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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植家国情怀

“1934 年 1 月，贵州省第一个中共地下

党支部在毕节建立；1936 年 2 月，红二、红

六军团强渡鸭池河，进入贵州省毕节市，

成立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川滇黔省革

命委员会……”9 月 17 日，在毕节市滨河西

路双拥主题公园，讲解员正声情并茂地讲

述毕节的红色历史。

“到公园走一走，既锻炼身体，还增长

国防知识。”10 月 1 日，当地居民黄旭游览

公园时，对沉浸式国防教育体验赞不绝口。

黄旭口中的“公园”，是毕节市七星关

区精心打造的集红色文化教育、双拥活动

和群众休闲健身等功能于一体的双拥主

题公园。走进公园，国防元素遍布其中，

振翅欲飞的战机、昂首向天的火炮、巍然

列 阵 的 坦 克 …… 展 区 主 题 突 出 、内 容 丰

富，充满浓郁的军味。

细雨绵绵，挡不住参观群众的脚步。

重温峥嵘岁月的退役军人、认真观看各种

装 备 的 军 事 迷 、聆 听 红 色 历 史 讲 解 的 学

生 …… 国 庆 节 期 间 ，展 现 国 防 和 军 队 建

设 取 得 伟 大 成 就 的 展 板 前 ，吸 引 了 不 少

游客。

毕节是一片红色沃土，有红色革命遗

存近 70 处。20 世纪 30 年代，中共贵州省

工作委员会第一任书记林青从这里把革

命的星火传播到贵州大地，红二、红六军

团在这里创建了黔大毕革命根据地，穿长

衫的红军周素园从这里奔向光明……12

处革命旧址、18 处战斗遗址、12 座烈士陵

园，凝聚着革命先烈的血与魂，是毕节人

民自豪的红色记忆。

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成为毕节市开

展国防教育、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

育的宝贵财富。近年来，毕节军地建成的

3 个国防主题公园、12 条国防教育精品旅

游路线，成为新时期弘扬革命优良传统、

强化国防意识的主阵地。

国防主题广场、爱民广场、双拥主题

公园……穿行于毕节市，军地合力打造的

国防教育基地随处可见，国防文化氛围浓

郁。国防教育阵地的拓展，让居民早晚锻

炼时途经“强军课堂”，观光赏景步入“敞

开军营”，在潜移默化中提升了居民的国

防意识。

9 月下旬，毕节市人民公园门口爱民

广场的电子大屏上，连续多日重复播放毕

节籍现役军人立功受奖的先进事迹，吸引

不少市民驻足观看。家住附近的王碧夫

妇有晨练的习惯。两人每天锻炼完，都要

观看电子大屏上滚动播放的国防知识和

军事动态。王碧说：“有国才有家，祖国繁

荣昌盛，百姓安居乐业，都离不开强大的

国防。儿子明年准备报名参军，为国防建

设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强化责任担当

“仗可百年不打，国不可一日无防。全

社会都应该警钟长鸣，增强忧患意识……”

11 月上旬，毕节市国防讲师团成员李东升

来到市委党校，结合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

十大精神，为党政机关干部进行国防教育

专题授课，让大家近距离接触国防知识，

感受国防魅力。去年以来，像这样的课，

李东升已讲了 20 多场。

“党员干部开展专题学习培训，国防

教育是必不可少的内容。”毕节军分区领

导介绍，这次培训围绕国防动员和后备力

量建设、国家安全形势等内容进行专题辅

导，让党员干部在耳濡目染、躬身实践中

强化抓好国防教育工作的责任担当，增强

履行国防职责的行动自觉。

各级领导干部在国防教育中处于主

导地位，担负着参与领导和关心支持国防

建设的重要责任，是开展国防教育工作的

“关键少数”。抓好领导干部的国防教育，

就牵住了国防教育的“牛鼻子”。基于此，

毕节军分区依托七星关区人武部组建民

兵政治教员、理论宣讲、文艺演出 3 支小分

队，通过讲红色故事、演红色节目等，把国

防教育课堂搬到党政机关。

“1933 年，当中国革命处于低潮时，共

产党员林青奉命同缪正元（中共党员）一道

从上海回到家乡毕节闹革命。1936 年，红

二、红六军团长征经过毕节期间，带领广大

穷苦人民打土豪、分田地，深得人民的拥

护，红军在毕节播下了革命的火种，5000多

名毕节优秀儿女参加红军……”仲秋时节，

七星关区国防讲师团成员陈估猛来到贵州

工程应用技术学院，为师生带来国防教育

专题讲座。他结合我党我军历史和我国周

边安全形势，深入浅出地剖析当前国防形

势，引发大家强烈共鸣。

近年来，毕节市各级及时将国防教育

纳 入 党 委 中 心 组 理 论 学 习 、干 部 教 育 培

训、公务员任职培训等，先后组织开展国

防教育进党政机关、进校园、进企业活动，

真正让国防教育深入群众、深入基层、深

入人心，营造全社会热爱国防、关心国防、

建设国防的浓厚氛围。

每逢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全民国防

教育日、八一建军节等重要时机，国防讲师

团成员都会走进政府和企业进行宣讲。今

年以来，毕节军分区组织国防讲师团深入

党政机关、院校等开展宣讲授课 486场。

在 此 基 础 上 ，毕 节 军 地 利 用“ 军 事

日”、学生军训等时机，组织广大党员干部

和学校师生参观革命旧址，开展重走乌蒙

长征路、模拟战场救护等军事体验活动，

增强了党员干部的国防担当，强化了广大

师生的国防意识。

培塑报国之志

“我宣誓，发扬革命传统，谨记党的教

诲，树立远大理想……”今年 4 月，毕节市

七星关区人武部举行“红色文化进校园暨

百校‘红军班’”授旗仪式，标志着该市国

防教育进校园活动进一步走深走实。

为了让信仰的种子在青少年心中扎

根，七星关区开展红色文化进校园暨百校

“红军班”活动，在全区 100 所学校中筛选

出 100 个“红军班”，每个“红军班”聘请一

名获得三等功以上奖励的现役军人或者

退役军人担任编外辅导员，负责军事化管

理培训。

他们还为“红军班”制定了学生守则、

教官职责、军事素质考核项目及达标标准

等一系列规章制度。每年寒暑假，“红军

班”学生都要进行一天的军营体验活动，

与官兵同吃、同训练、同学习。

今年 11 岁的张越是五年级学生，过去

走路总是低着头、塌着肩、驼着背，一副无

精打采的样子。为了纠正走路姿势，张越

不知被父母数落了多少回。今年，她报名

参加学校的“红军班”。经过一周训练，她

像换了个人似的，走路昂首挺胸，精气神

可足了。有一天早操时，教官点名让她出

列，为同学们作示范。稍息、立正……她

的动作标准规范、干净利落。

“‘红军班’的同学就是不一样。”这是

学校老师和同学们常说的一句话。“‘红军

班’的每一名同学就像是一粒火种，他们

让学校更加有生机、有活力。”七星关区教

育 局 领 导 对“ 红 军 班 ”的 学 生 寄 予 厚 望 ，

“在这里，每一名学生都能找到自信，潜移

默化地影响着身边的同学。”

林科喜是毕节一小“红军班”的辅导

员 ，亲 眼 目 睹 了 不 少 学 生 脱 胎 换 骨 的 变

化。教室里，学生们坐姿端正、认真听课；

操场上，队列整齐、口号响亮；寝室里，内

务整洁、被子方方正正……

成功申报七星关区鸡鸣三省红军小

学、普及全军十大英模进校园活动、向中小

学生发放“红色作业本”……近年来，七星

关区开展的一系列国防教育进校园活动，

激发了青少年关心国防、热爱国防的热情，

树立了“青春有梦、强国有我”的信念。

今 年 9 月 17 日 ，是 第 22 个 全 民 国 防

教育日。七星关区军地开展“心系国防有

你有我”主题国防教育活动，让国防知识

走出课堂，走进日常生活，加深了同学们

对 国 防 的 理 解 ，凝 聚 起 莘 莘 学 子 的 爱 国

热情。

去年以来，七星关区人武部开展以建

好一个荣誉室、编写一套青年楷模强军先

锋丛书、制作一部优秀军人先进事迹短片

等为主要内容的“十个一”活动，弘扬长征

精神，传承革命传统，增强青少年学生的

国防观念。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在红色文

化的浸润下，毕节市党政干部、广大群众

和学生的国防意识大大增强，大学生报名

参军热情高涨，关心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

的氛围更加浓厚。

图①：“红军班”学生学唱军歌。

图②：毕节市七星关区人武部领导在

贵州工程应用技术学院讲解国防知识。

图③：组织学生观看国防教育短片。

图④：毕节市七星关区人武部文职人

员为学生讲解枪械知识。

摄影：王庆泽

制图：扈 硕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深化全民

国防教育。我们的军队是人民军队，我

们的国防是全民国防。国家的昌盛、民

族的复兴，都需要增强全民忧患意识、

强 化 全 民 国 防 观 念 、提 升 全 民 国 防 素

养，齐心协力建设和巩固强大国防。

然而，各地在开展国防教育时，有

一些问题值得关注。比如，有的党政机

关干部存在重经济发展轻国防建设的

观念，有的群众对和平时期国防建设的

重要性认识不够，有的青年学生缺乏尚

武精神。

全民国防教育，是一项全民参与、

长期坚持、讲求实效的系统工程，必须

采 取 一 系 列 有 效 措 施 ，一 锤 接 着 一 锤

敲、一环紧着一环拧，持续推动国防教

育进党政机关、进学校、进企业，进入千

家万户。只有在各领域牢固树立“国家

安全、人人有责”的观念，国防教育才能

覆盖全民，国家安全才能稳如磐石。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

清醒剂。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实行片

面抗战路线，依靠国民政府和军队进行

抗战，结果在正面战场吃了不少败仗。

中国共产党实行正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

线政策，坚持全面抗战路线，提出和实施

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和一整套人民战争

的战略战术，开辟广大敌后战场和抗日

根据地，领导八路军、新四军、东北抗日

联军和其他人民抗日武装英勇作战，成

为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直到取得抗

日战争最后胜利。

深化全民国防教育，要抓住“全民”

这一主体。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动员

广大人民群众支持和参与国防建设。解

放战争时期，没有人民群众的“小推车”，

就没有淮海战役的伟大胜利。新时代，

培植公民的国防基因，要从青年抓起，

从 学 校 抓 起 ，从 家 庭 抓 起 ，让“ 天 下 兴

亡，匹夫有责”的家国情怀印入每一名

公民的脑海。实现中国梦强军梦，就要

培育千万个像王继才、魏德友、马俊武

那样始终胸怀祖国、心系国防的爱国奉

献者，在全社会厚植“国安才能家宁”的

国防观念。

国无防不立，民无防不安。军事机

关要主动协调地方党委宣传部门，调动

社 会 各 界 积 极 性 ，推 动 全 社 会 广 泛 参

与，形成相互配合、全方位、多层次的全

民全域国防教育体系，打造出更多社会

认可度高、宣传效果好的国防教育精品

成果。要坚持“接地气、聚人气，有新意、

有实效”的理念，创新国防教育内容、形

式、方法和手段，实施立体化、全覆盖国防

教育模式，增强国防教育的感染力，使关

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成

为全社会的思想共识和自觉行动。

让国防教育进入千家万户
■陈估猛 覃有川

红色文化浸润乌蒙大地
—贵州省毕节市军地合力抓实国防教育纪事

■姚湘波 王庆泽 陈焱尧

过五岭、越乌蒙、渡金沙……1935年，中央红军转战贵州，

南渡乌江，跳出敌人包围圈，取得了战略主动权。

“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1935年 10月，红军

战士越过岷山后，毛泽东满怀豪情写下壮丽诗篇《七律·长征》，

写出了乌蒙山的巍峨和气势，表现了红军战士不屈不挠、英勇

顽强的大无畏气概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进入新时代，如何弘扬长征精神、赓续红色血脉、深化全民

国防教育？贵州省毕节市军地通过打造“国防主题公园”、组建

“国防讲师团”、开办“红军班”等举措，擦亮乌蒙大地红色名片，

汇聚成这座城市最美的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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