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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永杰。”“到！”随着一声响亮的

回答，一名身材魁梧的青年迈着坚定的

步伐走进了征兵体检室，举手投足间散

发出与众不同的军人气质。

“这个叫王永杰的青年，是芜湖市

报名二次入伍的大学生。大学生征兵

年龄放宽后，吸引越来越多像王永杰一

样的退役士兵报名二次入伍。”据安徽

省军区动员局参谋朱波介绍，截至 8 月

上旬，安徽省二次入伍报名人数达 77

人，其中大学在校生和毕业生有 57 人。

这是来自云南省昆明警备区的一

组统计数据：2017 年昆明市二次入伍

10 人、2018 年 15 人、2019 年 17 人、2020

年 21 人，今年秋季报名人数达 26 人，每

次大学生占比均超过半数以上。

都说“不当兵后悔一辈子”，既然已

经当过兵尽过义务，可为什么还选择二

次入伍？曾经的军旅生活给他们带来

了哪些影响？再次走进军营，他们又经

历了怎样的成长和蜕变？让我们一起

走近这些二次入伍战士，感知他们的心

路历程，倾听他们别样的成长故事。

重回大熔炉，只
为心中热爱

“之所以出现二次入伍热，与国家

和地方政府鼓励政策有关。”昆明警备

区政委张海泉介绍，早在 2017 年，云南

省就出台了相关优先优待措施，鼓励退

役士兵二次入伍。正在征求意见的《征

兵工作条例（修订草案）》，也从去向选

择和未来发展上，增加了鼓励和优待二

次入伍的相关条款，这必将吸引更多的

退役士兵重返军营、再续梦想。

“没想到能再次穿上军装，更没想

到还当了空降兵！”空降兵某旅二次入

伍大学生士兵田一飞激动地向记者讲

述他的故事。

2017 年，正在读大学的田一飞报

名参军，幸运地成为海军陆战队的一名

战士。海军陆战队一直被称为“陆地猛

虎”“水中蛟龙”“空中雄鹰”。由于被选

送学习，他错过了“空中雄鹰”的训练。

两年后，田一飞带着“没有跳过伞”的遗

憾，回到校园继续完成学业。大学毕业

后，他果断选择二次入伍，并幸运地成

了一名空降兵。接到入伍通知书那天，

他格外激动：“终于可以跳伞了！”

像田一飞一样，为弥补遗憾而选择

二 次 入 伍 的 还 有 贵 州 省 纳 雍 县 的 谭

虎。他曾在西藏军区某部服役。去年，

因士官选改名额有限退伍回家，今年又

报名二次入伍。得知这次还有进藏名

额后，谭虎第一个递交了申请。面对亲

友的相劝，他说：“我已经习惯了高原的

生活。站在边境线上，恰恰是离保卫祖

国最近的岗位，我想用这种独特的方式

感受别样的青春，升华人生价值。”

战士心中有家国，甘将热血洒边

关。第 82 集团军某部二次入伍战士陈

靓，曾在西部战区某边防部队服役，带

着第一次入伍没能留队的遗憾回到了

大学。复学期间，他脑海里不断闪现着

和战友们在一线站岗巡逻、砸冰取水、

铺路架桥的场景。大学毕业时，他再次

应征入伍。

“感动！当过兵的人就是不一样。”

看到网友留言时，退役后回到大学继续

读 书 的 刘 文 杰 刚 执 行 完 抗 洪 救 灾 任

务。他穿着作训服，抱着婴儿蹚水前行

的一幕，被群众用手机抓拍下来传到网

上，瞬间在媒体平台刷屏。此刻，一种

作为军人的责任感和荣誉感油然而生：

走，再当一回兵！

来自社会对军人的尊崇点燃了许

多退役士兵二次入伍的激情。在芜湖

征兵体检现场，王永杰告诉记者，退役

复学期间，他始终保持着军人的作风和

习惯，无论是老师还是同学，都对他这

个经过“部队大熔炉”锤炼过的大学生

高看一眼。加入学校的征兵宣传队后，

先后有 8 名同学在他的影响和带动下

走进了军营。

吹角连营挥不去，重披战甲逐梦

来。是什么让这些二次入伍的战士对

军营如此留恋？是“长”在皮肤上的军

装和时时萦绕在耳畔的军号，还有浓得

化不开的战友情。

二次入伍战士任浩说，退役回到地

方后的一天晚上，他梦见自己发烧了，

照顾他的是班长杨冰松。醒来后，枕头

已被眼泪打湿。今年春季征兵工作启

动后，他第一时间报了名。他说：“部队

就像我的家，让我经受了锻炼，收获了

成长。我想战友了！”

“青春有很多样子，很庆幸我的青

春有两次穿军装的样子！”安徽省军区

通信中队二次入伍战士刘卓饱含军旅

情怀的话语，道出了战友们的心声。

军人自有军人的担当，战士自有战

士的情怀。再当一回兵的理由可能有

千百个，但这千百个理由都汇聚成了两

个字——热爱。

迎接新挑战，做
更好的自己

“二次入伍难面临的最大考验不是

技能和体能，而是心态上的调整和角色

的重新定位。”中部战区空军某运输搜

救旅政治工作部主任张大庆说，一些二

次入伍战士原来在部队都很优秀，但是

再当一次新兵，一切又都是重新开始。

他们要放下曾经的“光环”，从零起步，

迎接挑战。

再次走进军营，武警边防部队出身

的刘文杰就遇到了烦恼：虽然军事训练

和体能训练成绩名列前茅，但陌生的专

业理论学习让他有些力不从心。面对

“拦路虎”，刘文杰暗下决心：自己唯一能

做的，就是比别人更刻苦。他咬紧牙关，

制订高强度学习计划，一遍遍地向班长

们请教，经常晚上捧着专业书籍“加餐”。

不仅是陌生课目，曾经熟悉的岗位

也会给他们带来新的挑战。曾服役于

海军某部的程苗苗是话务员，二次入伍

又幸运地分到了话务连。令她没想到

的是，曾经引以为傲的话务技能，与新

连队的战友们比起来都失去了优势。

程苗苗选择奋起直追：手功训练标准每

分钟 80 字，她给自己加到 130 字；别人

每天熟记 50 个电话号码，她要记到 100

个……集训考核，她打破连队脑功纪

录，在同年兵中第一个拿到了上岗“通

行证”。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带着

“操枪弄炮”的憧憬二次入伍的张方宇，

没想到被分到场务连，整天要面对清扫

跑道这种“简单的体力活”。他陷入了

迷茫：难道二次入伍就为了扫跑道？参

加几次飞行保障后，张方宇慢慢意识到

自己的想法简单狭隘了。他告诫自己：

清扫跑道责任重大，关系着飞行安全，

要努力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在跑道上

放飞梦想！

“新兵”是身份，“老兵”是标准。面

对新的岗位新的挑战，这些二次入伍战

士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迎难而上。正如

某部二次入伍战士张鹤琛所说：“虽然

挂着列兵衔，但我不能把自己当新兵

看，要用老兵的底子撑起一名新兵的好

样子。”

当然，他们没有把“重新开始”简单

定义为找回曾经的状态，而是向往着成

为更好的自己，并为此倾尽全力。

夏日的演训场热浪袭人。高高的

电线杆上，中部战区空军地导某旅二次

入伍战士李斌正灵巧地转换脚蹬往上

攀爬，开始第 8 根电线杆的光缆架设。

“这是我第 4 次参加大项任务，尽管苦

点累点，但是收获了成长进步。”李斌

说，二次入伍在克服了专业理论学习的

“拦路虎”后，缺乏实战经历的“短板”制

约了他业务能力的提升。为此，他积极

主动申请参与各项演训任务，锤炼实战

保障能力。如今，李斌不仅成为业务骨

干，还带教出了多名徒弟，多次圆满完

成通信保障任务。

一点一滴的磨砺，日复一日的坚

持，军营像一块磨刀石，让这些原本就

优秀的二次入伍战士愈发闪光——新

入伍的老兵，个个是尖兵。

只要肯努力，军
营不会辜负你

“终于拿了冠军！”站上领奖台时，

空降兵某旅二次入伍战士蔡子阳内心

感慨万千：“是部队为我提供了圆梦的

平台。”

曾被评为训练标兵、多次拿过单项

课目第一的蔡子阳，二次入伍的目标很

明确：争取在大比武中夺冠。作为新兵

骨干，连队对他高看一眼，多次推荐他

参加骨干培训，安排教员一对一帮助他

夯实理论基础，掌握训练技巧。考核竞

赛的通知一公布，连长就找到了他，鼓

励他一定要拿冠军。在领导和战友们

的支持与关怀下，比武当天，他一人包

揽 3 项第一、1 项第二，打破多项纪录。

记者多方采访了解到，近年来，随

着二次入伍战士的逐年增多，各军兵种

部队和各级领导机关，对这些战士的培

养教育都格外重视，并结合部队实际制

定了具体的培养计划和措施，努力为他

们搭建成长平台：有的优先安排他们担

任骨干职务，发挥特长；有的为他们制

定个性学习训练计划，补齐“短板”；有

的放手让他们参与重大任务，搭建成长

“快车道”……

“没想到很快就能参与保障任务！”

提起刚下连时的经历，南部战区空军某

场站二次入伍战士滕海华激动不已。

他说，自己曾在陆航部队保障过直升

机。二次入伍下连后，连队没有让他按

部就班从头学起，而是针对他的经历和

技能水平，经考核后直接将他安排到了

任务一线学习锻炼，帮助其快速成长。

二次入伍不是“一个人的战斗”。

中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政委陈忠礼

告诉记者，二次入伍战士对成长成才路

径更了解，个人规划往往会更具体、更

务实。各级组织和带兵人既要当好“引

路人”，更要当好“助梦人”，引导他们正

确处理好个人理想和组织需要的关系，

因材施教、用其所长，努力为他们立足

本职建功军营铺路搭桥。

“考上军校是我们最大的梦想，也

是选择二次入伍时对亲友的承诺，感谢

部队对我们兄弟俩的培养。”东部战区

空军航空兵某师二次入伍的双胞胎兄

弟冯勇、冯超，拿着军校录取通知书对

记者说，在备考期间，所在单位给予了

很大的支持，不仅安排他们去集训队集

中学习，还指派文化基础好的干部为他

们补课辅导，指导员和连队骨干经常找

他们谈心交流，鼓励他们减轻压力、轻

装上阵。

你在努力奔跑，我们助你圆梦。提

起部队的培养，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

旅二次入伍后提干的李俊达更是感慨

万千：“是老部队领导和战友的帮助，让

我圆了军官梦。他们不仅放手让我在

工作中挑大梁，还在提干备考期间给予

了很大的关心和支持，指导员为我准备

了学习书籍，身边战友还主动帮我分担

公差勤务，真的太暖心了。”

如今，李俊达正在参加单位的新干

部集训，面对即将入营的新战友，他最想

说的一句话就是：“部队是成就梦想的地

方，只要肯努力，军营不会辜负你！”

心中有家国，今朝再出征。

随着军队改革深度推进，一系列

拥军惠军政策陆续出台，有越来越多

的退役士兵选择二次入伍。这些重回

大熔炉追逐梦想的老兵，既有着当兵

经历阅历的优势，也面临着新环境新

岗位的挑战。部队各级组织和带兵

人，应顺势而为、因势利导，努力把他

们的经历优势转化为发展动力，汇聚

强军兴军的磅礴力量。

校正航向，明晰目标。二次入伍

战士怀着个人的梦想再次走进军营，

作为新兵中的“老兵”，他们习惯了军

营的号声、接受过部队的教育、经历了

摔打磨炼，他们再次走进军营更渴望

成长成才、建功立业。因此，要尽快帮

助他们在新岗位新起点上进一步明晰

成长目标和努力方向，引导他们将个

人梦想融入强军实践，树立“入伍即争

先、起步就领跑”的意识，在练兵备战

中争创一流业绩，实现个人梦想。

发挥优势，搭建平台。他们一入

伍就自带“光环”，有的是训练场上的

“排头兵”，有的是入党评优的“好苗

子”，有的是血性十足的“小老虎”。要

注重发挥他们的优势和潜能，努力搭

建成长平台、成才舞台，通过多交任

务、多压担子，让他们在新兵群体中发

挥示范效应，在老兵群体中产生引领

作用。

高看一眼，厚爱一分。他们家国

情怀更真、扎根军营更深，更加珍惜再

次入伍机会，大部分都有长期服役意

愿，是部队长远发展的骨干力量、持久

稳定的人才资源。要带着“高看一眼、

厚爱一分”的情感真心关爱、真情呵

护，聚焦专业化职业化发展方向，精准

规划、定向培养、补齐短板，打造人才

培养闭合回路，实现人岗相适、人尽其

才，努力把他们培养成备战打仗的生

力军和排头兵。

把
经
历
优
势
转
化
为
发
展
动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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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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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入伍可分为战时和平时两种

情况。

在战时，被编入民兵、预备役部队

（预备役士兵年龄为 18 周岁至 35 周

岁）的退伍老兵，依据命令转服现役。

未编入民兵、预备役部队的，如果年龄

为 36 周岁至 45 周岁，根据兵役法的

规定，战时也可能会被征召，回部队服

现役。

在平时，有以下几种情况。

1. 退役士兵具有专业技术而再

次被征召入伍。

根据《军队特招地方专业技术人

员入伍规定》，特招入伍人员的年龄需

小于拟任职务平时服现役最高年龄

10岁以上。这些特招入伍的人员，一

般具备这几种条件：

（1）具有全日制大学本科以上学

历以及相应学位；特招到院校、科研院

（所）、中心医院以上卫生机构的，具有

全日制硕士研究生以上学历以及相应

学位。

（2）担任高级专业技术职务或者

取得高级专业技术资格。

（3）主持、承担过国家级科研项

目，获得国家级科学技术奖以及相当

等级奖励，或者学术技术水平处于本

专业领域国内前沿。

2.退伍后通过直招士官再次入伍。

直招士官应具有大专、本科以上

学历，服役属性区别于义务兵役，定位

是服志愿兵役的大学生士兵。根据

《直接从非军事部门招收士官工作规

定》，直招士官需满足以下条件：

（1）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所学

专业符合部队专业需要，所在高校

和所学专业已开展职业技能鉴定，

并取得国家颁发的中级以上职业资

格证书。

（2）截至当年 7 月 31 日，男性不

超过 24周岁，女性不超过 23周岁。

（3）未婚。

3.普通途径二次入伍。

按兵役法规定，只要未满 22周岁

的公民，依然可以再次服兵役。如果

第一次退伍后继续求学深造，那么再

次入伍的年龄要求可以适当放宽。

（邹珺宇整理）

吹角连营挥不去吹角连营挥不去 重重披战甲逐梦来披战甲逐梦来
—探寻二次入伍士兵的心路历程和成长轨迹

■董朔祺 本报记者 郭泓斌

有感而发有感而发

小小 贴贴 士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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