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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工业大学认真学习贯彻《国防教育法》和《国防法》，积极发挥专职干部、共建

部队和学生骨干的联动作用，大力开展以爱国主义为主旋律的国防教育，营造了关心国

防、支持国防和建设国防的良好氛围，在大学生军训、征兵等各项工作中都取得了优异的

成绩，是“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预征工作先进集体”，多次受到上级部门的表彰。

一、做好顶层设计，发挥专职干部的主导作用。专职干部是国防教育的组织者，是

做好国防教育的基础力量。因此，对于专职从事国防教育工作的学校武装部来讲，重要的

就是抓紧抓好大学生军训工作、军事理论课教学工作、在校大学生入伍工作、双拥工作、

后备力量建设工作及武装部日常工作，增强全校师生的国防意识和国防观念，真正使国防

教育工作落到实处。

二、整合教育资源，发挥共建部队的协同作用。共建部队是国防教育的实施者，是

做好国防教育的保障力量。普通学校学生的必修课程一一军事技能训练(以下简称军
训)，1 985年在我国部分普通高校试点，现已迈入制度化、规范化轨道。其中，军训师资

队伍的建设是保证学生军训质量的根本措施之一，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和重视。顺应学生

国防教育工作深入开展的需要，学校及时与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签订了共建协议，促进了

国防教育工作的顺利开展。

三、立足高校实际，发挥学生骨干的表率作用。学生骨干是国防教育的参与者，是

做好国防教育的补充力量。学校组建了河南工业大学“军训教官训练连”，主要职责是利
用业余时间和假期时间组织训练营成员学习部队有关军事技能，熟练掌握大学生军训方

法，有效组织新生入学军训，推进了全校国防教育--r,r乍的顺利开展，为培养国防后备人才

奠定坚实的基础。

国防教育工作中，专职干部是主力军和主导者，共建部队和学生骨干是专职队伍的拓

展和延伸。三种力量各有侧重，相辅相成，打破了国防教育资源的空间界限，从而使得国

防教育工作全方位推进，已经初步形成了学校重视、师生支持、全民参与的良好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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