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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升的太阳，光芒万丈；带露的小花，绚丽芬

芳。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各级要

切实把青少年国防教育摆上高位、落到实处，让

红色基因、革命薪火代代传承。河北省张家口市

桥东区自 2015 年以来，连续多年开展“党史进校

园”活动，着力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

的故事，厚植爱党、爱国、爱军情感，取得良好的

社会效应。

回望过往的奋斗路，才能眺望前方的奋进

路。近代中国，无数仁人志士留下“少年中国”的

呼唤，怀着“中华民族更生再造”的期盼，发出“振

兴中华”的呐喊……曾经跌倒的中国人，最能体

会“站起来”的欢欣；曾经贫穷的中国人，最充满

“富起来”的渴望；走向复兴的中国人，最拥有“强

起来”的自信。

党的历史是最生动、最有说服力的教科书。

从战争年代到和平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百年

征途，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

每一个人必须把党的光荣传统学习好、总结好；

把党的优良作风传承好、发扬好。

“少成若天性，习惯之为常。”青少年阶段是

人生的“拔节孕穗期”，思想尚处在一个不成熟阶

段，最需要精心引导和栽培。只有学好党史这本

最好的“教科书”，才能从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艰

苦奋斗、不屈不挠的革命精神中，汲取革命先辈

的爱国情感和高尚品质；只有学透党史这本“教

科书”，才会产生源源不断的前行智慧和力量，摒

弃诸如“校园攀比”“追求享乐”等不良习气。重

温一个个红色故事不仅可以充盈青少年的精神

境界，让他们拥抱真善美，远离假恶丑，还可以增

强他们战胜一切困难的勇气，消除其人生路上的

“成长危机”。

随着时代变迁，在互联网大潮下成长起来的

当代青少年，自我意识强烈，比起“从上至下”的

灌输，他们更易接受“由下而上”的个体表达。如

果仅仅从书本上对青少年一代进行党史教育是

远远不够的，不断创新、丰富青少年党史学习教

育的方式方法势在必行。比如，青少年大多喜欢

动漫，那能不能将党史融入动漫作品当中？青少

年喜欢直播，那能不能通过“党史+直播”，让党史

“活”起来？如果青少年热衷于追剧追星，那能不

能让党史故事成为最火的剧，让革命先烈成为追

逐的星？

“少年强则中国强，少年智则中国智。”我们

欣喜地看到，如今，在神州大地角角落落，鲜活的

党史正在激荡着“少年中国”的“源头活水”，永远

听党话跟党走，已成为广大青少年的时尚追求。

壮哉，少年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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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

土地爱得深沉。”历经近 7 年沉淀，“党史进校

园”活动成果向家庭、社会传导，最终凝聚成深

厚的家国情怀，激励社会各界群众，在新时代

新征程中留下一串串许党报国的奋斗足迹。

“亲爱的爸爸：我知道您已奔赴武汉抗击

疫情，妈妈给我看了您发回来的照片，您穿着

厚厚的防护服，戴着重重的防护面具，面具里

积聚的雾气模糊了您的双眼，您一定很不舒服

吧？即便在这样的环境里，您和您的同事们还

在坚持救治病人，我被您们深深感动了。爸爸

您真了不起！爸爸我爱您！”

这是去年疫情期间，卫华小学学生鲁梓涵

写给带队赴武汉抗疫的爸爸的一封信。都说

男儿有泪不轻弹，可纵使在军中历练多年的

铁血男儿，在看到这封信时，仍不禁泪洒白衣

战袍。“孩子的鼓励支撑着我渡过那段最艰难

的日子，迎来凯旋的荣光时刻。”抗疫任务结

束后，鲁梓涵的父亲在家长群中交流时这样

说道。

在桥东区，像鲁梓涵这样，因参与“党史进

校园”活动而被感动、改变的人还有很多。

不久前，红旗楼小学三年级学生师珧将妈

妈送上了去往崇礼的汽车，她知道妈妈加入了

冬奥场馆运行团队，这次离别可能好几个月都

见不着面。送别的时候，小师珧始终带着笑

容，却在车子启动时悄悄抹起了眼泪。回想当

时的情景，师珧妈妈仍旧觉得心疼：“接到通知

时我也曾犹豫，毕竟孩子还小，但征求她意见

的时候，师珧跟我说，能参与冬奥会太了不起

了，她会好好学习、好好吃饭，照顾自己和爸

爸，让我不要担心。我才发现孩子已经长大

了，其实比我想象得更坚强。”

更令人欣慰的是，在“党史进校园”活动的

浸润下，家国情怀也在这片革命热土上焕发出

新的生机。在这里，如梁建飞一样志愿参军入

伍的有志青年越来越多，“好男儿当兵去”成为

青少年普遍的价值追求，桥东区征兵工作连续

两年名列全市第一。

“每当灾难来临的时刻，军人在前线全力

以赴，人民在后方守望相助，这是我们的义务，

也是我们的光荣。”市民张光耀回忆，去年 2 月，

新冠肺炎疫情最严重的时候，他与 12 位市民主

动请缨，将爱心企业捐赠的 2000 公斤价值 20

万元的消毒蔬菜等生活物资，分批次转运到桥

东区驻军某部医院 56 名驰援湖北抗击疫情的

医护人员家中。家属们纷纷表示，细致周到的

关心，不仅解了他们的燃眉之急，更暖了他们

的心。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党史学习教育

激发了每个人的家国情怀，成为我们军民同

心，战胜艰难险阻、不断取得巨大成就的精神

动力。”桥东区人武部领导告诉笔者，今年，依

托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张家口市以桥东

区“党史进校园”活动的教育成果为样板，在全

市广泛推广，力求通过多种途径，采取各种措

施，集社会各界力量，汇更强更大合力，铸起为

国家民族利益而奋斗的共同意志和精神长城，

让红色旗帜永远飘扬在这方热土。

红色教育产生辐射效应

红色血脉红色血脉润润““青苗青苗””
——河北省张家口市桥东区连续多年开展“党史进校园”活动扫描

■王映华 庞春燕 本报特约通讯员 胡 强

少年强则国强，青少年是国家的希望、民族的未来，也

是党史学习教育的重点群体。如何聚焦青少年，用他们喜

闻乐见的话语体系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

事，让党史学习教育真正走进青少年一代，补足青少年“精

神之钙”，是党务工作者、教育者的“基本功”，更是传好理想

信仰接力棒的“必修课”。

早在2015年，河北省张家口市桥东区就在全区24所中小

学探索开展“党史进校园”活动。他们通过编写红色教材、组织

红色舞台剧展演、将党史知识融入日常学习等形式，让青少年

成为党史“参与者”“讲述者”“亲历者”，帮助青少年健康成长。

数载赓续，红色教育硕果累累。本期视点，我们走进桥

东区，一起感觉该区是如何创新方式方法，拉近党史与青少

年之间的距离，如何使党史教育呈现更加可亲、可近、可爱的

时代青春样貌。

本期关注本期关注

“ 院 长 ，不 好 了 ，我 们 背 孩 子 的 箩 筐 不 够

了，得有一个孩子留下来。”

“红霞，别怕，到妈妈这儿来，听妈妈跟你

说，你在妈妈的心中是最懂事的孩子，这是妈

妈最喜欢的红围巾，戴上它，妈妈一定会回来

接你的。”

“妈妈，你一定要回来接我……”

演员强忍悲痛，观众泪湿衣襟，全场掌声

如潮。这是近日，河北省张家口市桥东区举办

的红色舞台剧展演中的一幕。

这堂特殊的党史课以“永远跟党走”为主

题，撷取百年党史中的几个重要历史片断，用

舞台剧的形式展现了中国共产党波澜壮阔的

百年奋斗历程。台上，全区近千名师生全情投

入演出；剧场外，近 20 万人次在线观看，情绪随

剧情时喜时悲。

而在几年前，却是另一番情景。“那时，很

多学生和老师觉得，平时课业负担就已经很重

了，开展这样的课外活动是浪费时间。”桥东区

教育工作委员会副书记张向荣回忆道。

“青少年是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希望，也是

党史学习教育的重点群体。”基于这一认识，

2015 年，该区决定在全区 24 所中小学启动“党

史进校园”工程。他们组织骨干教师，突出党

的重大事件，编写党史学习系列教材；根据学

生的认知水平、接受能力和教学特点，设置唱

红歌、读红色故事、红色舞台剧表演、赏读革命

诗歌等 10 门课程；明确各学校通过举办主题

队会、党史演讲、研学旅行等学生喜闻乐见的

形式，让党史故事“动”起来、“活”起来，使青

少年在观看和互动体验中近距离感受历史的

温度。近 7 年来，丰富多彩的“党史进校园”活

动如春风化雨给孩子们带来成长的营养、精神

的哺育。

宝丰街小学六年级四班班主任张志欣清

楚地记得，4 年前的一节体育课上，学生韩莹跑

步时不小心摔倒，膝盖蹭破皮流血，但她二话

没说立刻爬了起来，一瘸一拐地坚持跑向终

点。“我学习了那么多革命英雄的故事，他们流

血牺牲都不怕，我这点小伤算什么？”韩莹的

话，让在场的老师和同学十分感动。

“‘党史进校园’活动的深入开展带来的显

著变化是，同学们更团结了，精神面貌也焕然

一新，孩子们学习更勤奋，纪律更严明，连迟到

早退的现象都很少发生了。”红旗楼小学教师

张艳君对此感受颇深。

“这些显而易见的变化，正发生在桥东区

各个学校、班级和每一名孩子身上。”桥东区教

育局局长郭丽宏欣慰地告诉笔者，多年来，他

们在红色舞台剧展演中共编写剧本 34 部，学

生们也从受教育者变为党史故事的传播者。

党史学习教材课程的常态化开展，以及相关校

园实践活动的进一步拓展，点燃了学生们知党

史、感党恩、争做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的信仰

火种。

点燃学生心中的信仰火种

“妈妈，习总书记说‘只有奋斗的人生才能

称得上幸福的人生。’我们现在的生活太美好

了，都是一代代人接力奋斗的结果。我也要好

好学习，长大了发明比高铁还要快的交通工

具。”听到孩子突然说出这样一番话，卫华小学

学生冯凡的妈妈既惊诧又惊喜。

原来，冯凡刚刚参加完学校组织的“读懂京

张铁路”游学活动。活动中，从听老师讲述中国

人克服重重困难，主持设计施工人字形京张铁

路的故事，到乘坐京张高铁切身体会快捷舒适，

学生们对身边的变化有了更加清晰的认知。

“之所以选择京张铁路这一主题，是因为

受到‘躺平’这个网络热词的触动。”卫华小学

校长李向英解释，从京张铁路到京张高铁，浓

缩的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的百年奋斗

史，我们想通过这段史实告诉孩子们，美好生

活是奋斗出来的，不是“躺”出来的。

“不能因为反动派绞死了我，就绞死了伟大

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在中国必然得到光辉的

胜利！”曾就读于第二十一中学的王一茗，读初

三时在展演活动中饰演李大钊，当演到李大钊

临刑前这一幕时，他用尽全身力气发出怒吼。如

今，王一茗已经是山东建筑大学的在校学生。一

入大学，他就提交了入党申请书，成为入党积极

分子。“李大钊是优秀的伟大的共产党员，他是我

的榜样。”在入党申请书上，王一茗这样写道。

其实，在出演李大钊这一角色前，王一茗

面对课业压力，一度产生了负面情绪。就在这

时，他获得了在展演中饰演李大钊的机会。“演

出现场吼完那句话，我突然觉得一直缠绕在心

头的迷雾就那么散开了，身心前所未有的充满

力量。”从那以后，王一茗重整旗鼓、坚定目标，

最终考入自己理想的高中，并在 3 年后迈入大

学校门。问及变化的原因，王一茗告诉笔者：

“饰演伟人了解革命先驱的成长历程，更加理

解他们宁死不屈的伟大精神。今天的幸福生

活来之不易，我不能被眼前的一点困难吓倒。”

曾就读于桥东区怡安街小学的学生梁建

飞，从小就有从军梦。“记得有一次学校邀请驻

军部队为我们举行升旗仪式，看到兵哥哥们笔

挺的身姿、强健的步伐，我感到热血沸腾，对军

营有了强烈的向往之情。”“矢志报国凌云侧，

无悔青春献国防”这曾是梁建飞写在笔记本上

的座右铭，今年他如愿以偿考上军校。他说：

“以梦为马，不负韶华。把保家卫国作为奋斗

目标，我毕生无悔。”

革命精神代代传，用中国梦激扬青春梦。

近 7 年来，“党史进校园”活动惠及桥东区 24 所

中小学 1 万 5 千余名学生，在孩子们的青春底

色上烙下了深深的红色印记，为他们的人生道

路提供了更加正确、明晰的指引。

为青春底色烙下红色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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