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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军工”服务育人办学理念传承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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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回顾凝炼 “哈军工”办学１３年服务育人工作好的经验做法，分析当前军队院校服
务育人工作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从历史视阈探讨新时代军事院校如何更好地传承 “哈军工”

服务育人办学理念，以史为鉴，回答好长期和平环境下如何培养军事人才这个重大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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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军工”诞生于硝烟未尽的抗美援朝战争

之际，办学 １３年，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即 “哈军工”精神。而在后勤领域， “哈军工”

“端盘子”“搭梯子”服务育人办学理念为教学科

研工作顺利开展提供了重要保证，培育了一大批

讲政治、精技术、会管理、懂后勤的各类军事人

才。“哈军工”的成功经验对新时代军队院校开展

服务育人工作有着重要的镜鉴作用。

　　一、“哈军工” “端盘子” “搭梯

子”服务育人办学理念

　　 “服务育人”，就是高校后勤战线上的教职员

工不仅为教学、科研、训练、工作、生活等提供优

质服务，而且在服务实践中对学生进行直接或间接

教育。在 “哈军工”，“端盘子”就是做服务，“搭

梯子”就是育人才。“端盘子”“搭梯子”服务育人

办学理念凝炼着 “哈军工”后勤办学思想精髓。

（一）“哈军工”合力育人办学思想推动服务

育人工作站上前台

“哈军工”党委要求全院人员，上至院领导、

下至每个教员、干部、炊事员、卫生员、勤务员、

驾驶员，都要合心合力育人。“哈军工”制定和颁

布了一系列相关制度与规定，要求教管结合，过

细的思想政治工作与严格要求、严格训练、严格

管理和强有力的服务保障相结合。学院各级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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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服务育人工作十分重视，陈赓在多种场合向

全院教职工动员和强调，要积极主动地为学员服

务、为教学服务。他把这种服务形象地称作 “炒

菜”“端盘子” “搭梯子”［１］。学院筹建之初，军

委批复学院的组织系统表是七个部、两个处、一

个办公室和五个系。担负后勤工作的就有两部一

处，即技术器材部、物质保障部以及财务处。首

批确定的院领导李懋之任副教育长兼物质保障部、

技术器材部和行政队列部部长，李懋之还兼任

“哈军工”营房建筑委员会主任［２］１３０－１３３。这从决策

层面确保教书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并驾齐

驱，把力量聚焦服务于当时国家军队急需的军事

工程人才培养。

（二） “哈军工”从战场到食堂的 “两老办

院”思想奠定服务育人为战底色

“哈军工”为战而生、为战育人。当时的国

家，前方在打仗，后方在建设。为筹建 “哈军

工”，陈赓请军委把重庆第二高级步兵学校成建制

调到哈尔滨，组建了学院的组织机构。 “哈军工”

坚持 “两老办院”办学思想，即依靠老专家、老

干部办学治院。“哈军工”做后勤工作的大部分同

志都是全军各部队的 “老红军”“老八路”“老解

放”。有一位在战争年代九死一生、立过多次战

功、已经担任团职领导干部的老红军，看到学员

食堂比较繁忙辛苦，主动向组织上申请到当时只

是营级单位的食堂去当主任，而且在食堂干得很

出色。他认真钻研烹调技术，积极改善学员伙食，

深受学员欢迎［３］。这些当年从事带兵打仗、管理

部队的 “老红军” “老八路” “老解放”，胸中装

着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秉承 “我是革命一块砖，

哪里需要哪里搬”的情怀，克服了许多难以想象

的困难与挑战，从不懂不会变成了办学治院的行

家里手。他们用躬身示范为广大青年学员做出了

榜样，把部队好的优良传统与作风带到了服务育

人工作岗位，而这种从战场到食堂的经历也赋予

学院后勤姓军为战底色。

（三）“哈军工”全员艰苦创业精神提升服务

育人质效

“哈军工”的历史，可以说是一部可歌可泣艰

苦奋斗的创业史。“哈军工”初创期间，大家以学

院为家，以建设工地为家。无论严冬还是酷暑，

几乎吃住都在工棚或十分简陋拥挤的场所，工作

起来没日没夜，没有节假日，没有礼拜天。他们

发扬吃苦耐劳、英勇顽强的革命精神，以大无畏

的英雄气概，克服和战胜了无数艰难困苦。短短

几年，“哈军工”人就在一片荒地上建起了一座拥

有２０００多名高水平师资以及５栋教学大楼、６０多
万平方米校舍、１４９个各类实验室、各种设施基本
齐全、被钱学森赞叹为 “远东唯一”和 “世界奇

迹”的现代化大学［４］。学院还专门在哈尔滨北郊

建立了野营训练基地。每年暑假，学院有计划安

排学员到野营训练基地开展各兵种战术及野外生

存训练。学院领导身先士卒，带领学员在野营训

练基地搭帐篷、野战筑城、摸爬滚打，强化军事

生活锻炼。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哈军工”人也陷

入从来未有过的生活困难之中，师生员工处在半

饥半饱的状态。为此，陈赓指示学院领导要亲自

动手抓生产、抓生活。李懋之带领军需处处长杨

进组织全院人员轮流参加农场劳动，组织打鱼队

到松花江和兴凯湖捕鱼，组织打猎队到内蒙古草

原打黄羊。抓生产获得的副食品分配顺序是教师、

学员和多子女的老工人，然后才是机关干部和一

般职工［２］６３９。这种 “上下同欲”、艰苦创业的热情

内化为学院育才环境氛围，激励着学员成长成才。

　　二、当前军队院校服务育人工作

存在问题分析

　　 “办什么样的后勤、怎样办好后勤”是我军

院校在办学发展中的一项重要课题。后勤社会化

保障大背景下，囿于认识不到位、机制不健全、

队伍不适应等原因，后勤服务育人与教书育人、

管理育人相比还有差距，成为我军院校教育亟待

补齐的短板。

（一）对后勤服务育人功能认识偏颇

过去一个时期，一些单位在后勤建设上出现

重生活轻战备、重平时轻战时的和平麻痹思想，

把后勤搞成了过日子后勤、生活型后勤。在认识

层面，院校后勤建设还没有被广泛纳入育人视野，

部分单位和师生对后勤工作认识不全面，存在教

学是中心、后勤是保障，教学才是育人、后勤只

是服务的思想。在操作层面，社会化保障全面铺

开，使得学员对后勤保障的印象陷入购买服务与

消费的角色认同中，对打仗后勤缺乏感性认识，

容易滋生 “骄”“娇”二气；部分后勤教职工使命

意识不强，存在教学在前、后勤是 “后”的片面

认识，工作标准、服务水平还不够高，影响了育

人功能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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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后勤服务育人工作机制不畅

在运行机制上，没有将后勤建设纳入军队院

校育人 “总盘子”、建立育人 “大格局”。后勤建

设与教学科研衔接不紧密，缺乏协调高效的育人

合力，缺乏系统完备的后勤训练体系，缺乏具体

化、规范化、流程化的育人实践和积极有力的宣

传引导，后勤育人的机制渠道不畅通、实践载体

不丰富、学员体悟不充分、功能作用不凸显。院

校教育阶段，学员对未来战争后勤保障缺乏全面

认识，联合素养培养缺失后勤环节。

（三）后勤服务工作者育人能力不足

队伍建设方面，军队改革重塑以来，军队院

校后勤队伍形成了文职人员为主体、职工为补充，

社会化保障人员站前台的格局。后勤队伍大部分

没有经历系统的教育理论培训，对 “军校育人使

命” “育什么样的人、怎么育人”认识把握不准、

思路理念不清、方式方法不活；新入职的文职人

员大部分属于从 “校门”到 “校门”，没有经历后

勤实战化训练，业务素质与实战要求对接不紧，

能说会道但还达不到善教会育；社会化保障人员

不属于军队编制，对后勤建设的育人功能缺乏思

想认识和主动担当，创新作为、积极作为的意识

能力不强。

　　三、新时代军队院校服务育人实

现路径与实践

　　新时代军队院校是战略高地、育人基地、科
研要地、创新阵地。军队院校的后勤建设，保障

是首要，育人是目的。传承 “哈军工” “端盘子”

“搭梯子”特色服务育人办学理念，坚持合力育

人，坚持为战育人，坚持艰苦创业，着力强队伍、

建机制、拓阵地，让学员在衣、食、住、行、训

时时处处能得到教化感染和教育历练。

（一）打造具有育人素质的后勤服务工作队伍

发扬 “哈军工”从战场到食堂的 “两老办院”

思想，提升服务育人能力素质。强化 “本领恐慌”

意识，加强后勤队伍专业培训，邀请军地专家辅

导授课，组织到一线部队参观见学，定期开展送

学培训、干部选调、考核淘汰，打造高素质后勤

人才方阵。树好自身形象，树立强化笃于忠诚、

精于主业、甘于奉献、勇于争先、严于法治的后

勤形象，用热忱主动、周到细致、优质高效的服

务传递后勤育人的正能量。树立指导员形象，后

勤工作者要坚持身教和言教相结合，以军容严整

仪表美、举止文明行为美、谈吐高雅语言美、甘

为人梯心灵美的 “指导员”形象去教育人、感染

人、引导人。

（二）建立健全灵活高效的服务育人运行机制

新时代军队院校党委要加强 “教书育人、管

理育人、服务育人”顶层设计，传承 “哈军工”

合力育人办学思想，把服务育人纳入党委议教议

训内容，把后勤建设纳入院校育人一体筹划，统

筹推进。加强制度建设，健全服务育人检查监督

机制，构建完善高质量服务育人体系主干内容：

目标体系、功能体系、内容体系、管理体系、途

径体系、文化体系、互动体系、评价体系、反馈

体系、保障体系［５］。改善保障条件，营造舒适的

学习、工作和生活环境，增强官兵幸福感、获得

感。推动清廉后勤建设，严肃法律法规法纪，扎

实开展政策制度和法纪法规教育，建立严格的财

务管理、物资采购、工程建设、营房管理制度机

制，形成按章办事依法履职的工作格局，引导学

员一言一行重合规，一举一动讲操守。

（三）拓展服务育人阵地，创新服务育人方法

新时代军队后勤既要 “端盘子”搞好服务，

也要善于 “搭梯子”育好人才。要转变 “保姆式

保障”模式，结合军政基础强化训练、综合演练

等实践教学活动，创新 “以机关带基层、以后勤

保障骨干为技术指导、以学员为保障任务实施主

体”的实践性教学后勤保障模式，组织学员轮流

参与后勤保障任务，独立开展野外营区搭设、饮

食自主保障和战场伤病救护，培养学员的后勤素

养和能力。传承 “哈军工”艰苦创业精神，开展

“光盘行动” “节约型校园” “绿色校园”建设；

组织青年学员参与后勤建设和日常工作，开展

“三小工”培训，在实践中给学员教方法、传经

验，让学员体会后勤工作的辛苦不易，增强对后

勤工作对后勤队伍的尊重信赖。注重以文化人，

在俯仰之间、身居之地、衣食之隙建设后勤战地

文化，达到润物无声的教化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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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提高教师思政教育素养

课程思政建设是以教师为基础的教学模式，

教师的思政素养与教学水平直接影响着课程思政

的成效。因此，高校应全面提高高等数学教师的

思政教育水平。首先，学校应建立完善的教师培

训体系。通过线下讲座、线上课程、专题培训课

等形式，提高高等数学教师的思政素养。教师应

了解当前的思政教育内容、国家政策以及教育形

势，并掌握相应的课程思政教学设计技巧，能够

与高等数学学科巧妙结合。其次，高校应建立完

善的绩效考核与评价体系。一方面，要将教师的

课程思政教学水平纳入评价内容。学校通过观摩

教师的教学表现、记录学生的思政素养、观察教

师在培训过程中的成果等，以此判断教师的思政

素养。另一方面，对于课程思政教育水平优秀的

教师，学校应给予更多的鼓励与支持。比如，可

以适当提供更多参与职称评选与职位晋升的机会、

参加外出交流活动的机会等。由此，鼓励教师不

断完善自身的教学水平，真正掌握课程思政与高

等数学学科的融合教学。

综上所述，在 “大思政”格局下，课程思政

建设已经成为高校教学改革的关键主题。在高等

数学教学中，教师要全面发挥课程思政的立德树

人作用，针对当前高等数学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通过明确课程思政育人目标、挖掘课程思政教育

元素、优化课程思政教学方法、构建课外思政拓

展活动、提高教师思政教育素养等方法策略，为

学生打造优质的高等数学思政融合课程，实现全

面育人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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