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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策划

锐视点

我们的故事——

当专业已成往事，回

首最初的梦想

深夜，政治工作部保卫科干事李坤
终于结束了一天的工作，最后一个从办
公室出来并关上门，踩着营区大道上昏
黄的灯光慢慢往宿舍楼走去。
“工作嘛，干什么都一样。”当笔者问

起是否喜欢保卫这一行时，这个戴着一
副近视眼镜的瘦高个儿淡淡一笑。

据李坤自己说，在去年旅调整组建
之前，他曾在团宣传股负责新闻报道工
作。而在借调到团机关之前，自己是一
名主战连队的侦察排排长。再往前，毕
业分配到部队时的第一任职岗位是修理
连排长。最令人意外的是，李坤在大学
所读专业竟是弹药工程与爆炸技术。

大学期间，李坤非常喜欢自己的专
业，一直梦想毕业后成为一名研究弹药
技术的专家。然而，从毕业那天开始到
今天，5年多的时间里，自己所学的专业
知识就再也没有派上用场。

在连队时，专业没有了用武之地，再
加上两次换岗，李坤感到自己在指挥专
业难有建树，索性选择转行。一路兜兜
转转，才有了今天的这位保卫科干事。

然而，相比于对走上保卫工作岗位
多少有些无奈的李坤，另一个人对此却
是梦寐以求。
“你说的是我们连的‘法官排长’

吧？”在来到支援保障连寻找修理排排长
谢希时，笔者对战士们口中的这个“法官
排长”外号很感兴趣。

对于这个外号，指导员向笔者道出
原委：谢希是一个“到哪里都带本法律
书”的干部。有一次开会还被上级发现
并当场批评。事后，连队战士就给他起
了这个外号。

找到谢希，这位高大帅气的年轻小
伙子讲出了他的故事。谢希毕业于西南
政法大学侦查学专业，法学学士，对于自
己的专业，他称之为“信仰”。曾经在暑
假赴贵阳市刑警队实习的他，甚至协助
警方破获了多起刑事案件，他的女朋友
也一直想让他成为一名检察官。但是毕
业分配参军入伍后，他却来到了专业领
域完全陌生的支援保障连。

面对所属排的修理专业，谢希一度心
里很抗拒，“不愿学，也学不懂”。他对专
业的态度让排里的老士官很有意见，他自
己也感到度日如年。指导员为了让他找
到点“归属感”，就让他担任连队风气监督
员，“同时，该给他压担子就压担子，让工
作上的充实驱除他心理上的纠结。”
“现在连队工作很多，我每天任务也

重，法律已经从我的专业变成业余爱好
了。”如今的谢希，只是在休息时间还在
为参加国家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做准备，
同时也等待着能有进入旅保卫科或者纪
检科工作的机会。

在这个旅，像他们这样的干部还有

不少。笔者在对该旅干部调查中发现，
全旅干部专业不对口率为五分之一，其
中绝大部分为副营职以下。而在全旅副
营职以下的干部队伍中，这个比率达到
了四分之一。

运投科助理许道荣的原专业是高炮
指挥、防化连指导员张红利的原专业是
装甲兵指挥、侦察排排长何伟的原专业
是食品科学与工程……

我们的困难——

这是一个永远无法

消除的余数

走进该旅人力资源科，笔者发现，今
年的新干部分配已经完成，专业对口率
为 90％。因为国防生制度的调整变化，
这个数据达到了近年来最高。但是，这
仍然意味着，还有 10％的干部从军旅生
涯一开始就要面对“用非所学”的问题。

为此，人力资源科科长王波峰给出
了解答。
“学炮兵的去炮兵连，学步兵的去装

步连……新干部的分配都是按照所学专
业来进行，但是要做到 100％，‘用即所
学’，几乎不可能，这是一个无法消除的
余数。”

对于新毕业的干部来说，去基层连
队任排长是部队人才建设的政策要求，
但是这时候，矛盾就出现了。

除了院校招生计划和 4年后部队的
岗位需求存在一定滞后性外，还有很多

专业性强的专业在基层部队根本没有相
关对口岗位。还有一种情况，同一专业
同时分来几名干部，但是岗位只有一个
或者很少，那就肯定会有人专业不对口。

对于这些原因，信息保障科参谋杜
亚锫和部队管理科参谋王轶阳两位女干
部可谓印象深刻。

杜亚锫毕业于会计学专业，但是同
年毕业时仅自己同校同专业的同学就来
了 2个，而财务科需求只有 1个。再加上
全旅并没有女兵编制，只有卫生连和指
挥通信连有适合女干部的岗位，对于这
几个“宝贝”女干部，旅里只好安排她们
借调至机关。而王轶阳所学专业是英
语，找遍全旅也没法对口分配，后来也是
因为与杜亚锫同样的情况，来到了部队
管理科。

王波峰还说，这个问题不仅体现在
新干部的第一任职岗位分配上，同样也
贯穿于年轻干部后来的成长之路。

修理二连指导员银汶邦专业本是
防空兵指挥，第一岗位也是对口的防
空营排长，但在后来晋职晋衔时，却遇
到了防空营编制满编的情况；合成一
营副教导员张全此前一直在运输连、
修理连等保障分队任主官，也曾在保
障部机关帮助过工作，而今年干部调
整期间，所有保障专业的分队和机关
副营职岗位都没有空缺，他只能调整
至合成营。
“这种情况下，干部的成长是第一位

的，不能唯专业论。”王波峰解释说。
走出人力资源科办公室，笔者感慨

良多。那么，这些专业不对口的年轻干
部如何在工作中破解这个困扰呢？

我们的感悟——

政治干部并非是“万

金油”

在那份对该旅青年干部专业不对口
率的调查中，笔者发现一个有趣现象：所
有专业不对口的机关干部中，保障部和
参谋部人数较少，而大部分都在政治工
作部。

虽然思想教育工作跟自己专业完全
不对口，不少东西都是从头学的，宣传科
干事李栋对自己现在的工作还是感到得
心应手，脸上也充满自信。当问起这位
毕业于电气工程系的教育干事如何走到
今天时，他说是多少有些“机缘巧合”。
“大家不是都常说，军事过硬去参谋

部，笔杆子硬去政治工作部嘛。”
没有技术就没有装甲兵。刚到连队

当排长时，李栋利用大学所学专业很快就
在排长岗位干得风风火火，两年的基层排
长履历充实而丰富。这时候，有人就建议
他去机关“锻炼一下”，但是，自己究竟该
去哪个科室呢？直到后来听到“能说能写
就去政治部”，甚至有人调侃“政治干部就
是万金油”，再加上他文字能力还不错，就
这样来到了机关。

但是，对于和他同校毕业的学长——
支援保障连指导员王才天来说，这个政治
主官当得可没那么轻松。

王才天大学专业是新闻学，毕业没多
久，这个科班出身的人才就被团宣传股

“挖”了过去，当过两年新闻干事之后，他
顺利成为一名政治指导员。
“按理说我的专业干指导员很合适，

但事实并非如此。”新来的指导员王才天
也就懂些基本的指挥技能，在保障连这个
专业多而杂的分队，“专业上插不上话”的
他半年内都觉得自己在战士面前威信不
够，远远不如工兵出身的连长。

政治干部是“万金油”吗？
“政治工作不能以专业定位，这项工

作从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观点来看，它是方
法论。”该旅政治工作部主任唐山说，在基
层部队，政治干部首先要是合格的战斗员
和指挥员，然后才是政治教员，做好军事
工作才是开展好政治工作的基础。

对此，人力资源科的工作也给出了
有力证明。“政治干部也是按照专业来配
备的，学过某专业、懂某专业的政治干部
优先考虑某对口专业岗位。”

我们的成长——

既有“有意栽花”的

科学浇灌，也有“无心插

柳”的意外收获

走在该旅营区内，你随便问一个人，
胡存刚这个名字，可以说无人不知。

当年，以军区第一名优异成绩提干
的“红九连”“益林战功班”班长胡存刚，
如今已是榴炮三连的优秀指导员。但
是，谁又能想到这位传奇人物在上任之

初，也经历了一番艰难岁月。
胡存刚从入伍当战士时就是正儿八

经的步兵，提干后在军校也是学习步兵
专业，可如今却成了炮兵连主官。起初，
自尊心极强的他不愿被人看扁，坚持用
自己步兵的老一套来带兵，结果被几个
老士官和训练尖子在连队议训会上多次
“发难”。

“基层连队带兵并不需要太高深的
专业知识，况且，我也不是步兵专业的权
威和专家。说到底最终还是要回到训练
实践中，这方面，两个专业其实本质上是
一样的。”

为了补上这一课，胡存刚也顾不上
“隔行如隔山”的困难，几个月埋头钻研
和低头请教，找到了步炮两个专业的相
似点，终于拨开云雾见青天。

最后，胡存刚通过自己培养一个“零
基础零专业”的义务兵，一举拿下旅报话
兵比武第二名的好成绩，令全连战士对
他的带兵训练能力刮目相看。

相比于胡存刚上任之初的焦虑，同
样是步兵出身的修理一连连长肖朝阳却
是另一番心情。
“能来修理连我很高兴，这是对我个

人能力培养和提升的一个得天独厚的平
台。”连队主要以装甲维修专业为主，这
对于曾经的装步连副连长肖朝阳来说简
直是“免费培训班”，带兵的过程中他也
不断在学习，填补了自己对很多主战装
备的技术空白。另外，保障分队在军事
基础课目训练上普遍偏弱，步兵出身的
他则利用自己的长处带领全连官兵补上
了这一短板。
“大部分干部都是本科学历，本科学

历是普通高等教育，专业也只是一级学
科。再者，干部是会成长的，成长中也会
不断学习新的知识，而基层工作更具实
践性，学习新知识完成岗位转变并不
难。”政治工作部主任唐山坦言。他还补
充说，对于干部的成长，要注意“有意栽
花”和“无心插柳”的结合。“这种情况下，
组织不能完全不管，必要的人才成长规
划是要有的，我们要尊重每一名干部的
专业知识；但是，我们也要允许‘余数’存
在，这会给干部的成长带来很多意想不
到的惊喜。”

说到这个惊喜，没有人比装步一连
连长张佳成更有体会了。

工程兵指挥专业毕业的张佳成，从
步兵排长到作训科参谋，再到连主官岗
位，再也没有捡起过工兵专业。但这一
路走来让他“脱胎换骨”，特别是任作训
参谋时的积累沉淀。在一年的外场参谋
期间，自己多次指导分队训练，得到了旅
领导赞许。最后，他便被直接提任主战
连连长。
“可能以后还是没有机会再回归本

专业。但是，我更加期待其它专业给我
带来的惊喜。”说着，这位年轻的连长脸
上露出自信的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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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科班出身”如何实现华丽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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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迟 雷兆强 闻苏轶

“夏鹏飞，防化连。”

当听到人力资源科干事念到自己名字时，站在队

伍里的新排长夏鹏飞虽然脸上毫无波澜，内心却和眼

前的阴雨天一样昏暗。本来还想着要不要去问问机

关的人，可最终还是没有开口。

就这样，毕业于陆军工程大学军用桥梁分队指挥

专业的夏鹏飞与工兵连擦肩而过，跟着防化连指导员

张红利，一起去往那个陌生的连队。

进入冬季，四川盆地的天气总是灰蒙蒙的，又下

起小雨。营区潮湿的林荫道上，夏鹏飞背着背囊，吃

力地提着行李。排长生涯的第一天，就这样开始了。

“干部没有专业，只要5000米能跑及格就行。”来

到连队不久，他就担心起自己的专业，而四级军士长

乔战峰却这样告诉他。连队其他战士也大都认为，干

部就是负责管好和带好连队的，组织专业训练那是士

官的事。

从战士口中得知老排长罗恺奇和指导员张红利

也是“半路出家”后，夏鹏飞决定去“请教”他们。

毕业两年多的罗恺奇以“前辈”的身份劝告他，不

要再去想大学的专业了，练体能、写教案、出黑板报、

拉歌……这些都是排长的“专业”。

“那大学学的专业岂不是白费了？”面对新同志这

“稚嫩”的反问，罗恺奇干脆不再解释，“你跟着连队走

就行了”。

犹豫再三，夏鹏飞还是敲响了指导员张红利的房

门。可进门没几分钟，指导员一句“这个问题不需要

探讨，大家都是这么过来的”，直接让夏鹏飞不知所

措。专业用不上，工作怎么开展，那“这些年”又怎么

过？

来到训练场，喷火器作业、防化侦察侦测作业、洗消

作业……连队战士们正在热火朝天地训练，这位年轻的

排长被眼花缭乱的各类装备所震撼。夏鹏飞心里又想

起老班长的那句话：“干部没有专业”。

此时，没有人会知道，在训练场最不起眼的一角，

这个中尉领章还一尘未染的排长，心里正翻江倒海：

干部，真的没有专业吗？

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在专业

对口的情况下，在自己熟悉的领域开展

工作，这当然是最理想的结果，也能很快

发挥自己的作用。但是，如果转入另一

个陌生的领域，除了要花费大量时间从

头开始外，还会有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

面临的挑战不言而喻。

正因如此，一些刚刚从大学校园来

到基层部队的新干部，面对“专业不对

口”时，常常会抱怨“生不逢时”；还有不

少干部因为编制岗位等原因，不得不面

对离开“老本行”，到陌生的领域去面对

困境与挑战……那么，“术业非专攻”的

这类干部群体能否在“专业不对口”的岗

位实现逆袭呢？

华为创始人任正非最早是以基建工

程兵身份入伍的，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

在哈佛大学修的是法律专业，阿里巴巴

创始人马云毕业于杭州师范学院外国语

系……我们不难发现，这些成功人士所

从事的专业都与第一专业无关，但这并

不妨碍其后来取得的成就。这是因为，

专业知识只是基础，现实岗位需要的是

远比专业知识更复杂的个人能力。

所谓“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接

受过科学系统高等教育的新一代干部，

具备优秀的学习能力，这才是人才的宝

贵之处。

与自然科学相比较，部队大多数工

作属于社会科学范畴。基层部队大多数

岗位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跨

界”实现华丽转身也并非难事。对于刚

刚到基层部队工作，没有实践经验的新

干部来说，进行全方位的锻炼，比守着专

业知识更为重要。要想成为一名合格的

一线带兵人，需要学会实践这门专业，这

虽然不同于课堂上、实验室里的学问，但

基本的学习方法都是一致的。

“导弹兵王”王忠心只有初中文凭，

却能精通导弹测控专业全部19个号位；

入伍仅8年的“时代楷模”王锐在经历主

战装备3次大的信息化升级改造后，依

然能成为年轻的“双特”两栖装甲尖兵；

“三栖尖兵”刘珪是从湖南大学弃笔从戎

的……我们在长期的基层工作中发现，

那些优秀的基层官兵代表，都是优秀的

学生。他们向领导学、向战士学、向同志

学，取众之长，补己之短，才造就了他们

的优秀。干部要走得更远，必须经过多

个不同专业岗位的历练与积累，才能成

为强军兴军的中流砥柱。举个例子，如

今的合成营营长在战场上要指挥的，是

以前步兵营或兵种营数倍的战斗要素，

仅靠单一的专业与技能根本无法胜任。

我们当然希望干部的成长规划能够

科学合理，达到“人尽其才”的地步。但

是，客观上的种种原因也造成专业不对

口这个“余数”不可能为零。在这个需要

复合型人才的时代，除了干部自身走出

一条适合自己的道路外，各级组织也应

该开拓创新，敢于起用新人，充分利用集

训、比武、培训等平台，采用以老带新的

策略，给干部的成长进步注入活力，加速

干部队伍质量建设。

“术业非专攻”亦可专攻
■蒲 毅

高原实兵对抗演习中，工程兵指挥专业出身的一连连长张佳成带领全连顺利完成迂回穿插任务。 杜泽南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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