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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12日，金沙江白格堰塞湖水
位超过堰塞体人工泄流槽，开始泄流，
军地救援力量连日来接续奋战达到预
期效果。金沙江“11?3白格堰塞湖”险
情发生以来，四川省甘孜军分区组织沿
江区县1000余名民兵先后紧急疏散转
移群众4500多人，搬运转送物资350多
吨，排除道路险情 30余处。记者在现
场记录下一组民兵奋战抢险救灾一线
的镜头。

镜头一：往返 40余
公里徒步运送物资

绒盖乡则巴村，一个坐落在距四川
省白玉县城约 30公里处的小村庄，是
距离金沙江白格堰塞湖最近的地方。
灾情发生后，这里成为通往前线的物资
中转站。

上午6时，民兵洛绒扎西已经整理
好行装，出发前特地换了一双软一点的
鞋垫。往返 40多公里，身上背负几十
公斤的物资，在连续几天的徒步运送
后，他脚上磨出了好几个血泡。

通往堰塞体没有道路，甚至连条像
样的羊肠小道也没有，民兵队员们只能
徒步穿过密林，翻越沿江险坡。虽然已
经往返过很多次，可看到路旁的悬崖峭
壁，大家依然捏着一把汗。一路上除了
排长拥措反复提醒大家注意安全，队伍
里基本没人说话，每个人心里都憋着一
股劲：“再难再险，我们也要冲上去！”险
情发生后，这个50人的小分队，已经往
前线运送数吨水、食品和油料等物资。

镜头二：奋战 15小
时冒雪疏通道路

立冬刚过，白玉县突降大雪。第
二天就是救灾应急指挥部定下的人工
机械干预泄洪的重要节点，大批挖掘
机、装载机和物资必须通过多拉山和
久拉山的盘山公路运抵一线，可道路
已经被大雪覆盖。关键时刻民兵护路
分队队长李波主动请缨：“我们保证完
成任务。”

多拉山和久拉山两座山口，平均海
拔都在3800米以上，盘山道路的一边就
是悬崖峭壁，大雪覆盖后更是险上加
险。队伍刚出发到山脚，车辆就开始打
滑，几经波折，车队才抵达预定地点。

一下车，大家立即用十字镐除冰破
雪、撒盐铺土。高山上的风雪嗖嗖往衣
服里钻，身上的汗一会儿就结成了冰，
大家的手也被冻得通红。人武部副部
长陈峰此前执行任务时负伤被评为 7
级伤残，腿部一直嵌有钢板。这次行动
他带队冲锋在前，与大家一起并肩战
斗。凌晨3点，经历近15个小时的连续
奋战后，道路终于全部疏通完毕。

镜头三：转移群众一
个都不能落下

“老乡，我们是来接你到安全地方
的！”得荣县贡波乡木拥村，天刚蒙蒙
亮，疏散转移群众的民兵分队已经赶到
村里。村民桑都一家昨天就接到了疏
散转移的通知，可家里老父亲已经 80
多岁，腿脚不方便，再加上 3个不满 10
岁的孩子，转移对他家来说困难重重。
桑都紧紧地握着身边民兵的手说：“你
们来了，我们就踏实了。”

“老人家，我背您！”“孩子们跟着
我!”“东西不要带太多，安置点基本生
活物资都有！”早已掌握他家情况的民
兵分工协作，不到半个小时，一家人已
经出发前往临时安置点。根据上级灾
情和疏散转移通报，人武部提前组织负
责群众转移疏散的民兵分队明确任务，
为保证群众全部及时转移，村里每一户

家庭的具体情况大家已提前了解。带
队的人武部干部王帅军告诉记者，他们
还在每个临时安置点常驻一支20人的
民兵分队，保障群众日常生活；洪峰来
临前，还要对每个村庄进行再次排查，
确保群众一人不落地转移到安全地域。

镜头四：藏民夜送晚
餐暖兵心

“喝点水，这是自家做的锅盔。”“你
们辛苦一天，休息会儿吃点东西再干。”
11日晚 8点，竹巴笼大桥，来自附近村
庄的藏族群众自发带饮食来到路旁慰
问正在紧急加筑沿江道路堤坝的民兵。

1个月前的“10?11白格堰塞湖”自
然泄洪，水面距离桥顶不到1米。而根
据险情判断，这次泄洪洪峰最高值将
达到上次的数倍，危险不言而喻。得
知情况的巴塘县人武部领导，迅即组
织民兵分队连夜集合赶往一线。为了
保证对洪峰的随时监测，一部分民兵
从附近村中搬来发电机，帮助专家组
搭建卫星监测站。另一部分民兵紧急
运来沙袋，加筑沿江道路堤坝，其他人
严密组织道路封控。“没想到老乡这么
晚还来给我们送吃的，我觉得再累心
里也很热乎。”民兵降巴吉村告诉记
者，他们将尽最大的努力，保证沿线群
众的绝对安全。入夜，紧张的救灾工
作还在继续，不少群众也加入了救援
队伍，与民兵并肩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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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10日，第 12届中国国际航空
航天博览会现场迎来了 10名特殊的小
客人。她们是来自空军机关、南部战区
空军机关定点帮扶村的 10名“春蕾女
童”。空军政治工作部群联局副局长程
军介绍，邀请“春蕾女童”参观航展，是为
了拓展贫困学生视野、增强爱国爱军情
感，而配合开展的教育扶贫专项活动。

记者了解到，来到航展现场的这些
孩子自幼生活在黄土高原、云贵山区，所
在的村落都是贫困村，家里都是贫困
户。帮扶的空军部队为她们所在的村落
制定“一村一策”，为贫困家庭制定“一户
一策”，帮助村里走上“致富路”。在空军

“蓝天春蕾计划”的资助下，这些孩子得
到良好的就学保障，可以就近顺利完成
义务教育。

这一次，孩子们走出大山，第一次乘
坐飞机参加中国航展，显得格外激动和
兴奋。孩子们参观的第一站是歼-20战
机静态模型展示区。在战机模型前，孩
子们争相围上去拍照。陕西女孩欣欣问
现场解说的工作人员：“今天能不能看到
它飞行表演？”当得到肯定答复后，她兴
奋地鼓起掌来。

在空军招飞馆，孩子们与招飞智能
机器人“飞飞”“圆圆”进行互动。“我能不
能当飞行员？”“飞行员需要具备怎样的

能力？”一个个略显稚嫩的问题，折射出
“春蕾女童”对祖国空天的关注和向往。
最令孩子们兴奋的是VR模拟飞行体验
平台，女孩玉轩靠在沙发上，紧张的模拟
飞行让她感到格外惊险刺激。摘下 VR
眼镜时，她意犹未尽，拉着工作人员要求
再试一次。在空军飞行员荣誉展示区，
当工作人员向孩子们介绍“金头盔”是授
予空军自由空战考核中“空战能手”的桂
冠时，大家争相上前拍照留念。

得知 11日就是空军成立 69周年纪
念日，孩子们现场为空军官兵送上生
日祝福，精心录制了“感恩空军祝福战
鹰”视频。苗族女孩们还表演了民族

舞蹈，女童宁宁献上了一曲改编版的
“生日歌”。

飞行表演开始了，“八一”飞行表演
队、“红鹰”飞行表演队一系列精彩纷呈
的特技表演，引得孩子们阵阵欢呼，特别
是当两架歼-20出现在空中时，大家更
是兴奋不已。

中国少年儿童基金会负责组织此次
活动的同志介绍，空军邀请“春蕾女童”
参加航展，让贫困儿童对国家发展有了
更多的认识和了解，也加深了和空军官
兵的感情。

上图：“春蕾女童”参观空军招飞馆。
廖 强摄

从大山到航展从大山到航展——

““春蕾女童春蕾女童””一一站站式体验强军新气象式体验强军新气象
■王卫华 许 腾 本报记者 李建文

近日，由重庆市军地组织的“爱我
国防”大学生主题演讲大赛暨国防教育
优秀教员比武竞赛落下帷幕。记者在
赛场内外采访，一路感受红色之都在新
时代的国防教育新气象，探寻青少年国
防教育的创新之路。

是“口味刁”还是“菜品老”

“想了解体制编制调整改革后的
人民军队吗？今天，我带大家一起玩
转编成创新的‘魔方’。”在比赛现场，
陆军勤务学院副教授张建军用魔方不
同色块的排列组合原理深入浅出地讲
解军队体制编制调整改革。赛后，不
少青少年学生谈到，像这样有趣、长知
识的国防教育课不死板、对胃口，他们
喜欢听、记得住。

“看来不是学生的‘口味刁’，而是教
员的‘菜品老’。”重庆警备区司令员韩志
凯介绍，此前，警备区政治工作局联合市
国教办、市教委对全市18个区县近百所
高中、部分大学和高职院校的国防教育
课现状开展抽样调研，发现课堂形式以

“我讲你听”为主，“灌输式”的教学现象
比较普遍。课堂讲解没能紧跟时代发
展，没有对当前军队改革的最新解读。
学生们比较关注的武器装备最新发展、

各国军情最新动向、世界军事安全形势
等内容均很少普及。

不关注受众兴趣点的国防教育已经
很难拨动学生的心弦。这已经成为重庆
军地相关部门的共识。为此，借开展国防
教育优秀教员比武竞赛之机，重庆市国防
教育办公室明确提出要选拔一批用大白
话讲大道理、用精彩故事代替空洞说教、
用现实事例剖析历史事实的优秀教员，组
成国防教育讲师团，在各大中小学校展开
巡回演讲。

突出问题导向，明确努力方向。记
者在比赛现场看到，许多参赛教员运用
图表、幻灯片、卡通漫画等形式展示授
课内容，力图用直观、生动的方式让在
场学生入脑入心，为国防教育注入“源
头活水”。

“2G思维”怎能跟上
5G时代

此次比赛中年龄最小的参赛者，来
自重庆大学物理学专业的大二学生刘
毅，最近迷上了抖音短视频。从讲台上
一下来，他就将现场的演讲小视频发到
抖音上，很快就有 300多人点赞。现场
的工作人员也将此次比赛的获奖选手及
现场视频发布到“山城军号”微信公众

号，不一会儿点击量就达千余次，读者纷
纷在评论区留言，有的表示听了某位教员
的演讲很受鼓舞，有的表达明年想要参加
演讲比赛的意愿。

“2G思维已经不能适应 5G时代。
青年学生的关注点在哪里，我们国防教
育的阵地就应当搬到哪里。”重庆警备区
政委刘伟感叹，进入“拇指”时代、“读图”
时代，仅靠“架喇叭、发传单、挂横幅、念
教案”的传统教育模式已很难保持国防
教育旺盛活力。

过不了网络关，就过不了时代关。
如今在重庆，网络已经成为军地各级开
展国防教育的重要舞台。记者了解到，
重庆市各区县武装部都建立了中小学生
国防教育微信公众号，并依托区县电视
台开设“国防在线”类电视节目；重庆大
学依托“学堂在线”平台，开设军事理论
慕课，学生点击学习后，纷纷在学院微信
群里讨论学习成果。“线上课程符合我们
的学习习惯，我们可以自由选择自己感兴
趣的军事理论课，这样的国防教育才能有
的放矢。”重庆大学学生赵敏告诉记者。

课堂何止在教室

“人生如马掌铁，磨灭方休。这是杨
闇公的人生写照，也应成为我们新时代奋
斗者的价值追求，也欢迎大家到全国国防
教育示范基地杨闇公同志旧居参观。”重
庆市杨尚昆故里管理处讲解员米瑶在比
赛中讲解着一个个红色故事，将大家的思
绪拉回到救亡图存的烽火岁月。

据统计，在此次比赛中把重庆本土

红色故事带到讲台上的选手不在少数。
重庆作为英雄名城、红色故里，国防教育
资源丰富，驻军部队多，去年《中国人民
解放军军营开放办法》的颁布实施，为利
用军营文化开展国防教育提供了有利契
机。重庆市军地领导一致认为，要盘活
驻地红色资源和驻军资源，引领学生将
课堂教育与课外活动相结合，走出教室、
走向实践。

国防教育既是教育的过程，也是培
塑家国情怀、建立情感认同的过程。11
月 9日，人民空军成立纪念日前夕，西
南大学学生杨璐齐与同学一起来到驻
渝空军航空兵某部参加该部的军营开
放日。看着一架架国产某新型战机飞
向天空，他兴奋地说：“第一次在现场近
距离地观看战机，由衷地为中国空军感
到骄傲！”

在米瑶看来，重庆渣滓洞、白公馆、
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等红色景区如今
已成为青少年学子树立远大理想、激发
爱国情怀的“第二课堂”。沙坪坝区定
期组织学生去渣滓洞听听红岩的歌声，
去白公馆看看“小萝卜头”人小志气大
的故事；潼南区组织当地高校和高中学
生到驻地部队体验军营生活，通过模拟
逃生、遇险转移、高空攀爬等活动，在他
们心中种下参军报国的种子；重庆大学
在全国首创成立新生军乐团，打造《男
儿何不带吴钩》《军魂》等文艺精品，并
成立国防知识宣传志愿者队伍，将大学
生革命传统教育、素质教育和文化传承
融入教学全过程，让学生们在潜移默化
中提升国防意识。

破解国防教育的青春密码
—重庆市创新推进青少年国防教育工作闻思录

■本报记者 杜怡琼 左庆莹 通讯员 姚金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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