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直击公开招考

11 ２０２１年６月９日 星期三责任编辑/金雅兰 许果果 E-mail:jfjbwzfz@126.com 文 职 方 阵

又是一年芳菲尽，正是满目葱茏时。

5月 23日，2021年全军面向社会公开

招考文职人员统一考试如期而至，26万余

名考生奔赴全国 64 个地级以上城市的

180多个考场，追逐各自的绿色军营梦。

对于应届毕业生、考生张泽龙来说，这

是他在面临多种选择时深思熟虑的结果；

对于已经通过面试的体育岗位考生

韩卫国来说，这是拿到文职“入场券”的

临门一脚；

对于在海外学成归国的考生陈婉楠

来说，这是人生的重要转折点；

对于退役大学生士兵、考生张亚星

来说，这是再次投身军旅的宝贵机会；

……

为回应广大考生的信任和期望，全

军各单位在安检保卫、试卷管理、应急处

置、监考巡考、考务保障等各环节细之又

细、严而再严，确保为考生提供良好的考

试氛围。

“不愧是部队组织的考试”“回家安

心等成绩”“如果今年没考上，我明年还

想再试一次”……考生真挚的反馈，传递

着他们对部队、对承考单位、对各级部门

工作的肯定和信任。

——这信任来自周密。

考场平面图、考试位置分布图、温馨

提示牌、导向路标、警戒调整哨、地面引

导员……走进第 104考场，处处细节彰显

正规有序。“这样的安排一目了然，不仅

可以减少考生来到陌生考场产生的紧张

慌乱，而且方便我们更好引导。”第 104考

场考试工作办公室副主任、陆军某集团

军人力资源处处长韩志强向记者介绍。

数千里之外，承考 5000 余名考生的

第 201 考场忙而有序。武警宁夏总队积

极协调驻地综合执法局、交警队等共同

维护考场周边秩序。入口处，安检保卫、

身份验证、体温检测、警戒引导等多重力

量构建“安检梯队”，引导考生有序安检

进场。

遇到考生身体不适的突发状况后，

第 122 考场联络员、北部战区海军某部

人力资源科干事李爽毫不慌乱，迅速利

用超短波手持电台联系突发事件应急处

置工作小组，启动特情处置预案。10 分

钟内，驻地疾控中心防疫人员排除疫情

风险，随后由部队医疗组接替处置。“必

须保证特情处置工作平稳顺利进行，避

免各类突发状况在考生中引起不必要的

恐慌。”该部政治工作部主任夏阳说。

——这信任来自规范。

“文职人员统一考试工作各个环节

都有明确的标准和规定，一切都有章可

循、有据可查。”全军负责文职人员统一

考试工作的同志介绍，统一考试按照国

家级考试组考标准科学命题制卷，按绝

密级要求组织命题审题组卷，依托国家

级保密印刷厂完成试卷印制封装和押送

接收工作。

担负省内相关承考单位试卷转送、

分发任务的武警甘肃总队明确规定，在

试卷存放期间，安排每班哨不少于 2 名

哨兵 24 小时值班，并进行视频监控，按

要求定时检查，确保存放于绝密保险柜

内的考卷绝对安全。

考试试卷从保密室专车运送到各考

场时，需考场联络员、纪检监察员、保密

员共同监督；考试结束后，答题卡和试卷

分装密封，由巡考员、联络员、监考员联

合检收后存放保密室，次日由专人统一

运送到阅卷中心。

总队政治工作部主任李旭峰告诉记

者：“全军考场巡考员先期通过考务移动

平台随机生成多种监考员监考安排方

案，考场负责人现场抽取后由巡考员宣

布，随后各考室监考员领取试卷进入考

室，按规定组织考试。通过技术手段对

考试工作进行信息化管理，确保每个环

节动作都精准记录。”

——这信任来自权威。

在第 60 考场，担任考场负责人的空

军通信士官学校政委敬健实地检查完每

个考室后，回到考试指挥控制中心，继续

通过视频监控系统监视各考室情况。

“必须建立权威、科学、高效的监督体

系，确保考试全程阳光透明。”敬健介绍，

他们选派公道正派、责任心强，当年无亲

属或配偶参加文职人员统一考试的现役

干部和文职人员担任监考员；在考场配备

大功率无线信号屏蔽器和手持式金属探

测仪等设备，考试全时段无死角监控录

像，不间断调取各考室监控画面。

据了解，全军参与此次文职人员统一

考试工作的考务人员逾 4万人，每人在上

岗前都经过专业考务培训，学政策、学文

件、学规范、学流程。为加强考试执纪监

督，全军选派巡考员到各考场进行巡考；

对考生人数较多的重点地区考场，专门安

排纪检监察、政法保卫等部门人员担任督

察员进行巡检，以“零容忍”的态度严格执

行考试纪律，对各类违规违纪行为坚决做

到一查到底、严肃处理、追责问责。

——这信任来自贴心。

23 日 7 时许，突如其来的降雨使温

度骤降，第 79 考场一名女性考生却感到

无比温暖。

考虑到雨势较大，负责承考工作的

联勤保障部队第 904 医院当即决定适当

提前开启考点大门。考场内，考务人员

已提前准备好遮雨棚、雨具和纸巾等物

品。考场还增设安检通道，加派工作人

员，提高安检速度，最大限度减少考生排

队等待时间。

记者来到火箭军工程大学、战略支

援部队信息工程大学等多个考场发现，

各考场均设置专门场地以便考生存放个

人物品，并安排专人看管。有的考场考

前给每位考生发送温馨提示短信，一并

明确考试注意事项；专门安排摆渡车，为

考生提供短途接送服务；为方便女性考

生，分配安检人员和监考员时每组至少

安排 1名女性；在考室为考生准备考试用

具，设置热水饮用区……

（本报记者金雅兰，特约记者赵欣，

通讯员刘跃鹤、周焕成、王德滨、陈招辉、

罗微全、贾杰、崔航等采写）

图①：警卫人员进行考场警戒工作。

图②：引导员引导考生有序入场。

图③：考生认真答题。

图④：军地考务人员互相监督点验

试卷。

摄 影：本报记者王 俊，通讯员万

邦宪、罗元凯、娄 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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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我曾参加过文职人员

统一考试，虽然未能如愿，但部

队的良好形象给我留下了深刻

印象。今年我再次参加考试，

发现笔试题型、分值等都有所

变化，对考生能力的考察更加

全面综合。这些变化虽然给我

带来了一定的压力，但也证明

文职人员统一考试在不断发展

完善，我对文职人员制度的信

心更足了。

——第二次报名考试的考生张楚

我在军队工作超过 5年了，

根据相关政策，我不仅可以在

公 共 科 目 考 试 成 绩 中 获 得 加

分，而且可以在同等条件下被

优先录用。我一定要抓住这次

宝贵机会，以青春之我逐梦强

军，争取早日成为人民军队的

一分子，让信仰信念在奋斗中

淬火成金，实现自我价值与社

会价值的统一。

——未纳编原社会招聘文

职人员、考生贾玮荷

今年文职人员招考对艺

术、体育岗位实行先面试后

笔试，这充分体现了军队对

相关岗位实践能力的重视。

前期我已经通过了面试，本

以为笔试十拿九稳，但考试

过程中我发现，笔试对考生

的政治素养和全面知识提出

了很高的要求，我对文职人

员姓“文”先姓“军”有了更深

刻的认识。

——体育岗位考生王源

择业时，我面临很多选

择，最终选择报考军队文职人

员，一方面是因为我感到现在

文职人员的社会地位、待遇保

障等与地方同类单位相比有一

定优势，工作也相对稳定；另一

方面是因为军人保家卫国、牺

牲奉献，受人尊崇，如果能够在

建党百年的重要时机考取军队

文职人员、近距离感受官兵风

采，是我的荣幸。

——应届毕业生、考生赵美娜

随着改革强军深入推进，文职人员

制度也在不断完善。为确保军事人力资

源的新生力量能够快速、高效、持续输出

“战斗力”，各部队必须将文职人员人才

引进、教育管理、能力培训、热情激发等

工作做到位。

政 策 阐 释 到 位 ，确 保 人 才“ 引 ”到

位。对身份属性、职能使命、待遇保障

等方面的认识偏差和观念误区，可能导

致社会人才对报考军队文职人员有顾

虑。为此，各部队要深入研究相关政策

法规，做政策的“明白人”，创新宣传途

径和方法，把系列政策措施解读好，使

社会人才不断提升对文职岗位的认同

度。要针对地位作用作解读，强化责任

使命，廓清纠治“文职人员是边缘群体”

的模糊认识，牢固确立不可或缺观念。

要 针 对 福 利 待 遇 作 解 读 ，提 供 多 方 保

障，完善文职人员保障体系，进一步规

范工资薪金、住房保障、社会保险、医疗

保障等工作流程。要针对发展路径作

解读，指明前途方向，不断提高队伍建

设职业化、正规化水平，使文职人员职

业发展更趋稳定，成长阶梯更加明晰，

干事创业平台和发展空间不断拓展。

特 点 分 析 到 位 ，确 保 人 员“ 管 ”到

位。管理出效率，管理出战斗力。各部

队要针对文职人员年龄跨度大、属地化

用工、专业分工细等特点，探索实在管用

的教育管理办法。要坚持制度化管理，

执行《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职人员条例》及

有关政策规定，细化本单位文职人员管

理实施细则，杜绝政策尺度把握不一、表

彰处罚随意等容易挫伤自尊心、积极性

的行为。要坚持实战化管理，以“融入军

营、贴近实战”为目标，组织文职人员到

基层部队训练体验，不断拓宽视野、锤炼

意志、增加“军味”。要坚持精细化管理，

规范日常管理、政治教育、业务工作、军

事训练的方式方法，帮助文职人员明确

岗位分工和工作流程，做到职能清晰、权

责到位。

岗 位 培 训 到 位 ，确 保 能 力“ 塑 ”到

位。胜任本职工作是文职人员必须具

备的基本素质，岗位能力培训应重点突

出了解工作要求、掌握任职所需、培塑

军营气质，使文职人员尽快融入军营、

胜任岗位。要注重政治培训。思想政

治教育是强化军魂意识的基础性工作，

文职人员是军队人员的重要组成部分，

必须过好思想政治关，熟悉党史军史，

了解军队职能使命、制度体系，形成强

烈的责任感、崇高的荣誉感、踏实的工

作作风。要注重专业培训。针对文职

人员岗位差异化，依托军事院校对文职

人 员 分 期 、分 批 、分 专 业 进 行 培 训 ，分

类、分层、多样化组织教育，突出专业性

和针对性，使文职人员尽快适应不同岗

位要求，助力文职人员自我养成、自我

规划、自我提升。

机制设计到位，确保干劲“鼓”到位。

激励文职人员始终保持工作热情是一个

长期系统的工程，调动文职人员工作的主

动性、积极性，关键在于科学制订和落实

各项机制。要健全考评机制，区分专业岗

位、能力层次建立健全科学合理、操作性

强的文职人员考核评价体系，形成“能者

上、优者奖、庸者下、劣者汰”的良性局

面。要创新奖惩机制，区分岗位特点创设

激励手段，以“鼓励先进、鞭策后进”为原

则，对文职人员给予职业发展、荣誉进步

等方面奖励，同时依据纪律规矩要求严格

设定处分机制，发挥奖惩机制监管作用。

要拓展成长机制，以创造成长进步条件为

导向组织文职人员在职学习、送学培训、

轮岗锻炼，以大项任务为契机为文职人员

提供施展才华的空间平台，大胆使用综合

素质好、业务能力强的文职骨干，顺畅文

职人员成长进步渠道。

（作者单位：陆军步兵学院演训中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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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文论武

“不怕麻烦才能少些麻烦。”这是武

警安徽总队参谋部部队管理处文职参谋

张来军常挂在嘴边的话。

作为总队突击检查组成员，张来军

经常到基层单位检查。基层官兵对他的

到来既忐忑又期待——忐忑的是，只要

他出现，就意味着部队可能又有问题需

要整改；期待的是，在张来军的检查指导

下，让官兵头疼的事、让基层棘手的事越

来越少。

张来军自己从不怕“麻烦”。入伍之

初，他军事素质并不突出，特战队员选拔

没有考虑他，可他从不放弃：跑 10 公里

时别人轻装上阵，他就绑沙袋跑，跑完还

加练俯卧撑……凭着这种不怕“麻烦”的

劲头，他逐渐成为一名特战尖兵，多次在

比武考核中摘金夺银。

2018 年，时任支队副参谋长的张来

军响应号召转改文职。来到新岗位，恰逢

单位执行重要任务，领导考虑他经验不

足，先征求他的意见。他没有放过这个宝

贵的锻炼机会：“工作经验必须在一次次

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中积累。如果

现在怕麻烦打退堂鼓，以后会更麻烦。”

面对陌生的专业名词术语，张来军

加班加点学习有关制度规定，收集整理

各方反馈意见。半个月后，工作方案初

具雏形。尽管领导已经表示大体认可，

但张来军坚持高标准，不厌其烦反复打

磨，最终交出一份高分答卷。

为追求高标准，张来军不仅自己爱

找“麻烦”，还会给别人找“麻烦”。每次

到基层单位检查，他常能敏锐地发现问

题，督促整改。一次，张来军发现某营区

围 墙 有 一 处 明 显 裂 痕 ，就 开 始 详 细 勘

察。有人说：“墙上有裂痕不算大事，用

得着这么麻烦？”张来军却坚持一查到

底，最终认定该墙体有安全隐患。“这种

时候千万别嫌麻烦，把问题彻底解决才

能避免麻烦。”张来军坚定地说。

“有些事即使解决了可能也得不到

什么彩头。但小麻烦不解决、迟解决或

解决不到位，都有可能演变成大麻烦。”

转改文职以来，张来军还给自己立下“一

不烦、二不躲、三不推、四不怕”的规矩。

他认为，如果一遇到麻烦事就东推西躲，

会导致问题越积越多，事情越推越难办，

最终给部队发展带来更大的麻烦。只有

不怕麻烦，才能提高自身能力素质，才能

帮助基层解决更多问题。

“不怕麻烦才能少些麻烦”
■倪忆炎 王祎鑫

最美身影

每一场演出都是一次动员激励。近日，解放军文化艺术中心文艺轻骑队文职人员走进第 72集团军某旅，开展以“人民

军队忠于党”为主题的慰问演出，以战地文艺激荡热血青春，提振官兵牢记初心使命、矢志奋斗强军的精气神。 刘自华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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