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省军区系统作为协调军地的桥梁
纽带，必须着眼强化全民国防观念，协调
地方党政机关合力抓好国防教育，着力
做好‘统’的文章、走开‘融’的路径、添加

‘活’的元素。”谈到新时代国防教育话
题，上海警备区政委凌希代表语气自信
而坚定。

凌希结合调研认为，应构建科学合
理的国防教育考核标准和评价体系，制
定国防教育配套性政策法规，进一步强
化考核评估的刚性要求；充分发挥党政
军的引领作用、军地有关部门的职能作
用、社会各界的助推作用，构建“党委政
府统揽、军地职能部门主抓、相关部门参

与配合”的国防教育领导体制；完善军地
合署办公制度，健全岗位目标责任制，增
强工作执行力。

“国防教育本身是开放的、融合的、发
展的，只有紧跟经济社会发展步伐，才能
把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优势转化为开展
国防教育的资源优势。”凌希告诉记者，要

把国防教育融入国民素质教育、融入核心
价值观培育、融入社会正能量宣传，让国
防教育组织有力、军地合力、迸发活力，真
正成为全民的教育、终身的教育。

在谈到创新国防教育形式的话题
时，凌希结合上海市工作实践说，如今互
联网信息技术日新月异，以抖音、快手、
斗鱼等为代表的移动终端社交平台走进
千家万户，应紧跟时代发展，深入推进国
防教育“互联网+”建设，“让沉睡的历史
苏醒”“让无言的墓碑说话”。依托各类
主流网站开设国防教育板块，创设国防
教育网页，建立国防教育网络服务平台、
国防教育公众号等，全方位、全时段、立
体化开展国防教育，不断增强覆盖面吸
引力。

凌希代表—

把发展成果转化为资源优势
■本报特约记者 樊 晨

“革命战争年代，吕梁儿女用鲜血和
生命铸就了伟大的吕梁精神。我们要把
这种精神用在当今时代，继续为老百姓
过上幸福生活、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
奋斗。”谈到吕梁精神，山西省吕梁市市
长王立伟代表依然对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7年 6月 21日视察吕梁市时的重要
讲话记忆犹新。

王立伟介绍，近年来，吕梁市军地
双方始终坚持把弘扬吕梁精神、抓好
国防教育作为事关全局、涉及长远的
大事来抓。持续加大革命旧址的保护
开发力度，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建
设，全市 3处场所被命名为“国家国防
教育基地”、12处场所被命名为“山西
省国防教育基地”；统筹新闻媒体和户

外宣传平台，深入宣传阐释吕梁精神
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推进国防教
育进企业、进学校、进机关、进农村、进
社区；广泛开展革命传统教育活动，连
续 8年开展晋绥散葬烈士遗骸安葬活
动，大力营造铭记历史、强固国防的浓
厚氛围。当前，全市上下关心国防、热
爱国防、建设国防的思想共识和自觉

行动蔚然成风。
“传承红色基因，开展国防教育，不

仅要靠热情，更得靠机制。”王立伟说，
吕梁市把传承红色基因和开展国防教
育统筹谋划、一体推进，整体纳入经济
社会总体规划，纳入领导干部考核范
围，纳入目标管理责任制，每年召开专
题会议研究重难点问题，形成马上办、
努力办、创造条件办、加强沟通的“三办
一沟通”工作机制。

王立伟告诉记者，今年吕梁市将以
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为契机，以贯彻
落实山西省委、山西省军区《关于推动完
善国防动员体系的实施意见》为牵引，深
度挖掘吕梁精神、全面开发红色资源，进
一步提升国防教育规模、质量和效益，打
造吕梁市国防教育红色品牌。

王立伟代表—

挖掘吕梁精神打造红色品牌
■张泽奇 本报记者 苗 鹏

湖北省黄石市是红十二军、红八军、
红三军的诞生地，红色基因植根于此，崇
军尚武氛围浓厚。谈及如何抓好这片红
色土地的国防教育这一话题，湖北省黄石
市市委书记董卫民代表侃侃而谈：“国防
教育作为筑牢全体公民‘精神长城’、建设

巩固国防的基础性工程，要紧贴时代拓展
领域，把国防观念融入百姓生活。”

近年来，黄石市各级党委政府认真
抓好国防教育的深化普及，坚持每年

“突出一个主题，覆盖一次全民”开展
“国防教育月”活动，今年已是第 8个年

头。同时，组织市国防教育宣讲团深入
军地基层宣讲 30余场次；在全市各个
县、区都设立少年军校特色小学，全面
推广中小学校国防教育进课表、进教
案、进课堂、进学生头脑的做法；推进挂
光荣牌、送立功喜报全覆盖、常态化，去

年在大冶市举行了集体送喜报仪式，邀
请所有立功受奖军人的亲属好友共同
见证军人所获荣誉。

“国防教育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社
会的方方面面，提升全民的国防观念，也
绝不是一时一域的事。”董卫民说：“目
前，国防教育传统领域多、新兴领域少，
要着眼国家安全战略对国防教育提出的
新要求，突破传统国家安全观念，加大政
治、经济、文化领域安全教育力度，增强
网络安全、海洋安全等国防教育比重，进
一步构建与中国梦强军梦相适应、与总
体国家安全观相契合的国防教育内容体
系，努力把国防教育的触角向各领域延
伸拓展。”

董卫民代表—

紧贴时代延伸拓展教育领域
■欧伟威 本报记者 何武涛

“国防教育涉及党政军群、各行各
业，做好这项工作需要各单位、各部门
统筹协调、齐抓共管。”甘肃省军区政治
委员蒲永能代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当
前，从省军区、军分区到人武部，都与地
方相关部门建立了国防教育运行机
制。但有些部门作用发挥得较好，有些

部门作用欠缺一些，这里既有领导重视
不够的问题，也有军地联系沟通不紧密
的问题。为此，他提出以下建议。一是
合机构。成立一套党委政府主导、军事
机关协力的国防教育领导班子，落实编
制，按照责权统一的原则，齐抓共管国
防教育，使工作协调更加顺畅。二是合

力量。进一步完善国防教育委员会及
成员单位工作职责，把地方教育、宣传
等部门的力量整合起来，明确人员安
排，制订工作计划，强调责任标准，确保
国防教育有专人抓、专人管，真正形成
国防教育的整体优势。三是合资源。
各级国防教育委员会加强统筹协调，既

发挥地方红色景点、媒介载体等功能作
用，也发挥部队场所基地的资源优势，
把方方面面的教育资源整合好、利用
好，走开政府、驻军和社会相结合拓宽
国防教育渠道的方法路子。

蒲永能告诉记者，近年来甘肃省军
地在建设国防教育基地、完善配套设
施、开展军训工作等方面积极合作，各
地还通过议军会、国防教育委员会成员
单位联席会议等，协调解决重难点问
题，合力推动国防教育工作顺利开展，
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下一步将围绕如
何整合教育资源建立国防教育数据库、
如何利用新媒体创新国防教育形式等
问题逐一研究，提出创新改进的具体措
施和办法。

蒲永能代表—

整合资源顺畅工作运行机制
■南丁红 本报记者 郭干干

一部反映中央苏区扩红时期父送
子、妻送郎、八子同时上战场的电影《八
子》正在江西省瑞金市加紧拍摄，计划于
今年上半年杀青，10月在各大院线上映。

“八子参军”是赣南革命老区流传已
久的一个真实故事——当年中央苏区瑞
金下肖区七堡乡农民杨荣显一家八兄弟
争当红军，最后全部壮烈牺牲。“八子参
军”是当年苏区扩红支红的典型代表，蕴
含了苏区人民对革命的信仰与忠诚、奉
献和牺牲，是一部生动的国防教育“活教
材”。江西省瑞金市市委书记许锐代表

对此颇有体会：“瑞金是红色故都、共和
国摇篮，也是我党我军早期国防教育的
发祥地，新时期应当主动传承创新，切实
增强国防教育实效。”

许锐告诉记者，近几年，瑞金市依托
“两微一端”，把革命遗迹旧址、英模人物
事迹等“搬”到网上，利用三维立
体、动漫动画、视频影像等手段，
开辟数字纪念馆、红色旧
址网上展馆，再现革命战
争年代工作、生活、战
争等场景，增强了红

色教育的生动性、吸引力。同时利用电视
媒体、微信公众号等将革命故事、红色传
统“搬”上银屏，推送至千家万户。瑞金市
拍摄制作的26集红色文化启蒙教育动画
片《红游记》，在各大电视台及网络平台播

放后，一度引发“现象级”传播。
许锐建议，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指导

各地挖掘整理红色资源，编撰革命故事
集，建好革命军事馆和军事历史展陈场
所，打造传承红色基因的教育阵地。加
大对国防教育题材电影的支持力度。
支持国防教育新媒体平台建设，开
展优秀国防教育类微信、
微博评选活动，制
作 国 防 教 育
微课。

许锐代表—

在传承创新中增强教育实效
■本报特约记者 刘 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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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改革，开创国防教育创新发展生动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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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 5日，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加强和完善国防
教育、国防动员体系建设。”国防教育作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和国民教
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提高全民素质、培塑民族精神的重要途径，是全
面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基础性工程，是凝聚实现中国梦强军梦强
大力量的战略之举、长远之策。加强全民国防教育，对于弘扬爱国主
义精神、强化忧患危机意识、传承红色基因血脉、涵育崇军尚武文化、
增强全民国防观念，意义重大而深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