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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李春春、冯广辉报道：7
月下旬，由教育部主办、广西壮族自
治区教育厅和广西军区战备建设局共
同承办的 2019年度高中组军事课教学
展示 （军事五项） 活动在桂林理工大
学举行，来自全国 29个省、市、自治
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 29支高中生
代表队、200多名师生参加。

为推动学生军训工作按纲施训、
正规施训，教育部按大学组和高中组
每年组织一次全国军事课教学展示活
动，截至今年已经连续举办了 6届。

2019年度高中组军事课教学展示以立
德树人育人目标为总纲，紧紧围绕推
动高中阶段学生军事训练按纲落实这
一主题筹划布局。根据高中军训大纲
基本要求，本届高中组军事课教学展
示内容主要分为军事理论教学和军事
技能训练两部分，其中军事理论教学
以 10分钟微课教学形式展示，军事技
能展示内容包括识图用图、电磁频谱
监测、战场医疗救护、机器人、军歌
小合唱 5个项目。本次军事课教学展
示 （军事五项） 活动旨在培养青少年

学生的国防观念、爱国主义精神，提
高中学生的综合军事素养，有效发挥
军事教育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中的重要作用，推动国防教育
进校园。

在为期两天的比赛中，29支队
伍 、 174名 学 生 、 29位 教 师 ， 顶 烈
日、战酷暑各展才华，展现了青年学
子的良好精神风貌。

高中军事课教学，很赞
全国高中组军事课教学展示活动在桂举行

本报讯 程如意报道：“八一”前夕，
全国无人机智能战术对抗赛启动仪式在
上海举行，同期启动的还有2019全国青
少年航空?无人机科普大赛。

全国无人机智能战术对抗赛是经
国家国防教育办公室批准、列入《2019
年度全民国防教育要点》的一项全国性
国防教育活动，目的是为了创新国防教
育形式、丰富国防教育内容、增强国防
教育吸引力，主要通过自主性研发，将
智能战术对抗系统与无人机进行有机
融合，组织参赛选手以个人或团体赛的

形式，分别操控加挂有智能战术对抗系
统的无人机，在有限的空域内进行空战
格斗。

据有关专家介绍，无人机智能战
术对抗是一种有效而直观的国防教
育，可以让参赛选手通过参与式、互
动式作战体验，加深对未来无人智能
战争的理解，同时吸引青少年参加户
外运动，由玩手机的“低头族”变为
玩无人机的“抬头族”。两项赛事整
合，有助于参赛者和观众更深刻地理
解航空和无人机科技知识。

据悉，在随后的100天里，本次大赛
的校园赛和分站赛将在20个省市展开，
参赛的中小学校、中职院校、大学共有
300所，预计校园赛、分站赛以及总决赛
的人数近 100万人次，决赛预计将会在
10月份于北京举行。各路参赛队将角
逐少年组、青年组和社会组个人、团体的
各类奖项。通过无人机战术对抗赛和国
防科普培训，军民合力开展富有时代感
召力的国防教育活动，在全社会营造关
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
的良好氛围。

创新的国防教育，超燃
全国无人机智能战术对抗赛在沪启动

风循着蜿蜒的博尔塔拉河前行，来
到阿拉套山腹地时，陡然猛烈起来，五
星红旗在半空中猎猎作响，中哈边境的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五师 88团卡昝河
哨所在狂风中岿然不动。

“卡昝河的风就没停过。”哨长阿思
里别克告诉记者，这里一年四季风，从
春刮到冬，到了冬天还有风吹雪等恶劣
天气，对于驻哨的民兵来说，呼啸的风
声已经是生活的一部分。

走进卡昝河哨所，一面荣誉墙吸引
了记者的目光。阿思里别克介绍，荣誉
墙上频繁出现的“库马别克”是哨所的
一名老民兵，1983年，他带着全家来到
卡昝河谷，一边看管草场，一边担负辖
区33公里的边境巡逻任务，直到积劳成
疾，于10多年前撒手人寰。

“我希望你们能继续为守卫边境线
尽一分力。”哈萨克族民兵赛力克轻抚
着荣誉墙，脑海里是父亲临终时的嘱
咐。库马别克离世后，他的两个儿子赛
力克和巴太接过父亲的马鞭，成为常驻
哨所的成员。两代人接力守边，也让这
座风吹不动的哨所，成了一个“不换防”
的哨所。

“卡昝”是哈萨克语，意为“锅底”，
终年不间断的风在形似“锅底”的山谷
里穿梭盘旋，带走守防的岁月，留下戍
边的故事。

去年底的一天，肆虐一整夜的风雪
初停，赛力克和 3名民兵骑马踏上巡逻
路。巡逻返回时，平静的天空再次飘起
雪花，一场暴风雪转瞬即至。马背上的
赛力克等人几次险些被风掀落，大家只
好牵马前行。风越来越大，他们用缰绳
把4匹马连到一起，裹紧大衣，拽紧马笼
头，一步步往回挪。原本1个小时的路，
走了 3个小时还没看到哨所，队伍里的
一名年轻民兵蹲在雪地里崩溃大哭。

经验丰富的赛力克没有放弃，他把
这名民兵拉起来，胳膊搭在自己肩上，
拉着他继续朝前走，直到看见哨所。在
大家欢呼脱险时，他却因体力透支瘫倒
在地上，半天没能站起来。

卡昝河哨所还有一个响亮的名字——
“西部民兵第一哨”。由于建哨时间
早，又地处祖国版图西部，在建哨 50周
年时，新疆军区兵团军事部将之命名为

“西部民兵第一哨”。半个多世纪过去
了，昔日简陋的哨所已变成 160平方米
的两层小楼，执勤方式也转变为车巡、
马巡、步巡、技防一体化，视频指挥、观
察瞭望、研判分析等配套设施一应俱
全，边境铁丝网、电子脉冲、热成像监
控等科技控边措施不断完善……这座
集执勤、办公、医疗、文化为一体的哨
所，已经成为卡昝河夏草场和周边温

泉县的几百名牧民群众的一道生命保
障线，被当地牧民称为“卡昝河生活服
务站”。

哨所地处卡昝河通往沟口的必经
之地。牧民转场时，先把生产生活物资
运到哨所，请民兵帮忙照看，然后再下
山赶羊。在遇到山洪暴发、河水上涨，
过河的羊被冲到下游时，民兵经常蹚着
冰冷刺骨的河水追赶几公里去捞羊。
60%的哨所民兵掌握了汉语、哈萨克语、
维吾尔语 3种语言，确保与每名牧民都
能沟通顺畅。

烈风从未停息，一如清丽的卡昝河
奔流不息。河畔那座民兵哨所，更像是
钢浇铁筑，屹立在边境线上，根植边关，
遥望冰峰。

上图：哨所民兵准备去巡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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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26日，全国退役军人工作会议
在北京召开，浙江省慈溪市宗汉街道史
家村退役军人服务站被表彰为“全国退
役军人工作模范单位”，是受表彰的 91
个单位中唯一一家行政村级模范单位。

一个村级退役军人服务站，缘何成
为全国各级退役军人管理保障机构学
习的榜样？近日，记者带着疑问走进这
个服务站，解析他们搭建双向互通服务
桥梁、温情服务退役军人的密码。

暖心举措，筑起温暖之家

军人图书馆、军人休闲活动区、国
防教育馆、民兵救灾物资战备库……走
进史家村退役军人服务站，浓浓的军营
氛围扑面而来。

“国家将加快《退役军人保障法》立
法步伐，还将像精准扶贫一样为退役军
人建档立卡，保障好广大退役军人的工
作和生活……”服务站的“老兵讲堂”座
无虚席，村党总支书记史正军正向在场
的党员和退役军人，传达会议精神、分
享受到习主席亲切会见的荣光。

史正军曾参加过边境作战，作为一
名经历过战争洗礼的老兵，他对“不让
英雄流血又流泪”有着深刻的理解。正
是在他的积极争取和推动下，去年慈溪
市首个村级退役军人服务站在史家村
挂牌成立，并建成集学习交流、健身娱
乐、政策咨询、解困帮扶于一体的“军人
之家”，目的就是为了传递村级基层组
织对退役军人的关心关爱，发挥退役军
人在村级建设中的骨干作用。

服务站成立后，他们设立“军人之

家”爱心帮扶基金，成立“老兵工作室”，
定期开展帮扶解困活动，让退役军人感
受到家的温暖。每逢八一、春节等重大
节日，他们都要走访慰问参战老兵和80
岁以上的退伍老兵，并用爱心帮扶基金
为生活困难的老兵送去关怀。

“我们把这里当成自己的‘新家’，
大家有空就来看看书、聊聊军营往事、
说说家乡新鲜事，气氛非常融洽。”退伍
老兵陈佳东说。

饮水思源，真情回馈家乡

“我们村有104名退伍老兵，他们在
部队接受过正规的军事训练，政治有站
位、品德能服众、工作有思路、心中有群
众，是社会的宝贵财富。”史正军介绍，
退役军人服务站在做好退役军人服务
保障工作的同时，还发挥退役军人的独

特作用，鼓励他们积极参与社会治理。
“饮水当思源，返乡后要为家乡建

设作贡献。”这是史家村退役军人的共
同心声，也是他们用实际行动践行的
诺言。

“老兵志愿者服务队”成立后，无论
是“五水共治”“三改一拆”，还是环境整
治、文明创建、平安巡夜等，都能看到老
兵忙碌的身影。3名退伍老兵还主动加
入村“老娘舅”工作室，积极协助村委会
调解村民之间的婚姻、赡养、赔偿等纠
纷，促进村民共治共建良性互动。

史正军算过一笔账：史家村有1100
多户人家，104名退役军人相当于 104
户，只要组织动员好退役军人，再由他
们带动一批身边人，村里很多工作就能
落实了。为此，他们把退役军人中的党
员骨干划分到不同的网格党小组中，担
任网格支部委员、义务网格员、义务调
解员等，让他们成为新农村建设的好帮

手。“村三套领导班子成员中，有 3名退
役军人党员，他们以身作则，起到很好
的模范带头作用。”村党总支副书记洪
权说。

坚守初心，退役不忘国防

走进史家村，独栋别墅鳞次栉比、
街道绿树成荫、院落干净整洁，一派美
丽乡村的新景象。然而穿行其中，令记
者印象最深刻的，还是村里随处可见的

“国防元素”。
从“军人之家”，到去年完工的国防

馆，再到今年 5月筹建的国防教育主题
公园……注重全民国防教育，成为这个
村的与众不同之处。

记者在采访期间，偶遇当地坎墩中
学 100余名师生，在史家村开展主题实
践活动。询问得知，史家村有个“老兵
讲师团”，在当地小有名气，这次他们是
慕名而来。

2017年，史正军、马茂强等退役老
兵组成“老兵讲师团”，在当地各村文化
礼堂、学校等开展“听老兵讲战斗故事，
争做时代好少年”主题巡回宣讲，超过
1800名青少年接受了国防教育，在增强
青少年国防意识的同时，也树立了退役
军人的良好社会形象。

今年 4月，退役军人服务站还协调
陆军某部英模连优秀转业干部做客“老
兵讲堂”，向村民和退伍老兵讲述改革
强军的新成就，通过互动交流，鼓励老
兵为新农村建设再立新功。

上图：史家村“军人之家”成立授旗
仪式。

打造有温度的“军人之家”
—浙江省慈溪市史家村退役军人服务站搭建双向互通服务桥梁纪事

■本报记者 司李龙 通讯员 沈其生 张建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