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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调查

尽管专业有些不对口，

但知识是相通的——

把个人愿望融入强

军事业，个人才有远大

前程

“我不想学习报话专业，我想当一
名俄语翻译！”

与其他战士不同，刚分到一线部队
的李翰林，就干了一件让连队官兵惊讶
的事儿：跟营领导当面提出想换个对口
的专业！

这件事发生时，距李翰林分到这个
地处东北边陲的北部战区陆军某边防旅
还不到一个星期。

入伍前，刚满 24 岁的李翰林是大
学辅导员，俄语专业八级，留一头过耳
的长发，日常喜欢关注世界军事新闻，
也喜欢和别人辩论。

李翰林和营长王恩来的见面并不正
式，是在饭堂回来路上偶然的相遇。如
此情况，他让王营长印象十分深刻：当
时李翰林穿着肥大的军装，白白净净，
一看就是刚从校园出来的“书生”。
“这个兵不懂事！”当时，连队干部

看到后连忙“打圆场”。带兵经验丰富
的王营长却对连队干部说：“初生牛犊
不怕虎。新时代，年轻人的性格气质、
处事特点，都和我们这一代不一样，我
们不要轻言‘看不惯’。”

随后，王营长多次找李翰林谈话交
心。在得知他确实想发挥俄语专业特
长，却苦于单位没有合适岗位这一现实
情况后，王营长主动与上级机关沟通，
为他争取到去中俄会谈会晤站当一名俄
语翻译的机会。遗憾的是，由于诸多原
因，李翰林的愿望最终落空了。

一时间，李翰林有点心灰意冷。
不过，让他感动的是，从营里到旅

里，各级领导都专程来连队看望，嘘寒
问暖。连队战士更是把他视为“先
生”，一天到晚围着他问这问那……

眼前的一幕幕，使李翰林深受触
动：各级领导这么看重直招士官，还不

是因为我们有专业、有特长，把我们看
成是部队建设的生力军吗？尽管专业有
些不对口，但知识是相通的，如果自我
设计脱离现实这块土壤，就成了无根之
木，还谈何开花结果！
“直招士官虽然不是军官，但里面

有个‘官’字，就应当比普通战士有更
大的作为。”那个瑞雪飞舞的夜晚，李
翰林在日记本的扉页上写下这样一句
话：“把个人愿望融入强军事业，个人
才有远大前程……”

坐着没有机会，走着有

一个机会，跑着有两个机

会，长跑就总有机会——

把 个 人 发 展 “ 设

计”交给组织，把苦干

留给自己

一次 3公里越野考核，李翰林拖了

全班的后腿！
“‘花瓶’一个，中看不中用！”

战友的一句牢骚，仿佛一记重锤砸在了
李翰林的心头。

认识到自身差距，李翰林自己给自
己开“小灶”：别人跑 3公里，他就跑 5
公里，汗水湿透了衣服，结成白花花的
盐碱。每晚临睡前他都要加练俯卧撑、
仰卧起坐各 200 个，不够数坚决不睡
觉。

苦心人天不负。两个月后的一次考
核，李翰林成了连队的黑马，一举拿下
3公里越野第二名、俯卧撑第三名的好
成绩。更让人刮目相看的是，凭着刻苦
学习，李翰林的报话专业能力快速提
升，在短时间内成长为一名优秀的报话
兵。

肩头扛着中士军衔，其实他还是一
名“新兵”。李翰林心里清楚，需要自
己努力的还有很多。

那次他生病去卫生队，与四级军士
长王树才交谈。王树才是 2008 年入伍
的直招士官，目前已经在卫生员的岗位
上工作了整整 10年。王树才的话让李
翰林深受教育：组织给咱放在这个岗位
上，咱就不能辜负组织的信任。

王树才还给他讲了同批入伍的直招
士官、现已是装备管理科助理员的陈朋

的故事：“提干后，很多人都奔向了更
好的环境和岗位，只有他毕业后依旧选
择回到边防。”
“组织给我一个舞台，我还组织

一份精彩！”因为专业不对口，提干
归来后，陈朋一切都得从零开始。那
段时间，他一有空就向身边同事请
教，为的就是把装备相关专业知识尽
快学到手。经过半年努力，陈朋便开
始独立执行重要任务。4 年的助理员
生涯，陈朋连续两年被评为“优秀机
关干部”。
“如果没有组织的精心‘设计’和

培养，让我‘自然生长’，肯定不会有
今天的我。”在和旅里其他几名直招士
官接触后，大家都向李翰林表达了相同
的感受。

支援保障营营部文书、直招士官
于鹏还将话题进一步延伸：剖析有的
直招士官在军营挫折之路，多是因为
“自我设计”，越是自命不凡，越是跌
跌撞撞。

于鹏是计算机专业的高材生，此前
一直担任某海防团俱乐部主任，负责全
军政工网后台维护的技术保障。改革调
整后，他随单位转隶到该旅。了解情况
后，营里并没有让于鹏下到连队，而是
让他担任文书一职，继续发挥他的特

长。如今，于鹏在文书岗位上干得如鱼
得水。

回首往事，于鹏感到，突破直招士
官“不适应”这个“怪圈”不难，那就
是把个人发展“设计”交给组织，把苦
干留给自己。至于如何抓住机遇，于鹏
的理解还是实干：“坐着没有机会，走
着有一个机会，跑着有两个机会，长跑
就总有机会！”

从“小荷才露尖尖角”，

到“过河卒子赛如车”——

“工匠型”直招士官

入营是大势所趋

一张泛黄的报纸，今天捧读依然令
人心潮起伏——

2003 年 4 月 30 日，国家和军队有
关部门联合下发《关于从非军事部门具
有专业技能的公民中招收士官试点工作
的通知》。通知指出，确定从 2003 年
起，选择部分单位进行直接招收士官试

点，之后再视情展开。
此《通知》下发之际，四级军士长

于元海刚刚新兵下连。那时，他还不清
楚，“直招士官”这个称呼意味着什
么。同年 10月，一批具有专业技能且
部队急需的地方青年步入军营，穿上军
装，成为我军首批从非军事部门直接招
收的士官。
“当时我们全团就分来一个直招士

官，大家当宝似的。”于元海坦言，自
己当时还有点不服气，“凭啥直招士官
可以跳过义务兵阶段，直接‘升级’为
士官，而我们还得按部就班地走。”

此时，极少有人能想到，多年后，
直招士官会成为一个符号。而这个符号
代表的是一个个高学历地方青年“携笔
从戎”的奋斗故事。

前不久，该旅调查显示：直招士官
占士官比重已接近4%。

该旅修理连三级军士长张保磊，
毕业于枣庄市高级技工学院钳工专
业，2004 年作为第二批直招士官应征
入伍。之前，他在某海防团修理所担
任火炮技师。去年，随单位编制体制
改革他来到该旅修理连继续干老本
行，现已成为旅里的技术大拿。在一
次演习中，火炮射击时出现故障，紧
急关头，张保磊第一时间排除火炮故
障，确保演习任务顺利完成。为此，
他胸前戴上了一枚金灿灿的三等功奖
章。

因为有技术，所以他成为直招士
官；也正因为有技术，他拥有了厚积薄
发的条件。张保磊对火炮支撑座盘进行
改造，大大缩短了火炮从行军状态转换
为战斗状态的时间。

如今，直招士官队伍对战斗力建设
的支撑作用日益凸显，一个“工匠型”
士官人才方阵快速崛起。采访中记者看
到，从演训场到保障一线，从分队管理
到机关业务，该旅直招士官既当“领头
雁”又做“大师傅”。
“将自己的聪明才智用于战斗力建

设，就必然会有广阔的空间任你驰
骋。”回首自己的军旅成长之路，李翰
林这样说。李翰林边翻开连队的花名册
边告诉记者：连队现有 2名直招士官，
6名大学生士兵。
“携笔从戎，知识报国，这支队伍

已经从当年的‘小荷才露尖尖角’，发
展到如今的‘过河卒子赛如车’。”展望
未来，该旅旅长刘耀洪说：“今后，会
有越来越多的直招士官投入强军兴军的
伟大事业。”

版式设计：梁 晨

若“自然生长”，就不会有今天的我
—追踪北部战区陆军某边防旅硕士直招士官李翰林军旅成长足迹

■本报记者 刘建伟 特约记者 赵 雷 通讯员 李玲玲

“士官李翰林下周就要去陆军工程
大学学习啦！”

前不久，这个消息像长了翅膀一
样，在北部战区陆军某边防旅不胫而
走。

按说，士官短期进校培训也没啥
稀奇的，可官兵口中的李翰林非同一
般。有啥不一般？“直招士官、俄语
专业硕士研究生、中士第三年”，如
果不是实地采访，记者很难把这些字
眼儿跟眼前这个不起眼的士官联系在

一起。
提起李翰林的从军故事，更是一波

三折——
高考那年，李翰林报考了军校，很

快通过了政审。当时，报名考生太多，
分数线上调，他最终落选。

很快，3年大学生活过去了。大四
开学后，李翰林再次报考了军校——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的俄语研究生，并
取得了高分。然而，他接受了调剂到
地方大学读研，又一次与部队失之交
臂。

当年 7月，立志从军报国的李翰林
决定通过网上报名参军。没想到，当时
全国征兵网的系统里，学历选项只有高
校新生、大学专本科在读、大学专本科
毕业和研究生。而李翰林当时研究生还
没入学，教育部学信网还找不到他的学

籍信息。
这让李翰林很纠结：当时保留入学

资格政策不包括他这种情况，如果当时
按义务兵入伍的话，就意味着他得放弃
研究生入学资格。

鱼和熊掌不可兼得。李翰林的“军

旅梦”又一次搁浅了。但他没有放弃。
去年 6 月，李翰林硕士研究生毕

业，应聘到长春大学旅游学院，成为
一名大学辅导员老师。暑假期间，“吉
林省招收俄语专业直招士官”的消
息，让李翰林眼前一亮：从军的机会
终于来了！
“军营那么大，我想去看看。”面对

人生最后一次参军机会，李翰林毫不犹
豫报了名。经过一系列的政审和考核，
李翰林终于如愿以偿应征入伍。

那一天，他带着一本厚厚的俄语
词典，前往陆军某综合训练基地报
到，成为一名直招士官。然而，令李
翰林没想到的是，他的军旅挑战才刚
刚开始……

硕 士 李 翰 林“ 从 军 记 ”
■本报记者 刘建伟 特约记者 赵 雷 通讯员 李玲玲

入伍以来，

李翰林刻苦训

练军事技能，在

训练场上冲在

前。图为李翰

林正在与战友

进行单兵战术

竞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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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文至此，记者有一个强烈的感

觉：有的部队直招士官从“小荷才露

尖尖角”到“过河卒子赛如车”。他们

伴随着改革强军兴军的铿锵步伐，走

出了一条从莘莘学子到精武先锋的跨

越之路！

尽管，这篇文章的笔墨集中在直

招士官李翰林身上。但是，字里行间

回响的是我军直招士官人才方阵阔步

前行的铿锵足音。

如今，随着国家发展、教育普

及，兵员素质水涨船高，地方大学生

“携笔从戎”已成为普遍现象。特别

是在强军兴军征程上，直招士官已成

为生成、储备和提高战斗力的重要力

量之一。

强军兴军的伟业对高素质士官人

才空前渴望，对“工匠型”士官急需

填补。然而，在直招士官队伍中，少

数直招士官“有招使不出、有才用不

上”的现象也应引起各级的重视。目

前，还有不少单位存在“老思想”，

对直招士官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还不

够，致使军队建设中对某些“老问

题、老情况”缺乏有效的对策，制约

着直招士官队伍在战斗力建设中作用

的充分发挥。有的则没有处理好“管

人”与“育人、用人”的关系，认为

士官的使用只要安安全全就行，对培

养和使用的认识还不够，有时凸显不

出直招士官的能力和水平。怎样帮助

直招士官们实现能力跟得上学历、威

信配得上军衔的“军旅转身”，成为

各级领导和带兵人必须着力解决的问

题。

针对大学生直招士官当兵时间

短、技术不对口等现实问题，我们

不 妨 从 “ 蹲 好 苗 、 施 好 肥 、 修 好

枝”等几个方面培育这个群体：来

到部队后，可以佩戴列兵衔体验义

务兵生活，从部队的一日生活制度

慢慢学起，在摸爬滚打中强化“兵

味”；等适应部队节奏后，逐步拓宽

他们的成才渠道，打破单一专业发

展的“天花板”，利用人才轮训，让

大学生直招士官朝着“一专多能”

的方向发展。

此外，结合每名直招士官的专业

优势，对口安排实践锻炼，给他们

交任务、压担子，引导他们将所学

理论运用到实践中去。还有一点值

得基层带兵人注意，部队的好多技

术都是老士官“口耳相传”，理论

性、创新性偏弱，如果能利用好大

学生直招士官丰富的理论功底，通

过他们架起部队与院校沟通交流的

桥梁，将对部队人才培养起到不小

的促进和推动作用。

多年来，部队为直招士官提供了

较为广阔的舞台和机会，而他们也还

给了部队很多惊喜和精彩。一批批直

招士官坚韧不拔的自我磨砺和各级领

导满腔热忱的帮扶，汇聚成一首动听

的战斗力建设交响乐。

在中央军委和各级领导机关悉心

筹划和大力推动下，直招士官宽阔

的成长道路正在不断延伸。直招士

官、大学生提干、文职人员……如

今，我军人才战略工程之路越走越

宽，新型作战力量建设拓宽人才成

长路径，一支支战斗力建设的生力

军活跃在强军事业的舞台上，发挥

着各自的作用。

国以才立，政以才治，业以才

兴，军以才强。展望未来，我军广大

直招士官们必将不负厚望，奋力前

行，走出更加精彩的光辉之旅！

强军事业呼唤一流士官人才
■本报记者 刘建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