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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广西梧州市龙圩区人武部工作人员赴新疆某部实地回访，把入伍
欢送会上的合影照片交给新兵，鼓励他们安心服役。 孙佳楠摄

本报讯 刘冬明、记者郭冬明报
道：在第6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到来
之际，江西省军区组织开展形式多样、
内容丰富的宣传教育活动，让官兵和驻
地群众深入了解国家安全相关知识，进
一步增强国家安全意识。

“在常态化疫情防控形势下，我们
采取统一主题、统一内容、分片组织的
方式，协调驻赣部队集中开展全民国家
安全教育日活动。”江西省军区政治工
作局干事夏凡告诉记者，他们通过开展
一次国家安全知识宣传活动、实施一次
形势政策教育、参观一场国家安全知识
展览、参加一项全面践行总体国家安全
观网络互动教育、举办一场红色故事会
等“五个一”活动，帮助驻赣部队官兵学
习国防安全知识，强化国家安全意识。

在省军区警卫勤务队，一场以革命
战争时期我党我军隐蔽战线斗争为主
题的红色故事会引人深思。“白色恐怖

时期，国民党特务肆虐横行，一张名单
或者一则短讯的泄露就可能为我们党
地下工作带来严重的影响。”随着宣讲
员刘伟的讲述，官兵仿佛回到了那个血
雨腥风的革命年代，在对党史军史了解
更深的同时也加深了对于如何在信息
大爆炸时代防范失泄密的思考。

“通过参观图片展览、聆听隐蔽战线
红色故事，我深刻地感到国家安全与每
个人都息息相关。”省军区警卫勤务队战
士谢明勋说，作为一名军人，要时刻树牢
安全理念，以实际行动维护国家安全。

活动中，一堂名为“全面践行总体
国家安全观”的网络互动教育课也在该
省军区官兵中传播开来。打开手机，点
开链接，就可以在线学习国家安全知识
要点、观看安全警示片、答题互动等，既
有深入浅出的名师讲解，又有内容丰富
的趣味互动，新颖的国家安全教育形式
受到青年官兵欢迎。

江西省军区开展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宣教活动

绷紧思想之弦 筑牢安全防线

日前,教育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
联合印发《高中阶段学校学生军事训练
教学大纲》，要求加强学生军事训练教学
队伍建设，并明确了学校可以聘请退役
军人参与学生军事训练。此举既能有
力缓解当前学生军训承训力量不足的
现实矛盾，又可增强学生军训的实效，同
时为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开辟一条新路。

学生军训是国防教育延伸拓展的
重要内容，是国家人才培养战略实施的
重要环节，是利国利民利军的战略大
计。教官是学生军训工作的直接实施
者，其素质高低影响到学生军训工作的
质量和学生的成长成才。随着近几年
的高校扩招和现役部队精简整编，且大
部分学校将军训安排在 9月新生入学
阶段，时间上与新兵集训、重大演训等
部队任务重叠，现役部队能够派出的军
训教官数量难以完全满足承训任务。
承训力量不足，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学生
军训工作质量的提升。

为解决承训力量不足的矛盾，各地
进行了积极探索。有的省份实行错峰
军训和基地轮训，分期分批训练大大缓
解了部队的承训压力；有的地区积极整
合承训力量资源，探索民兵预备役训练
骨干、退役大学生士兵承担学生军事技
能训练任务的新途径。此次以文件形
式明确学校可以聘请退役军人参与学
生军事训练，正是解决现役教官数量不
足问题的有效举措。

退役不退志，退伍不褪色。退役军
人在部队服役期间接受严格的军事训
练，他们中的很多人退役后继续保持着
军人的优良品质和过硬作风，拥有严格
的纪律观念和良好的军政素质。这些
品质决定了他们有能力、有自信在军训
中帮助学生增强国防意识，提高军事素
养，养成纪律观念。

去年通过的退役军人保障法提出，
国家注重发挥退役军人在爱国主义教
育和国防教育活动中的积极作用。机
关、群团组织、企业事业单位和社会组
织可以邀请退役军人协助开展爱国主
义教育和国防教育。退役军人参与学
生军事训练也是开展国防教育的一种
有效形式，既有利于解决部分退役军人

的“出路”，让他们在离开部队后继续为
国防事业作贡献，同时也有利于营造崇
军拥军的社会氛围。据了解，近两年，
各地试点退役军人担任军训教官、军事
理论课助教，取得明显成效，形成多方
共赢的良好局面。学校解决了军训组
织管理的难题，退役军人的荣誉感和价
值感也得到体现和延续。

如何让退役军人在学生军训工作
中发挥更大作用？各地在支持学校聘
请退役军人担任军训教官的同时，也应
该注意严把军训教官准入关口，通过具
体法规政策做出明确规范。同时落实
严审资质、逢进必考、持证上岗制度，遴
选管理经验丰富、军事素质过硬的退役
军人，并严格落实组训前的集训考核，
确保学生军训教学队伍思想纯洁可靠，
军事技能精湛，综合素质优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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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田申、崔维报道：“19岁
的草原少女都贵玛，就这样当起了 28
个孩子的额吉（蒙语意为‘妈妈’）……
在当时那么困难的时期，各民族像石
榴籽一样紧紧拥抱在一起，听党话、感
党恩、跟党走，终于迎来幸福的生活。”
4月15日，在内蒙古兴安盟察尔森少年
军校主题团日活动上，兴安军分区科
右前旗人武部部长焦社军与师生们重
温“三千孤儿入内蒙”的往事。这是兴
安军分区组织官兵到全盟 6所少年军
校开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做
维护民族团结时代先锋”主题宣讲的
一个场景，也是该军分区协调军地把
民族团结进步史融入党史学习教育活
动的缩影。

党史学习教育活动开展以来，兴安
军分区党委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牢固建设祖国北疆安全稳定屏

障”这一主线，积极协调盟委、行署和驻
军部队，把民族团结进步史作为党史学
习教育的重要内容，军地合力共抓共
学，不断巩固民族团结、社会稳定、边疆
安宁的良好局面。

“我们村有汉、蒙、满、苗等 4个民
族聚居，是一个大家庭。通过学习民族
团结进步史，看看身边生活翻天覆地的
变化，我们真正认识到了国家好、民族
好，大家才会好。”在军分区帮建的扎赉
特旗全胜村，村党支部书记崔德喜向
前来宣讲的军分区官兵道出了村民的
心声。

为了让民族团结故事走进千家万
户，党史学习教育融入群众日常生活，
兴安军分区联合盟委宣传部编撰《兴
安红色故事集》，将民族团结故事制作
成动漫、视频进行广泛宣传，并组织国
防教育讲师团深入苏木、嘎查，走进蒙

古包，宣讲民族团结进步史和党的富
民政策，凝聚各族群众守望相助的思
想共识。

“1947年 5月 1日，内蒙古人民代
表会议在这里召开，选举乌兰夫为内
蒙古自治区主席。这次会议，是党领
导下的民族解放运动的一次伟大胜
利。”在乌兰浩特市“五一会址”，来自
武警兴安支队、某信息通信旅的官兵，
认真聆听国防教育宣讲员的讲解，共
同感悟70多年来内蒙古民族区域自治
的伟大实践。

兴安军分区依托当地红色资源、
革命遗址、纪念场馆建立党史教育基
地，积极向驻军部队官兵介绍红色场
馆活动计划，分批次协调组织驻军部
队官兵和全盟专武干部及部分民兵到
民族解放纪念馆、乌兰夫办公旧址等
红色遗址参观。同时，该军分区采取

“每日一句、每周一歌、每月一课”的方
式，开展学民族语言、学民族政策、学
民族礼仪、学民族解放史的“四学”活
动，帮助官兵熟悉了解少数民族的文
化传统和历史。

在阿尔山边防一线，联合执勤的
陆军某边防旅官兵和当地民兵，采取

“一兵带一户”的办法，启动“党史知识、
民族政策、文化宣传”进毡房活动，向
群众发放双语宣传单，编排蒙古族舞
蹈，共同开展联谊活动，鼓励边疆群众
当好民族团结进步的宣传员、社情民
情边情的信息员，维护社会稳定的安
全员。

事成于和睦，力生于团结。随着党
史学习教育活动的深入开展，珍惜和维
护民族团结的意识深深融入驻军官兵
和当地群众的血脉，为铸牢祖国北疆安
全稳定屏障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

内蒙古兴安军分区把民族团结进步史融入党史学习教育

共学互促 搭起民族团结“连心桥”

本报讯 张志强、特约记者靳宪彬
报道：“当年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立
志携手做民族先驱，聚集在党的旗帜
下。我们今天集合在党旗下，同样要擎
起历史的重任。”4月 8日，天津警备区
组织官兵和文职人员赴天津觉悟社纪
念馆参观学习，战士张子阳在留言簿上
写下感言。

“开放的时代没有封闭的军营，想
要学好党史理论、感悟党史内涵，就要打
造开放式课堂，走开军地共享资源、共学
党史的路子。”天津警备区政治工作局领
导向记者介绍，天津有周恩来邓颖超纪
念馆、平津战役纪念馆、中共天津历史纪
念馆等革命场馆，红色教育资源丰厚。

整合军地力量，挖掘当地资源。该
警备区将发挥联系军地的桥梁纽带作
用延伸到党史学习教育活动中，提出了

“书本故事现地学”的方法，将当地党史
整理成册，邀请地方党史专家精讲理
论，再有针对性地组织现地参观见学，
帮助官兵弄懂悟透。滨海新区军事部、
和平区人武部、河北区人武部等单位与
地方红色场馆进行共建，坚持“引进展
览、走出见学”相结合，将讲述党的历史
的临时展览请进军营，官兵不出营区就
能“打卡”红色遗址、革命场馆。

“云上”看展学党史，走新更走心。
训练间隙，南开区某民兵分队队员安玉
龙打开一款党史学习教育软件，各类微

党课、图片展、红色影片等内容一应俱
全。姚海泉介绍，这是该人武部通过“和
美南开”微信公众号和融媒体中心平台，
引进地方优质党史教育资源，开办的党
史学习在线教育平台，让他们身不离岗
就能接受到生动鲜活的党史教育。

“爷爷！长大我要和您一样去当
兵！”在水上公寓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一
名戴红领巾的小学生向南开第二离职
干部休养所93岁老干部于勤恺敬了一
个标准少先队礼，四周掌声如潮。这是
南开第一、河西第二以及河东第四离职
干部休养所协同地方开展“老兵讲党史
活动”的一个缩影。在引进地方党史教
育资源的同时，该警备区充分挖掘部队

红色历史，利用好老干部这一宝贵资
源，让他们走出军营，走进社区，走进企
事业单位，走进学校。

“将优质教育资源请进来，也让部
队的宣讲队伍走出去。”天津警备区党
史学习教育办公室负责人介绍，结合当
下工作实际，该警备区制作《党史学习
教育重点工作统筹图》，分阶段、划重
点、分层级推动教育走深走实。为用好
用足社会优质教育资源，下一步他们将
依托楼宇电视等平台推出“每周党课”
活动，邀请军地专家进行授课辅导，并
筹备开展“心中有话对党说”微视频录
制展播活动，提升官兵和当地群众的参
与度和学习热情。

天津警备区整合优质军地教育资源打造开放式课堂

共享互融 绘出军地红色同心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