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谈谈如何看待军队文职人员的地位作用？

【答题要点】

1.总体阐述。

设置军队文职人员历史沿革悠久，军队文职人员萌芽于夏朝，辛亥革命后军

队中的“军属”制度，是我国具有现代意义的军队文职人员制度的雏形。当下，

军队文职人员与现役力量、预备役力量共同构成国家武装力量的三大支柱，在军

事人才培养、技术创新、资源管理、勤务保障等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2.分析阐述文职人员的作用。

（1）军事人才培养作用。文职人员在军队院校建设和人才培养上发挥着无

可替代的作用，肩负着新时代军事教育方针、军事院校改革的重任，是我军优秀

人才培养与输出的根本保证。

（2）技术创新作用。在我军历史上，医学、武器装备、教学等领域涌现出

许多文职顶级专家，比如中国工程院原院长、中国核科学事业的主要开拓者之一

朱光亚，著名科学家、总装备部科学技术委员会高级顾问钱学森都是文职人员。

这些杰出的文职人员为我军的通信、计算机等方面发展提供了关键的技术支持作

用，不断提高我军科技作战水平。

（3）资源管理作用。文职人员承担着军队武器装备、财务、文献档案、固

定资产、人力等多方面资源管理和调配的作用。根据部队扩编、演习、作战等需

要，对军队实施各种资源保障。

（4）勤务保障作用。设备修理、医疗服务、军事运输、物资供应、老干部

服务等都是文职人员的勤务保障工作范畴，是军队的大后方，解除我军后顾之忧。

3.在未来的工作中，我会以成为一名军队文职人员为荣，时刻牢记党的宗旨，



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素养，强化综合能力，为祖国的军队建设和国防事业贡献力

量。

二、武装部计划开展国防动员潜力调查工作，如果由你负责，你会如何做

好这项工作？

【答题要点】

1.开展国防动员潜力调查的目的意义。“国防动员潜力”是指通过动员可以为

战争服务的各种潜在社会资源，包括人力、交通、经济、物资、科技等资源。国

防动员潜力调查的目的是为了在平时摸准可用于战争的国防动员潜力底数，增强

平战转换能力，为“能打仗、打胜仗”奠定基础。

2.加强宣传动员，提高思想认识。协调动员地方各系统如：通信管理、交通

运输、科技、商务、工信、卫健委等部门以及地方大型企业单位的国防动员负责

人，使各行业系统负责人认识到提供潜力数据不是可干可不干的额外工作，而是

必须履行的法定义务，并明确各单位负责人的具体工作任务和标准要求。

3.明确调查的重点行业、单位、人员以及内容。

（1）兵员潜力数据。主要调查 18 周岁至 35 周岁符合服兵役条件的男性公

民的工作单位、户籍所在地、政治面貌、服役情况、专业技术特长、联系方式等

情况。

（2）当地政治、经济、科技、社会等各领域的潜在资源。主要调查与人民

防空、交通战备、信息、物资和经济保障等相关的潜力数据信息，包括地方人防、

交通、医疗医药、网络通信、能源、食品、装备、仓储运输以及公安等地方主要

行业、单位以及重点企业的相关数据，例如食品行业，可以了解食品生产企业数

量、生产产品类型、生产能力、企业规模等，摸清战时食品物资的供应能力。



4.与统计部门共同成立专业调查队伍展开调查工作。

（1）利用国防动员微信公众号等网络平台发放个人信息调查统计表，各单

位、社区等负责宣传动员，组织信息填写工作。注意避免与统计局已有信息重合，

信息出现变化后及时变更。

（2）安排专业调查小组主动与地方政府单位以及重点企业进行沟通，采用

地方单位主动采集报备信息或者直接导出数据的方式获取潜力数据。

5.潜力数据汇总分析，形成数据库和分析报告。

对于采集到的国防动员潜力数据进行归类汇总，剔除无效数据，结合“能打

仗、打胜仗”的强军目标，分析对作战及其关键的国防动员潜力信息，明确可以

动员的资源，形成当地国防动员重点潜力资源汇总手册和国防动员潜力评估报

告。

三、谈谈“五位一体”的具体内容以及内在的联系。

【答题要点】

1.简述“五位一体”提出的背景：“五位一体”是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

的。

2.阐述“五位一体”的具体内容：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

设、生态文明建设。

3.阐述“五位一体”的内在联系：“五位一体”总布局是一个相互联系、相

互促进、相辅相成的统一整体。其中每一方面都有其不同的地位和作用，它们之

间互为条件、缺一不可。只有坚持五位一体建设，全面推进协调发展，才能形成

经济富裕、政治民主、文化繁荣、社会公平、生态良好的发展格局，把我国建设

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1）经济建设是根本。经济建设是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的物

质前提。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社会生产力，创造丰富的物质财富，才能

为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

（2）政治建设是保证。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加快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

设，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才能为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坚强

的政治保障。

（3）文化建设是灵魂。只有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

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才能为经济、政治、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思想保障、

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4）社会建设是条件。加强社会建设，发展社会事业，健全社会保障，加

强社会管理，构建和谐社会，才能为经济、政治、文化和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有利

的社会环境和条件。

（5）生态文明建设是基础。只有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政治、文化、

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才能实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才

能实现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