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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贴时代，开辟国防教育新阵地

“青少年群体是祖国建设的未来，也
是国防教育的关键人群，在开展国防教育
时要充分考虑到他们的诉求。”全国人大
代表、重庆警备区政委刘伟在接受记者采
访时说，“开展国防教育，要紧跟时代热
点，找准青少年的兴趣点、关注点，这样才
能引起青少年的关注与共鸣。”

“国防教育要添加‘活’的元素，才能
更好地融入青少年生活。”刘伟代表说，
当代的青少年群体成长于国家高速发展
时期，紧追时下潮流和新鲜事物。新时
代，针对青少年群体开展国防教育，就要
不断创新青少年国防教育方式，努力探
索青少年群体心理特点，增强国防教育

内容的吸引力，使国防教育从平面走向
立体，从单调变为丰富，不断增强国防教
育效果。

如何创新青少年国防教育方式？谈
及这一问题，刘伟代表介绍，近年来重庆
市军地积极借助新媒体平台，开展“我和
我的祖国”快闪视频拍摄、“清明祭英烈”

直播等一系列活动，并通过举办红岩英烈
事迹故事会进校园、红岩文化创意产品大
赛等形式，吸引上万名青年学子参与到各
类国防教育活动中。

“以年轻人喜闻乐见的方式开展国
防教育，其影响力和传播力就会进一步
提升。”刘伟代表建议，应持续探索创新
青少年国防教育方式，以官方为主导,
建设一批适应青少年阅读习惯的国防和
军事类网站，并采取“军营开放日”活
动、到国防教育基地参观见学等形式，
把单调的理论趣味化；善于拓宽渠道，
借助微博、知乎等新媒体对国防热点
话题展开共同讨论等，集聚全社会优
势资源广泛参与青少年国防教育 工
作，真正让国防教育“活”起来。

刘伟代表—

教育要找准青少年兴趣点
■赵晓菡 本报记者 左庆莹

“ 要 加 强 国 防 教 育 ，增 强 全 民 国
防 观 念 ，使 关 心 国 防 、热 爱 国 防 、建
设国防成为全社会的思想共识和自
觉 行 动 。”全 国 人 大 代 表 、甘 肃 省 军
区政委蒲永能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进
入 新 时 代 ，面 对 强 国 强 军 的 使 命 任

务，面对国家安全环境的深刻变化，
国防教育需要在新的起点上加强改
进创新，不断提升质量效益。

“ 不 断 创 新 才 有 生 命 力 和 吸 引
力。”蒲永能代表说，近年来，甘肃军
地积极拓展国防教育阵地，因地制宜

创建开放式国防教育馆、国防教育街
和国防教育长廊，开展特色全民国防
教育活动，构建全方位国防教育宣传
格局，进一步拉动了普通群众参与国
防教育的积极性。

“国防教育是全民教育。只有体

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
才 能 赢 得 主 动 性 。”蒲 永 能 代 表 建
议，创新全民国防教育需要从顶层设
计入手，结合国防动员体制改革，从
上到下成立国防教育委员会，在地方
党委宣传部门成立专管机构，实行军
地合署办公，形成上下贯通、军地协同、
运行顺畅的国防教育领导体制。同时，
还要尽快修订国防教育法，制定出台
相应配套的地方性法规，完善人员编
配 、职 责 分 工 、经 费 保 障 等 制 度 机
制，明确省、市、县三级专门编制员额，并
按照人均一定数额预算国防教育经费，从
各方面着手增强开展全民国防教育
的综合效益。

蒲永能代表—

在新起点上不断创新教育
■南丁红 本报记者 郭干干

江西省瑞金市是中国第一个红色
政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
政府的诞生地，也是红军两万五千里
长征的出发地之一。瑞金市在中国
革命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
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如何在红色
热土加强新时代国防教育，全国人大
代表、江西省瑞金市委书记许锐介绍

了瑞金市近年来的经验——在新时代
充分挖掘红色资源，走开国防教育新
路子。

红色文化是我党宝贵的精神财富，
红色教育是传承革命精神、凝聚爱国热
情的有力手段。从2018年11月起，瑞金
市着力打造“浴血瑞金”首个红色实景
演艺项目，2019年 12月建成运营，并被

列入赣州市六大攻坚战和 2020年江西
省旅游发展重点项目。实景演艺以瑞
金市的重大革命史实为基础，重点打造
了《大柏地战斗》《苏维埃共和国成立》
《长征出发》3个篇章，通过现代声光电
技术融合运用，向人们生动地再现了当
年的战斗场景。

许锐代表介绍，打破大多数红色教

育基地“走一走、看一看、听一听”的固
化模式、变旁观者为参与者，变倾听者
为体验者，让红色教育焕发了新活力。

“浴血瑞金”景区紧紧围绕增强游客体
验性、参与性和互动性，配套打造历史
文化区、水上娱乐区、拓展体验区、重走
长征路、野战区、射击区、露营区等 7大
主题区，预计年接待游客将达 50万人
次，旅游收入1亿元左右。

红色教育要常学常新。许锐代表
说，革命先辈在老区浴血奋战中凝聚起
来的智慧，是引领我们走好新时代长征
路的重要精神财富。在新时代开展红
色教育要不断更新观念、创新形式，让
历史鲜活起来，红色教育才能进一步提
升吸引力、说服力和感染力，才能实现
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许锐代表—

红色资源焕发教育新活力
■本报特约记者 刘 波

“老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
他们从战争年代走来，是建立新中国的
参与者、经历者、见证者。”在谈及国
防教育这一话题时，全国政协委员、浙

江省军区宁波第二离职干部休
养所干事纪晓飞表示，抓好新

时代国防教育，用
好老干部这

一宝贵资源，对开展国防教育具有不可
替代的作用。

军队老干部有着丰富的战斗经历，
是加强全民国防教育的红色“富矿”。纪
晓飞委员介绍，近年来，浙江省军区各干
休所在传承红色基因、开展国防教育方
面做了不少有益尝试。他们完善了荣誉
室配套设施，主动对接地方党政部门，积
极开展国防教育宣讲活动。同时，利用

媒体宣传老干部的先进事
迹，取得了一定成

效，社会反响较好。
纪晓飞委员认为，新时代国防教

育，可以借助高科技手段来展现老干部
当年英勇战斗的故事。比如，革命荣誉
室、展览馆可以借助视频语音系统，让
观众身临其境地感受英雄的战斗故事，
不断增强国防教育吸引力、感染力和影
响力。“还可以组织老干部成立老兵国
防教育艺术团，将当年的战斗岁月搬上
舞台，让国防教育更加深入人心。”纪晓
飞委员说。

“开展国防教育不在于讲述了多少
战斗故事，而是要能够和观众产生情感
共 鸣 ，真 正 点 燃 他 们 心 中 的 爱 国 情
怀。”纪晓飞委员认为，在开展国防教
育的过程中，要紧跟时代节拍，紧贴广
大民众的兴趣点，少一些千篇一律的

“套路戏”，多一些引人入胜的“新剧
本”，这样才能更好地激发人们热爱国
防、崇军尚武的热情。

纪晓飞委员—

老干部是最好的教育讲师
■刘 俊 本报记者 宋芳龙

国无防不立，民无防不安。古今
中 外 ，国 家 的 兴 废 ，民 族 的 盛 衰 ，无
不与国防的强弱休戚相关。新时代
如何加强国防教育，全国政协委员、
山东省枣庄军分区政委韦昌进认为：

“要主动占领互联网阵地，利用网络
平台开展国防教育，让国防教育走上

‘云端’。”
“ 国 防 教 育 不 去 抢 占 网 络 阵 地 ，

就 会 失 去 主 动 权 。”韦 昌 进 委 员 介
绍，利用传统媒体开展国防教育，受
众少、时效低、效果不够明显。搞教
育是做人的工作，人在哪里，阵地就
应 该 在 哪 里 。 如 今 ，国 防 教 育 要 想

融 入 百 姓 日 常 生 活 ，就 需 要 跟 进 时
代 、贴 近 思 想 ，强 化“ 互 联 网 +”意
识，利用互联网传播速度快、覆盖面
广、渗透力强的优势，最大限度地丰
富 国 防 教 育 的 形 式 ，积 极 抢 占 网 络
思想阵地。

韦 昌 进 委 员 介 绍 ，近 年 来 ，枣 庄

市军地加大运用新媒体开展国防教
育的力度，他们借助社交媒体，打造
了 国 防 教 育“ 掌 上 课 堂 ”，并 发 动 民
兵走村串户推介，百姓们通过手机网
页、微信群和公众号，可时时处处接
受国防教育。同时，他们与电信运营
商合作，定期向全市手机用户推送教
育信息，传播国防知识。

韦昌进委员认为，当前一些地区
对于互联网教育缺乏有力的引导，导
致一些负面信息乘虚而入。网络上
出现了不少诋毁英雄的内容，对人们
产生了思想上的误导。对此，政府相
关部门要进一步加大监管净化网络
环境，严守内容底线，真正让互联网
成为推动全民国防教育的主要阵地。

韦昌进委员—

打造国防教育的网络课堂
■本报特约通讯员 吴 杰

西藏昌都军分区
组织开展军营开放日
活动，让孩子们零距离
体验部队生活，接受国
防教育。

何 勇摄

山 东 省 淄 博 军 分
区与高新区幼儿园联
合开展“国防教育进校
园”活动，进一步增强
师生们的国防意识。

丁荣桢摄

吉 林 省 靖 宇
县人武部邀请 92
岁高龄的抗战老
兵翟胜勇，为小学
生讲述抗战故事。

刘 健摄

四 川 省 华 蓥 中
学组织学生开展“重
走游击队小路，增强
爱国主义思想”主题
活动。

邱海鹰摄

2019年 8月 1
日，退役的“九江舰”
正式向市民开放，市
民纷纷登舰参观，了
解军事文化，接受国
防教育。

熊 亮摄

第二届全国国防教
育竞技大赛总决赛在山
西 省 长 治 市 武 乡 县 举
行 。 来 自 全 国 各 地 的
400余名选手进行了激
烈角逐。

郝 亮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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