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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发挥国家教育资源优势和我

军院校特色，健全军事人才依托培养

体 系 ，培 养 大 批 高 素 质 新 型 军 事 人

才。”习主席在出席十二届全国人大五

次会议解放军代表团全体会议时作出

的重要指示，为军地合力培育军事人

才提供了行动指南。

人才强则事业强，人才兴则军队

兴。近年来，山东省积极拓宽军事人

才培养渠道，探索出一条依托国民教

育培养军事人才的路子。总结山东省

的实践经验，笔者认为，只有紧紧围绕

需求主导、渠道构建、课程设置、制度

机制 4 个方面持续用力，才能将社会

优质教育资源利用好，不断提高军事

人才培养质量和效益。

坚持需求主导。一方面，军队可

定期通过适当方式向地方院校提供人

才需求信息，明确用人需求导向，引导

地方院校调整相关专业人才培养计

划，实现国民教育培养与军队人才需

求的有序对接；另一方面，地方院校可

积极发挥人力资源优势，运用人工智

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分类建立

人才数据库，为军队选拔紧缺人才提

供准确信息，实现战场“缺什么”与市

场“有什么”、军队“需要什么”与地方

“培养什么”及时对接。

拓宽培养渠道。军事人才共建共

育，可由军地专家联合授课、联合管

理、联合考评，军队院校与地方高校、

科研院所合作办学，学历教育、继续教

育以社会为主，任职教育以军队为主，

双渠道培养军队紧缺的专业技术人

才。山东省创新的“订单培养”模式、

建立专业技术兵员基地、成立航空实

验班等，都是军事人才培养方式的有

益探索。此外，军队可以把直招士官、

直招军官以及征集地方大学生入伍、

从优秀大学生士兵中提干等作为引进

社会人才的重要渠道，有计划、有节

奏、有针对性地扩大接收规模，逐步提

高直招的质量和层次。

科学设置课程。山东省部分定向

培养士官院校探索建立专业动态调整

机制的做法给人颇多启示。地方院校

可结合军队岗位特点，区分专业层次，

紧贴军队需求开设专业课程，加大技

术引进和课题研究，不断提高人员综

合素质。也可借助信息化手段丰富联

合培育方式，充分利用信息网络等平

台，坚持“请进来”与“送出去”相结合，

加强军地学习交流，积极倡导“科技拥

军”，联合开展训练改革和装备技术革

新，培养技术尖子、革新能手，推动科

技强军落到实处。

完善制度机制。山东省积极建立

完善军地联合协调、资源共享、培训考

核、绩效评估等制度机制，促进军事人

才军地联合培养工作的高效有序开

展。人才培养是一项需要长时间、多

方面参与的系统工程，要建立完善考

评和竞争机制。对承担军事人才培养

任务多、培养质量高的地方院校和培

训机构，在财政投入、表彰激励等方面

给予资金倾斜和政策扶持；对军事人

才培养能力不足、培养质量不高的地

方院校和培训机构应建立淘汰退出机

制。让做得好的有动力、能发展，充分

调动和激发地方院校和培训机构在军

事人才培养工作上的积极性、主动性、

创造性。

持
续
深
耕
国
民
教
育
沃
土

■
张
海
波

犁 剑 和 鸣 固 长 城 

骄阳如火，热情似火。6月 11日上午，刚刚参加完高考监考的山东省实验中学

的老师们有了新任务——为全省定向选拔的青少年航空学校学生讲解政策，协助部

队选拔“准飞行员”。

在距济南不远的泰安职业技术学院，到处是一片忙碌景象，他们刚送走一批定

向培养士官，正在准备新的招生工作。

进入 6月以来，类似的情景在山东各地涌现，为军队选拔输送人才成为山东军

地各部门抓紧抓实的一项重要工作。

近年来，山东省充分发挥人才资源优势，整合优势教育资源，积极探索军事人才

联合培养、专业技术人才联合培训、国防后备人才梯次储备新模式，着力构建特色人

才培养体系，为军队源源不断输送人才。

人才引擎为军营注入新动能
——山东省整合优势教育资源助力军事人才培养新闻调查

■龚 方 贾玉省 本报特约记者 熊永岭

“问计于需”，绘制人
才培养“路线图”

“战斗警报！当面海域有‘敌舰’快

速西进，侵犯我领海，上级命令我舰对

‘敌舰’实施炮火攻击。”前不久，北部战

区海军某护卫舰参加演练。情电长赵申

根据命令，第一时间研判情况，引导官兵

成功命中“敌舰”。

赵申是一名定向培养士官，他从山

东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毕业入伍后，充分

发挥专业优势，先后参加“国际军事比

赛-2017·海洋之杯”舰艇比赛等演训任

务 20 余次，连续 3 年被评为优秀士官，

2020 年因执行重大任务出色荣立三等

功 1 次。

近年来，山东省依托地方优势教育

资源为军队定向培养了一大批这样的优

秀士官。这些从地方院校毕业的士官，

有 58%取得高级技能证书，取得中级技

能证书的达 96%。

为 军 队 输 送 优 质 人 才 取 得 较 好

成 绩 的 背 后 ，是 山 东 省 为 军 队 培 养

专 业 技 术 人 才 所 付 出 的 接 续 不 断 的

努 力 。

“ 山 东 省 现 有 中 职 学 校 391 所 、高

职 院 校 85 所 ，定 向 培 养 士 官 院 校 7

所 ，院 校 数 量 和 培 养 士 官 数 量 均 居 全

国 前 列 。”山 东 省 教 育 厅 领 导 介 绍 ，为

做 好 士 官 生 的 定 向 培 养 工 作 ，他 们 主

动 对 接 了 解 军 队 人 才 发 展 和 培 训 需

求 ，指 导 相 关 院 校 建 立 专 业 动 态 调 整

机 制 ，围 绕 军 队 急 需 专 业 细 化 目 标 定

位 、课 程 体 系 、考 评 标 准 等 ，制 定 军 地

人 才 联 合 培 养 计 划 ，绘 制 人 才 培 养

“路线图”。

“ 我 们 学 院 构 建 了 定 向 培 养 海 军

士 官 教 育 体 系 ，擦 亮 了 定 向 培 养 海 军

士官的品牌。”山东省滨州职业学院副

院长李明月告诉记者，多年来，该院定

期“ 问 计 于 需 ”“ 问 计 于 军 ”，不 断 修 订

完善规划、计划和方案，探索出小班教

学、网络考评、实物实训等多种教学考

评 模 式 ，实 现 从“ 校 门 ”到“ 营 门 ”的 无

缝衔接。

在 抓 好 基 础 军 事 人 才 培 养 的 同

时 ，山 东 军 地 着 眼 海 军 对 新 型 军 事 人

才 的 需 求 ，充 分 发 挥 沿 海 城 市 在 海 洋

专 业 领 域 的 人 才 资 源 优 势 ，搭 建 与 新

型军事人才培养体系相衔接的军地联

合人才培养平台，协同培养高素质、专

业化军事人才。

目前，山东省已邀请一批重点高校

和研究院等科研机构，整合数十家军地

高校院所资源，组建了军地人才培养联

盟，承担 10 多个军地专业的培训任务。

青岛西海岸新区布局建设科教研发类、

技术保障类、协同攻关类等三大类 20 多

个人才培养平台，先后为军地院校提供

100 多批、4 万余人次的理论培训和现地

教学。

“订单培养”，补齐人
才短板弱项

“五一”国际劳动节前夕，海军某部

选派 50 名士兵到青岛港湾学院参加起

重机操作培训。经过 30 天、180 课时的

专业培训，参训人员全面掌握了起重机

的操作技术，并取得特种作业人员操作

证书。

青岛市古镇口核心区管委会副主

任 刘 玮 告 诉 记 者 ，为 服 务 军 队 做 好 人

才技能培训工作，青岛市创新构建“订

单 培 养 ”模 式 —— 对 接 军 队 专 项 能 力

需要，发挥相关院校“军队技能人才素

质提升培训基地”作用，开设专项能力

培 养“ 订 单 班 ”，助 力 军 队 人 才 队 伍 建

设。

近年来，山东省承担培训任务的院校

不断优化调整培训专业，相继开设通信技

术、舰艇医护等 20个培训专业，组织编写

教学指导方案，配套编写或引进相关专业

（项目）课程教材共计 30余门。在此基础

上，他们组织力量重点打造教学链、人才

链，对接军队需求链、岗位链，统筹社会资

源，构建起相对完备的服务链、生态链，初

步形成域内军地人才双向培养的网络化

体系。“六链融通”赢得国家教育部等部门

的充分肯定。

针对部队特种作业设备地域广、类型

多的任务特点，受领培训任务的职业学院

选派经验丰富的高级技师组成流动培训

团，制订教学计划，编写授课教材，调配专

用设备，把课堂搬进军营，把技能送上舰

船，把文化知识送到甲板。

“职业教育学院作为专业技术兵员

储 备 基 地 ，为 军 队 输 送 优 质 兵 员 的 同

时，还开展现役士兵技能培训，服务部

队战斗力建设。”山东省军区办公室参

谋 龚 雷 告 诉 记 者 ，以 青 岛 港 湾 学 院 为

例，2020 年，有 280 余名士兵参加了该院

机电类培训，其中 130 人考取中级技能

证书。

目前，青岛市相关部门指导该市高

校、科研院所、重点企业和相关科研孵

化机构等 500 余家单位，组建 13 个协同

创新平台和 9 个舰船技术研究中心，围

绕部队装备维护保障需求，采取“以修

代训、以保促训”形式，提供维修保养任

务，同时为军队培训了一大批技术保障

人才。

“引流入库”，梯次培
养国防后备人才

“学院今年的毕业生中，电气自动化

技 术 专 业 31 人 ，机 电 一 体 化 技 术 专 业

183 人，通信技术专业 9 人……”6 月 11

日，山东省军区烟台警备区工作人员前

往烟台汽车工程职业学院了解今年毕业

生情况，为部队精准输送高素质兵员摸

清底数。

近年来，山东省大学生参军、高中生

报考军校和定向培养士官院校的热情高

涨。面对这一喜人景象，山东军地合力

“引流入库”，积极构建各专业类别人才

“蓄水池”，梯次培养国防后备人才。

时间回拨到 2016 年。在一次征接

兵双方座谈会上，多位部队领导围绕兵

员素质交流时表示：“越来越多新装备列

装部队后，高素质专业技术兵员需求大

幅增加，有些种类的专业技术兵员，如果

单纯依靠部队自身培养的话，周期会比

较长”……

输送高素质兵员，建设后备人才储

备库是关键。目前，山东省已确定 10 所

院校作为专业技术兵员储备基地，建立

健全 6 项工作制度，确保专业技术储备

基地规范建设、有序运行。自 2017 年以

来，该省专业技术兵员储备基地的 600

余名学生被录取为直招士官。

“长期以来，山东军地高度重视‘准

飞行员’人才队伍的培养，激发了很多青

年学子参军热情。”空军招飞局济南选拔

中心领导介绍，自 2015 年创办空军青少

年航空学校以来，山东多地持续掀起“航

空 热 ”，仅 山 东 省 实 验 中 学 ，今 年 就 有

6000 余人报名航空实验班。

2020 年 7 月，山东省实验中学 53 名

学生被空军航空大学录取为空军飞行学

员，有 3 名学生进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

“双学籍”飞行学员考察序列。

2015 年，潍坊市昌乐一中被确定为

全国第一个海军招飞生源培养基地，同

时成立全国首个海军青少年航空学校。

截至目前，该校已为部队输送了数十名

海军航空兵飞行员。

为吸引更多高端人才进入人才储备

库，山东省瞄准对高端人才需求量大、技

术成果外溢效应强的重点领域，引进一

批“高精尖缺”创新人才。数十名国防科

研高层次人才进入人才储备库，新增的

45 家博士后工作站中，为军服务人才比

例超 3 成。

人才共享，军地科教
资源优势互补

6 月 8 日上午，青岛大学教授何丽珠

来到海军潜艇学院，为该院学员讲授本

学期最后一堂物理课。

为何地方大学老师能到军队院校授

课？原来，这几年，山东军地通过加强地

方院校与军队院校需求对接，创新军地

教育资源交流使用体制机制，促进军地

院校师资力量深度交流合作，助力提升

军事教育质量水平。

青岛市教育局高教处处长王涵告诉

记者，军地院校都有自己的优质教育资

源，但以往由于缺少沟通交流，没能形成

优势互补。

如何打通军地教育资源合作共享渠

道，成为山东军地一直探索并着力解决

的课题。

2020 年 11 月 13 日 ，青岛市教育工

作委员会联合青岛警备区、海军潜艇学

院、海军航空大学青岛校区，出台《在青

军地院校师资互聘指导办法》，建立军地

优质师资互聘新模式，实现军地人才共

育、资源共享、院校共建。

参与文件起草的青岛警备区政治工

作处干事陈涛介绍说，今年上半年，中国

海洋大学、青岛大学、青岛科技大学共选

派 9 名优秀教师到海军潜艇学院讲授电

子技术等课程，目前已完成 680 余学时。

在此基础上，山东军地加大探索力

度，采取一体化运行机制，建立需求对接、

交流使用、督导评估等机制，充分发挥军地

设备设施、场地、信息、人才、师资等资源优

势，定期编制区域院校优势师资清单、院校

优势专业清单等 4张资源共享清单，实现

互聘优秀师资、互用实训资源等。目前，山

东省教育部门已向军队院校推送260名优

秀教师、280个优势专业、210名军队急需

专业高端人才等相关资源信息。

此外，山东军地完善军事专业人才评

价互认管理机制，将通用专业军事人才纳

入地方人才考评管理体系。创新军地院

校专业技工岗位资质、技能评定模式，实

行商船海员和海军舰员学历与技术资格

互认，港航物流、数控技术等十多个岗位

资质、职业技能等评定结果军地互认，已

颁发职业资格、技能等级证书 300余件。

为推动军地教育资源共享持续深入

开展，山东军地还探索建立军地院校联

合激励机制，明确军地院校之间颁发互

聘证书，确认互聘教师相互承认授课学

时、绩效等，并研究制定相应奖惩办法，

鼓励军地院校采取多种措施提高受聘教

师积极性和荣誉感。目前，山东省已有

多所高校对接军队相关院校，开展人才

培养合作。源源不断的人才活水正在这

里集聚，汇入强军兴军洪流中。

北部战区海军某部选派人员参加地方院校组织的通用技能培训。 苏 飞摄

山东滨州职业学院组织学员进行装备操作训练。 苏 飞摄

国防论坛

山东省潍坊市昌乐一中海军青少年航空实验班学生进行模拟飞行训练。 苏 飞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