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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与战舰城市与战舰：：同一个名字情深意长同一个名字情深意长
——一组军地携手打造一组军地携手打造““城舰城舰共建共建””国防教育平台的见闻国防教育平台的见闻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深化全民国防教

育。作为以城市命名的人民海军战舰，不仅是

一张张漂洋过海的城市名片，更是一座座独特

的“全民国防教育基地”。加强“城舰共建”，开

展持续交流，可以开辟全民国防教育的新天地。

同一个名字，是城市人民与战舰官兵产生

共情的纽带。我国的驱逐舰以大中城市命名、

护卫舰以中小城市命名，这些战舰背后连着一

座座城市。特别是近年来，一大批国产先进战

舰密集入列走向深蓝，各个城市竞相争取战舰

以自己的城市命名。对于一座城市来说，命名

战舰是一种荣光，不仅能增强市民的自豪感，

而且能形成承载爱国之情的有效载体。对水

兵们来说，舰艇命名带来的不仅仅是“荣誉市

民”的身份，更意味着牵挂、责任和鞭策。第二

代南昌舰“回家”，成为南昌市重要的全民国防

教育基地，群众通过参观了解战舰、海军、海

洋。第三代南昌舰是我国首艘 055 型万吨级

驱逐舰，传承着南昌这座英雄城市的红色基

因，官兵争当先锋、争做英雄，在万里海疆开辟

英雄的新航程。

在人民海军从无到有、由弱变强的发展历

程中，每一艘战舰都拥有劈波斩浪、向海图强的

成长经历。战舰的故事奔涌在远海的风浪之

中，需要收集和整理，让那些驰骋大洋鏖战深海

的英雄事迹，成为全民国防教育的生动教材。

城市是战舰官兵的“第二故乡”，战舰是城

市群众的“家乡舰”，交流共建释放国防教育效

能。有的城市邀请战舰官兵走进城市，了解城

市历史文化和新时代发展风貌，传承城市红色

基因。有的城市邀请优秀官兵代表作为国防

代言人，走进学校、社区、企业和网络，讲述战

舰的发展历程和官兵搏击风浪、不畏强敌的英

勇事迹，让群众了解战舰、关注战舰、支援战

舰、以战舰为荣。同时，军地适时组织党政机

关干部、企事业单位员工、学校师生及媒体代

表走进战舰，让他们近距离了解海军发展成

就、感受官兵的牺牲奉献精神。

城舰越走越近、越走越亲，军政军民团结

的基础越来越牢固。持续开展同名城舰的交

流共建，促进相互了解、相互支持，一定能更好

发挥战舰的国防教育功能，绘就军地一体、城

舰同心的美丽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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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你们在顺境中不骄傲自满，在

逆境中不畏缩退却，争当勇于搏击风浪

的弄潮儿……”3 月 23 日，海军南京舰 4

名优秀官兵代表走进江苏省南京市海英

小学，现场宣读回信，并为 24 名品学兼

优的学生颁发励志助学金。

看到以往和自己通过书信交流的海

军叔叔来到身边，整个学校沸腾了。原

来，两年前，来自海英小学 8 个班的 70 名

学生每人给南京舰官兵写了一封信。不

久，每个班都收到一封回信。学校举行的

宣读回信活动，成为全校师生的美好记忆。

今年年初，学生们再次给南京舰官兵写信，

表达对大海的向往和想当海军的愿望。

海英小学是在刘伯承元帅关怀下创

办的小学，校名有着“海军英雄”的寓意。

在海军指挥学院和南京舰的帮助下，学校

建设了海防教育馆，师生在这里了解海洋

知识，学习海军历史和舰艇知识。

“学校以‘认识海洋、亲近海军、了解

海防’的‘三海教育’为特色，力争成为学

生们逐梦深蓝的起点。”海英小学校长刘

羽介绍，海防教育馆还作为社区学习体

验馆向公众开放，由海英小学学生担任

讲解员，两代南京舰参加重大演训任务

创造多项纪录、护航亚丁湾等强军故事

是讲解的重点内容。

“南京市历史文化底蕴深厚，165 个

‘红色文化资源点’星罗棋布，是市民成

长、学生入学、新兵入营开展国防教育的

生动课堂。南京舰助力国防教育、传播

海洋文化，是南京市流动的‘红色文化资

源点’。”南京市双拥办负责人介绍。

4 月 23 日是“海军节”，巧合的是，这

天也是南京解放日。每年“海军节”前

后，在玄武湖公园、鼓楼广场、新街口商

圈等人流集中的地点都会有海军文化展

示活动。平时，南京市还将南京舰元素

融入国防教育展馆和主题车站，让更多

群众感受海洋文化。

“南京虽不在海边，却与历史上经略

海洋的许多大事息息相关，与南京舰共

建 ，为 大 家 打 开 了 向 海 图 强 的 广 阔 视

野。”南京警备区领导表示，挖掘舰艇文

化资源，有利于增强国防教育的吸引力、

感染力。

从 1986 年第一代南京舰被命名开

始，南京市和两代南京舰已有 30 多年的

共建历史，南京舰的每一次亮相都受到

南 京 市 民 广 泛 关 注 。 第 一 代 南 京 舰

2012 年退役前，共邀请 50 批群众团体、

2400 余名中小学生上舰参观，组织官兵

近千人次到南京参加联谊活动，还曾两

次到访南京。舰上官兵还为六合区竹镇

镇的困难学生捐资助学，帮助他们成才。

目前，海军南京舰正准备为南京市

被认定为中小学国防教育示范学校的

29 所学校添置舰模、舰徽等。海军南京

舰官兵还将以“优秀官兵看南京”等活动

为契机，走进南京部分中小学举办海洋与

国防专题讲座，持续助力南京国防教育。

南京市 海军南京舰

金陵城绽放蓝色梦想
■练红宁 本报特约记者 张永祥

3 月，又一批新兵来到海军第三代

南昌舰，透过舷窗，“英雄城、英雄舰、英

雄兵，第一枪、第一舰、第一人。”的舰训

熠熠生辉。赣江之滨，在退役的第二代

南昌舰荣誉室，游客们正在参观一面写

有数百个签名的海军军旗，这是曾在舰

上服役的官兵的字迹。

南昌，相同的名字，让一座城市与一

艘战舰结下不解之缘。2016 年，第二代

南昌舰光荣退役并移交江西省南昌市。

第二年八一建军节，南昌舰主题公园正

式对外开放。作为南昌市国防教育新名

片，南昌舰为南昌市的红色底蕴增添了

一抹亮丽的“蓝”。

“南昌市爱军拥军氛围十分浓厚，因

地处内陆，南昌人民接触海军的机会不

多，南昌舰的‘归来’开启了家乡人民关心

海军建设的新篇章，丰富了国防教育的载

体和内涵。”南昌警备区领导告诉记者。

赓续红色血脉，开辟全新航道。6年

多来，许许多多游客走进南昌舰主题公

园，深入了解海军，体验海军文化。

“南昌，英雄的城市，威名远扬；南

昌，威武的战舰，劈波斩浪……”2 月 10

日，春季开学当天，南昌舰主题公园负责

人杨双峰在赣江边为学生们教唱《南昌

舰之歌》。南昌市南京路小学学生们的

嘹亮歌声，吸引众多游客驻足聆听。

2016 年，作为第二代南昌舰最后一

任机电长，杨双峰与特殊的“战友”一同

退役，安家南昌。南昌舰主题公园开放

以来，杨双峰再次成为“带兵人”。每年

寒暑假，他和同事都会组织“小水兵”军

事冬令营和夏令营活动，带领学生们体

验水兵生活，开展缆绳作业、旗语通信、

海军知识竞答等活动，丰富青少年的海

洋知识。

“我接待了一批又一批上舰参观的

中小学生，很多孩子都说，长大了也要当

海军，要勇闯万里海疆。”杨双峰告诉记

者，最令他欣喜的是，当年由他带领参观

南昌舰的学生中，有一位入伍后就在第

三代南昌舰上服役。

2021 年 3 月 12 日，胡嘉豪 19 岁生日

这天，他来到海军南昌舰报到。胡嘉豪

一直记得接兵干部的话：“南昌人到南昌

舰，这是回家了啊！”南昌人，这是出生地

赋予他的名字；南昌舰的兵，这是时代赋

予他的责任。他常说：“南昌人在南昌

舰，要更努力些，做得更好些。”

“南昌舰主题公园已经成为党政机

关、企事业单位、学校以及驻军部队开展

国防教育的重要阵地。”杨双峰介绍，这

几年尽管受疫情影响，游客接待量仍保

持年均 10 万人次以上。

“提升南昌舰的国防教育质效关键

在于代入感。”杨双峰告诉记者，他们将

深挖南昌舰光辉事迹，运用先进技术重

现历史场景，增强参观游览的互动感。

同时，他们还邀请军事专家通过直播与

广大游客“云游”南昌舰。

城与舰，因相同的名字紧密相连；军

与民，因英雄的血脉鱼水情深。近年来，

海军第三代南昌舰官兵经常利用休假时

机来南昌市为海军“代言”宣传，开展红

色研学活动，并为南昌市中小学生“云授

课”，科普海洋知识，赠送书籍、书包以及

舰艇文创产品等。而在英雄城，南昌警

备区定向为南昌舰输送兵员；南昌市政

府大力支持军舰文化建设……

南昌市 海军南昌舰

英雄城打造蓝色名片
■姜睿寰 本报记者 郭冬明 特约记者 张富华

“在某次远海任务中，我们与外军舰

机狭路相逢。通过采取一系列行动，我

们不仅有效处置了紧急情况，还摸清了

他们的行动特点。”春季开学之初，新疆

乌鲁木齐市乌鲁木齐县第一中学校外辅

导员、海军乌鲁木齐舰对海作战部门分

队长程沛云为学生们进行线上授课，通

过介绍任务经历、普及海洋知识，在他们

心中种下海蓝色的种子。

课上，第一中学小学部五年级学生

比克扎提被蔚蓝的大海、威武的军舰吸

引，听得格外认真。他满怀期待地告诉

班主任：“我和海军叔叔约好了，这学期

努力学习，暑假去看大军舰！”

“叔叔，这是我做的军舰模型，你看像

不像？”“下次再来的时候，能不能给我带

一枚贝壳？”授课后不久，乌鲁木齐舰官兵

收到学生们发来的视频和寄来的明信片。

“国防教育不仅要培养孩子们热爱

国防、献身国防的志向，还要培塑他们不

畏困难、不懈拼搏的精神。”海军乌鲁木

齐舰副政委郑楠介绍，今年，他们遴选了

6 名 优 秀 舰 员 担 任 第 一 中 学 校 外 辅 导

员。他们有的是多次执行重大任务的老

兵，有的是年轻有为的“四有”优秀军官，

还有的是夺得国际竞赛冠军的专业“大

拿”。今年以来，校外辅导员们定期与学

生们组织线上活动，同讲海军故事、同唱

革命歌曲、同看军旅电影。官兵还与第

一中学 10 名家庭困难学生结成帮扶对

子，助力雏鹰奋飞。

乌鲁木齐市是一座距离海洋遥远的

内陆城市，因为乌鲁木齐舰官兵的到来，

边防与海防架起沟通的桥梁。

“海洋对内陆地区长大的孩子来说

是很神秘的存在，他们对海洋自然就会

多一分憧憬与向往。”乌鲁木齐舰中士秦

贞西的家乡就在乌鲁木齐市，每次休假

回家，她都会主动到离家十多公里的第

22 小学，讲述成长历程、海军故事，鼓励

学生们刻苦学习、勇敢追梦。

第 22小学是乌鲁木齐市与乌鲁木齐

舰合力共建的一所具有海军特色的学

校。为了让学生们感受海洋文化的魅力，

城舰双方为学校设置了一处海军角：由海

浪、乌鲁木齐舰等元素组成的景观墙；以

蓝色为主色调的手工教室；讲解海洋、海

权、海军知识的展板；展现向海图强、逐梦

深蓝的文化长廊以及讲述乌鲁木齐舰光

辉航迹的主题陈列室……乌鲁木齐舰官

兵定期对海军角内容进行更新。

城市与战舰跨越万水千山紧密相

连，城舰之间通过丰富多彩的活动共同

谱写国防教育新篇章。

2021 年，乌鲁木齐舰官兵代表应邀

赴乌鲁木齐市开展共建活动，新时代官

兵展现出昂扬的精神状态，成为一道亮

丽的风景线。在红山公园参观百年党史

长廊时，讲解员激动地说：“这是我第一

次亲眼见到穿白色海军军装的官兵！”

1 个月后，北国某军港码头人头攒

动，讲述新疆解放历史和先烈事迹的展

板，吸引官兵驻足观看。“送展进军营”活

动期间，乌鲁木齐市代表还与官兵围绕

“你建设边疆·我保卫海防”组织舷边对

话，深化对国防事业的理解与认识。

“希望更多人了解海防文化，了解日

益强大的中国海军。”正在筹备下次共建

活动的海军乌鲁木齐舰对空作战部门教

导员刘阳阳说。

乌鲁木齐市 海军乌鲁木齐舰

浪花白跃动天山脚下
■杜 钰 王泽洲

以你之名，为我命名。城市与战舰，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以城市命名的战舰，是流动的国土，
是城市的名片，也是这座城市独特的“全民国防教育基地”。

《关于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全民国防教育工作的意见》提出，要不断丰富实践载体，依托军地资源，
优化结构布局，推动各省区市建设一批国防特色鲜明、功能设施配套的全民国防教育基地。一座城市
是水兵的温暖港湾，城市的厚重历史和红色基因，为战舰驰骋万里海疆传递精神力量；一艘战舰是一
本不断续写的生动教材，战舰的壮美航迹和官兵的英勇事迹，为城市铺展追逐蓝色梦想的航道。因为
同一个名字，目光交汇，轨迹交融，城舰之间互相支持、互相激励，军地同心关注海防、护卫海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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