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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在应征入伍人员数量减少的情况下，高校女大学生应征入
伍数量猛增，占比当年应征入伍总人数的 9%，高于 2016 年
与 2018 年应征入伍女性总数。①  

2.2 拥军爱国校园文化氛围浓厚
云南民族大学于上世纪 80 年代推行老生“帮、带、训”

新生军训模式，在圆满完成新生军事训练课程的同时培养了一
股席卷全校的拥军爱国热潮。每年新学期，大量退役复学大学
生投入到军训教官工作中，将熟悉的部队生活带入新生军训，
应征入伍政策成为真实的鲜活案例，优良的部队作风潜移默化
影响了一大拨人。
2.3 推进高校和部队管理模式的更新
高校青年大学生应征入伍政策的实施，推进了高校和部队

管理模式的更新。随着高校大学生应征入伍政策的实施，使得
大学生入伍人数不断增加，军队的文化结构较之前发生了很大
的变化。为了适应变化，中国军队在管理模式、训练方式、思
想教育工作方法等方面都做出相应的革新，加速了军队向科技
化、信息化、现代化发展的进程。

3、大学生应征入伍工作存在的难点
通过对云南民族大学大学生应征入伍政策执行和动员工作

效果分析，我们发现高校青年大学生应征入伍工作存在众多难
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3.1 大学生应征入伍政策因素
新一轮的应征入伍热潮下，我国优抚安置政策仍旧存在疏

漏。经济发达地区和经济欠发达地区，优抚安置政策制定上没
有统一的标准。不同部队间，优抚安置政策存在较大偏差。优
抚政策宣传方面，针对高校青年大学生从应征入伍到退役复学
过程中制定的一系列优抚政策和宣传是笼统的，模糊的。对于
高校年龄偏大的大学生，特别是毕业年级大学生，在年龄过大
与选择中断学业应征入伍两难间犯难，严重影响了大学生积极
参军入伍。

云南民族大学大学生应征入伍计划实施情况
调查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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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大学生应征入伍工作成绩显著，高校国防教育亮点突出。本文将以云南民族大学为例，以政策理论分析为框架，分

析云南民族大学大学生应征入伍政策执行情况，梳理探究大学生入伍动员工作效果。

大学生；应征入伍；育人模式

云南民族大学立足边疆，在青年大学生应征入伍工作方面
下了极大的功夫。依据《国防法》、《兵役法》以及《云南省
征兵工作条例》规定，按照《二〇一六年云南省大学生征兵工
作电视会议》相关要求，云南民族大学形成了高校所在地地方
政府统一协调领导、把控全局，高校所在地武装部和高校共同
办理，大学生户籍所在地地方政府和武装部携手配合，校地军
联合的高校青年大学生应征入伍工作制度。

1、云南民族大学大学生入伍政策执行情况
1.1 明确征兵职责分工
学校从组织协调、宣传发动、政策咨询、学籍管理、体格

初检、政治审查等方面明确征兵职责分工。建立征兵协调机制，
带动学校学生处、武装部、财务处等部门参与。形成部门联合
负责，二级党委书记主抓，师生助力的征兵职责分工机制。
1.2 开创征兵育人新模式
办学初期，云南民族大学推出独具特色的“帮、带、训”

新生军训模式，组织合理，体系完善。创新性的老生带新生军
训模式，让新生全方位参与军事训练，了解部队相关知识，让
老生在军事训练场体验部队训练生活，埋下参军报国的雄心壮志。
在校团委，武装部的组织领导下，学生自主成立高校军事俱乐部，
吸纳热爱军事的青年大学生参与，开辟高校学生接触军队的新
窗口，形成意识培养与实践训练相结合的征兵育人模式。
1.3 丰富征兵宣传形式
征兵宣传工作呈现丰富性。组建国旗班，将征兵工作与每

周爱国主义升旗仪式、军事技能大赛、新生军训等密切结合起
来，不断丰富宣传的内容，拓宽了征兵宣传工作的途径和载体，
切实增强宣传动员工作的针对性与实效性。线上，云南民族大
学创新利用新媒体，增大宣传教育的辐射面，开辟校园广播军
事栏目、微信、微博宣传视频及文章，形成全覆盖。线下，开
展大学生征兵工作周、举办“大学生征兵工作政策咨询会”、
发放粘贴征兵宣传海报、邀请地方及学校武装部领导和优秀退
役大学生士兵代表到校进行大学生入伍政策专题宣讲会。形成
全方位，多层面，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征兵宣传工作模式。

2、云南民族大学大学生入伍动员工作效果分析
2.1 人员数量增多
2016 年到 2018 年三年间，累计向祖国大江南北输送优

质兵员 300 多人，2016 年更是高达 126 人次。2016 年，应
用技术学院共应征入伍 34 人，同比其他学院人数最多。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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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云南民族大学大学生应征入伍数量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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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大学生入伍培养管理因素
由于军队革新的进度需要一定的时间和空间反应，因此在

入伍培训管理方式等方面存在一些需要完善的细节。使得很多
青年大学生无法快速适应高强度、脱胎换骨式的管理，积极性
难以快速提高。在部队的思想政治教育方面，过多强调“灌输
式”教育和强制性，使得气氛过于压抑，忽视了士兵的积极性
和主观能动性，加大大学生士兵培养管理的难度。
3.3 影响退役就业、复学因素
退役大学生士兵复学存在专业调换难、人际交往关系紧张、

奖助评定处于劣势众多问题。在调查过程中，调查对象表示：
“退役复学后专业调换困难重重，不仅有入伍前各科成绩限制，
还有其他附加条件。”对于人际关系，大学生士兵退役后将编
入新的班级。年龄，经历的差距，相比于班级的其他同学，无
形中拉大了同学间的差距。在班级奖助学金评定、入党推荐、
评奖评优方面，由于群众基础较差，学业成绩较低等问题，退
役复学大学生士兵更多处于劣势的地位，复学阻碍较多。

4、解决高校青年大学生应征入伍工作难点的对策
解决好高校青年大学生应征入伍工作存在的难点是一个系

统化，全面化的过程，需要国家、地方政府、学校及其部队等
多方面力量的综合。
4.1 完善相关征兵政策
首先，进一步改革现有兵役体系。我国目前主要推行义务

兵役制，兼具志愿兵役制。随着社会的发展，分工日趋细化，
军人职业化，我国已具备推行志愿兵役制的基本条件。志愿兵
役的推行，使得应征入伍成为一种职业追求。其次，入伍时间
的退后，避免假期间学生体检，政审等工作的来回奔波，节省
当地征兵办及高校对应征入伍学生的来回交通补贴，利于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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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提高，征集更多适龄高校青年大学生。最后，适当放开应
征入伍条件限制。政策制定时，国家应该考虑高校青年大学生
毕业时的年龄问题，适当放开年龄限制条件，避免优秀人才由
于超龄无法应征入伍的情况，特别是硕士研究生。
4.2 明确应征入伍激励政策
应从大学生助学贷款代偿、学费减免、优待金、应征入伍

鼓励金，军人社会地位等方面实现对利益的满足和激励。优待
金和应征入伍鼓励金方面，国家应保证公平、公正、公开原则。
统一基本优待金发放标准，地方省政府结合自身财政水平进行
补充，最大程度发挥地方及高校所在地政府选送大学生士兵的
积极性，减轻地方政府经济负担。
4.3 加强大学生士兵职业发展规划
科学设计、规划，构建合理、顺畅的大学生士兵军事职业

发展路径。部队应加强大学生士兵职业发展规划，有效解决
由于盲目应征入伍，缺乏未来规划的大学生士兵发展问题。“对
大学新生、在校大学生入伍的，可以参加部队军校干部学员、
士官学员招生考试，毕业成长为军官或士官；对大学毕业生，
直接提拔为军官或选改为士官；对回到地方的大学生士兵，由
地方政府妥善安置，逐步走开中高级士官退役自主择业路子”。 
将部队岗位职业化，加强了军人职业的稳定性，增强军人职
业的责任感，助力大学生士兵的成长，增强军队的竞争力和
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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