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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建立院校部队合力育人机制, 共同把好 / 进出口关0、协调落实 / 训用一致0、协作建立 / 联

动机制0 , 是提高院校人才培养质量和部队训练水平的重要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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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军军事训练会议指出, 院校教育要 / 建立完善以提

高能力为核心、培训与使用紧密结合的人才全程培养机

制0。落实这一要求, 建立院校部队合力育人机制, 是重要

一环。院校作为培养人才的主渠道, 要培养 / 打得赢、不

变质0 高素质人才, 就必须主动拉近与部队的距离, 按照

/ 着眼实战、服务部队、适应任职需要0 的要求, 建立与部

队有机结合、良性互动的合力育人机制。部队作为使用人

才的主阵地, 也要树立综合育人、主动服务观念, 以培养

人才为己任, 充分履行与院校合力培养人才的职能职责。

共同把好 / 进出口关0。把好的 / 苗子0 送入院校培

训, 保证院校生源基础具有较高的起点, 是提高人才培养

质量的基础和前提。同样, 把经过 / 淬火0 的 / 好钢0 输

送到部队, 是促进部队建设的有效保证。在这一点上, 院

校和部队要统一思想、严格标准、共同把关。部队把好

/ 进口关0 , 就要按照 / 政治思想好、军事技能精、文化基

础厚0 的标准选送战士学员苗子, 而不能搞迁就照顾、弄

虚作假; 要按照 /综合素质好、发展潜力大、岗位任职需0

的标准选送干部学员, 而不能素质好、能力强的留着用,

素质弱、表现差的出 / 学差0。院校把好 / 进口关0, 就要

着重搞好复试复审复查 , 摸清新学员的素质底数, 严格执

行有关标准和要求, 把达不到基本条件的挡在 / 校门0 之

外; 要落实全程筛选淘汰制度, 学员达不到培训目标要求

的, 坚决不能把 / 包袱0 甩给部队, 对于干部学员, 实事

求是地把鉴定意见反馈给部队, 而不能降低标准、不负责

任。

协调落实 / 训用一致0。训用一致, 是我军人才培养的

一条基本原则。院校和部队协调落实 / 训用一致0, 是合力

育人的关键环节, 对于实现 / 培训与使用结合0, 树立正确

导向, 激发学员学习动力和热情具有重要作用。部队落实

/ 训用一致0 , 就要把可用、想用之才送入院校, 先训后提、

不训不提, 做出承诺甚至虚位以待; 要把学员在院校的学

习成绩和表现纳入干部考核范畴, 经院校认定合格、能用、

胜任的要确实用起来 , 而不能使学员学到了知识、丢掉了

位子。院校要落实 / 训用一致0, 就要坚持 /按需培养、贴

近部队0 的指导思想, 部队需要什么就教什么、学员素质

缺什么就补什么, 并公平、公正、严格考核学员, 做出合

理的任职鉴定, 向上级机关和部队干部部门提出任职建议,

为干部使用提供重要依据, 而不能教学一成不变、与部队

相脱节, 考核学员走形式、顾面子。

协作建立 / 联动机制0。建立密切的协作关系, 实现全

方位的良性互动, 是实现院校合力育人的重要保障。当前,

比较紧要的应着重建立四个机制: 信息交流机制, 院校部

队互通信息, 达到彼此熟悉、信息实时交流与反馈, 部队

了解学员在院校的学习情况、吸纳院校的最新理论与科技

成果, 院校了解部队的训练改革与发展、把握学员的岗位

任职需求; 人才交流机制, 院校要聘请部队领导、先进典

型担任客座教授, 并安排教员到部队调研、指导部队训练,

部队要积极为教员到部队参加重大演习和训练活动、学员

到部队实习代职提供优质服务; 科研协作机制, 院校部队

携起手来, 共同围绕军事斗争准备、科技练兵中存在的重

点、难点问题, 选课题、立项目、搞攻关, 并将成果引入

院校教学与部队训练; 资源共享机制, 院校、部队要积极

参与区域化联合保障, 打破资源壁垒, 相互 / 借用0 信息

化武器装备器材、训练场地设施, 最大程度地实现资源共

享, 提高教学训练效益。

建立合力育人机制, 需要院校和部队的共同努力, 但

更需要上级首长机关给予关注和协调, 并在政策、机制上

给予扶持和保障。这种人才培养互动机制的建立, 必将对

于人才培养质量和部队训练水平的提升, 起到极大的推动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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