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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 7 月，2019 年大学毕业生士兵提干和优
秀士兵保送入学工作全面展开，共和国军官队伍
将补充新的血液。其中，优秀士兵保送入学是军
队基层干部的重要来源渠道，是当前部队吸收保

留高素质人才的一种方式。士兵保送入学的硬性
条件非常严格，每年能够达到保送入学要求的士
兵凤毛麟角。

据第 76集团军人力资源部门统计，这个集团

军去年优秀士兵保送入学名额有 28个，但最终符
合条件的人却仅有 26名。从普通战士跨入干部行
列，需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保送落选又该何去
何从？

第76集团军某旅上等兵、二等功臣王宏耀翻越绳网障碍。 杨晓栋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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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觉得自己生来

就是部队的人

梦想，近了。
难掩内心的激动，上等兵王宏耀和父

亲一同走上领奖台。在第76集团军某旅
年度表彰大会暨颁奖典礼现场，王宏耀家
乡的领导专程赶来，为他戴上二等功奖章。

这枚沉甸甸的奖章，承载着王宏耀
的荣耀与梦想。“有了这个二等功，就可
以争取保送了！”他兴奋地告诉记者，自
己从未感觉离梦想这么近。

王宏耀很想在部队长干。对于这个
在农村长大的孩子而言，从士兵变成军
官，意味着命运的改变。

士兵荣立二等功，可以选择退役转
业，也可以争取优秀士兵保送入学。

在很多战友眼里，已经24岁的王宏耀
选择退役转业更“明智”，因为他年龄偏大，
即便上完军校回到部队，发展空间也不大。

不过，王宏耀最初的愿望从未动摇
过。他觉得自己生来就是部队的人——
滑降训练，班长做一遍，他跟着做一遍就
能达标；队列训练，有人偷懒，他看到会
忍不住多说一句；攀登训练，有人半天学
不会，他会急得直跺脚。

同班的战友总说王宏耀是“戴着义
务兵的衔，操着连长的心”。

在优秀士兵保送入学的条件中，有
一条硬杠杠是“担任班长1年以上”。

刚刚接到班长命令的王宏耀激动地
说：“明年我就可以申请优秀士兵保送入
学名额了！”截至目前，他已经满足保送
入学的所有条件。

王宏耀的故事，也是大多数“保送
生”的故事。他们有一个共同的信念，就
是“追梦路上风雨无阻”。

看到王宏耀，六连副连长赵世朋想
起10年前的自己。

那时，赵世朋还是个“什么都不懂”的
新兵，但他就是羡慕军官，一心想“提干”。

战友们经常见到这个新兵追着班长
问：“班长，怎样才能‘提干’？”
“你连军衔都没有，还想‘提干’？”班

长笑着回了一句。
自此以后，“赵排长”这个绰号就流

传开了。
“想‘提干’有什么不对？不是都说‘不

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吗？”因为总
是被战友调侃，“赵排长”也有些委屈。

当通过异常艰苦的努力取得保送入
学资格，真的成为“赵排长”后，赵世朋忍
不住要感激当初那个有点“傻”也特别
“倔”的自己。

保送入学，是一条充满挑战的艰难
之路，也是一场异常残酷的淘汰赛。
“前些年，旅里每年优秀士兵保送入

学的名额仅有1到2个。这两年名额有所
增加，但最多的时候也只有5个。”旅政治
工作部人力资源科科长李胜现解释道。

去年，旅里就有 11名士兵荣立二等
功。随着每年立功的人数增多，申请保送
入学的士兵越来越多，竞争变得越发激烈。

已是中尉的马新庆，常回想起自己
“提干”前一年的经历。那次，他不慎从
“跨越天堑”的钢丝上摔下来，造成脚踝
粉碎性骨折。
“难道自己真的废了？梦想到此为

止了？”躺在病床上的马新庆曾质疑过自
己。最终他顶着压力，以全优成绩完成
所有考核，成功取得保送资格。
“成功总是青睐奋斗者。”纵观该旅

近年来优秀士兵保送入学情况，可以得
出一个结论：能够坚守初心的士兵才能
把梦想变成现实。

一张来之不易的

“入场券”

副连长赵新航是通过优秀士兵保送

入学渠道成长起来的干部。3年前，还
是中士的他以 1个二等功和 1个三等功
获得保送入学资格，肩章上的“枪”变成
“星”，成为一名“保送生”。

《关于改革从优秀士兵中选拔培养
基层干部办法的通知》中明确了优秀士
兵保送入学的相关条件——至少获 1次
二等功以上或2次三等功以上奖励。

对很多想“提干”的士兵而言，这个
条件是最“硬”的一道杠。

想要“提干”，别无他途，唯有靠奋斗
“杀出重围”。

赵新航保送入学的历程就是一部
奋斗史。当兵第 2 年，赵新航就出名
了——他出人意料地夺得尖子兵比武
第一名。

这是一个全旅范围内的综合性军事
大比武，从攀登、障碍、武装越野到战斗
射击、极限体能，涉及课目多、难度大。
在旅史上，还没有哪个义务兵闯进这个
比武前5名。

随后，赵新航参加了原军区创破纪
录比武竞赛。由于临场发挥失误，他仅
获得第 3名。对于原本信心满满的赵新
航来说，这一打击是巨大的——他甚至
萌发了“两年后就回家”的想法。

转变出现在之后的一次比武中。不
再参赛的他作为保障人员，负责比武场
地的维护。结果一到比武场，赵新航发
现，前来参赛的大部分人都是昔日的对
手，不少人还曾是自己的“手下败将”。
“就这样放弃吗？”赵新航心有不甘，

他暗下决心，下次一定重回比武场，再次
证明自己。当年，全军特种兵比武开赛，
他重整旗鼓，斩获一枚金牌、两枚铜牌，
荣立二等功。至此，赵新航达到了优秀
士兵保送入学的全部条件。

一名“保送生”的奋斗史，就是靠过
硬素质赢得这张“入场券”的过程。比武
场、演训场是他们证明自己能力的最好
舞台。

去年通过优秀士兵保送入学“提干”
的李鹏飞，参加过旅里的尖兵比武，也参
加过“金鹰-2014”国际特种兵狙击手比
武，还在“团队精神”国际比武中夺得金
牌。最终，李鹏飞荣立 1个二等功和 1个
三等功，成功“提干”。“有过成功的喜悦，
也曾在放弃的边缘挣扎。不过，我还是
坚持下来了。”他感慨道。

这些来之不易的奖章，代表着“保送
生”们过去的辉煌和荣誉，也激励着他们
不断发起下一轮冲锋。

谁 能 成 为 那 个

“幸运儿”

“26岁是道坎儿。”上士刘发从入伍
时就听老班长们这样说。

优秀士兵保送入学的最高年龄是
25岁，如果获得二等功则可以延长1年。

如今 31岁的士官刘发，回想起 5年
前的那一幕，感觉仿佛就在昨天。

那一年，刘发错过了最后一次优秀
士兵保送入学的机会，从此彻底与军官
无缘。
“凡是有不符合保送入学条件的，均

不予推荐。”该旅政治工作部人力资源科
工作人员解释，每年旅里会组织优秀士
兵保送入学人员摸底，而后对保送入学
对象的资格进行审查筛选。

人员摸底通常从每年 3月开始，由
基层连队推荐人选，而后逐级将具备保
送入学条件的人员上报至旅人力资源
科。据了解，去年这个旅所属各单位共
推荐上报 10人。人力资源科进行档案
审查时，刷掉了年龄、学历、骨干任职等
情况不符合要求的5名士兵。

除了严格的档案审查，还有严格的
体格检查。去年 6月，该旅有 5名士兵参
加集团军统一组织的士兵保送入学体格
检查，其中 2人体检结果为“不合格”。
根据《军队院校招收学员体格检查标准》
相关规定，这两人被淘汰。
“士兵保送入学，要经历多重洗礼。”

旅领导补充说：“政治审查不合格、军事
训练科目考核不及格、心理素质测试不
合格并经医疗机构确认的，都不得列为
士兵提干或保送入学对象。”

是不是通过了所有考核审查，就可
以推荐上报呢？当然不是。还要看上级
分配的名额。当符合条件的人数超过推
荐上报的名额时，需要旅党委研究决定。
“一方面，可以向上级申请增加优秀

士兵保送入学的名额；另一方面，在考核
审查通过的同等条件下，旅党委会根据
军事训练、平时表现、参与大项任务的情
况进行综合考量。”旅领导告诉笔者，荣
立二等功以上奖励表彰或参加过全军、
国际大项比武竞赛活动并获得前 3名的
士兵，可以优先推荐。同时，在伞降、爆

破等关键专业领域工作实绩突出的士兵
也可以优先推荐。

对此，正在陆军特种作战学院学习
的林治世深有体会。去年，他第二次荣
立三等功，满足了“优秀士兵保送入学”
的标准。当时，这个旅的推荐名额仅有
3个。经过层层选拔后，林治世成为其
中一个“幸运儿”。

“提干”并不是唯

一的出路

刘刊哭了。
站在退伍老兵代表的发言台上，当

着全旅上千名官兵的面，他哭了。
眼泪带着不甘、委屈、舍不得，重重

地砸在他手里的发言稿上。
“这应该是最后一次在部队发言

了。”发言逐渐接近尾声，那双有力的手
竟有些颤抖。

假如保送成功，刘刊就不会做出这
个痛苦的决定。对他而言，“提干”是一
个长达5年的奋斗计划。

2013 年，刘刊高中毕业参军入伍。
临行前，他戴着大红花在父母面前立下
誓言——在部队好好干，一定要改变命
运。

来到部队，刘刊才明白，自己学历不
占优势，如果训练成绩再不突出，梦想就
脆弱得如同泡沫。

一开始，刘刊就很疯狂，如同《士兵
突击》里的许三多。在最热的季节，也能
看到他全副武装，身上、腿上绑满沙袋，
在崎岖不平的山路上来回奔跑。即使脚
底打了泡、肩膀磨出血、双腿酸得发抖，
他依然坚持。

仅用了 2年时间，刘刊就入了党，打
破了师里攀登课目的训练纪录，荣立了
个人三等功。作为优秀士兵保送入学的
梦想在他脑海里倔强生长……
“只要再立 1次三等功，就可以达到

条件。”目标就在前方。没有犹豫，刘刊
向连队递交了留队申请书。

2017年，他报名参加集团军特种侦
察骨干比武，一举夺得两个侦察课目的
冠军，再次荣立个人三等功。

但由于名额受限、竞争激烈，刘刊最
终还是落选了。这次落选意味着年满

25岁的他，几乎没有机会跨入军官的行
列。

3个月后的退伍季，刘刊决定离开，
无论“谁劝都不好使”。

走？就这么走了？
哭着走下发言台的刘刊，有点怀疑

自己当初的决定。
那晚，旅参谋长雷仕国来了。在刘

刊心里，平易近人的雷参谋长一直像个
大哥一样。
“改变命运的方式有很多，保送并不

是唯一的出路。”雷参谋长劝他好好想一
想，“就要选取士官了，留下来吧。”

那晚过后，不知是部队的温暖，还是
领导的真诚，抑或是自己的不甘……总
之，退役名单上少了一个人。

年底，陆军“精武-2018”比武展开，
担任参赛班小组长的中士刘刊走上了比
武赛场，与来自全陆军的 243 支队伍展
开了激烈角逐。最终，刘刊所在组取得
全军第13名的好成绩。

命运似乎又为他打开了另一扇窗。
刘刊被旅里评为“军事训练标兵”，又被
评为感动旅队“十大人物”，接着又荣立
了个人二等功。

灯光汇聚，觉醒仿佛就在一瞬间。
对刘刊来说，成功被赋予了新的定义。
“现在回想起来，自己当初还是不够

成熟，面对挫折，甚至有点软弱。”刘刊羞
涩地说。
“提干”落选，何尝不是一次换羽新

生？指挥保障连上士张康回忆起自己当
兵第 5年时的场景——24岁的他距离优
秀士兵保送入学还差 1个三等功。为了
“提干”，张康选择留下继续服役。

然而，一年时间转瞬即逝，张康并没
能获得第 2个三等功。“提干”的失利让
张康难以接受，可当他看到身边的一些
士官不断在部队建功立业时，他明白，
“提干”并不是唯一的出路。

其实，当张康踏入军营的那一刻，命
运就在发生改变。此时此刻，他需要做
的，就是一如既往地走下去……

“努力做大师傅，

带出好徒弟”

去年两会期间，习主席在出席解放

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全体会议时，勉励
在座的士官代表说，努力做大师傅，带出
好徒弟。

作为目前陆军唯一的高级狙击技
师，三级军士长陈明当兵 18年，为部队
培养了2000多名狙击手。

陈明也经历过“提干”落选。25 岁
前，他不够“提干”的标准；等够标准时，
他年龄又超了。

不过，对于成功，陈明有自己的独特
理解——无论军官还是士兵，把专业做
到极致即是成功。
“因为热爱。”陈明一直坚守着他的

岗位，“在这里，我能享受到突破自我的
那种喜悦。”

一名旅领导谈到，对于那些“提干”
失利的士官，旅里总会格外关注他们的
成长进步。
“提干”失利后，时为下士的符兴泽

通过自己的努力，成长为旅里维修坦克
的技术大拿。

几年前的一场对抗演习中，“红”
“蓝”双方斗智斗勇进入白热化。突然，
红方两辆主战坦克负重轮被敌方火箭炮
炸损。紧急关头，随战车出征的符兴泽
站出来说：“让我来试试！”

他和战友快速搬出一个类似千斤顶
的装置，几十秒后，这个装置轻而易举地
顶起了负重轮。4分钟后，两辆坦克重
新启动。像这样的革新器材，符兴泽曾
先后研制出一百多个。

如今，已经是一级军士长的符兴泽
依旧不知疲倦地坚守在一线，不断攀登
着自己军旅人生的一个又一个高峰。

像张康、陈明、符兴泽一样，那些经
历“提干”失利却依旧铆在岗位上的士兵
还有很多。

装步三连上士杨海红，3年前曾错
失保送入学机会。此后，他没有气馁，反
而训练得更加刻苦。近年来，他多次在
比武竞赛中摘金夺银，表现突出。

前不久，杨海红参加上级组织的岗
位练兵比武，一举夺得三项第一。庆功
会上，不少战友向他祝贺，他却说：“士官
‘官’小作用不小。我一定努力做排头
兵，带出好徒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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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第76集团军某旅优秀士兵保送入学状况的调查——

一 名“ 保 送 生 ”的 奋 斗 史
■王钰凯 李柏林 张石水 本报特约记者 相双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