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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教学字〔2018〕5 号 
  

 

 
山东省教育厅 

关于进一步做好大学生征兵工作的通知 
 

各普通高等学校： 

为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新时代强

国强军思想，吸引更多高素质高校学生参军入伍，根据《教育部

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高校学生参军入伍工作的通知》（教学厅

〔2015〕3 号，以下简称《通知》）及有关文件精神，现就进一

步做好我省大学生征兵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进一步提高认识，切实加强对大学生征兵工作的领导 

做好大学生征兵工作，既是新形势下加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建设、落实军民融合战略、依托国民教育为部队培养输送高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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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的必然要求，也是发挥军队资源优势促进青年学生成长成才

的重要举措。各高校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新时代强国强

军思想，特别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给南开大学新入伍大学生

的重要回信精神，把做好大学生征兵工作和鼓励、引导学生参军

入伍，作为做好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内容和有力抓

手，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合格建设

者和可靠接班人。要加强对大学生征兵工作的领导，成立由学校

“一把手”为组长，学生、武装、就业、教务、宣传、团委等多

部门为成员的征兵工作领导小组，确定分管负责人和牵头职能部

门，加强统筹协调，明确责任分工，做到“机构、人员、经费、

场地”四落实、四到位。 

二、认真落实好国家鼓励大学生参军入伍已有政策措施 

各高校要认真落实好教育部《通知》中已出台的鼓励大学生

参军入伍的 1—13 条优惠政策，在保留学籍（保留入学资格）、

军事技能免修、学费补偿代偿、转专业、升学、就业等方面为入

伍大学生提供便利，确保国家的优惠政策落实到位，不打折扣。

每年新生入学前，高校要将国家及我省鼓励大学生（含高校新生）

参军入伍的相关政策编印成册，连同新生入学通知书一并发放给

新生；在学生退役复学后，高校要积极主动、认真帮扶，为退役

复学学生顺利完成学业提供必要帮助。 

三、进一步完善鼓励大学生参军入伍优惠政策 

（一）高校应根据专业特点、人才培养要求和参军入伍大学



 — 3 — 

生的实际制定具体办法，为本校在校期间参军入伍尚有少部分学

分（课程）未修完的大学生提供课程考试和论文答辩等服务。对

服役期间修完人才培养方案规定课程或学分，符合毕业条件的，

学校应准予毕业，并颁发毕业证书；符合学位授予条件的，学校

应授予其相应学位。 

（二）除考取行业职业资格证有特殊要求的外，我省普通高

校本专科在校生（含高校新生）的入伍经历均可作为毕业实习经

历。 

（三）高校可在正常推荐指标外，单列指标面向退役复学学

生推荐山东省普通高等学校优秀学生和优秀学生干部，推荐人数

分别不超过学校正常推荐指标的 10%。 

（四）高校要将大学生报名参军和应征入伍情况纳入学生党

建考核指标，鼓励大学生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带头报名参军和应

征入伍。党组织在确定入党积极分子和接收预备党员时，要将学

生报名参军和应征入伍、报效祖国的思想政治表现纳入考评体系

中，鼓励学生积极报名应征；在研究退役复学学生入党申请时，

符合《中国共产党章程》中规定的党员条件标准的，可优先培养

入党。 

四、加大对高校大学生征兵工作的考评力度 

今后，我厅将会同省兵役机关完善高校大学生征兵工作督

导、考评机制。每年根据全省征兵任务情况和各高校男生在校生

数，下达分学校大学生网上应征报名和参军入伍指导计划，并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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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指导计划情况作为大学生征兵工作先进单位、先进个人评比

表彰的重要指标。建立大学生征兵工作定期通报制度，实行动态

督导管理，对工作积极主动、措施有力、落实政策到位、成效显

著的单位和个人给予通报表扬；对工作进展缓慢、征集工作不到

位的高校，采取“约谈”校领导等方式，强力督促工作开展；对

未完成参军入伍指导计划的学校，实行大学生征兵工作先进单位

评比一票否决。高校征兵工作完成情况将作为编制年度本专科和

研究生招生计划的重要依据。 

 

 

                                山东省教育厅 

                               2018年 3 月 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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