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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军队框架搭建组织结构——

少年军校姓“军”，
“四梁八柱”才稳

跳 跃 沙 坑 、突 破 障 碍 墙 、过 独 木

桥、搜寻伤病员……8 月初，黑龙江省

国防教育进校园工作观摩会在齐齐哈

尔市二马路小学举行。观摩会现场，

这所已成立 31 年的少年军校，向与会

人 员 展 示 其 独 具 特 色 的 国 防 教 育 课

程、国防教育实践活动、国防教育阵地

建设等相关情况。令记者印象深刻的

是，组织军事课目演示的教官，清一色

是现役军人。

“少年军校姓‘军’，‘四梁八柱’才

稳。”黑龙江省军区领导告诉记者，1987

年，牡丹江市新荣小学与原某预备役

步兵师联手创办了该省第一所少年军

校。该校以军教结合、育根铸魂为办

学理念，充分发挥联办优势，从部队聘

请精干教官队伍，对学生进行教育辅

导。因成绩突出，该校被共青团中央、

国 家 教 育 部 评 为“ 全 国 先 进 少 年 军

校”。自此，黑龙江省以这所少年军校

为样本，全面推开少年军校建设。

按军队框架搭建组织结构，是黑

龙 江 省 少 年 军 校 建 设 的 成 功 经 验 之

一。如今在该省，所有少年军校均在

驻军部队的支持下，依据军事编制建

立组织领导队伍：学校领导、所在县区

人武部领导分别担任校长和政委；聘

请 驻 军 部 队 官 兵 担 任 副 校 长 和 辅 导

员，负责军校日常训练；学校、年级、班

级分别按照营、连、排模式进行编组，

年级组长任连长、部队选派骨干任指

导员、班主任任副连长。

为提升少年军校的办学质量，做

到国防教育与学科教育互相促进，他

们参照部队有关规定，制定《少年军校

教官、队长工作制度》《少年军校学员

学习制度》《少年军校学员训练制度》

等规章制度，还为每所少年军校建立

荣誉档案，定期打分评比，实现了建设

有遵循，落实有抓手。

出早操、晚点名、班务会、小值日

讲评……走进少年军校，浓郁的“军”

味扑面而来。

用英雄精神激励成长成才——

厚植红色基因，培养
合格接班人

参观该省多所少年军校，记者最

深刻的感受是，国防元素已嵌入到学

校的每一个角落。为推动少年军校正

规化建设，潜移默化强化学生国防观

念，多年来，在驻军部队的支持下，该

省少年军校均建成学生日常军事技能

训练、军事理论教学和红色教育场所，

并依托红色景点、战斗遗址等，开设国

防教育研学基地。

“ 厚 植 红 色 基 因 ，培 养 合 格 接 班

人。”省军区领导介绍，英雄故事是最

生动的教育素材，他们始终注重用英

雄精神激励青少年成长成才，引导他

们崇尚英雄、争做英雄。

2019 年，黑龙江省率先在少年军

校开展“全军挂像英模进校园”活动。

此项活动开展前，军地相关部门联合

向全省少年军校下发活动通知，并要

求各学校开展以“悬挂一套英模挂像、

组织一次集中培训、讲述一回英模故

事、观看一组影音资料、开展一堂国防

教育”为主要内容的“五个一”活动，积

极唱响主旋律、弘扬正能量,用英模文

化 校 正 青 年 学 生 精 神 坐 标 。 与 此 同

时，各少年军校把学习英模活动纳入

学期教学计划，常态搞好国防教育和

爱国主义教育，帮助学生扣好人生“第

一粒扣子”。

哈尔滨市育红小学前身为中原军

政大学子弟学校，1952 年，作为解放军

军事工程学院子弟校迁至哈尔滨市，

1965 年易名为“育红小学”。2021 年，

该 校 积 极 挖 掘 自 身 红 色 资 源 ，建 起

“‘两弹一星’国防教育展馆”、组建少

年红色宣讲队，让青少年既成为英雄

精神的学习者，更成为英雄精神的传

播者、参与者。

讲述英雄、走近英雄、学习英雄。

前不久，记者走进哈尔滨市一曼小学，

看到学生赵婵娟正在教学楼旁的“革

命烈士赵一曼纪念馆”为参观者讲述

英雄事迹。

“我很喜欢为大家讲赵一曼烈士

的 故 事 。 每 次 讲 解 ，我 都 有 新 的 感

悟。她的故事时时激励我不畏困难、

勇毅前行。”赵婵娟对记者说。

杨靖宇红军小学、兆麟小学、尚志

中 学 、雷 锋 小 学 、子 荣 小 学 …… 据 了

解，在该省，像一曼小学这样以英雄名

字命名的少年军校共有几十所，以英

雄名字命名的少先队中队更是数不胜

数。“既是为了铭记，更是为了传承。”

该省教育厅领导告诉记者，多年来，他

们依托少年军校的便利条件，将红色

德育作为基础课、必修课，引导学生以

英模人物为榜样，努力学习报效祖国。

以研学活动促进教育深化——

领悟精神内涵，才能
砥砺心志

“三江水流淌着红色基因，大雪原

耸立着英雄雕像，抗联人血荐轩辕捍

中华，垦荒人备耕生产建粮仓，石油人

誓死拿下大油田……”

“八一”前夕，孙吴县第三小学学

生整齐列队，到人武部民兵训练基地

过“军事日”，并观看黑龙江省征兵办

制作的宣传片《强军有我龙江兵》。

这个常住人口不足 5 万人的小县

城，抗日战争时期曾经饱受苦难和屈

辱。经过战争洗礼的孙吴县军民更加

懂得红色教育的重要性，军地联手打

造的少年军校，也已成为当地一张亮

丽的名片。

观看宣传片后，少年军校学生们

在写有“铸军魂、健体魄、强国防、壮国

威”字样的横幅上郑重签上自己的名

字，表达从军报国的坚定志向。

“国防教育从娃娃抓起，才能根深蒂

固。”孙吴县人武部政委徐立辉告诉记

者，截至目前，孙吴县已连续 66 年征兵

无责任退兵，而这一成绩的取得，与该县

扎实开展青少年国防教育密不可分。

黑龙江是东北抗联主战场，还是

北 大 荒 精 神 、铁 人 精 神 等 的 发 源 地 。

基于此，军地有关部门在指导少年军

校建设时，坚持“一地一特色，一校一

品牌，一研一主题”的思路，用红色研

学活动促进教育深化。在军地双方指

导帮建下，全省各地少年军校纷纷走

进绿色军营、红色场馆，开展以“传承

红色基因”“重走抗联路”为主题的研

学活动，增强青少年的国防观念和爱

国热情。

大庆市铁骑少年军校组织学生来

到铁人王进喜纪念馆，感受先辈们自

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故事；大兴安

岭加格达奇区少年军校视频连线雷锋

班，通过与官兵交流体悟雷锋精神的

时代内涵；佳木斯第五小学少年军校

师生来到日军侵华罪证陈列馆，现场

感受“国破家何在”的真正含义……嫩

江之畔兴安岭下，少年军校研学活动

开展得如火如荼。

“领悟精神内涵，才能砥砺心志，研

学活动是提高学习质效的一个重要环

节，能够有效激发青少年爱国热情、坚

定报国信念。”据黑龙江省军区领导介

绍，30 多年来，全省已建立 73 所少年军

校，培养学员近百万人，其中 10 余万人

参军入伍、近千人次立功受奖。

武备之要务，当以强心为先。全

民国防教育是建设和巩固国防的基

础，是增强民族凝聚力、提高全民国

防素质的“强心工程”，必须抢先抓

早。要紧紧扭住青少年这个重点对

象，精心引导培塑，在“拔节孕穗期”

强基固本，在孩子们的青春底色上烙

下深深的红色印记，推进新时代“强

心工程”在青少年心中落地生根。

提领认识是基础。思想认识是

最根本的问题，只有认清方位、把准

定位才能落实落位。步入新时代，强

军兴军进入“快车道”，但部分地区

“当兵冷、征兵难、军校招生降温”等

问题依然存在。深层次原因之一就

是国防教育淡化、弱化。青少年国防

教育是培养时代新人的百年大计，是

涵养民族精神的基础工程。国防教

育要从学校抓起、从娃娃抓起，唯有

如此，才能重犁深耕，确保强军兴军

事业后继有人、薪火相传，真正筑起

坚不可摧的钢铁长城。

把正方向是核心。在青少年的

精神家园里播撒什么样的种子，就会

开出什么样的花、结出什么样的果，

国防教育只有以厚植家国情怀、赓续

红色血脉为永恒主题，才能结出“红

色江山接班人”的累累硕果。要突出

爱国主义教育这个核心，通过经常性

思想灌输和励志活动，教育引导青少

年把自己的理想同祖国的前途、把自

身的成长同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在

一起，不断激发爱国之心、报国之情、

强国之志；要突出革命传统教育这个

主线，坚持把革命传统教育和弘扬中

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作为青少年国

防教育的主课突出出来，推进红色基

因融入血脉；要突出崇军尚武教育这

个重点，通过以军养德、以军促智、以

军强身、以军健美，在稚嫩的心灵里

植入英雄形象，塑造尚武精神，让千

百年来民族血脉中传承的“男儿何不

带吴钩”“不破楼兰终不还”的精神张

力驰而不息。

创新方法是关键。没有与时俱

进的“厨艺”，就做不出适合青少年胃

口的“饭菜”。要针对青少年学生行

为认知特点，让国防教育从平面走向

立体，从单调走向多维，切实找准兴

奋点，踩实落位点。用好“信息化”媒

介，充分发挥信息网络海量数据和丰

富应用场景优势，赋能青少年国防教

育；用好手机 APP、微信公众号等新

兴媒体，增强国防教育的感召力和吸

引力；用好“开放化”形式，依托革命

博物馆、烈士陵园等红色教育资源，

扎实开展沉浸式、体验式等教学活

动，增强学生国防观念；用好“军事

化”手段，组织学生开展三防演练、军

事训练，磨砺青少年身心，砥砺青少

年斗志。

军地联动是支撑。抓好青少年

国防教育是一项系统工程，单打独斗

无法行稳致远，必须加强组织领导，

形成军地合力。坚持齐抓共管，在党

委政府统一领导下，压紧压实相关部

门的职责，形成各负其责、同向发力

的良好局面。坚持共建共育，军地要

建立健全情况通报、联席会议、联创

联建等机制，驻军部队要在政策宣

传、训练场地、教官选派和设施器材

等方面，为开展青少年国防教育提供

支持保障。坚持以考促建，充分发挥

考评“指挥棒”作用，把青少年国防教

育纳入党政主要领导绩效考评，纳入

双拥模范城（县）评选、党管武装工作

联考联评，强化结果运用，立起鲜明

导向，倒逼责任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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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寻探寻““红色基因育红红色基因育红娃娃””的的““龙江密码龙江密码””
—黑龙江省军地持续35年抓建少年军校的实践与思考

■徐峻峰 连巍魏 本报记者 吕衍海

黑龙江是一片红色沃土，也是一方奋斗热土。这里孕育出了抗联精神、铁人精神、北大荒精神等宝贵精神财富，
涌现出赵尚志、赵一曼、李兆麟等英模人物。丰富的红色资源不仅涵养了崇军尚武传统，还为深入开展青少年国防
教育提供了实践土壤。

1987年，牡丹江市新荣小学与原某预备役步兵师联手创办该省第一所少年军校。自此，该省以这所少年军校
为样本，全面推开少年军校建设。经过35年持续抓建，少年军校遍布全省各地，青少年国防教育硕果累累。

盛夏时节，记者踏上这片黑土地，探访一所所生机勃勃的少年军校，解锁“红色基因育红娃”的“龙江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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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哈尔滨靖宇小学开展青少年国防教育主题活动。

图②：哈尔滨警备区定期邀请参战老兵深入中小学校开展革命传统教育。

图③：齐齐哈尔市二马路小学校内写有“少年军校”的建筑标识。

图④：哈尔滨市育红小学组织学生开展主题文艺汇演。

图⑤：齐齐哈尔市二马路小学的学生正在进行体能训练。

图⑥：黑龙江省军区国防教育宣讲队走进该省实验中学国防教育展馆，为该校航空实验班

学生讲解武器装备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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