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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赫章县军地开

展国防教育进校园系列活

动，让学生在潜移默化中

学习国防知识、增强国防

观念。

王庆泽摄

重庆警备区组织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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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云彬摄

福建泉州医学高等专

科学校举办新生军训观摩

会，开启新学期“国防教育

第一课”。

吴应得摄

广 西 桂 林 市 象 山 区

“蓝天幼儿园”邀请基地官

兵组织儿童开展军事体验

活动，进一步培养孩子们

的国防观念。

臧 猛摄

辽宁省丹东军分区邀

请抗美援朝老兵丁宝鉴为

小学生讲述烽火战事，激

励小学生传承革命精神，

争做红色传人。

安晓琳摄

广东省深圳市军地联

合举办军事体育挑战赛，

比赛项目分为体能、技能、

综合等 3 大类，社会各界

广泛参与。

黄丽萍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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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阶段是人生的拔节孕穗期和

可塑定型期，学校一定要承担起、履行好

国防教育重任，把培塑青少年的爱国主义

情怀融入教学内容和校园文化中……”全

国人大代表、湖北省荆州市实验中学教师

徐华铮退休后仍持续关注“双减”背景之

下的青少年国防教育问题。

“青少年国防教育是全民国防教育

的重要内容，帮助学生从小强化国防意

识，厚植家国情怀是每一名人民教师的

职责所在。‘双减’政策在为学生及家庭

负担做减法的同时，也为国防教育进校

园做加法提供了契机。”徐华铮代表介

绍，近年来，荆州市依托辖区高校和国防

教育基地组织“国防教育进校园暨学生

军训观摩会”“国防教育暨安全知识普及

教育”“征兵宣传进校园巡讲”等沉浸式

国防教育活动，在学生群体中引发较好

反响，也让青少年进一步认识到，没有强

大的国防做后盾，就没有和平稳定的发

展环境。

“学生在完成每天的功课之余，也希

望有拓展课可以学习到课本之外的知

识。为此，学校有针对性地开展国防教

育活动，为学生开启一片新天地，在增强

他们基本军事素养的同时，也让关心国

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成为

学生的思想共识和行动自觉。”徐华铮代

表说，通过对学生开展涵盖我军历史、国

防政策、武器装备、网络安全等内容的专

题辅导，一方面能够点燃学生关心关注

国防的热情，达到普及国防知识的目的；

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国防

教育的覆盖面和影响力，为学生播下参

军入伍、献身国防的希望种子。

徐华铮代表告诉记者，她在调研中

欣喜地发现，近年来热播的军事题材影

视剧以及全市户外电子大屏上循环播放

的征兵宣传片都成为学生的写作素材以

及课后实践必看内容。“这一可喜变化证

明，只要踏准时代节拍，就能奏响青少年

国防教育的‘大合唱’。”

如何让国防教育搭乘“双减”东风，

进一步走近广大青少年？谈及这一问

题，徐华铮代表建议，各级教育部门和

中小学校要将国防教育进校园列入党

委议事日程，成立国防教育教研组，设

置课后国防教育兴趣班，使课程进入课

外学习学时、计入实践课程学分，落实

体系化的课程安排。同时，可以运用现

代化的教学方法和灵活的实践活动，将

国防教育融入学生日常班会、课前晨会

和升旗仪式中，真正让国防教育进入校

园深入人心。

徐华铮代表—

踏准时代节拍奏响“大合唱”
■张 欣 袁华裔

辽宁丹东，素有“英雄城市”之称，70

多 年 前 ，中 国 人 民 志 愿 军 从 这 里 雄 赳

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谱写了抗美援

朝 、保 家 卫 国 的 壮 丽 篇 章 。 进 入 新 时

代，如何在这片红色热土上继续深入开

展国防教育？全国人大代表、辽宁省丹

东市委书记裴伟东介绍了丹东市的经验

做法——打造生动现地课堂，用英雄精

神凝聚军民意志，激励全市干部群众建

功新时代。

一 处 遗 址 就 是 一 座 教 育 基 地 。 当

年，丹东人民建设浮桥保障志愿军跨江

作战、修筑防空洞防御空袭、整修铁路

运输物资等，留下大量遗址遗迹，为深

入开展全民国防教育提供了丰富资源。

裴伟东代表告诉记者，近年来，丹东军

地全面摸排、整理抗美援朝战争遗址遗

迹和纪念设施百余处，形成名录，并因

地制宜修建志愿军公园、抗美援朝纪念

馆等多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在鸭绿江

百里文化长廊增设纪念抗美援朝主题雕

塑，打造“抗美援朝联线”红色精品研学

线 路 ，构 建 了 全 方 位 国 防 教 育 宣 传 格

局，进一步增强了普通群众参与国防教

育的积极性。其中，抗美援朝纪念馆新

馆于 2020 年 9 月 19 日开放后，日均接待

全国各地游客 5000 多人次。

国防教育要紧跟新时代，守正创新，

多蹚新路。裴伟东代表介绍，丹东军地

坚持定期开展系列各具特色、群众参与

性强的纪念活动，先后出版《抗美援朝

丹东遗址寻踪》《抗美援朝 11 杰》等 10 余

部书籍，组织“烽烟滚滚唱英雄——中

国人民志愿军事迹专题展”“震撼世界

的 较 量—— 抗 美 援 朝 战 争 经 典 战 例 专

题展”等专题展览，并在报刊、电视、广

播 、网 络 等 平 台 刊 登 播 放 抗 美 援 朝 老

兵 故 事 ，着 力 用 英 雄 文 化 激 发 群 众 爱

国热情。

谈及如何运用现地课堂激发国防教

育新活力，裴伟东代表认为，开发利用

好红色遗址遗迹，不仅能使之成为开展

国防教育和党史学习教育的重要阵地，

还可以通过红色旅游等途径实现“二次

传播”。裴伟东代表表示，下一步我们

要继续努力将红色旅游景点打造成常学

常新的爱国主义教育课堂，充分发挥红

色旅游的辐射带动作用，构建红色文化

宣传矩阵，进一步拓展国防教育阵地，

构筑起爱国拥军的精神高地。

裴伟东代表—

打造现地课堂激发新活力
■王建新

回眸过去的一年，在各地各部门通力协作下，全民国

防教育的内容形式不断丰富、宣传手段逐渐多元、法律法

规愈加完善、教育阵地得到拓展，国防教育工作遍地开花、

硕果盈枝。

“老 干 部 是 人 民 军 队 发 展 、壮 大 的

亲历者和见证者，他们坚守初心、戎马

一生，为党和人民军队建设作出了重大

贡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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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

采访时说，老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

富，要用好这一“活教材”，从他们身上

汲取前行力量，充分发挥老干部红色教

育功能，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

雄的故事。

纪晓飞委员介绍，近年来，浙江省军

区注重发挥老干部“播种机”作用，在传

承红色基因、开展国防教育方面做了不

少有益尝试。2021 年，浙江省军区结合

党史学习教育，主动对接地方党政机关、

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中小学校，请老

干部走上讲台宣讲战斗故事、英雄事迹，

教育引导干部群众和青少年从党的辉煌

成就、艰辛历程、优良传统中汲取智慧和

力量，在社会上引起较好反响。

同时，他们充分利用科技手段，为国

防教育提速增效。浙江省军区各干休所

为每名老干部建立了个人红色历史档

案，并在荣誉室相继添置投影仪、触摸式

互动一体机等设备，只需输入老干部的

姓名，电子屏幕就会滚动播放其红色故

事。接下来，他们还将逐步引进智能讲

解设备，进一步提高荣誉室的互动体验。

“老干部在战争年代用鲜血铸就的

战斗精神、在和平建设时期展现的家国

情怀，是红色基因的直观体现。”纪晓飞

委员深有感触地说，有的老干部曾多次

参战，有的多次执行过抢险救灾任务，有

的参与过重大演训、重大科研攻关，他们

的经历是开展红色教育的鲜活教材。老

干部功勋卓著，但他们从不居功自傲，始

终保持革命军人的品格，他们是我们敬

仰的前辈、学习的榜样。

进入全媒体时代，老故事也需要紧

贴时代发展，拓宽宣传渠道，才能进一步

提升国防教育的吸引力与覆盖面。对

此 ，纪 晓 飞 委 员 建 议 ，可 以 充 分 利 用 B

站、微信、微博、短视频平台等新媒介，广

泛宣扬老干部的先进事迹，让历史鲜活

起来，与受众产生情感共鸣，点燃大众心

中的爱国热情。

纪晓飞委员—

用好“活教材”讲好英雄故事
■张沈欣 本报记者 宋芳龙

“红色资源是传承红色基因的最好

载体，蕴含着共产党人的精神食粮，也

是 开 展 革 命 优 良 传 统 教 育 的 最 好 教

材 。”全 国 人 大 代 表 、江 西 省 吉 安 市 委

书记王少玄接受采访时说，深耕红色文

化，盘活红色资源，构建全民国防教育

平台是加强全民国防教育的有效途径。

吉安是一片红色沃土，文化底蕴深

厚，被誉为“一座没有围墙的红色博物

馆”，星罗棋布的红色遗存 980 多处，国

家 级 、省 级 爱 国 主 义 教 育 示 范 基 地 26

个 ，处 处 都 是 开 展 国 防 教 育 的 红 色 阵

地。王少玄代表介绍，近年来，吉安市

将全民国防教育和经济社会发展统筹

考虑、同步推进，按照“整合红色资源、

创新方法手段、增强教育功能、彰显特

色 优 势 ”的 思 路 ，深 耕 红 色 文 化 ，不 断

丰富全民国防教育的内容形式、宣传手

段，让国防教育生动起来，使红色资源

释放出更多社会效益。近几年，他们先

后 推 出 大 型 实 景 演 出《井 冈 山》、大 型

情 景 剧《映 山 红》、电 影《三 湾 改 编》等

精品影视剧，在全国各地巡回演出，广

受好评。

如何传递国防好声音，让国防教育

深入人心？王少玄代表建议，各级要结

合 八 一 建 军 节 、全 民 国 防 教 育 日 等 时

机，利用广播、电视、报刊、网络等媒体

平台，开设专栏，广泛开展系列活动，让

广大干部群众在学习红色文化、参观革

命场馆、瞻仰革命烈士、体验军营生活

等实践活动中，潜移默化地接受爱国主

义教育，在心田种下爱国强军的种子。

展 望 未 来 ，王 少 玄 代 表 告 诉 记 者 ，

今 年 是 井 冈 山 革 命 根 据 地 创 建 95 周

年 ，下 一 步 ，他 们 将 举 行“ 跨 越 时 空 的

井 冈 山 精 神 ”主 题 展 览 、“ 不 忘 初 心 血

脉相承”采风研讨展演、纪念井冈山革

命 根 据 地 创 建 95 周 年 会 议 等 系 列 活

动，大力讴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

丰功伟绩，让红色历史放射出新的时代

光芒。

王少玄代表—

深耕红色文化传递好声音
■本报记者 郭冬明 龙礼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