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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权威解读

记者：今年士官选取工作总体思路

是什么？

负责人：2019年度士官选取工作总
体思路是：全面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
着眼实现军事人员现代化，以服务备战
打仗为根本指向，突出重点战略方向、
新型作战力量和主战专业岗位，加大中
高级士官保留力度，有序有力抓好总体
调控和重点保障，切实把部队紧缺急需
骨干人才选好留足，为实现党在新时代
的强军目标提供人才支撑。

记者：今年士官选取工作时间是如

何安排的？

负责人：今年士官选取工作继续区
分夏秋季和冬季两次组织实施，即“一
年两选”。具体为：

2013 年夏秋季以后入伍士兵的选
取。士官选取和晋升军（警）衔工作于 8
月初展开，9月 10 日前结束，下达选取
和晋升军（警）衔命令时间统一为 9月 1
日，11月底前完成注册。

2012 年冬季以前入伍士兵的选
取。士官选取和晋升军（警）衔工作于
11月初展开，12月 10日前结束，下达选
取和晋升军（警）衔命令时间统一为 12
月 1日，2020年 1月底前完成注册。

直接招收和定向培养士官的选
取。直接招收士官，随 2012年冬季以前
入伍士兵的选取工作一并组织实施，下
达选取和晋升军（警）衔命令时间统一
为 12月 1日。定向培养士官，随 2013年
夏秋季以后入伍士兵的选取工作一并
组织实施，下达选取和晋升军（警）衔命
令时间统一为7月 1日。

记者：今年对士官选取计划调控有

什么新举措？

负责人：为提高选取计划落实率，
今年明确，各级在年度士官选取晋升总
计划内，可结合实际对四级军（警）士长
以下各衔级士官选取晋升计划进行调
整，大单位（军委机关部门）总体调整数
量控制在总计划的 10%左右；选取计划
未完成的应当及时报上一级单位调剂
使用。

记者：今年在士兵人才选取保留上

有哪些特殊优惠政策？

负责人：为满足部队练兵备战需
要，今年确定将 8类士兵纳入优先保留
范围：⑴主战专业、高技术专业以及危
险岗位士兵人才。⑵参加过重大军事
行动的士兵骨干。⑶新调整组建单位
和新型作战力量紧缺急需的士兵骨
干。⑷大学生士兵、直接招收和定向培
养士官、院校毕业士官学员，以及参加
年度士官资格培训、升级培训或应急培
训的士兵。⑸荣立三等功以上奖励、受
到师旅级以上单位表彰的士兵。⑹长
期在作战部队基层一线工作、担任班长
以上行政职务的优秀骨干。⑺参加师
旅级以上单位军事考核比武获得名次
的士兵。⑻在高原部队、边防部队服役
的从高原地区入伍的士兵。

同时，考虑到改革期间部队编成和

武器装备变化实际，专门出台 3个方面
特殊保留措施：⑴对上述优先保留的 8
类士兵，因部队整编、装备换型或者编
制受限无法保留的，报上级机关政治工
作部门统筹解决，特别优秀的可在全军
范围内调整保留。⑵因部队整编、装备
换型等原因调整专业岗位的士兵选取
各级士官，可不受现行从事本专业工作
时间规定限制。⑶对主战岗位紧缺专
业士兵，符合选取条件的，原则上应当
全部予以保留。

记者：正在参加培训、执行特殊任

务以及在文职人员岗位顶岗使用的如

何选取保留？

负责人：为切实维护好这部分士兵
的正当权益，年度选取政策专门明确：
⑴正在参加士官资格培训、升级培训、
新装备培训且面临选取或者晋升军
（警）衔的士兵，纳入送训单位年度士官
选取晋升计划予以保留。⑵因执行特
殊任务需要推迟选取或者晋升军（警）
衔的士兵，在文职人员岗位顶岗涉及选
取或者晋升军（警）衔的士兵，纳入所在
单位年度士官选取晋升计划统筹安排。

记者：今年士官选取在任职技能资

格方面有什么要求？

负责人：今年继续在中、高级士官
选取中实行士官任职技能资格制度，在
符合士官选取基本条件基础上，选取中
级、高级士官的应当分别具备中级、技
师以上技能等级资格。尚未开展相应
等级鉴定的专业（工种），选取中级、高
级士官的，分别由师旅级单位、军级单

位兵员主管部门，结合士官选取考评组
织相关专业主管部门进行认定，合格的
视同具备相应资格。

记者：各级都比较关注高级士官选

取配备工作，在落实选取政策上需要把

握哪些方面？

负责人：高级士官是部队建设的
中坚力量，是士官队伍中的“大师
傅”，是广大士兵心中的“兵王”，抓
好高级士官选取配备工作是各级的共
同责任。在具体政策执行落实上要准
确把握 3个方面：⑴在培训经历上，应
当经过中级晋升高级士官培训，既可
以是全军统一组织的，也可以是军级
以上单位自行组织的。⑵在学历层次
上，应当具备大专以上文化程度，包
括通过函授、自考等方式取得的学
历。⑶在专业时间上，从事本专业工
作时间原则上不少于 8年，因部队整
编、装备换型等原因调整专业岗位的
可不受这一时间限制。各级要坚持依
法办事，不能层层加码、设坎设障，
更不能搞“土政策”“土规定”。

记者：高级士官选取晋衔由哪一级

单位批准？

负责人：高级士官选取由军级单位
批准，晋升军（警）衔由大单位政治工作
部门批准，其中，军委机关各部门及直
附属单位（含军委直属机构）高级士官
选取和晋升军衔由军委机关各部门批
准；国防科技大学高级士官晋升军衔由
本校批准。高级士官选取批准前，由大
单位政治工作部门负责审核。

记者：今年对高级士官保留使用出

台了哪些新的政策？

负责人：为了更好地选拔保留和培
养使用高级士官，今年专门出台 2个方
面新政策：⑴部队练兵备战急需的高技
能人才，经军级单位党委研究可以适当
放宽选取条件。⑵因编制岗位调整、撤
销等原因未定岗定位的高级士官，由军
级以上单位统一调剂保留使用；确实无
法调剂使用的三级军（警）士长（含往年
未按期晋升的），可以晋升为二级军
（警）士长继续服役；往年未按期晋升军
（警）衔的二级军（警）士长，今年符合编
制岗位要求和晋升条件的，可以晋升为
一级军（警）士长。

记者：做好今年士官选取工作有哪

些要求？

负责人：今年是决胜实现国防和军
队建设 2020 年目标任务的攻坚之年。
各级要坚决贯彻中央军委决策部署，扎
实抓好宏观调控和末端落实，进一步向
练兵备战聚焦用力，紧盯战斗力生成提
高的关键要素、关键环节和关键岗位，
最大限度留住用好各类紧缺骨干，防止
人才流失和断档，不断提高士官队伍稳
定性。要严格执行明确的政策规定和
计划数量，严格落实各项纪律要求，坚
持公开透明、阳光操作，坚决防止违规
违纪问题发生，为选取工作营造风清气
正、官兵满意的良好环境。要深入研判
选取工作中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有针
对性地抓好教育管理和风险管控，加强
检查督导，压实主体责任，确保圆满完
成年度士官选取任务。

■突出新型作战力量和主战专业岗位 ■加大中高级士官保留力度

最大限度留住用好紧缺急需骨干
——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兵员和文职人员局有关负责人就2019年度士官选取工作答记者问

■杨光印 赵 帅 本报记者 张 琳

习主席指出，士官队伍是部队中非常基础的骨干力
量，这个队伍的稳定性很重要。当前，士官已经成为我
军数量最多、分布最广、扎根一线的人才群体，地位作
用越来越突出。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以来，中央军委机
关有关部门坚决贯彻习主席关于士官队伍建设的指示要

求，着眼士官队伍建设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认真研究
筹划，积极主动作为，在选拔配备、人才培养、骨干保
留、待遇保障等方面出台了一系列措施办法，取得了很
好的效果。

士官选取是加强士官队伍建设的源头性工作，也是

一项为部队战斗力建设举贤荐才、储备打赢能量的基础
性工作。2019年度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士官选取工作即将
全面展开，日前，本报记者就广大基层官兵普遍关心的问
题，采访了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兵员和文职人员局有关
负责人。

第76集团军某旅科学组织拟选取晋升士官集训，提高士官的专业素质和组织管理能力。

王云峤摄

直招士官首次授衔和确

定工资标准有关规定

直招士官首次授予军（警）衔，比

照同年度部队选取的士官进行，招收

的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其在国家规

定学制内在校就读的年数视同服现役

时间。直招士官在首次授衔确定工资

起点标准时，比照同年度部队选取的

士官，全日制大专和本科学历的高定

两个工资档次。

大学毕业生士兵首次选

取士官定级定衔规定

按照现行政策，取得全日制大专以

上学历的大学毕业生士兵，首次选取为

士官的，参照从地方非军事部门直接招

收士官的有关规定授予士官军（警）衔

和确定工资起点标准。其中：⑴对通过
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招生统一考试并经

省（自治区、直辖市）招生办公室统一录

取且取得全日制大专以上学历的大学

毕业生士兵，首次选取为士官确定军

（警）衔等级和工资起点标准时，其在普

通高等学校按规定学制就读的年数视

同服役时间。上述人员在实习期间入

伍且入伍后取得就读院校颁发的大专

以上学历证书的，在校就读的年数视同

服役时间。⑵初中毕业直接考入五年
制大专院校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在

校就读的最后 2年计为大专学制时

间。这部分人员首次选取为士官确定

军（警）衔等级和工资起点标准时，其大

专学制的2年视同服役时间。

士官选取、晋升军（警）

衔注册规定

各级对批准选取、晋升军（警）衔

的士官，应当逐级上报至军委政治工

作部主管部门进行注册，由旅（团）级

单位打印《士官注册登记表》或《士官

军（警）衔晋升报告表》，加盖相关印章

后装入士官本人档案，作为确认士官

身份和级别的依据。

资料整理：段石磊、方姝阳

工资标准、定级定衔规定

士官选取程序

依据《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役士兵

服役条例》《中国人民解放军士官管理

规定》《关于做好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

期间兵员管理工作的意见》等有关规

定，士官选取程序为：

1.本人申请。由本人在选取工

作开始前向所在单位党支部提出书面

申请。

2.基层推荐。由军人委员会组织

召开军人大会，以无记名投票形式对

申请人进行群众评议。基层党支部根

据群众评议结果，依据本单位选取指

标、选取条件和申请人服现役期内各

个年度考评结果进行集体研究，采取

口头、举手或者无记名投票方式表决

确定推荐对象。同一岗位申请选取的

对象较多时，可以排列先后顺序差额

推荐。

3.机关考评。由具有选取批准权

限单位的政治工作部门会同有关部

门，对推荐对象进行选取考评，择优提

出预选对象名单。高级士官选取前，

审批单位应当组织专家对预选对象进

行专业考评。

4.选前公示。由具有选取批准权

限单位的主管部门将预选对象的群众

评议结果、考评成绩、从事本专业工作

时间、拟选取专业岗位以及编制等级

等内容进行公示。公示范围为：初级

士官在营连级单位，中级士官在旅团

级单位，高级士官在师旅级单位。公

示时间不得少于5日。

5.组织审批。由团级以上单位政

治工作部门提出士官选取方案，按照

士官注册的有关规定上报审核后，提

交党委集体讨论决定选取事项。属于

本级审批选取的士官，以军政主官名

义下达选取命令；属于上级审批选取

的士官，报经具有选取批准权限的党

委审批，并下达选取命令。

士官军（警）衔授予、晋

升程序

依据有关政策规定：⑴授予或者晋
升下士、上士、三级军（警）士长军（警）

衔的，结合士官选取工作进行，由具有

批准权限的单位以同一命令下达。⑵
晋升中士、四级军（警）士长、二级军

（警）士长、一级军（警）士长军（警）衔

的，由基层党支部根据有关规定提出意

见，逐级上报具有批准权限的单位审批

后，下达军（警）衔晋升命令。

士官选取、晋升程序

近段时间，指导员陈楠有了幸福的

烦恼：7月初士官选取摸底，中队34名即

将满服役期的上等兵中，有28名希望留

队。他急得不行，“手心手背都是肉，留

队名额没有那么多，谁走都舍不得。”

陈楠所在的武警江苏总队某支队，

这两年“井喷式”的留队“热”现象，与前

两年“跳水式”的留队“寒流”形成强烈反

差。争相留队为哪般？除了“工资福利

稳步提升”“风清气正有盼头”等因素外，

笔者在调查时还发现了另外的答案。

“因为年轻，所以还有机会；因为热

爱，所以还想再拼一次。”很难想象这条

正能量满满的朋友圈留言是来自一个

刚得知自己优秀士兵提干未能如愿的

上等兵。

熟悉李梓瑄的人都知道，过去这一

年，这位上等兵的变化真不小。去年4

月，因为体制编制调整改革，李梓瑄和

其他 22名女兵从总队通信站调入支

队，环境变化带来的挑战不可谓不大，

李梓瑄却说：“原以为我会迷茫彷徨，不

承想在这里却找到了另一个实现价值

的平台。”

入伍前，李梓瑄是一名本科毕业生，

由于有演讲特长，她代表支队参加了总

队演讲比赛。那段时间，她一遍遍对着

镜子练手势，不厌其烦地修改演讲稿。

当站到舞台上的那一刻，看着战友们期

待的眼神，她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成就感

和满足感，觉得付出再多辛劳也值得。

战友们投向她的眼神也让她心里埋下了

扎根军营的种子：我的军装还没穿够，我

的梦想还未实现，我的青春只有在军营

才无悔！

“当兵就当能打仗的兵，当兵就当打

得赢的兵。”下士李涛说，自己选择继续

留队是因为部队浓厚的打仗氛围。他清

楚记得今年一季度的“魔鬼周”。在24

公里武装越野前夕，副小队长曾海飞的

脚踝意外受伤，面对突如其来的变故，没

有人选择放弃，大家心中有着相同的信

念：就是抬，也要把战友抬过终点。面对

湿滑的山路、险峻的深渊，战友之间有的

只是无声而坚定的彼此支撑。到达终点

的那一刻，他真切地明白了什么叫“不抛

弃不放弃”……

栽下梧桐树，引得凤凰来。中士杨

波贤在妻子的支持下，又一次向中队递

交了留队申请书。今年春节，中队党支

部主动邀请杨波贤家在广西的妻子带

着不满周岁的孩子来队过年。大家围

在一起包饺子、聊家常、演节目，浓浓的

大家庭氛围让本来希望杨波贤退伍陪

伴自己的妻子明白了丈夫为何割舍不

下这身军装。

脸上洋溢着微笑，是采访时官兵给

笔者留下的又一深刻印象。去年选取

为上士的李仁冬告诉笔者，社会对军人

尊崇度的提高也是战士们申请选取士

官时考虑的重要因素。军人外出可以

穿军装，士官休假规定更加人性化，智

能手机使用落到实处……近年来军队

推出的改革举措，让他们感受到越来越

多的职业荣誉感。不为“后顾之忧”扰

心、不为“沉疴积弊”劳形、不为“繁文缛

节”分神，在这样的环境中干事创业自

然心情舒畅。

国家把战士放心上，战士把使命扛

肩上。相信，随着政策“红利”的进一步

释放，“争相留队”将是一道再常见不过

的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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