，还告诉我：要想成
为武装工作的行家里手，必须勤
而善悟。当时我对“勤而善悟”这
个词的意思还不大理解，查阅相
关解释才知道，是指勤奋努力才
能善于领会提高。

从那以后，我就拜身边的老
武装为师。在他们的手把手帮带
下，我很快熟悉了业务，进入工作
状态。就这样，我在“边干边学、
边学边干”中成长起来，如今已能
独当一面。

肯付出就会有收获
■文职干事 郜建伟

一次，领导让我写工作总结，
因为我对军分区系统工作不熟
悉，写了很多外行话。

这件事给我触动特别大。接
下来，我紧紧抓住上级组织现役
军官转改文职人员培训机会，系
统学习民兵整组、动员潜力、兵员
征集等方面工作。为了自我加
压，我坚持每天有学习目标、有总
结反思、有强化训练。3个月的
培训结束后，我就像捅破一层窗
户纸一样，对本职工作有了全新
认知。

重新走上工作岗位，领导发
现我干工作越来越有章法，便让
我参与迎接上级组织的民兵调整
改革考评工作。肯付出就会有收
获，我们人武部在那次考评中，获
得省军区第一名的好成绩。

成长心语成长心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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