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5 军营观察E-mail:jbjygc@163.com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３０日 星期一责任编辑/林飞

记者调查

士官作为士兵队伍的主体，是打

赢未来信息化战争的重要力量支撑。

他们既是信息化武器装备的主要操作

者、维护者，也是实现作战决心意图

的执行者、实践者。

近年来，我军士官队伍学历结

构、文化素养不断优化，士官队伍建

设知识化、专业化、综合化、职业化

水平稳步推进，这与一批批直招士官

走进军营、发挥作用有着密不可分的

联系。

直招士官普遍学历高、阅历广、

思想活、学习和理解能力强，这是他

们的优长所在。但也不能否认，少数

直招士官学历高却能力低、阅历广却

实践少、思想活却顾虑多，如何让他

们思想作风更硬，适应能力更强，发

挥作用更好，已成为各级领导和一线

带兵人亟需关注和解决的问题。

在教育引导中端正直招士官的思

想态度。要帮助他们走实“兵之初”。

新训期间，合理安排思想政治教育和

军事基础训练内容，及时消除理想与

现实之间的心理落差，使他们充分认

清不论学历高低都是普通一兵，养成

从小事入手、从点滴做起的良好习

惯。要帮助他们走出“低谷期”。直招

士官下连后，难免会因专业不对口、

领导期望高、工作压力大、生活节奏

快等原因暂时陷入“低谷期”。要做好

针对性教育引导，帮助他们及时摆正

心态、缓解压力、调整节奏、适应岗

位。要帮助他们走好“岔路口”。直招

士官入伍动机比较明确，军旅目标比

较现实，加之思想比较活跃，一旦目

标难以实现，在面对进退走留容易产

生顾虑。要引导他们正视理想与现实

的差距，真正把个人目标与部队需要

统一起来，立足岗位做最好的自己。

在岗位实践中校正直招士官的培

育之法。要摒弃急功近利思想。直

招士官虽然学历较高、悟性较好，

但对部队赋予的岗位仍有一个适应

过 程 ， 在 对 他 们 的 使 用 和 历 练 方

面，不能操之过急、揠苗助长，要

给 足 他 们 成 长 和 适 应 的 时 间 和 空

间，坚持由易到难、循序渐进，逐

步把他们的自信心和创造力释放出

来。要注重量体裁衣培养。从整体

看，直招士官有着相似的共性；从

个体看，直招士官又都有着自己的

专业、特长和不足。这就要求一线

带 兵 人 要 充 分 摸 清 每 名 士 官 的 底

数 ， 切 实 做 到 因 人 而 异 、 因 材 施

教，对适应能力强、转变角色快的

要多压担子、多给任务，对适应能

力弱、转变角色慢的要指定专人结

成帮带对子，促其尽快跟上节奏、跟

上队伍。要立足长远形成梯次。直招

士官与其他官兵一样，也都会有面临

进退走留的一天。要坚持“老中青”

相结合，坚持以老带新，突出中坚力

量和新生力量的培养和锻炼，形成梯

次搭配、可持续发展的良好格局。

在练兵备战中完善直招士官的使

用 机 制 。 要 结 合 战 备 训 练 多 给 任

务。在日常战备训练中多给他们一

些崭露头角、启发智慧的机会，对

于能够胜任军事训练任务的，要力

排众议、大胆启用，扬长补短、人

尽 其 才 。 要 结 合 重 大 任 务 多 压 担

子。在比武竞赛、演习演练等重大

任务面前，要善于把思想作风硬、

能力素质好、责任意识强的直招士

官放在关键岗位历练，让高素质人

才早一点接受实战的任务洗礼。要

结合选人用人多给机会。坚持用备

战打仗标准衡量和使用人才，进一步

完善直招士官业绩考评机制，切实把

思想端正、素质全面、作风过硬的直

招士官选出来、用起来。对于优秀人

才来讲，符合考学提干标准的，要多

鼓励多支持；不具备考学提干条件

的，要在转晋士官、立功受奖等方面

予以优先考虑；因年龄、军衔、岗位

等原因发展受限的，要勇于打破建制

壁垒，本着“专业对口、交叉互选、

单位互调”原则，尽力保留人才，切

实把个人的成长成才与备战打仗主业

有机统一起来。

让直招士官在火热的实践中茁壮成长
■杨军舰 赵 蓬

近年来，在中央军委和各级领导机关精心筹划和大力推动下，直招士官成
长的道路正不断延伸。伴随着强军兴军的铿锵步伐，一批批直招士官走出了
一条从莘莘学子到精武先锋的跨越之路，汇聚成一首首动听的战斗力建设交

响乐。
前不久，记者走进第 78集团军直招士官集训现场，聆听他们成长成才的心

路历程，探寻直招士官的“成长密码”。

入伍动机越明确，越

需要怀揣一颗平常心——

莫把阅历当资本，脚

踏实地走得稳

“与新兵相比，直招士官入伍动机
更加明确，做人做事也相对成熟。”在
第 78 集团军新入营直招士官集训队，
新训班长们的看法比较一致。

作为新训班长，某旅下士高成告诉
记者，他自己就是一名直招士官。大学
毕业后，他先到地方公司应聘干了一段
时间，对发展前景不太满意，于是报名
直招入伍。相对丰富的社会阅历，让高
成很快融入了集体。尤其让战友们信服
的，是他刻苦训练的劲头和令人羡慕的
成绩。
“直招士官普遍受过高等教育，

有的还踏入社会受过历练，年龄和阅
历上的优势，决定了他们更加清楚自
己想要什么。”集训队负责人、某旅
副政委张忠博介绍说，从今年刚入营
直招士官的现实思想看，想考学、提
干、转士官长期干的占多数，同时他
们又对能否适应部队紧张的节奏表示
担心，说到底就是总爱拿过去在地方
上学、工作的感受与部队作比较，一
旦感到在部队有落差，就容易产生思
想波动。

张豪祺是某旅无人机连航电检测
技师兼副班长，也是一名直招士官。
回首 3 年军旅生活，他坦言，入伍时
主要是因为社会就业压力大，听说部
队待遇不错就来了。得知所在的无人
机连刚组建，许多战友都是跨专业选
调过来的，张豪祺更觉得有一种莫名
的优越感。

这种优越感，来自他的阅历和学
识，因为他在大学学过有关无人机的知
识。起初，身边战友并不“买账”。直
到他率先成为无人机飞行训练的组训骨
干，身边战友渐渐认可了他。

与张豪祺的“一炮走红”相比，某
旅修理连直招士官、四级军士长项岩这
些年是稳扎稳打。2008 年，他满怀憧
憬来到部队。结果，分配的岗位与他所
学专业不对口，这无疑给他浇了一盆冷
水。可他很快调整心态，在车辆维修专
业一干就是12年。

日复一日的点滴积累，使项岩成长
为旅里的“大腕”。去年 5月，全旅组
织车辆维修专业比武竞赛，项岩发挥稳
健，最终以优异成绩获得第一名。
“我曾经也有一个军官梦，梦想没

有实现时也想过离开，但思来想去还是
舍不得走。现在看，这个抉择是正确
的。”走下领奖台，项岩说，对于直招
士官来说，社会阅历是把“双刃剑”，
用好了可以直面挫折、激发斗志，用不

好则会患得患失、瞻前顾后。
项岩的切身感悟，得到了许多

战友的赞同。去年夏天，某旅特战
三连中士张德昊从山东体育学院毕
业后直招入伍。他本想凭借出色的
身体素质在部队大展身手，没想到
身边战友都是特战队员，而且普遍
比自己年轻。

第一次 5公里武装越野，他拼尽全
力才跑到全连中游水平，这让他倍感失
落。如今，思想转过弯来的他，既刻苦
训练提高体能素质，又把更多精力放在
改进训练方法上。
“直招士官大都有一技之长，到部

队后都想发挥优长，在短时间内脱颖而
出。”该集团军人力资源处副处长赵蓬
说，直招士官想在部队证明自身价值的
初衷是好的，但不是所有人都能顺风顺
水，应避免急功近利思想，否则一旦遇
到困难挫折，就容易失去信心，甚至一
蹶不振。

某旅机动通信营直招士官、中士陈
少恒告诉记者，直招士官什么时候能成
功，不仅取决于脚踏实地的努力和坚持
不懈的付出，还要有一颗平常心。
“任何一个群体，有主角就有配

角。我们要做的，就是让直招士官这
个群体中更多的人成为主角。”该集团
军领导介绍，今年的直招士官集训，
他们不仅指定各旅领导登台授课，还
选派优秀直招士官介绍成长历程，就
是让大家摆正心态，以一颗平常心直
面挫折，成长成才。

新入营的直招士官马珑瑞坦言，与
部队领导和战友们推心置腹的交流，让
他渐渐明白一个道理：部队里更没有走
向成功的捷径，只有放平心态、脚踏实
地，才能真正圆梦军旅。

成长道路越坎坷，越

需要保持一颗进取心——

莫让专业成羁绊，勇

于挑战路更宽

前不久，某旅一场迫榴炮专业比武
落下帷幕，合成二营火力连直招士官、
中士孟志成带领所在班组一举拿下多个
奖项，成为最大的“黑马”。

走下比武场，孟志成的师傅、中士
熊武宁这样评价：“短短两年时间就能
成为专业能手，这与孟志成超出常人的
刻苦努力是分不开的。”

孟志成在校学的是汽修专业，分
到连队后面对的岗位是装甲装备维
修。虽说都是维修，但轮式车辆和装
甲车辆构造差别较大，基本上是“从
零起步”。两年来，孟志成不仅拜与
自己年龄相仿的熊武宁为师，还多次
在大项任务中主动请缨锤炼，自身业
务能力直线上升。
“虽然直招士官的岗位大都能按专

业分配，但他们在地方所学专业与部队
相应专业并非毫无差别。”某旅副参谋
长宋恒哲说，能否按专业对口分配，是
直招士官很关心的一个话题。原因主要
有 3条：一是担心所学知识荒废，一旦
重新踏入社会将增加就业难度；二是担
心自己在部队的优势消失，没有一技傍
身很难走得更远；三是担心会延长在部

队的适应期，适应岗位需求势必会面临
更多困难。

宋恒哲的话，道出了许多直招士官
的心声。某旅四级军士长柳忠男入伍前
学的是电气工程专业，分到连队后面对
的岗位是某新型坦克的电气设备。后
来，部队编制体制调整，柳忠男又随连
队转隶至某旅，虽说干的都是与电气专
业有关的活儿，但业务上与当初在校学
习的专业已相去甚远。

两度面临改专业，柳忠男面对的困
难和挑战可想而知，但他从未驻足观
望。身边的战友都说，柳忠男工作起来
有股拼命三郎的劲头，休息日也时常捧
着专业书看。正因如此，无论是在装甲
部队还是在陆航部队，他都是全连的
“标杆”。

“每名直招士官都希望专业对口，
但地方学到的知识和部队列装的装备不
可能完全契合，所以不能总纠结专业是
否对口，而要把主要精力放在适应岗位
需求上。”谈起对改专业的看法，柳忠
男说。
“直招士官普遍年龄偏大，要想在

部队站稳脚跟，就要付出更多汗水。”
某旅本科毕业的直招士官何树冰说，他
在校学习的是印刷电路技术专业，可下
连后却要操作电子干扰设备，专业与岗
位相差甚远。一边从零起步学习新专
业，一边面临荒废老专业，他一度坐立
不安，心绪难平。
“静下心来好好想想，部队为什么

要招直招士官？”面对连队干部的提
醒，何树冰陷入了深思。渐渐地，他从
连队其他老兵身上找到了答案。“看重
直招士官有一技之长是一方面，最重要
的还是学习能力强，很多专业一点就
通。”经过半个月悉心观察后，何树冰

想通了。
此后，何树冰脸上少了对“另起炉

灶”的不悦，眉宇间多了非干出点成绩
的决心。两年来，他经常一个人躲进学
习室、操作间，学原理、识构造、背规
程、记参数、练操作。如今，何树冰已
从“门外汉”成长为“内行人”。今年
9 月，何树冰经过基层推荐和严格考
核，顺利考入国防科技大学电子对抗学
院，成为了一名军校学员。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在许多基层
官兵眼里，直招士官可谓特点鲜明：他
们的优势在于知识储备和理解能力，劣
势在于年龄偏大，作风养成和身体素质
不算出众。能否在部队干出一番事业，
取决于他们是否始终保持一股拼劲儿和
韧劲儿。

集训队模拟一连指导员赵廷深说，
今年的直招士官集训，他们格外注重加
强作风养成、纪律意识和体能储备，瞄
准的都是直招士官的弱项。

地位作用越明显，越

需要怀揣一颗报国心——

莫因挫折甘平庸，千

锤百炼当先锋

前不久，该集团军举行了“2020
比武竞赛先进典型事迹报告会”。聆听
战友们的感人故事，某旅勤务保障营修
理二连直招士官、中士姜涛陷入了回

忆。
原来，姜涛虽然没能作为参赛队

员登上赛场，可他以技师的身份参与
了“坦克两项”国际比武竞赛的全程
保障。“身处异国他乡，才真正体会到
为国出征是多么荣耀！”回忆在莫斯科
执行装备维修保障任务的点点滴滴，
姜涛激动不已。

与姜涛随队出征的荣耀相比，某
旅地空导弹一营直招士官、中士张永
昭则没那么幸运。入伍以来，张永昭
各项训练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去年，
他奉命参加跨区演习，带领班组圆满
完成导弹性能测试任务，他所在营队
也在实弹射击中打出满堂彩。虽然荣
立了军功，他却与国庆阅兵擦肩而
过。没能站在阅兵队伍中接受检阅，
成了他最大的遗憾。
“ 每 名 官 兵 心 底 都 有 一 颗 报 国

心，直招士官也不例外。这一颗颗拳
拳 报 国 之 情 ， 需 要 我 们 用 心 去 点
燃。”某旅领导感慨道，从走上战位
的那一天，直招士官就与牺牲奉献紧
密联系在一起，带兵人需要做的，就
是不断引导他们把个人发展愿望与部
队现实需求统一起来，为战斗力建设
贡献力量。

在某旅，勤务保障营代理排长、
四级军士长赵俊龙一直被战友们视为
“传奇人物”。直招入伍 10多年来，赵
俊龙不仅通过高级焊工和中级车工、
钳工等多项资质认证，还参加跨区机
动演习、联合演习等 10 余次重大任
务，各类奖章挂满胸前。随着任务和
荣誉逐渐增多，赵俊龙越发觉得自己
身上的责任重大。
“都说直招士官思想比较成熟，这

种成熟距离党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任务要
求还差多远？”该集团军直招士官集训
队的教育课堂上，某旅通信尖兵、直招
士官孙金泽提出的一个问题，令在场人
员陷入沉思。

孙金泽坦言，入伍 13 年来，他
在原沈阳军区和集团军组织的专业比
武中拿过金牌，获全军士官优秀人才
奖二等奖，荣立过二等功。入伍前，
他曾因工作不顺心“破罐子破摔”
过，也曾因处世不够“成熟”心灰意
冷过。入伍后，他“成熟”了，但两
种“成熟”截然不同。前者只不过是
以自我为中心的“本能防卫”，后者
却给了他敞开胸怀、矢志报国的激情
人生。
“穿上这身军装，就意味着我们每

个人都是战斗员；走出国门，我们每个
人都代表祖国！”

一个个身边典型、一个个感人故
事，再次将集团军全体直招士官的心紧
紧聚拢在一起。他们在交流心得中渐渐
悟出一个道理：部队不是躲避风雨的港
湾，而是练兵备战的校场。不论自己经
历过什么，在部队想实现什么目标，都
要时刻怀揣一颗报国心。这是因为，身
为共和国军人，理应肩负起使命责任，
在千锤百炼中当先锋、打头阵。

版式设计：梁 晨

探寻直招士官的“成长密码”
■图晓宇 本报记者 刘建伟 牛 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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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②

③③

图①：某旅直招士官张一阳（右
二）向教练员请教装备操作原理。

王浩宇摄

图②：某旅直招士官窦嘉伟正在
进行通信训练。

肖 磊摄

图③：某旅直招士官孙崇惠（左
一）带队进行刺杀训练。

郭华辉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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