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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军训没几天，学员们明显感受
到了“不一样”。站军姿、走队列、踢正
步的时间少了，参观导弹装备、体验轻
武器射击、学习格斗和战场医疗救护、
听党史军史专家作报告等活动安排得
满满的。

这里是火箭军工程大学举办的第六
届全国学生军事训练营。自 8月 1日开
营以来，来自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
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 508名学生
代表开启了丰富的军训生活。本届学生
军事训练营突出火箭军军种特色，根据
今年施行的新《普通高等学校军事课教
学大纲》（以下简称新《大纲》）设置课目，
并将国防教育贯穿始终，既让参训学员
掌握了基本的军事技能，又提升了综合
国防素质。不少学生在交流时道出心
声：军训这么训，每年都想来一次。带队
的教员们表示，当前正值暑期，各地正在
为即将到来的学生军训工作做准备，军
训训什么、怎么训才能既让学生乐在其
中，又达到预期效果，这届军事训练营提
供了一种思路。

突出火箭军军种特色——

零距离接触“大国重器”

火箭军在参训学员眼里是什么样的
存在？来训练营之前，学员们能说出的
无外乎“深山铸导弹”“很厉害”“神秘”

“东风快递”等几个关键词。
可想而知，导弹武器装备实地参观

给参训学员带来的震撼。来自太原理工
大学的康磊是个十足的“军迷”，对武器
装备颇有研究，“导弹模型和这次近距离
参观的装备比弱爆了。参观很震撼，这
才是真正的大国重器。”

其实从走进火箭军工程大学校门开
始，“火箭军”元素就如影随形。校内文
化墙、“两弹一星”群雕塑、兵器陈列馆，
发放的迷彩袖标、饭堂的“火箭”主题食
品展示区……“砺剑”文化处处可见，让
参训学员大呼“过瘾”。8月2日下午，火
箭军军史馆原馆长王缓平为学员们讲解
火箭军发展历程和战略地位，引得大家
频频惊叹：“从两弹结合试验到成功爆炸
第一颗氢弹，是什么支撑老一辈科研工
作者扎根大漠、屡创佳绩”“撒手锏部队
的练成走过了多少艰辛”……

教官是参训学员了解火箭军部队的
又一窗口。本届训练营教官均由火箭军
工程大学学员担任，12天时间里，学员
和教官同吃同住同训练。青海省海湖中
学学生张衍玉说起教官贾思凡就停不下
来：“有军人的‘轴’劲；生活上咋都可以，
训练场上超严肃。”更让他们兴奋的是聆
听火箭军英模报告会，火箭军十大砺剑
尖兵尹东寄语学员们仰望星空，脚踏实
地，为国家尽好青年应尽的义务，让他们
感受到榜样的力量。

从知之甚少到了然于胸，通过近距
离的接触了解，参训学员重塑着对火箭
军的认识，也加深着对人民军队的感
情。军委国防动员部民兵预备役局领导
介绍，从 2017年起，训练营每年依托一

个军种、聚焦一个主题。从海军、空军到
现在的火箭军，训练营选择在军兵种部
队组织，就是为了让学生更加深入了解
部队，增强国防观念。

课目对表新《大纲》——

训练课目“战味”十足

今年8月起，新《大纲》开始施行，轻
武器射击、核生化防护、战场医疗救护、
行军拉练等课目被明确列入高校军训必
训课目。本届训练营严格根据新《大纲》
规定设置训练课目，必训课目一个不少，
还将选训的识图用图、电磁频谱管控等
囊括进来。

“这些课目注重技能掌握，非常实
用。比如核生化防护看似离日常生活
很遥远，其实不然。”陕西省军区战备建
设局参谋石建锋介绍，假如化工企业化
学物质外泄，经过核生化防护专业自救
和互救训练的学生就可以第一时间进
行救援。

面对这些颇有技术含量的课目，参
训学员兴趣十足。战场医疗救护教学
中，一部分学员扮演头部受伤、小腿骨折
的伤员等待救治，另一部分扮演救护队
员紧急搬运并进行急救。东北师大附中
学生杨柏屹兴致勃勃地给记者讲起了救
护中的要点。这位准高三生梦想考入军
校，成为真正的军人：“这次军训和以往
不一样，内容很丰富，提前感受了军营生
活，也学到了不少生存技能。”

江苏省带队老师卞禹臣连续跟了 3
届军事训练营，在学校也负责学生军训
工作。谈起军训时，他对全国军事训练
营每年丰富多彩的军训活动安排大加
赞赏：“学生不是不喜欢军训，只是不喜
欢一成不变的内容。‘战味’十足的军训

很受欢迎。”

实地见学贯穿全程——

军事训练注入“红色基因”

8月4日下午，参训学员来到陕西省
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习仲勋陵
园。老一辈革命家戎马一生、鞠躬尽瘁
的优秀品质让学生很受触动。在延安干
部学院高尚斌教授的“走进习近平七年
知青岁月”专题讲座上，陕西省宝鸡中学
高二学生王睿更加坚定了参军入伍的想
法。她从小生活在部队大院，爷爷曾在
酒泉卫星发射基地服役，耳濡目染，她对
军营充满向往。王睿说：“以前只是想
想，觉得好玩，通过看红色旧址、听专题
讲座，我懂得了个人前途和国家命运休
戚相关。”

军训是对学生群体开展国防教育的
有力抓手，玩在其中，乐在其中，更要学
在其中。训练营负责组训的同志介绍，
训练之余安排的参观见学活动让学生对
军人、对部队、对党史和军史有了深刻的
认识，厚植了红色基因，学生们很受触
动，不少学生表示想报名参军。

谈起训练营对学生的改变，陕西省
带队老师张台刚很有发言权。他连续6
年带学生参加全国军事训练营，见证往
届训练营的学生中有很多主动携笔从
戎、应征入伍：2015年参加训练营的杜
东升，考入大连艺术学院后参军入伍，退
伍后在学校担任军训教官，是辽宁省大
学生红色宣讲团成员；2017年参加训练
营的苏亦函来之前说没目标，回去后坚
定要考军校，目前已进入录取阶段……
张台刚说：“军事训练营就好似在他们心
里播下了爱国尚武的种子，这些学生的
成长与国防再也分不开。”

大国长剑下，青春梦想飞扬
—第六届全国学生军事训练营纪实

■钟福明 吴熙昊 本报记者 石宁宁

本报讯 记者曹琦报道：“这样的
军事日有意义，以后还想多参加几回！”
8月1日，关中大地骄阳似火，陕西省省
委常委、省军区党委常委和军地有关部
门负责人40余名领导干部齐聚宝鸡市
民兵训练基地，度过了一个军味十足的
军事日。

陕西省军区领导告诉记者，以往，
每年的军事日活动内容比较单一，一般
只安排军地座谈、参观营区、体验打靶
等“老三样”。为改变这种状况，陕西省
军区积极研究改进措施，多次与地方有
关部门沟通对接，确保军事日有亮点、
有意义、有实效。记者了解到，在时间
安排上，此次军事日活动特意在“八一”
建军节这天组织；在活动选址上，安排
在距离西安 100多公里的宝鸡市民兵
训练基地；在活动内容上，将原来的“老
三样”拓展为祭奠英烈、慰问部队、观摩
军事课目、参观新型装备、召开议军会
等活动，更接近军营，更体现军味；在参
加人员上，要求党政军主要领导和相关
业务部门负责人参加。

“当年，革命先烈为了新中国不惜
抛头颅洒热血，今天，我们缅怀他们，就
是要重温这段历史，不忘来时路。”太阳
刚刚升起，“军事日”的第一项内容便在

扶眉战役纪念馆前展开，当一段段革命
历史卷轴徐徐展开，当一个个红色故事
敲击心灵，当一座座墓碑肃立眼前，参
加活动的军地领导暗下决心：“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把革命先辈的崇高精神
传承好、弘扬好。”

走进宝鸡市民兵训练基地，参训民
兵生龙活虎、喊声震天。当陇县民兵女
子防雹连熟练操作高射炮，将一发发炮
弹精准射向云层时，现场响起阵阵掌
声。随后，民兵还演示了匕首术、警棍
盾牌术、单兵战术等课目，让不少领导
干部感慨不已：现场听一回枪响、沾一
身泥土，才能真正体会到国防的重要。

下午的议军会上，军地领导现场办
公，围绕推进全省民兵训练基地建设和
全面落实军人军属优先优待优惠政策
等亟待解决的议题展开讨论。“此次会
议，作风转变也比较明显。”一位多次参
与组织议军会的干部发现，领导发言
中，没有以往常常出现的“原则上”“基
本上”等模糊字句，取而代之的是“坚决
配合”“马上就办”。

陕西省组织领导干部修好国防必修课

军事日告别“老三样” 议军会现场解难题

新疆阿尔泰山南麓，车穿过乌鲁肯
萨孜草原，一座红顶白墙的二层小楼映
入眼帘。正是山花盛放的时节，蓝天白
云掩映下，坐落在花海中的哨所令人眼
前一亮。

地处中哈边境的阿乎鲁汗是一个
季节性执勤哨。由于地处边境前沿和
当地牧民的夏牧场，驻哨的民兵如同候
鸟一般，每年随着牧民转场进驻和撤
离。担任哨长的哈巴河县库勒拜乡武
装部副部长木合亚提告诉记者，哨所一
边是边防线，一边是牧民的草场，他们
的任务就是巡边护牧，守护这片美丽的
花海。

“哨所有21年的历史，刚建成时只
有一间 60多平方米的板房，去年县里
投资扩建哨所，还安装了太阳能发电设
备，电视、冰箱等家用电器应有尽有。”
木合亚提年近 50岁，走起路来大步流
星，说话时总要配合手势，笑称自己的
普通话不太标准。

“该换班了！”木合亚提看了看墙上
的时钟，第一组巡逻人员到了返回的时
间。由于哨所距离边境线较近，守边任
务重，他们每天巡逻时分班作业，确保
在牲畜活动高峰期执勤不间断。

阿乎鲁汗民兵哨所担负着 6座界
碑的巡逻执勤任务，最远的 14号界碑
位于深山密林中，到那里巡逻需要翻越
两座陡峭的山岭，往返要过河36次，巡
查一次少说两天，遇到特殊天气则要四
五天。

“那条巡逻路，骑术再好都不敢大
意。”叶尔波力是巡逻队伍中最年轻的
民兵，年仅28岁的他已有5年的护边经
历。上个月底，他们和边防部队官兵前
往 14号界碑联合执勤，巡逻途中天气
突变，一时间乌云密布，紧接着一阵阵
轰隆隆的雷声响彻山谷，眼见距离他们
不远处的一棵松树被雷电劈裂。受惊
的马匹不住地嘶鸣，叶尔波力一不留
神，马挣脱了缰绳，他当场摔下马背，顺
着山坡就向谷底滚去，幸好被一块大石
头挡住，才没有坠入深渊。

“那次意外是我至今遇到的最惊险
的事了。”叶尔波力一边说一边掀开裤
腿，只见他当时撞伤的小腿瘀青至今未
褪，肿得很高。但当时他咬着牙没吭

声，稍缓了一下，便爬上马背，跟着队伍
走完全程。

不仅巡逻路艰险，哨所民兵还时常
要面临来自野兽的袭击。“这个季节，出
没的野兽是防范的重点。”木合亚提说，
哨所的驻地生活着熊、狼、野猪等数百
种野生动物。最近，牧民的牲畜陆续转
场到这里，已经发生了几次羊群被狼袭
击的事件。他们帮助牧民用狼烟、气球
等手段驱赶，巡边的同时，也努力维护
牧区的安全稳定。

轻风袭来，五颜六色的花海摇曳生
姿，映衬着民兵哨所的美丽和宁静，也
见证着哨所民兵的忠诚与坚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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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述抗战历史故事，传承伟大抗战
精神。盛夏时节，首届“沈阳抗战文化之
旅”启动仪式在“九一八”历史博物馆举
行，5位白发苍苍、胸前挂满军功章的老
兵代表，满怀豪情回望战场往事，讲述抗
战故事。他们当中既有曾参加过大小战
斗上百场的战斗英雄，也有在戈壁沙漠
默默奉献 30年的科研专家。老兵们的

事迹令在场的广大官兵、干部群众、青少
年学生等纷纷落泪……

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开展好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沈阳市
军地多部门邀请老兵代表讲述红色故
事，在真实还原抗战历史、再现烽火岁月
中，弘扬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强化全民
国防教育。驻沈阳军队离退休老干部纷

纷响应号召，满怀激情进部队、进机关、
进校园，先后宣讲50余场，听众达3万余
人次。

“七一”前夕，90岁抗战老兵、在上
甘岭战役中受到全军通报表扬的辽宁
省军区原参谋长程茂友，以“传承红色
基因、担当时代重任——话新时代青年
民兵使命责任”为主题，为正在参加训

练的300余名民兵上了一堂精彩的教育
课；96岁抗战老兵吕品，先后 10余次受
邀参加驻沈部队、政府和学校等组织的
传承红色基因、弘扬优良传统、致敬人
民英雄等活动；“全国学雷锋先进个人”
龙凡，担任20个大中小学校的校外辅导
员……

老兵们还将自己经历的精彩故事、
战斗历程写成文学作品，或将老照片收
集、编辑成册，形成系列红色主题作品
集，作为主题教育的生动教材和“红色
样本”。

“我们要把革命前辈的英雄精神融
入血脉、根植心中，用实际行动续写前辈
的光荣与梦想！”一幕幕感人至深的场
面，一个个催人泪下的故事，让广大官兵
深受触动，内心充满感动和钦佩之情。

“老兵宣讲团”走红辽沈大地
——驻沈军队离退休老干部走进主题教育大课堂

■胡玉军 梁忠春 本报记者 安普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