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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关注

退役大学生士兵

声 音

当“干满两年就走”成为多数大学生

士兵的选择，“两年军旅”也成了与“大学

生士兵”这个名词密切相关的新注解。

两年，时间很短——

今年9月就满服役期了，一年多来，

多次参加侦察专业比武的经历令上等兵

王以建踌躇满志。可是，一想到十载寒

窗孜孜以求的大学文凭，他还是下定决

心忍痛割爱。听到上等兵卜迎晨说自己

干满两年就要走，某炮兵营指导员张望

旭既惋惜又无奈：多好的苗子啊，再干两

年肯定能成为专业骨干……

两年，烙印很深——

清华学子门良杰在退伍完成学业后

再次入伍，两年义务兵的经历，让他在做

出这一选择时，既理性又坚定。大学生

女兵刘立焕退伍重返校园后，担任了国

防类社团的负责人，并加入当地女子民

兵应急分队，影响带动了一大批大学生

入伍参军。“我国第一代女子导弹操作号

手”王晓丽退役完成学业后，选择了当一

名军嫂，继续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关于大学生

士兵，“两年军旅”的现象已不容回避，面

对又一个即将到来的征兵季，我们当取

“长”补“短”，既要吸引更多的青年大学

生投身军营，又要努力让他们短暂的“两

年军旅”彰显出更大价值。

要彰显这种价值，离不开政策制度

创新。要吸引大学生士兵安心在部队

发展，既要破解在读大学生士兵完成学

业的难题，还要进一步释放留队服役的

“红利”。

要彰显这种价值，需加强对大学生

士兵的科学培养和使用，让他们在军营

找到实现自我价值的舞台，畅享风清气

正、积极向上的氛围，使有意留下的都能

找到充分的理由，使决心返校的都能给

身边的同学带去一份从军鼓励。

要彰显这种价值，需发挥好退役大

学生士兵的作用。退役大学生士兵，人

人都是征兵形象代言人、国防教育宣讲

员。充分发挥其作用，用好征兵宣传、学

生军训这些“官方”平台自不待言，加强

对退役大学生社团等群众性组织的引导

和管理，也是当下所需。

1992年，已大学毕业并参加工作的

公举东参军入伍，经艰苦磨练，成为轰动

一时的“优秀大学生士兵”典型。20多

年后，参军入伍已成为数万大学生的自

发选择。这一历程，折射出人民军队对

高素质人才越来越紧迫的需求，也见证

着军营和社会对“大学生士兵”这一群体

的包容、理解和鼓励。

今天，要建设世界一流军队，高素质

士兵仍是题中应有之义。激励大学生士

兵更好地扎根军营、建设国防，既要立足

现实，彰显其“两年军旅”的最大价值，也

要着眼未来，从根本上破解其“两年军

旅”的尴尬，让“大学生士兵”这个名词不

再是“大学生”和“士兵”的短暂交集，而

是成为人民军队更普遍的士兵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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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一个征兵季即将到来。如今，“大
学生士兵”已经不是新鲜的名词。近年
来，各地应征入伍的青年中，大学生的比
例不断攀升。与此同时，大学生士兵留
队率低、当两年义务兵就走的现象也一
再呈现。

当“铁打的营盘”邂逅“流水的大学
生士兵”，这一段段的“两年军旅”对大学
生士兵来说意味着什么？什么在影响着
他们的走留选择？如何才能用好、留住
大学生士兵……带着这些问题，近日我
们走进第 75集团军某旅，通过问卷、座
谈等形式，对大学生士兵的服役情况进
行了调查。

一

“大学生士兵确实越来越多，但大学
毕业的其实很少，在读的占多数。”去年
带过新兵的某营副营长张宏林对一组数

据印象深刻——全旅新兵中大学生士兵
占61%，其中已毕业的仅8.4%。

在读大学生士兵多的直接影响就是
留队率低。相对于义务兵中大学生的高
比例，该旅某营大学生士官仅占 4.7%。
一名连主官感叹，“打赢未来战争，首先
要打赢‘士官的战争’，看着一个个优秀
的大学生士兵‘干满两年就走’，真是既
不舍又无奈。”
“干满两年就走”，为何成了很多大

学生士兵的选择？其背后，现实利益是
最直接的考量。去年，该旅炮兵营仅有
10%的大学生义务兵表示有留队意愿。
从上海一所重点大学入伍的义务兵小雷
直言，两年退役后返校就读，不仅能完成
学业，享受学费减免，在保研和落户上也

有优待，留队选取士官则不是优先选择。
“愿望落空也是大家退役的重要因

素。”一营上等兵小杨入伍前是一名大二
学生，他表示，自己入伍的初衷就是考军
校。在一营，57%的大学生士兵都有与
小杨类似的想法。“肯定不能都如愿吧！”
小杨说，如果没能考上军校或提干，自然
还是回去读书好。

二

当提干的机会摆在原工兵连上等兵
付儒斌的面前时，他反复斟酌后，还是选
择了放弃。这个本科毕业后参军入伍的

大学生士兵表现优秀，但他认为，即使成
为军官也面临年龄偏大、职务偏低等问
题，还是退伍回地方发展更长远。

当然，也有大学生士兵选择留队
的。指挥控制连的女兵高丽红在义务兵
服役结束后，选择了留队套改为中士。
炮兵营上士段正军也是一名大学生士
兵，留队选取士官后他表现出色，很快当
上了班长。工兵连的上等兵刘松林明确
表示，虽然自己的目标是提干，但即使提
干没成功，也准备留队选取士官。

不过，问卷调查也发现，这些留队选
取士官的大学生士兵大多有一些共同
点：大学已毕业，有一定的军旅情结，在
读的院校相对一般……他们中有人谈
到，留队服役也是一种就业选择，退役主

要为发展，留队也不只为情怀。
对此，该旅政治工作部主任魏爱春

认为，大学生士兵对自己的选择有能力
独立思考和判断，走或留都在情理之中，
从部队的角度看，关键是如何在其服役
期间让有用之才能用好、让想留的人留
得住。

三

采访座谈中，不少大学生士兵都谈
到，完成学业取得大学文凭是服役两年
后选择退伍的最重要因素。

面对两难选择，也有大学生期望在

政策层面能有进一步的创新。已退役的
女兵杨善雅谈到，“大学生参军可以保留
学籍，大学生士兵能否也保留军籍去完
成学业？”下士张鹏龙提出，能否将大学
生士兵完成学业纳入军事职业教育范
畴，以在线教育、在职教育等方式为留队
大学生士兵取得学位提供便利……

服役期间的岗位和所学专业不对
口，也是一些大学生士兵选择离开军营
的重要原因。对此，该旅领导认为，面对
多数大学生士兵服役两年就走这一现
实，在短暂的服役期里尽可能人尽其才，
为其搭好建功军营的平台，是更现实而
紧迫的课题。

在这个旅，学习体育教育专业的上
等兵张剑平当上了营体能教员，学习计
算机专业的战士于海跃独立承担起了维
护旅政工网的任务，一个个量身定制的
舞台，让不少大学生士兵在军营找到了
成就感。

不过，地方院校所学和部队需求能
够专业对口的毕竟是少数。炮兵营中士
安登桅认为，既然能学好大学里的专业
知识，也就能学好部队专业，大学生士兵
关键还是要着眼部队需求贡献自己的才
智。这一观点也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可。

“铁打的营盘”与“流水的大学生士兵”
——对第75集团军某旅大学生士兵服役情况的调查

■彭 田

要 军 装 还 是 学 士

服？这是个艰难选择

2009 年 10 月 16 日，门良杰一直铭
记着这个日子。那天下课后，在清华大
学数学系读大二的他，像往常一样走过
两旁杨树挺拔的学堂路。突然，一行大
字闯入眼帘：好儿女，去当兵。他的心
猛地触动了一下。

他想起了前不久参加的国庆 60周
年游行。游行队伍的培训并不比军训
轻松，但门良杰很喜欢那种“步调一致，
大家共同完成一件事”的感觉。国庆节
当天，和受阅部队一起走过天安门广
场，更是让他与向往已久的部队产生了
强烈共振。

从东北小城延吉通过“千军万马过
独木桥”的高考考入清华大学，门良杰
身上承载着家人的众多期盼。如今，中
断学业去参军，他们怎么能轻易同意？
这背后，既有耐心的说服，也有倔强的
坚持。最终，他第一时间到学校武装部
报了名。

艰苦的新训结束后，门良杰被分到
了原第 65集团军“大功三连”。这是一
个“响当当”的连队，这里的每一个战士
都必须是“顶呱呱”的兵。

与所有的新战士一样，门良杰距这
个标准显然有不小的差距。3 公里越
野，靠战友用背包绳拉着他才能跟上队
伍；手榴弹投掷，他离及格线差了一大
截……
“当不了合格的战士，那参军还有

什么意义？”学习不怕吃苦的门良杰决
心在训练场上也拼一拼。他主动增加
训练量，苦练 3个月后，8个训练课目达
到优秀。

后来，随连队到内蒙古参加演习，
一次夜间射击训练中，他打出 10发全中
的好成绩，成为全连唯一获得嘉奖的列
兵。当兵第二年年底，单位评功评奖，
全连投票推荐立三等功的人选，这个已
被塞外风沙打磨得黝黑坚韧的“书生”，
获得了众人的认可。

两年军旅如白驹过隙。很快，将
满服役期的门良杰站在了又一个抉择
关口：返校还是留队，要军装还是要学
士服？和许多来自名校的在读大学生
士兵一样，答案似乎在他入伍前就已
明晰——服役两年回校继续完成学
业，显然是最好的选择。有部队领导
告诉门良杰，如果留队，以他的条件提
干应该不难，他依然不为所动。

但他没想到，真要和部队说再见，
竟是那么难。“离退伍还有 100 天的时
候，都在倒计时、盼着走，剩下 10天的时
候却再也舍不得算时间了！”离队那天
的上午，单位在礼堂组织老兵退伍仪
式，当帽徽领花被摘下时，门良杰忍不
住热泪长流，“感觉就像生命中一种很
重要的东西被带走了”。

那一刻，他心中突然萌生了一个想
法：待我完成学业，还能否重返军营？

重返部队，并不是一

件容易的事

门良杰想要重返部队的途径是转
国防生。

还在“大功三连”服役时，清华大学
的一个国防生班级到连队参观交流，他
就从带队的辅导员那里了解到，大学生
士兵退役后有可能转为国防生继续服

役。
回到校园，终点似乎又成了起点，

门良杰决心为再次迈入军营开始新的
跋涉。

一切并不容易。回校当年，门良杰
所在的专业并没有培养国防生的计
划。不过，新闻与传播学院还有国防生
名额，要不要转系过去？门良杰的选择
是去。

这一选择，意味着他在现专业读完
大二之后，还得到新专业再读一个大
二。因为参军中断学业两年的他，本就
已经年龄偏大，在同龄人都将完成本科
学业时，他将在自己的第二个大学二年
级开始从理科到文科的艰难转型。

即便如此，门良杰仍感觉“挺顺利
的”。那时，刚刚脱下军装的他，“特别
努力地想要转成国防生，感觉转成了的
话，自己就不算离开部队”。

甚至还没有成为国防生，门良杰就
开始把自己当作其中的一员了。在当
时驻清华大学国防生选培办的支持下，
门良杰被介绍到国防生大队担任骨干，
并参与全校国防生的管理与服务工
作。他与国防生这个群体越走越近。

2012年 7月，门良杰转系和转国防
生的申请得到了批准。当年，转专业后
的第一个学期，他一门专业课考出了第
一名的好成绩。

一切似乎都如愿以偿。但门良杰
又有了新的愿望：到海军去，上舰艇！

返校后，他参加了很多学校和海军
的共建活动，对海军的了解越来越多，
对国家海洋安全的认识也越来越深
刻。2012年 9月，航母辽宁舰入列的消
息，更是让他对辽阔的海洋满怀憧憬。

又一轮的积极准备开始了。门良
杰开始学习《海军军人手册》，订阅《舰船
知识》等书籍；争取各种机会参加海军活
动，参观益阳舰、随郑和舰出海……2014
年的海军节，在清华大学举办的海洋观
教育日上，他又作为国防生代表发言，向
在场的海军领导表达了自己立志加入
海军的愿望。

从此，人们记住了清华有个“铁了
心想要当海军”的小伙子。

2015年毕业分配，作为清华大学优
秀国防生、优秀国防生干部毕业的门良
杰，顺利穿上了如浪花般洁白的海军
服。这个曾经摸爬滚打在塞北大漠上
的陆军退伍老兵，终于重返军营，走向
了更加宽广却陌生的大洋。

“门良杰模式”能够

被复制吗？

门良杰并不是第一个通过转国防
生而重返军营的清华大学生士兵。清
华大学武装部部长熊剑平介绍说，自
2005 年以来，该校应征入伍的大学生

中，先后已有7人申请转为国防生。
2010年暑假，退役大学生士兵李高

杰到西北边防哨所进行为期两个月的课
题调研。亲身体验了边防官兵的艰苦生
活，体会到信息化建设对人才的需求后，
临近毕业的李高杰毅然放弃保研、出国
等机会，申请转为国防生重返部队，如今
仍在新疆军区某机步团工作。

也是在 2010年，作为首位从清华走
出的海军大学生女兵，贾娜在退伍返校
后也主动申请转为国防生。后来，她回
校读研，并担任国防生班辅导员；再后
来，门良杰走进了她所带的国防生班，
她则在硕士毕业后重返部队。

参军、退役、转国防生，不同年级的
7名大学生做出了同样的选择。这个数
字，相对于自 2005 年以来参军入伍的
130多名清华大学生，并不算多。但他
们的军旅轨迹，已然勾勒出一条大学生
士兵如何兼顾学业和军旅梦想的现实
路径。而且，两年的义务兵经历，让他
们在重返军营后开展工作感到“更有优
势”。

那么，“门良杰们”的这种模式，有
被复制的可能吗？

从 2017年起，军队不再从普通高中
毕业生中定向招收、不再从在校大学生
中考核选拔国防生，这意味着退役大学
生士兵要像门良杰那样通过转国防生
重返军营，政策的大门已经关闭了。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重返军营的希

望就破灭了。门良杰告诉记者，去年他
有一位曾在本科期间服役两年的同学，
在硕士毕业后选择了特招入伍，“执着
于梦想的人，总能找到实现的途径”。

在贾娜看来，退役大学生做出重返
军营的选择，除了有军旅情怀和梦想
外，更有建立在对部队有足够认识基础
上的理性和坚定。这种理性，也正是他
们在重返部队之后，面对新的问题和困
难时，依然坚守的力量源泉。

毕业分配到部队后，有人替贾娜感
到很亏：已服役两年却不算军龄、相比
同级别干部年龄偏大……但她觉得，这
是自己的选择，做喜欢的事、实现梦想
本身就是很幸福的事。

门良杰也对即将面临的未来做好了
准备：“干好自己的工作，没有那种当什
么‘最年轻的指挥员’的设计。”不过，他
也认为，如果有更完善的政策通道，使退
役大学生能够在完成学业的过程中继续
把军队作为自己的职业选择，会更好。
“这不仅是帮助大学生士兵破解军

旅和学业的两难选择，也有助于吸引真
正了解部队的高学历人才扎根军营。”
门良杰说。

版式设计：梁 晨

重 返 军 营
—清华学子门良杰的军旅跋涉之路

■本报记者 王凌硕 通讯员 曹 斌

初春，乍暖还寒，黑夜里北风呼

啸。隔窗听风，门良杰又想起了那次

随战舰迎着寒流，驰骋大洋。身处宁

静的清华园，他的思绪不止一次飞回

火热的迷彩军营。

这些，也都写满了他的微信朋友

圈——

微信头像是动漫《那年那兔那些

事儿》里那只全副武装、阔步向前的兔

子。朋友圈封面也是一幅漫画：洪水

漫漫，一名战士在冲锋舟上怀抱着刚

救出的婴孩，正摘下迷彩帽，为孩子遮

挡烈日和水花。朋友圈里还有一张图

片，拍摄的是一个托举着一辆坦克的

巨大基座，基座上写有5个大字：朱日

和基地……

不看这些，你可能很难将门良杰

与清华园里的其他学子区分开来。眼

前这个戴着无框眼镜的在读硕士研究

生，其实已经和军旅结缘9年。这9年

来，他一次又一次地穿行于军营和校

园之间。

2009年，读大二的门良杰参军入

伍，成了一名大学生士兵。2011年，他

退役返校便申请转为国防生，毕业后

分配到海军某舰艇部队，重返军营。

2016年，他再次离开部队，回校攻读硕

士研究生。今年夏天，他将完成学业，

再次重返部队。

不同于大多数大学生士兵短暂的

“两年军旅”，门良杰用9年的时间追逐

军旅和学业“双重梦想”。这是一条怎

样的跋涉之路，未来将通向何方？它

对当前大学生参军入伍有什么样的启

示和意义？

这一切，都在回望中变得清晰。

陆军战士、海军军官、清华硕

士研究生，门良杰的军旅路上有

常人难得的光彩，也有常人难以

想象的艰辛。

微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