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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85/2021_2022__E7_90_86_E

6_80_A7_E8_80_83_E7_c73_385332.htm 每年金秋往往是考研备

战的“黄金时期”。成都军区某装甲旅的一份调查显示：今

年该旅大学生干部考研明显趋于理性。从前几年的“考研热

”到现在的理性考研，这里面既有社会环境的影响，也有大

学生干部心态的变化成长，更有部队人才环境的改变与完善

。请您关注本期话题《理性考研凸显大学生干部日趋成熟》 

插图叶浩鹏 （一）考研趋于理性的三个特征 笔者从该旅干部

科了解到，今年这个部队共有11名大学生干部报名考研。与

往年相比，不仅人数稳中有降（前年19人、去年14人），而

且体现出3个较为明显的特点： ①专业军事为主 今年报名考

研的大学生干部，选择作战指挥类专业的4人、军种战役类专

业的3人、军队管理类专业的2人、军队政治工作类的2人。而

据之前的统计，2001年至2005年，大学生干部考研选择法律

等非军事类专业的曾高达85%以上。 今年准备报考南京陆军

指挥学院战术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的艾鹏说：“实践证明，只

有符合部队发展需要、符合军队信息化建设需要，考研才能

真正成为提升个人发展的一个重要途径。” ②动机助推事业 

与前几年经常因为基层环境艰苦或“水土不服”而选择考研

的不同，今年考研的大学生干部绝大部分都在基层本职岗位

上如鱼得水。工兵连指导员王朝斌能文善武，无论是组织军

事训练或开展思想政治教育都得心应手，他考研的初衷是为

了“储备发展后劲”。据干部科科长季云介绍，今年这11名

考研的大学生干部，大都在基层岗位上独当一面、成绩突出



。对他们来说，考研不再是从基层到机关的“跳板”，而是

更新知识结构、谋求长远发展的“加油站”和“助推器”。 

③心态更加平和 “考研热”盛行时，考研曾被视为第二次走

“独木桥”。考上的固然欣喜，考不上的容易出现失望、沮

丧等消沉情绪。而今年一个很明显的变化就是心态更加平和

。坦克四营十一连指导员吴建业对今年的考研持“尝试一下

”心态，他说：“能顺利考上当然更好，考不上也照样走我

的军旅之路，只要有能力，条条大道通罗马嘛。”旅政委魏

文波更是对考研这个“独木桥”做了自己的“新解”：“桥

的两头都是路，只要用心去走，一样能走出精彩！” （二）

理性考研的直接原因大学生干部在基层渐入佳境 先来看一

组2000年-2006年这个旅接收大学生干部的数据情况：①2000

年-2002年，共接收大学生干部45人，其中2人走上营主官岗位

，3人立功受奖；②2002年-2004年，共接收大学生干部53人，

其中5人担任连主官，4人受集团军表彰；③2004年2006年，共

接收大学生干部64人，其中5人破格提拔为连主官，7人立功

受奖，5人受集团军表彰，2人带出先进连队，8人在上级组织

的各类比赛中摘金夺银。 从这组数据不难看出，首先部队接

收大学生干部的力度逐年加大；其次是大学生干部在基层渐

入佳境，成才率越来越高，尤其表现在2004-2006年这个阶段

，无论是立功受奖，还是提拔使用，或者参与执行重大任务

等都较前两个阶段明显增多。这一方面是大学生干部自身努

力拼搏取得的结果，另一方面也说明部队用人观念与环境正

在发生深刻变革。与此相对应的是，大学生干部对考研的认

识、态度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2001年，三连刘排长由于基

层工作艰苦、工作压力大，看不到“希望”，于是便通过考



研重新进行“个人自我设计”。3年学成归来，拥有高学历光

环的他，在分配时却常常“高不成低不就”，旅党委多次研

究分配方案，终难如其所愿。 王慧龙，曾长期在基层摸爬滚

打，经历了很多次重大任务的考验。当他拿到重庆大学计算

机与信息工程硕士研究生学位时，更是如鱼得水，顺利走上

了旅参谋长岗位。今年8月，由他牵头组织的“信息化条件下

步坦协同攻防战斗演练”课目获上级机关好评。 同样考研成

功，但结果迥然不同。这说明：大学生干部要想在部队有所

作为，更需读懂基层这本“百科全书”，然后才能向“知识

高地”发起冲击，实现学历与能力的共赢。 （三）理性考研

的深层原因大学生干部的成才培养步入良性循环 大学生干部

刚落户军营时，这个部队的各级领导都把他们当成“香饽饽

”。殊不知，这种急于求成的“快速成像”，不但没有取得

预期效果，反而拔苗助长，违背了人才成长规律，最终导致

双方的“失落”。旅长夏春喜对此深有感触：上好军事素质

和基层这一课，大学生干部才能真正走上事业的舞台。 大学

生干部在军营一般要经历“适应期、稳定期、上升期”三个

阶段。为尽快帮助大学生干部度过适应期，这个旅根据大学

生干部成长特点和规律，研究制定了《大学生干部教育管理

办法》、《利用重大任务培养使用大学生干部实施意见》等

措施，建立完善了大学生干部跟踪帮带、考核选拔、知识更

新等机制，从政策、制度、奖励等方面重点向基层大学生干

部倾斜，并明文规定：凡未在基层任职满2年的干部一律不准

调入机关，没有基层主官任职经历的一律不考虑提升为机关

科长、部门领导。同时他们又结合执行急难险重任务、军事

演习、比武竞赛和野外驻训等时机，放手让大学生干部在重



大任务中唱主角、挑大梁，锤炼组织指挥和带兵能力。从四

川大学毕业的张永庄，刚分到部队3个月，就在一次演习中被

“逼”推上前台，使他的能力得到了快速提高。 小步快跑踩

好“跷跷板”。在公平公正和政策范围内，优先配备大学生

干部到连主官岗位摔打锻炼。王庆波是全旅破格提拔的最年

轻连长，为帮助他健康成长，旅党委专门调来有丰富带兵经

验的优秀指导员杨德发与他搭成班子，优势互补。不出半年

，在这对“黄金组合”的带领下，连队建设呈现崭新风貌。 

去年全旅10名“优秀带兵人”中有8人是大学生干部；获集团

军以上表彰的训练成果中，70%以上的课题由大学生干部担

纲；排连营干部本科学历分别达到85%、72%、56%。 值得注

意的是，大学生干部理性考研是个好趋势，但我们也不能过

于片面地下结论。在引导大学生干部理性考研的同时，也不

能打消考研干部的积极性。实际上，如何缩短大学生干部成

才周期、让他们在基层健康成长、顺利成才，才是问题的本

质和关键所在。 政策链接 2001年10月，教育部和总政治部联

合下发《关于实施“高层次人才强军计划”的通知》，招生

专业均为与军队武器装备发展和军事斗争准备密切相关的工

程技术类专业，招生对象为作战部队团职以下专业技术干部

，以及军队综合大学和工程技术院校从事理工科教学的部分

教员，年龄在35周岁以下，全日制大学本科毕业，且获得学

士学位，毕业后工作满4年以上（从大学毕业到录取为硕士生

当年的9月1日）。 2002年5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审议通过了

《军事学硕士专业学位设置方案》等相关文件。2003年，我

军首次成立军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确定在国防大学等14所

高中级指挥院校进行试点，开始招收发展潜力大、具有国民



教育系列本科学历和学士学位、任现职一年以上的营以上指

挥军官。 2005年11月，教育部下发了《关于应届本科毕业国

防生报考硕士学位研究生若干问题的通知》。规定指出，报

考专业必须符合部队建设需要，一般应报考军队院校、军队

科研单位和本校的研究生，也可报考与军队有签约协议的其

他普通高校；被普遍高校录取者均为定向或委托培养生，其

研究生入学资格予以保留，先到军队报到工作1至2年之后，

再以军队干部身份返校学习。 2006年，总政干部部下达军队

院校和科研单位研究生招生计划指出：地方人员报考军队系

统研究生拟入伍人员，应以招收重点院校应届本科毕业的理

工类考生为主，原则上不招收地方在职人员和军队院校委培

生，不再面向地方人员招收博士研究生入伍，不再招收地方

人员委托培养研究生。“合训分流”学员报考研究生，继续

按照四总部《关于部分本科层次初级指挥生长干部实行“学

历教育合训、任职培训分流”组训方式的实施意见》的有关

规定执行。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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