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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后的阳光透过窗户，静静地洒在
沙发上，肖龙戴着眼镜，慢慢翻看着老照
片，回顾自己的前半生：1978年 12月，刚
满 18岁的他应征入伍。1981 年冬季退
伍，随后进入贵州汞矿工作。1996年他
赴广州打工，2006 年回到铜仁创业，成
为一家家具店的老板……作为一名亲历
改革开放的退伍老兵，肖龙感慨：“改革
开放的到来，让每一个退役士兵都有了
更多的选择与机会。”

与时俱进 在改革创新中探索

1978 年以前，退役士兵安置工作
处于以计划分配为主的阶段。伴随着
改革开放的春风，社会劳动力资源配
置方式逐步由计划转为市场，传统的
退役士兵安置制度面临改革调整。为
了缓解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计划分配
的压力，1998 年修订的 《兵役法》明
确了实行安排工作与鼓励自谋职业相
结合的安置原则。2004年，《关于扶持
城镇退役士兵自谋职业优惠政策的意
见》 出台，从就业、社会保障、教
育、个体经营、税收、贷款和户籍等
方面给予优惠政策，自谋职业安置开
始在全国普遍施行。

为解决退役士兵安置难题，党中
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审时度势，决
定对退役士兵安置进行重大改革。
2011年 10月，《退役士兵安置条例》发
布，安置方式不再以退役士兵入伍时
的户籍为依据，改为城乡一体原则，
主要根据服役时间和贡献大小来确定
安置方式，安置理念实现从城乡二元
结构到待遇与贡献相匹配的转变。条
例施行后，城乡一体的以扶持就业为
主，自主就业、安排工作、退休、供

养等多种方式相结合的退役士兵安置
制度得以确立。

依法安置 在完善政策中落实

退役士兵安置工作关系军心稳定和
社会安宁。40年来，研究、制定和落实
政策，一直是退役士兵安置工作的重点。

1984 年 5月，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
兵役法》，对义务兵退出现役后的去向及
安置问题作了相关规定。至此，退伍士
兵的安置办法从一般的政策性规定上升
为国家法律。

1987 年 12 月，国务院发布《退伍义
务兵安置条例》，对义务兵的退伍安置
工作作出具体规定。1999 年 12月，《中
国人民解放军士官退出现役安置暂行
办法》颁布，明确了士官退役办法和安
置待遇，此前不相符合的政策规定一并
废止。

2011年 11月，《退役士兵安置条例》
开始施行，退役士兵安置工作实现历史
性转变。为确保条例有效落实、新旧安
置制度平稳过渡，党政军 12个部门联合
制定《关于深入贯彻〈退役士兵安置条
例〉扎实做好退役士兵安置工作的意
见》，在推进自主就业退役士兵免费教育
培训、扶持就业创业等方面，提出了具体
化、可操作的政策意见。

2018年“八一”前夕，退役军人事务
部等 10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
由政府安排工作退役士兵就业安置工作
的意见》。这是退役军人事务部成立后，
首个专门针对由政府安排工作退役士兵
出台的政策性文件，进一步规范了安置
程序，提高了政策刚性，确保有效依法保
障他们的权益和待遇。

提高质量 在多措并举中推进

改革开放初期，本着“育才、荐才、用
才”一体化原则，《培养和使用军地两用人
才工作发展规划》出台。1986年起，各地
开始建立“军地两用人才培训中心”等服
务机构，同时各级民政部门会同教育、劳
动保障部门，利用各级各类学校和培训机
构，开展多种形式培训，为退役士兵免费
提供一次职业技能培训，对经过培训取得
职业资格证书的给予一定补助。2010年
12月，国家下发《关于加强退役士兵职业
教育和技能培训工作的通知》，标志着退
役士兵教育和培训工作作为安置改革的
重要组成部分在全国推行，实行政府主
导、个人自愿、城乡一体、免费参加。此
后，各省、市、自治区都制定了配套政策文
件推进退役士兵教育培训工作。

与此同时，退役士兵就业服务也在
不断拓展。一方面，指导有条件的安置
部门建立退役士兵人才库和用人单位信
息库；另一方面，依托现有各级各类人才
服务中心、职业介绍中心和公共职业介
绍机构，在退役士兵和用人单位之间架
起沟通渠道，及时为退役士兵提供指导、
信息和中介等就业服务。

2017 年，经国务院批准，全国退役
士兵安置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首次从国
家层面向中央企业直接下达了接收安置
退役士兵计划。2018年实现了 123家中
央企业接收安置退役士兵全覆盖，共提
供1.5万个岗位安置退役士兵。

改革开放 40年来，有关部门通过做
好接收安置工作，为广大退役士兵施展
才华提供了广阔天地，使他们成为参加
国家建设、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在
各个岗位奉献社会、报效国家。

退役士兵有了更多选择机会
■罗晶晶

退役军人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
要力量。退役军人安置工作事关广大退役军人切身利益，事关国防和
军队现代化建设，事关国家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党和政府历来重视退
役军人的安置保障问题，改革开放 40年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
深入发展，退役军人安置工作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安置制度不断发展
完善，利好政策不断出台落地。党的十八大以来，习主席高度重视退
役军人工作，亲自部署推动组建退役军人管理保障机构，并对退役军
人工作作出系列重要论述，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和习主席对广大退役军
人的关心关爱，不仅暖了退役军人的心，也安了现役军人的心，必将凝
聚起全体军人奋进新时代、履行新使命、实现新作为的磅礴力量。

—编 者

沙场归来再出发
—改革开放40年来退役军人安置工作回顾

1978年秋天，董文廷告别了 14年的
军旅生涯，一辆地方军转办派来的车将
他送到了安置单位——山西长治郊区的
“五七干校”。一下车，他就看到大门两
边贴着的大幅标语：“热烈欢迎中国人民
解放军军队转业干部到我校工作”。
“受到这么热情的欢迎，我的心情非

常激动。”下车第一件事，董文廷就主动
到干校打谷场去参加劳动。

3个月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
开，改革开放的春风席卷中华大地，也将
军转安置工作和军转干部“董文廷们”带
进了新的历史时期。

（一）

改革开放初期，军转安置工作主要
围绕军队“消肿”展开。最令人难忘的，
莫过于顺利完成百万大裁军期间的安置
任务。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出
通知，要求各级政府主动帮助解决好部
队干部、职工的安置和精简整编中出现
的其他问题。期间，共有 40万余名军队
干部脱下军装转业地方，工业、农业、文
化、商贸等各条战线上，活跃着转业干部
的身影。

从上世纪 90年代起，经济领域的变
革也触动着长期以来采取政府指令性安
置的军转领域。很多地区的转业干部已
不用再像计划经济时代一样，由政府指
令性安排工作。他们可以参加军转干部
双向选择会，向接收单位投递简历，选择
自己中意的岗位。

这一时期，为使军转干部更快适应
地方经济建设需要，对军转干部的教育

培训工作走上了制度化、规模化轨道。
截至 1996年，在中央财政和军队拨款支
持下，各省、区、市相继建立了 200多个
军转培训中心。

（二）

进入新世纪，军转安置工作发生了
巨大变化。

2001年 1月，《军队转业干部安置暂
行办法》颁布，延续多年的单一指令性安
置模式被打破，团职和军龄满 20年的营
职军转干部可以选择自主择业安置方
式。那一年，在甘肃艰苦边远地区服役
23年的王挺军经过深思熟虑，郑重选择
了自主择业。他回到家乡河南新乡，竞
聘当上了社区主任，一干就是十几年，干
出了滋味，也赢得了群众认可。

王挺军并不孤单。2001年，有 8000
余名军队干部走上自主择业之路。此后
国家陆续出台了 20余个自主择业政策
配套文件，多次调增自主择业退役金，各
地陆续建立了省级、地（市）和乡镇三级
管理服务机构，并大力帮扶自主择业军
转干部就业创业。

2003年 9月，党中央、中央军委决定
裁军 20万，其中 80％是干部，安置任务
非常重。2006年，浙江省 11个市开始实
行“阳光安置”机制，深受广大转业干部
欢迎，之后在全国逐步推广。

（三）

2012 年，国务院军转安置工作小
组会同相关部门出台文件，提出改进
计划分配军转干部安置办法的若干意

见，公信力和透明度成为军转安置的
关键词。

2014年，第六次全国军转表彰大会
在京召开。习主席一句“我也是一名军
转干部”鼓舞振奋了所有人。习主席在
讲话中强调，军转安置工作要适应全面
深化改革新形势，按照深化干部人事制
度改革、国防和军队改革新要求，推进体
制机制创新，为促进军队干部队伍建设、
为安置和使用好军转干部提供更可靠更
有效的制度保障。

党的十八大以来，军转安置工作坚
持为经济社会发展和军队建设服务的方
针，贯彻妥善安置、合理使用、人尽其才、
各得其所的原则，推进退役军官安置管
理保障体制机制改革和政策制度创新，
逐步完善服务保障体系和相关政策法
规，取得了显著成绩。

近年来，军转干部被纳入地方干
部队伍建设和人才队伍建设统筹规
划，到党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建功立
业。自主择业管理服务机制建立健
全，就业创业帮扶广泛开展，自主择业
军转干部就业创业率保持在 78%以上，
成为活跃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一
支重要力量。

2018年 4月 16日，退役军人事务部
挂牌成立。此时，距董文廷转业已有 40
年。军转安置工作依然在加强党的领导
中与时俱进地有序推进。2018 年，有 8
万余名军队干部转业到地方工作。截至
目前，中央单位已超额完成年度安置任
务，实现了退役军人管理保障体制改革
后中央单位军转安置工作的开门红。

军转干部舞台更加宽广
■杨学娟

在福建省三明市军队离退休干部
休养所里，经常可以听到有人轻声哼唱
着歌曲《我是一个兵》。唱歌的老同志
叫李振禄，今年 88岁。1948年，18岁的
李振禄参军入伍，成为华野第十纵队的
一名战士，后来成长为一名团级干部，
1982 年从部队离休，1986 年安置到三
明市军休所，至今已有 32年。在这里，
他和许多老战友一起安心休养。

目前，全国军休服务管理机构已达
2000 多个，倾心为数十万移交地方安
置的军队离退休干部打造安享晚年的
“美好家园”。

为妥善安置在长期革命战争中丧
失工作能力需退出现役的军官，1958
年，我国开始建立并实施军队干部离退
休制度。当时，到地方安置的军队离退
休干部数量较少，还没有形成规模。从
1980 年开始，为适应军队几次精简整
编，军队离退休干部开始大规模、先后
分 5个批次移交地方安置。自 2004年
起调整为每年按照年度计划移交。

党的十八大以来，军地进一步调整
完善交接机制。2016 年，民政部会同
军地 5部门相继出台文件，放宽了安置
去向，改进了工作程序，简化了接收条
件，实现了军休干部“即退即审”“即交
即接”，以及无军籍职工“上年退休、下
年安置”，并出台伤病残退休军人安置
住房、护理费等政策。5年来，全国共
接收安置军休干部和无军籍退休退职
职工 10.4万人，移交安置速度和安置力
量空前提高。

为进一步加强军休人员接收安置
和服务管理工作，国家先后制定了一系
列政策规定，为顺利完成移交安置工作
提供了强有力的政策支撑。从 1984年
出台《关于做好移交地方的军队离退休
干部安置管理工作的报告》，明确提出
军休所为直接承担军队离退休干部服
务管理工作的基层事业单位，到 2004
年第一次以中央文件的形式对移交地
方安置的军队离退休干部的安置去向、
住房和医疗保障、政治和生活待遇等作
出规定，再到 2014 年民政部制定实施
《军队离退休干部服务管理办法》，首次
以立法形式对军休人员服务管理工作

做出全面规范，无不体现出党和国家对
军休人员的深切关爱。

40 年来，军地相关部门共同探索
形成以国家保障为主体、社会化服务为
补充、服务管理机构为载体，“两个待
遇”落实为中心、“六个老有”要求为目
标的保障体系，让军休人员的幸福感、
获得感和安全感持续增强。军地部门
多次调整军休人员离退休费和各种补
助补贴，保障军休人员“两个待遇”得到
有效落实。
“干服务工作，一定得把老干部的

心焐热。”这些年，从中央到地方，军休
系统不断提升管理能力，无论是自上而
下成立服务管理机构，还是依托乡镇街
道实行多元服务管理模式，或是想方设
法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投入，改善军休干
部活动场所条件和休养居住环境，都是
坚持以“用心、暖心、热心”的标准全心
全意做好服务保障工作，为军休干部提
供更多更好的人性化、个性化服务，不
断提升军休干部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

军队离退休干部是国家宝贵的财
富,在不同历史时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
作用。离休退休后，他们继续保持发扬
党和军队的优良传统，一如既往地支持
军队建设，为党和人民事业增添正能量，
赢得社会各界广泛尊重和高度赞誉。军
休系统十分重视发挥军休干部的作用，
适时举办国防教育宣讲、有奖征文、书画
摄影、文艺汇演等活动，既尊重了老干部
们发挥余热的心愿，又丰富了他们的精
神生活，深受广大军休干部好评，也形成
了军休文化这道独特的风景线。

40 年来，军休系统积极适应国家
和军队改革、经济社会发展以及军队离
退休干部年龄结构、思想观念、活动方
式的变化，不断拓展服务内容，创新服
务方式，提升服务效能，努力为军休干
部打造幸福养老的和谐家园。广大军
休干部充分享受着国家改革发展的成
果，心情舒畅，乐享幸福晚年，许多人积
极主动参加社会公益活动，退休不退
志，先后涌现出泰安军休中心第一党支
部、原装甲兵指挥学院学员大队原政委
陈荣超等一大批全国离退休干部先进
集体和个人。

倾心打造军休干部安享晚年的“美好家园”

用心·暖心·热心
■王阿惠 胡 琳

（题图设计：孙宝萍、苏润淇；图表制作：苏润淇）

如果把征兵比作“入口”，退役士兵安置就是“出口”。“出口”疏通了，“入口”才能有源源不

断的活水。党和政府高度重视退役士兵就业创业工作，改革开放以来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

施，各地党委政府认真贯彻中央决策部署，退役士兵安置改革有序推进，取得显著成效——

军转安置，历来是一项事关强国强军的重要工作。妥善安置军转干部，是军地双方的共

同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