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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深人静，忙碌了一天的三连官兵已酣然入

梦，连部的灯却一直亮着，裹着军大衣的上尉排

长王彬正在伏案学习，为即将展开的研究生考试

冲刺。

闹钟嘀嗒作响，0点25分，该查哨了，王彬拿

起手电、帽子和腰带往外走。为了支持他考研，

连长和指导员商量后，特批他考前一个月到连部

学习。作为回报，王彬主动包揽了这一个月的下

半夜干部查哨任务。

查哨回来，快凌晨1点了，王彬用红笔将台历

上的日期划去一天，然后继续背英语短文。

说起考研，王彬自嘲说是“久经考验”。的确，

加上这次，他已是第3次报考研究生了。他向领导

保证：若这次再考不上，以后不再提报考的事。

5年前从军校毕业时，王彬就一心想考研，可

政策规定：指挥类应届本科毕业生不能直接报

考，须先到部队任职。王彬带着考研梦，到基层

当了一名排长。

2016年，达到任职年限要求的王彬信心满满

地申请考研，但由于部队调整改革，所在连队整

体转隶到新组建单位。老部队还没来得及审批

他的考研申请，欢送转隶官兵的大会就开了。

刚到新单位时，部队紧张筹建，党委班子没

配齐、机关业务部门人员没到位，王彬再次写好

的考研申请不知道该往哪里递。指导员安慰他：

“你还年轻，来年再考吧！”

此后一年，部队改革和练兵备战任务重，转

换专业、学新装备、高原驻训、合成营建设试点等

一系列“大活”，几乎填满了王彬和战友们的生

活。“至于考研，只能想一想了！”王彬说。

去年10月，毕业第4个年头的王彬终于获得

考研资格。他既兴奋又担忧，兴奋的是机会难

得，担忧的是自己准备不充分，怕浪费名额。

“怕什么来什么！”果然，第一次走进研招考

场的王彬未能如愿。跨专业报考的他，以5分之

差落榜了。

那段时间，王彬不敢见人，更不愿谈及考研

话题。尽管营连主官都过来安慰他，但王彬觉得

这都是“象征性的”，他心里琢磨：因为考研，估计

领导已把自己边缘化了，要不怎么每次晋职都

“花落别家”？

郁闷归郁闷，王彬从未放弃考研的念头，并

暗自准备着。今年，他再次报考，并顺利获批。

王彬说，幸福感都是比较出来的——在一些

部队，若第一次考不上，第二次就该把机会让给

别人了。

一段曲折的考研路，让年轻气盛的王彬成熟

了许多，心态也平和了不少。相比前一次，即将

走进考场的他信心更足。

在王彬的学习笔记扉页，写着这样8个字：心

中有梦，路在脚下。

上尉王彬的考研梦
■程震寰 甘兆楠

2019年全国研究生招生

考试进入倒计时，中部战区陆

军某旅修理二营助理工程师王

乾利用业余时间复习备考。去

年由于大项任务多，王乾主动

放弃考研。在旅党委的支持鼓

励下，今年他再次报考。

李博涛摄

■无论组织还是个人都
要站在推进军事人员现代化

的高度来看待干部考研

近期，今年冬季毕业的研究生将奔
赴部队。海军某基地早早地向上级提交
人才需求报告，提出除接收本基地送学
的研究生外，再引进一批高学历人才。
“缺人才，急缺人才！”该基地政治工

作部领导的这句感慨，道出了部队对高
素质人才尤其是创新型人才的迫切需
要。近年来，该基地所属部队列装了不
少新装备，增加了不少新专业，急需一批
懂原理、善创新、有科技素养的干部来领
衔训练和项目攻关。
“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与未来信息

化作战需求相比，我军军官队伍整体学
历层次还不够高，军队研究生教育只能
加强不能削弱，这关乎部队战斗力建设，
绝不容忽视。”军委机关有关部门一位领
导语气坚定地说。

近两年，随着国家和军队研究生招
生政策调整，部队在职干部既可选择报
考全日制研究生，也可报考非全日制研
究生，且两种模式合并招生，毕业后取得
的学历、学位具有同等效力。与此同时，
对在职考研的干部，招生部门推出了一
系列加分录取政策，这些举措有利于激
发在职干部的考研热情。

与此同时，在职干部考研读研中还
有一些应当引起关注的问题。
——少数干部把考研当作“跳板”、

把读研当作“避风港”。
某院校一位研究生管理干部介绍，

虽然在职干部读研后分配原则是回原部
队，但每年毕业前，都有一些毕业学员申
请调换单位，其中少数的确是因为原单
位在改革中被撤并改、原专业已不存在，
但还有一些是想把考研当作“跳板”。

相比院校、科研机构等单位，基层
部队管理上严格一些、环境条件艰苦一
些、体力上的压力大一些，有的干部想
通过读研来逃避，最终实现“换个环境”
的目的。
“这方面的空间越来越小了，随着

研究生毕业分配政策的完善，岗位补
充计划更加细化，优先满足战斗力建
设急缺。”军委政治工作部一位工作人
员介绍。

一些部队领导认为，解决这个问题，
一方面需要端正研究生的思想认识，另
一方面要加强基层建设，解除基层干部
的后顾之忧，把基层建成广大干部成长
进步的沃土，树立激励干部扎根基层、建
功基层的政策导向。
——个别单位从局部利益、眼前利

益出发，消极对待干部考研。
陆军防化学院研招办一位参谋告诉

笔者，一些单位在审批中把握的尺度，往
往根据主要领导对研究生教育的认识，
领导能正确看待的，尺度就放得宽一些，
否则就收得紧一些；有的单位领导认为
干部考研影响工作，出台一些没有政策
依据的限制条件，如营连主官不准考、晋
升职务两年内不准考等。

一边是“打着灯笼找人才”，一边是
优秀的骨干舍不得送出去学习。对此，
国防大学多位研究生导师认为，造成这
一现象，既有单位领导对研究生教育认
识不够的因素，也有干部读研后作用发
挥不好的原因。
“军队发展研究生教育，目的是培养

大批高层次军事人才，加速推进军事人
员现代化，为提高新时代备战打仗能力
提供人才支撑。各级领导要从事关未来
战争胜败的高度来看待这个问题，鼓励
支持干部考研，不能在局部利益、眼前利
益上‘打转转’。”陆军工程大学研究生院
政委蒋玉鹏说。

■引导干部理性对待考研
读研过程中遇到的种种难题

今年 9月份，某合成旅政治工作部
副主任赵磊接到一项任务：对该旅考研
读研干部的现实困难进行调研，尽快拿
出解决建议。

旅领导赋予赵磊这项任务，缘起近
期“旅长信箱”收到多封邮件，反映干部
考研读研过程中的各种矛盾压力，呼吁
旅党委予以重视解决。

下基层、走院校，搞座谈、发问
卷……通过调研，赵磊发现大家的反映

集中在三个方面。
——拿到考研“入场券”不容易。
由于岗位需要、报考专业、个人条件

等多种原因，一些干部的考研申请一时
未能获批。

从科长办公室出来，陆军某旅干事
李磊像打蔫的茄子，一个人跑到厕所抽
闷烟。
“想学习是好事，按说该大力支持，

但目前科里这情况，哪能走得开？”科长
的话，一遍又一遍在脑海里回放。掐灭
烟头，李磊把手里的考研审批表揉成一
团，扔进了垃圾桶。这是李磊第二次因
工作被迫放弃考研。
——复习备考过程中工学矛盾较

大。
“甘苦自知！”回忆起前几年备战考

研的经历，去年毕业的军医老于感慨不
已。那段时间，他正保障新兵冬训，白天
一个人给上百名新兵检查身体，晚上通
宵达旦看书。“苦累倒扛得住，但当看到
妻子发来的孩子满月照时，想到因备考
无法陪他们，心里酸酸的。”

不少在职干部反映，与应届毕业生
相比，他们离开校园数年，复习备考难度
较大。少数人好不容易拿到考研资格，
但还没进入考场就打了“退堂鼓”。
——有些干部读研期间为承担部队

工作分心。
海军大连舰艇学院一位在读硕士入

校前是某支队的“笔杆子”，读研期间，他
白天学习安排得满满当当，晚上和周末
时间基本都用来为单位撰写各类材料。
面对单位领导的“遥控指挥”，他显得很
无奈：“没办法，毕业还得回去呢！”

据了解，一些干部读研期间，常被原
单位以各种理由召回。

——部分干部因外出读研影响晋
升。

调查发现，一些攻读博士、硕士归来
的干部，学历和知识层次提升了，可职务
原地踏步，普遍落在同期毕业未读研干
部的后面。

取得硕士、博士学位的全日制研究
生，按规定毕业后分别定正连职、正营
职。但由于岗位编制限制，研究生毕业
即纳编、毕业即到位很难实现，读研深造
成了一些干部个人进步的障碍。
“引导干部理性对待考研读研面临

的压力，是稳定基层干部队伍的现实需
要。”某集团军一位领导认为，随着“考研
热”的升温，选择读研的干部越来越多，
对于考研读研干部反映的问题要高度重
视并加以解决，否则会影响干部思想稳
定，对部队建设不利。

■选择读研就要有负重
前行的思想准备

“考研的人，谁不是在负重前行
呢？”从事研招工作近 10 年的空军军
医大学研究生院招生培养处参谋梁平
认为，考研本来就是一场竞争和比拼，
有一些沟沟坎坎很正常，需要每一名
考研的干部理性看待。“有些难题需要
组织解决，有些则需要个人来面对和
承受。”

就拿考研复习准备中的工学矛盾来
说，一些基层领导坦言，当前部队战备训
练、调整改革任务很重，大项任务比较
多，让报考研究生的干部完全脱产复习
可能性不大。因此，准备考研的干部就

要早做准备，妥善处理好工作与学习的
关系。

至于考研资格，每个单位都有各自
的实际情况，面对日益升温的“考研热”，
每名干部申请考研时，也要充分考虑单
位工作的需要。

调研中，一些部队领导表示，对干部
申请考研时常陷入“两难”选择：优秀干
部尤其是一些营连主官离岗读研，对工
作接续的确有较大影响，但作为组织又
不能置干部个人愿望于不顾。

军委机关有关部门负责人指出，干
部考研审批权在师（旅）级单位，各单位
根据自身实际，从有利于部队建设的角
度出发，划定一些审批原则、标准，这是
职责范围内的事。但也要防止在考研审
批上搞“一刀切”，甚至出台一些缺乏政
策依据的“土规定”。

今年 1月，取得硕士学位的某合成
旅上尉亢伟学成归来。离开近 3年，部
队在调整改革中发生了很大变化。这
些变化大都让他欣喜，可有一个变化
让他有些失落——同期毕业分来的排
长，有的都当上了营主官，唯独自己还
是正连。

像亢伟这样，因读研影响职级晋升
的有不少。一位人力资源部门工作人员
介绍，此前全军从未出台过“在职干部读
研期间不能晋升职级”的规定，根据政
策，脱产读研的干部只是不能提前晋升，
正常晋升是合规的。

在这方面，某合成旅的做法是：以
全面发展的眼光看待读研干部，符合晋
升和评功评奖条件的一视同仁。今年，
该旅就有几名外出读研的优秀干部顺
利晋升。

笔者在调查中发现，不少单位积
极为干部考研提供条件。海军某支队
让拟考研干部在考前一个月交付工
作，并邀请高校老师进军营开展辅导
讲座；空军某雷达旅副连长杨亮在报
名过程中身份验证出了问题，旅机关
立即派人代表组织出面协调，使问题
及时得以解决。
“在职考研是一条光荣的荆棘之路，

走过荆棘才能走上宽广的大道！”陆军工
程大学研究生院院长史小敏说。
（应受访者要求，本文中部分人物为

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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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了解相关信息，是在职干部成

功考研的关键。广大“研友”考研前一

定要对考研的考试方式、报考流程、考

试科目、复试调剂等有关流程了解清

楚。为给在职考研的战友提供服务，本

报从有关研招单位了解到以下信息：

考试方式

军队研究生招生考试按学位层次

分为硕士研究生招考和博士研究生招

考。硕士研究生招考由国家统一组

织，博士研究生招考由招生单位自主

组织。

报考流程

①每年9月份左右，军委机关下
达年度研究生招生计划。在职干部根

据单位的通知，逐级上报考研申请并

按程序审批；同时，报考硕士研究生

的，要按照当年教育部规定的考研报

名时间（一般为10月10日至31日）

登录国家研究生招生信息网进行网上

报名。报考博士研究生则要关注报考

单位发布的博士招生简章，按简章中

规定的程序进行报名。

②报名结束后，考点将组织硕士
考生进行现场确认，需考生本人携带

规定证件和相关证明材料到场进行确

认。预计在 11月上旬，具体时间以

报考单位或考点通知为准。

③12月初，通过审核和现场确认
的考生登录研招网下载打印准考证。

博士考试时间由各招生单位自主确

定。

考试科目

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统考初试一

般在每年12月下旬举行。硕士研究

生考试分为初试和复试，初试科目一

般分为四个单元，即思想政治理论（满

分100分）、外国语（满分100分）、业

务课一/数学（满分150分）、业务课二

（满分150分）；也有一些专业的考试

科目为三个单元（个别专业只考两个

单元），如教育学、心理学、临床医学硕

士等考试科目为思想政治理论（满分

100分）、外国语（满分100分）、业务

课（满分300分）。

复试组织

一般每年三四月份进行。硕士研

究生复试区分面试和笔试，达到招生

单位划定的初试基本线的考生可参加

复试，复试差额比例在 120%至 150%

之间。面试采取随机抽题、现场作答、

集中评议、量化打分的方式进行，面试

和笔试均按100分计，加权后计入总

成绩。博士研究生复试以面试为主，

可根据需要增加笔试环节。

录取调剂

一般在复试开始一周后进行。招

生单位根据考生初试、复试的加权总

成绩，确定最终录取人员。没被录取

的考生不要气馁，在规定的时间内通

过军队研究生调剂系统进行调剂，也

有录取的机会。

（素材提供：军事科学院研究生院

招生培养处）

在职干部
考研指南

本版内容中涉及的政策信息由有

关院校研招办提供，均为现行政策，后

续如有调整，请以主管部门的正式文

件为准

□鼓励干部考研读研，不仅关乎干部个人成长，更关乎部队战斗力建设成效
□考研路上的现实矛盾，既需要个人理性对待，也需要组织及时引导帮助解决

在职考研，走过荆棘路自宽
——对部队在职干部考研读研现状的调查

■朱桁冈 姜奇骏 冯 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