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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军队医院机动卫勤分队组训骨干队伍建设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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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抓好新时期军队医院机动卫勤分队战备训练，组训骨干队伍建设是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关键因素。我军

几十年来军事训练的丰富实践深刻表明，军事训练必须将组训骨干队伍建设放在突出位置，着重发挥好训练骨干的组

织和带头作用，才能提高部队的训练水平和效果。对于军队医院机动卫勤分队来说，解决战备训练指挥员、专业和技

术人才短缺问题已成为燃眉之急；要在人才选拔、使用和管理等方面勇于开拓创新，建立健全新型战备训练人才的

培养机制；采取直接引进、联合培养等新时代军民融合的新形式，拓宽组训人才骨干培养渠道，加速推进组训骨干人

才培养的体系建设，锻造一支能够熟练驾驭新时期军队医院机动卫勤分队战备训练的骨干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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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 Key training personnel cultivation became increasingly more important for combat readiness training of 
mobile medical service force affiliated to military hospitals in the new era. Military training practice over the past decades has 
shown that outstanding training personnel and their leading role can improve the level and effectiveness of military training. 
For the mobile medical service force affiliated to military hospitals, lack of commanders and professional and technical 
personnel should be solved as soon as possible. We should innovate in the talent selection, application and administration to 
establish and improve the training constructure and mechanism of new combat readiness training talents. In the new era, direct 
recruiting, joint training and other new forms of civil-military integration will be adopted to broaden the training channels for 
key personnel in organizing training and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training system, so as to train competent personnel 
that can skillfully handle the mobile medical service fo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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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军队医院机动卫勤分队组建以来，指挥员、

教练员、管理员和保障员就是战备训练的主要承担

者，是组织实施战备训练的骨干力量，发挥着“以

尖带专、以强带弱、以老带新”的主导作用。因

此，要深化新时期机动卫勤分队战备训练必须将组

训骨干人才队伍的建设发展放在突出位置［1-2］，加

速推进组训人才骨干培养体系建设［3-4］，培养一支

熟练组织实施卫勤战备训练的骨干队伍。

1　把握组训骨干人才的基本类型需求

骨干队伍的强弱直接关系着卫勤战备训练质

量的高低。近年来，卫勤战备训练骨干人才缺乏已

经成为制约机动卫勤分队战备训练的瓶颈［5］。从

当前总体情况看，机动卫勤分队战备训练急需以下

几类组训骨干人才。

1.1　组织战备训练的指挥人才　组织实施卫勤战

备训练的指挥人才一定是既通晓卫勤专业技术，又

擅长卫勤组织指挥的复合型人才，但这类人才目前

非常缺乏。随着机动卫勤分队建设步伐的加快，将

有更繁重的卫勤战备训练任务由大批组织指挥的组

训骨干承担。如果缺乏组织实施战备训练的指挥人

才，将不能有效地组织实施卫勤战备训练，也必将

影响机动卫勤分队保障能力的提升。因此，培养一

大批组织实施战备训练的指挥人才迫在眉睫。

1.2　组织信息化训练的专业人才　随着信息技术

广泛应用到军事卫勤领域，机动卫勤分队战备训练

逐渐向信息化方向发展，组织实施信息化训练，需

要信息化训练的教练员进行教学，需要信息化专业

人才对信息化装备进行维护和维修。随着这些年来

军队历次的编制体制调整，信息化训练教学人才缺

乏、难保留的问题一直比较突出。因此，采取多种

途径广揽信息化训练教学贤才是当务之急［6］。

1.3　组织模拟训练的技术人才　模拟现实技术是

一项涉及诸多领域的现代高技术系统工程，实践证

明，利用模拟现实技术进行战备训练能够大幅提高

机动卫勤分队战备训练的效果［7］。但从目前实际

情况看，机动卫勤分队既缺少懂模拟训练的教练

员，又缺少会使用模拟器材的操作员。因此，要加

快战备训练模拟训练人才培养、引进，形成能够满

足卫勤战备训练需要的会使用模拟器材教学、懂模

拟技术的人才队伍方阵，提高新形势下机动卫勤分

队模拟化训练水平。

2　拓宽组训骨干人才的培养选拔途径

新形势下，作为国家战略的军民深度融合发展

为军队的人才培养提供了新思路。机动卫勤分队组

训人才培养要适应“军地一体、融合发展”的新形

势，改变传统的自我培养模式，顺势而为，不断开

辟组训人才培养的新途径。

2.1　直接引进组训人才　近年来，我国高等教育

快速发展，临床医学、计算机和信息化人才更加丰

富，加上机动卫勤分队组训人才大多具有通用性，

这为直接引进地方高校人才服务于机动卫勤分队战

备训练提供了保障。

2.2　军地联合培养人才　以机动卫勤分队组训人

才需求为牵引，首先在地方高校进行所需专业的初

级培训，然后到军队科研院（所）进行中、短期培

训。除此之外，还要根据任职岗位需要进行岗前培

训；利用执行卫勤保障任务、演习演练时机，有目

的地进行岗位培训。根据军地人才的通用属性，组

训人才的吸收和引进还可采用依托地方医学院校招

收一定数量的国防生、代培生的方式，联合培养的

模式为“ 4＋1 ”“ 2＋2 ”或“ 3＋l ”。

2.3　通过国际交流培养人才　美军、俄军、德军

和以军的卫勤战备训练水平在世界各国的军队中居

领先地位。特别是美军和以军的基地化［8］、模拟

化［9-13］和网络化［14-16］卫勤战备训练出类拔萃。近年

来，我军每年派出多批卫勤战备训练人员赴上述国

家进行交流访问，利用参加国外维和培训班、担任

维和军事观察员、随维和部（分）队一起执行任务

等时机向外国同行认真学习，虚心请教，教学训练

水平得到显著提高，先期人员已经成为组织卫勤战

备训练的骨干力量。实践证明，国际交流访问为我

军培养卫勤组训人才开辟了一条新路。

3　建立组训骨干人才的管理使用机制

为适应未来信息化战争条件下的卫勤保障要

求，构筑卫勤战备训练人才骨干队伍，要在育人机

制上勇于创新，在人才选拔、使用和管理等方面建

立新型战备训练人才管理和使用机制。

3.1　人才培养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　要根据

战时卫勤保障的任务要求，以参加实兵演习、网上

模拟推演等形式，锻炼和提高卫勤战备训练人才的

素质能力。卫勤战备训练人才的培训要坚持“急用

第 7 期．王　丹，等．新时期军队医院机动卫勤分队组训骨干队伍建设探讨



书书书

　　 　

　　 　 　　　 　 　　　 　

第二军医大学学报　   2021 年 7 月，第 42 卷· 810 ·

先学、学用统一”的原则，按照海上作战、空中作战

及各种特殊环境下作战的要求，实施卫勤战备训练

人才的专项培训，增强卫勤战备训练人才培养的针

对性和实效性。通过全面综合考察、工作能力考核

和专业素质评估等有效选拔机制，全面客观地评定

卫勤战备训练所需的人才能力素质，摒弃主观臆断，

保证卫勤战备训练人才选拔的公开、公平和公正。

3.2　人才队伍建设要多措并举　由于卫勤战备训

练人才的培训周期比较长，因此人才保留要遵循

“能绩为本、着眼需求”的原则。要对卫勤战备训

练人才的德、勤、能、绩、体进行全面综合考评，

真正把能够胜任新形势下机动卫勤分队战备训练任

务的骨干人才保留下来。要在严格管理的基础上，

坚持“以训促管、以用促管”的举措。要把卫勤战

备训练人才的选拔、培训、使用、保留与日常的管

理结合起来，把管理的绩效作为卫勤战备训练人才

的使用和保留的重要参考。要通过科学管理，为卫

勤战备训练人才创造良好的成长环境，使其在机动

卫勤分队战备训练中充分发挥作用。

3.3　人才使用要聘用和续任相结合　在聘任卫勤

战备训练人才之前，要对其进行专业技能考核与评

估，合格者方可聘用；聘任期满者是否续任，要根

据其能力和业绩最终确定。要严格按照规范的程序

选拔优秀战备训练人才，在战备训练人才中形成靠

素质能力立身任职的思想。要打破“一聘定终身”

的用人机制，真正做到“能者上，庸者下”，使每

个岗位上卫勤战备训练人才都能感受到压力和危

机，激发其工作动力，充分发挥其主动性和创造性。

4　小　结

正确的路线确定之后，干部是决定的因素。新

时期军队医院机动卫勤分队战备训练起决定性作用

的是组训骨干队伍。我军几十年军事训练的实践表

明，抓好组训骨干队伍建设，充分发挥组训骨干作

用，对于提高军事训练水平和效果至关重要。开展

军队医院机动卫勤分队战备训练，首先要弄清楚训

练需要什么类型的组训骨干人才；其次是采取直接

引进、联合培养等方式，拓宽组训骨干人才培养选

拔途径；最后是建立健全组训骨干人才管理使用机

制，加速推进组训骨干人才培养的体系建设，为锻

造一支能够熟练驾驭信息化条件下军队医院机动卫

勤分队战备训练的骨干队伍提供人才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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