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日的周末，上海市民伊先生携老带幼来到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古镇
旅游，两天下来，在领略古镇悠久的历史积淀、中西合璧的江南建筑之
余，还有了意外收获，观光赏景时不觉间步入离古镇景区不远的一个充
满军事元素的公园。

只见公园里立起了军队英模的塑像，展陈着退役的飞机坦克，走
进其中，军味扑面而来。作为一名军事爱好者，伊先生兴奋不已，这

次他近距离接触以往只能在军事论坛中看到的装备，一圈下来收获
满满。

让伊先生流连忘返的这座公园是近年来浙江省军地联手打造的
国防教育主题公园的其中一座。据浙江省军区政治工作局干事胡国
华介绍，随着浙江省一座座主题公园建成，民众有了接地气、不下课、
随时都可以去的国防教育课堂，可在家门口感受国防与军事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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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防教育与城市建设同步发展
—对浙江省建设国防教育主题公园的调查与思考

■本报特约记者 罗正然 通讯员 刘小翔 李健南

建设部门汇报新年度公园建设规
划、国防教育部门提出主题公园建设需
求、教育部门建议利用国防教育主题公
园开展德育教育的计划……记者了解
到，在新年度工作筹划之时，浙江省各地
国教委以不同的形式，召集市城建、教
育、宣传等多个部门举行联席会议，研究
年度国防教育主题公园建设事宜。

国防教育主题公园建设横跨军地、牵
涉多方，靠哪个部门唱“独角戏”，都难以
将这全新的国防教育课堂打造好，只有军
地之间、部门之间唱响“大合唱”，才能将
其打造成高质效的教育课堂。

为防止在建设利用上“各唱各的曲，
最终难合调”的问题，有效杜绝只耕自己
的“一亩三分地”，不管“整片田园”的现
象，在筹备建设时，浙江省国教办就联合

多部门明确要求，要让国防教育主题公
园成为军地共办的课堂、军地共用的课
堂，从前期建设到后期跟进，都必须军地
协调规划、联手发力、共同实施。

该省坚持将国防教育主题公园融入
建设规划，让其与城市发展同频共振，为
公园美观增添亮色；融入教育大棋盘，让
其成为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开展
青少年德育教育的重要场所；融入绩效
考评，将其建设情况列为市政建设、双拥
共建绩效考评的硬指标。

建设国防教育主题公园近 3 年的
实践表明，一融入就融出了建设活力，
也融出了资源利用高效率。去年，台州
市路桥实验小学在区国防教育主题公
园开展的“放飞梦想、报效祖国”主题班
务会，成为学校年度德育教育的亮点，

千余名师生分批来到这座公园，参观武
器装备、细品英模事迹，感受国防与军
事的魅力。

据浙江省国教办统计，去年，在国防
教育主题公园开展的学生德育教育、企
事业单位员工宣誓、红色影片展播、歌咏
比赛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践行活
动 300 多场，让国防教育在潜移默化中
入脑入心。

浙江省还把国防教育主题公园建设
纳入党管武装目标考评、文明城市创建、
双拥模范城市创建、国防教育评估的重
要内容，明确军地在统筹规划建设、维护
修缮设施、开发利用资源等方面的具体
职责，压实相关人员的责任，确保国防教
育主题公园建设常态“有人问、有人管、
有人抓”。

融合式的国防教育特色

嘉兴中央公园、嘉善县惠民街道毛
家社区“抗日阻击战”纪念园、桐乡市龙
翔街道红杉邨景区……从城市到乡镇，
嘉兴市 10多座主题各异的国防教育主
题公园以大小不一的红旗样式，标注在
了嘉兴市国防教育主题公园分布图上。
乍一看，像一幅兵力部署图。

在嘉兴市国教委会议室，该市国教
办干事李勇智指着悬挂的分布图告诉
记者，嘉兴市国防教育主题公园从城
市到乡镇全域构设，而且功能齐全。
目前全省各地国防教育主题公园的布
设，酷似作战中的摆兵布阵，各地密切
协同、相互配合，以此发挥良好的国防
教育效能。

既发挥公共文化设施的作用，又防
止“克隆复制”、千园一面的问题，浙江

军地在筹划时决定按干枝化结构在全
省铺开国防教育主题公园：各市在主
要公园划出相对独立的区域，建造设
施完备、功能多样，能承载一定国防教
育活动的公共场所；各县（区）根据区
域实际，遴选利于展现本土国防特色、
拥有一定教育设施的公园开辟国防教
育场所；有条件的乡镇在公园内嵌进
国防元素，切实打造横向功能互补、纵
向大小链接、全面交融覆盖的国防教
育网格。

以嘉兴市为例，他们结合各地区历
史与地理实际，打造差异化的国防教育
主题公园，每一地都散发着浓郁的国防
气息，但每一地又从不同侧面触动人的
灵魂、开启人的心门。海盐县作为“三
毛之父”张乐平的故乡，建起了三毛乐

园，他们在其中加装了适合少年儿童体
验的海、陆、空模型玩具，让青少年在休
闲娱乐中感受国防力量。海宁市黄湾
镇尖山村的国防教育园，展示着全村退
役和现役军人名单。图文并茂的展板
中，有的普及军兵种国防知识，有的宣
传黄继光、董存瑞等英模事迹，有的介
绍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战役经过，内
容丰富、形式多样。

记者在浙江多地调研发现，国防教
育主题公园内容设置各有侧重。有的突
出弘扬红色传统、有的突出培育国防素
养、有的突出正面宣传教育，并与区域历
史文化、乡风民情相结合，把本地历史上
发生的军事事件和倾力支持国防建设的
乡贤名士纳入其中，国防主题公园散发
着亲切的本土气息。

本土化的国防教育内容

退役战机振翅欲飞，导弹昂首直刺
苍穹彰显大国重器的威风，军队 10位英
模的雕像扑面而来……

步入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古镇国防教
育主题公园，映入眼帘的场景让记者惊喜
不已。公园里，带着老伴遛弯儿的大爷，
英模雕像前在父母的讲述下满脸崇敬的
孩童，开展参观教育的学生，各行各业年
龄各异的市民游客们都能在这座开放的
国防教育主题公园感受国防的魅力。在
浙江，这样开在家门口的国防教育主题公
园，形式新颖、内容丰富，受到大众青睐。

前些年，因为时间场地原因，导致国
防教育辐射面受限。结合工作实践，浙
江军地深切体会到，只有在民众身边开
设没有门槛的课堂，才能将国防意识深
植于民众头脑。开放程度高、人流量大、

与民众生活联系紧密的公园进入浙江军
地的视野，成为国防教育“开疆拓域”的
重要基地。

如何高效兴建主题公园？在综合多
方面实际后，浙江军地决定不另起炉灶，
而是依托现有公园，聚焦国防主题，有机
嵌入国防元素，让公园成为传播国防知
识、展示强军成就、介绍武器装备、开展
国防教育的新平台。

记者身临杭州、绍兴等多地市国防
教育主题公园，处处感受强大的国防磁
场。在设置国防教育主题公园具体内
容时，多地采取便于吸引民众、便于教
育民众的形式呈现，主题公园中或通过
橱窗、灯箱展示党的领袖关于国防和军
队建设的论述，国防和军队建设相关法
律法规；或以雕塑形式展现英雄人物或

战斗场景。有的在广场或行人必经之
地立起电子液晶屏，滚动播放抗战胜利
日阅兵、朱日和阅兵录像、我军组织开
展演训的新闻等视频资料；有的主题公
园为提高公园的“军事含量”，还通过军
事机关向上级申领退役的飞机、坦克、
大炮等军事装备。

国防教育阵地的拓展，让民众早晚
锻练时途经“强军课堂”，观光赏景步入
“敞开军营”，在潜移默化中提升了民众
的国防意识。

家住湖州市吴兴区的葛先生夫妇有
晨练习惯，两年来，每天一进公园，就会
先看电子屏上滚动播放的国防知识和军
事动态。今年，他们准备让大学毕业的
孩子报名参军。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
这样的事例还有很多。

家门口的国防教育课堂

环境对人的成长至关重要，如果一

个人生活在文化底蕴深厚、正气充盈贯

通、民风纯洁和谐的环境，世界观、人生

观、价值观的形成过程就有了有力的环

境依托。

开展国防教育的道理同样如此，

要在和平安宁的环境里唤醒民众的国

防意识，同样要让民众生活在充满国

防气息的磁场中，让新军事革命的浪

潮常激荡脑海、居安思危的警钟常萦

绕耳畔，要达到这样的标准要求，让国

防教育融进百姓日常生活是一条很重

要的途径。

与生活息息相关，才能全员覆盖。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我们的军队是

人民军队，我们的国防是全民国防”“要

加强全民国防教育”。对全民进行国防

教育，通俗地说就是让国防教育覆盖城

市乡村的老幼妇孺。显然，把人们集合

起来，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进行面对面

的辅导授课或知识讲座操作难度不小。

但不论城市市民还是乡镇村民，都有自

己的起居住行，所以可以将国防教育融

进民众生活日常，在百姓身边设课堂，让

国防教育发挥耳濡目染的效果。

只有常态走近生活，才能常态接受

教育。一名长期从事德育教育研究的

专家曾指出，德育教育不贴近生活，相

当于栽树时根系没有植入土壤。自然，

要将国防教育融进百姓日常，就要围绕

民众的日常设课堂，从他们常做的事

情、常去的地方、常搞的活动去深挖开

掘，将国防元素有机嵌入广场公园、车

站码头、商场超市等地方，让群众能开

门看见国防元素、路上经过国防场所、

工作感受到国防氛围，这样铢累寸积、

长久熏陶，便可让国防教育触角延伸到

万千民众。

全民国防教育的课堂是老百姓的

课堂。广大民众文化素质有差异、生活

环境不相同、认识水平不一致，这就决

定打造这样的国防教育课堂，必须寻找

“最大公约数”，确保群众伸腿迈得进、

伸手够得着这样的课堂，让教育接地

气、有泥土味。打造这样的课堂，需要

摸准民众的口味“煎炸溜煸”，用生动直

观的形式宣传知识，用通俗易懂的语言

讲清道理，用平易近人的手法拉近距

离，让群众乐意迈进这样的课堂、乐于

接受这样的教育。

当今，网络正成为人们另一个生活

空间，手机正成为人们的“生活秘书”，

刷屏正成为一个时代的动作，民众获取

信息、休闲娱乐、购物交流日趋网络

化。要让国防教育融进百姓日常，还必

须占领网络阵地，主动寻找互联网嵌入

的办法和路径，利用互联网生态下的微

信、微博、网络游戏等载体，通过动漫、

视频等时尚形式，将国防教育内容巧妙

有机地融入其中，让大众在亲近网络时

受到国防教育，让互联网优势成为推动

全民国防教育的助力，为实现中国梦强

军梦凝聚强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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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们的直观印象里，杭州西湖边
的景与物，总与莺啼燕语、缱绻缠绵的
爱情传说相连。然而对初到杭州的湖
南师范大学学生小席和同行的同学来
说，初春的这趟西湖之行，改变了她们
原先的印象。

那天，她和同学从西湖南面沿湖漫
行，沉浸于西湖美景之时，一块题着“西湖
国防教育主题园”的古铜色牌匾引起她们
的好奇，从小就有从军梦想的小席拉着同

学一同走进这座西湖边的特殊景观园。
走进公园，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

面铜版素描肖像墙，上面收录了 18 位
浙江籍和在浙江这片土地上抛洒热血
的英雄豪杰。肖像墙呈倾斜状，一位
工作人员向她们解说，之所以这样设
置，是为了方便少年儿童近距离观看。
“敬礼！礼毕！”被一阵口令声吸

引，她们发现主题公园的一侧是一座军
营，透过栏杆向营院内看，整洁的院落

里，官兵正在进行队列训练，举手投足
之间彰显出军人特有的精气神，整齐划
一的动作让从未近距离接触过军营的
她们不禁惊呼：“帅呆了！”

园区内，国防教育主题展馆占地
近 1000 平方米，主要记录了浙江省军
区部队前身自土地革命战争组建，到
后来南征北战、追求和平的曲折历
程。一件件珍贵文物、一张张战斗图
片，将小席和她的同学仿佛又带回到

当年火热的战斗情景中，想到自己所
处的和平安宁环境，她们对浴血奋战
的军人心生敬意。

在园区内参观下来，小席与同学受
益匪浅，小席感叹道：在充满文人雅士舞
文弄墨气息的西湖旁，矗立着这样一座
充盈着精忠报国豪情壮志的国防教育主
题公园，称得上是“西湖第十一景”！

游人的满满收获与高度评价，得益
于浙江军地在国防教育上的深耕细作。

春日的杭州西湖，游人摩肩接踵，如
何将国防教育元素有机嵌入西湖景区，让
游人在欣赏美景时也能受到别样的国防
教育？与西湖仅一墙之隔的一座旧营院
进入他们的视线。经过浙江省军区的精
心建设，2016年秋季，一座紧邻西湖的“国
防教育主题园”诞生，婉约端正的主体建
筑，藤枝缠绕的步行走道，巧妙布设的图
文展板，与一湖静谧的湖水相得益彰。

据省军区政治工作局干事周朝领
介绍，每天步入园区的游人很多。虽然
连日春雨，但仍有不少人在园区的各个
角落参观，有的家长边看边给孩子细细
讲述，有的青年参观后自拍留影，有的
在国防苑橱窗前静静阅览。

在记者即将结束采访时，10多名朝
气蓬勃的大学生正在军营旁的篮球场
上摆出各种造型拍照，见到身着军装的
记者，一名大学生询问了参军的相关事
宜，末了坚定道：“下次您见到我的时候
将是在军营！”

杭州营造浓厚国防氛围—

将国防元素嵌入西湖景观
■本报特约记者 罗正然 通讯员 时 庆

国防论坛

图为桐乡市人武部组织当地小朋友到桐乡国防教育园上国防教育第

一课。 沈明敏摄

图为平湖市国教办组织当地师生参观平湖市抗战纪念馆。

沈 冯摄

图为一名小朋友在位于浙江宁波的中国防空博览园留影。

张 辉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