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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日之广州，不仅遍地可见挺拔
的木棉，也能随处感受到崇军爱军的浓
厚氛围。

大街小巷，与国防相关的标语、海
报、灯箱、雕塑数不胜数；游人如织的广
州塔“小蛮腰”上，不时闪动着与国防相
关的公益广告；广州各大主流媒体平台
上，军人的先进事迹、征兵介绍等内容
占据不少篇幅；广州近年来举办的最美
退役军人评选、国防大讲堂等群众性活
动开展得扎扎实实，又深入人心……

地处华南要冲的广州，是个驻军
大市，每年接收的退役军人数量占全
省的三分之一，安置随军家属量大、

接收军休老干部多，有退役军人和优
抚对象近 40 万。沐浴着改革开放的
春风富裕起来的广州人，国防观念也
与时俱进，从各级政府到普通市民，
通过各种方式践行“让军人成为全社
会尊崇的职业”。

尊崇军人，最重要的是为驻军部队
及官兵办实事。2016年以来，广州市设
立专项资金提升企业军转干部待遇，落
实自主择业军官改革性住房补贴；支持
部队建设项目近 500个，走访优抚对象
2万多户，为现役军官和优抚对象办实
事1000余件。

现役军人最担心的后路、后院、后

代的“三后”问题，在广州得到有效破
解。担任广州市双拥工作领导小组组
长的地方领导，将国防建设视为“党委
工程”与“主官工程”，并做出专门批
示：“有求必应、优先安排、优先协调、
优先解决。”2019 年，广州市创新安置
办法，根据退役军人在部队服役期间
的表现、服役时间的长短、职务的高低
等进行打分，按得分从高到低的顺序
挑选工作。

面对安置岗位紧缺的矛盾，广州
市委、市政府、市人大、市政协带头接
收安置军转干部。军改期间，广州市
共接收安置军转干部 6500 人；接收 1

万多名退役士兵，约占全省的 45%；安
置随军家属 1289 名，并优先安排与妥
善解决 7521 名部队子女入学，圆满完
成军改后军转复员干部、退役士兵、
伤残退役军人和随军家属的接收安置
任务。

为给退役军人找到理想就业岗位，
广州市军地双方常态化举办退役军人
就业洽谈会，现场提供优质就业岗位。
近 4年，广州市直接扶持和推荐 8800多
名退役军人创业就业，组织 6000多名退
役士兵免费参加职业技能培训。

在广州，从政府机关到企事业单
位，支持退役军人安置就业已成风
尚。广州某通信公司和广州市退役军
人事务局共同打造党建交流平台，为
退役军人优先提供就业创业服务；广
州一医药集团先后安置退转军人千余
人；一民营企业家先后捐资 2000 多万
元支持部队建设，并发动个体户支持
拥军优属工作。

英雄之花已扎根并盛开于广州群
众心中，不会凋谢。

大街小巷洋溢尊崇军人氛围

每年木棉花盛开时，“花
城”广州火红一片。

作为一座红色文化底蕴
深厚的英雄城市，广东省广
州市重视国防、崇敬英雄，所
以选定木棉花为市花。木棉
花又名英雄花，因此木棉树
又称英雄树。在花城的万紫
千红中，高大挺拔的木棉一
枝独秀。

盛夏时节，走进位于珠
三角核心地带的这座现代国
际大都市，只见珠江两岸高
楼林立、华灯璀璨。珠江岸
旁，一个个红色地标，承载着
一段段红色记忆，见证了时
代重大变革。

透过英雄的木棉花，我
们感受到的是广州浓厚的国
防情结。

穿越历史的硝烟，始建于公元前
214年的“千年商都”广州，商业与军事、
经济与战争总是紧密相随。从秦汉开
始到唐宋元明清，从古代、近代到现代，
莫不如此。

一座广州城，半部近代史。
作为近现代革命的策源地，提起广

州，人们自然会联想到虎门销烟、辛亥
革命和北伐战争，会联想到三元里抗
英、黄花岗起义、广州起义和黄埔军
校。从革命先驱孙中山到毛泽东、周恩
来、叶挺、叶剑英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

命家，都在这里留下了光辉的足迹。张
太雷等革命先烈，曾在这片英雄的土地
上演绎了生命的绝唱。

漫步广州街头，烈士陵园与各类
纪念设施星罗棋布。位于起义路（原
维新路）200 号的广州起义纪念馆，门
楼是一座外墙为黄色的白雕凸字形建
筑，浓重的色彩让背后的历史意蕴更
为深厚。

1927 年 12 月 11 日凌晨，3 颗耀眼
的红色信号弹划破广州沉寂的夜空，
广州起义爆发。当天上午，位于维新

路的广州市公安局大楼楼顶，一面印
有镰刀斧头的苏维埃红色大旗升起，
广州苏维埃政府宣告成立。这个中国
第一个在大城市建立的苏维埃政府，
被誉为“东方巴黎公社”。

因敌我力量悬殊，广州起义以失
败告终。“红花岗上放红花，血迹未干
映彩霞。夺得政权声势众，中原革命
走龙蛇。”在广州起义中浴血奋战以
及经过战火洗礼的一大批军事人才，
在中国革命的长期斗争中发挥了重要
作用。

在一条 4 公里不到的先烈路上，
分布着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园、十九
路军淞沪抗日阵亡将士陵园等 10 多
处纪念设施，广州警备区的办公大楼
也矗立在这里。广州警备区领导告
诉记者，广州重视英烈陵园的建设和
管理，并将其作为加强市民国防教
育、增强国防观念、传承红色基因的
重要窗口。

广州起义烈士陵园内，革命烈士周
文雍和陈铁军夫妇当年高喊“让反动派
的枪声作为我们结婚的礼炮吧”后英勇
就义的场景仿佛还在眼前。时光流转，
这里已建起供人瞻仰的纪念亭。每逢
国庆节和清明节，广州市不少单位会在
这里组织开展各类纪念活动，以缅怀先
烈，不忘初心。

高大的木棉，根植于深厚的历史沃
土。那些纪念英烈的陵园碑亭，就像历
史的烛光，照亮着这座英雄城市群众前
行的脚步。

英雄之树扎根深厚历史沃土

青少年是国家的未来，也是国防教
育的重中之重。

近年来，广州积极开辟国防教育新
阵地，在青少年群体厚植家国情怀，营
造浓厚的崇军尚武氛围，提升大众对国
防文化的认同和情感共鸣。

走进广州南洋理工职业学院校园，
只见操场上一队身着迷彩服的学生正
在进行队列训练，动作利落规范。

学院老师告诉记者，这些学生是学

院学生军政教导大队的队员。这支队
伍在 2010年成立后，按照部队建制设立
连排班，配备军事教员，统一住宿、统一
管理。通过对队员进行政治、军事、管
理、文化“四大素质培养”，打造优秀的
学生骨干队伍，并以此作为标杆示范，
带动提升全校学生整体素质。

扎实的国防教育取得喜人效果。
该学院参军人数逐年增多，仅 2019年就
有 202名在校生参军入伍，连续两年被

广东省人民政府评为“征兵先进单位”。
在河东中学，一群学生正身着统

一配发的迷彩制服进行操枪训练，初
二学生赵志博就是其中一员。“我的
偶像是军人，也喜欢这身绿军装，将
来如果有机会，我会毫不犹豫选择参
军报国。”

在学校的“国防园”里，展示有各式
各样的军用飞机、海军舰艇、坦克装甲
车和导弹模型，连最新的歼-20、运-20

飞机模型都一应俱全，吸引不少学生课
余时间驻足观看。
“这些国防教育内容的设置，是为

了在广大学生心田播种下国防的种子，
让他们在接受文化教育的同时接受国
防教育，茁壮成长。”该校领导表示。

一花引得百花香。记者了解到，如
今，广州所有中学均开设国防教育课，
广州第 41中学和邓世昌纪念小学等多
所学校，被教育部评为“国防教育特色
学校”。他们还同驻军合作组建国防教
育宣讲团，深入各大中小学进行宣讲。
“国防教育要从娃娃抓起”，已经成为广
州各级政府和人民群众的共识。

一座城市的未来，在于青年一代。
把国防观念根植于青少年心田，延伸红色
血脉，英雄之花将年年绽放、代代火红。

栏头题字：连俊义

设 计：扈 硕

国防观念根植于青少年心田

不少城市，都评选过符合城市精神

气质的市花。作为一座历史悠久的现代

大都市，广州也同样如此。广州，又名花

城，一年四季，百花绽放，五彩斑斓。但

是，广州的市花，既不是雍容华贵的牡

丹，也不是芳香四溢的玫瑰，更不是色彩

绚丽的三角梅，而是朴实无华的英雄之

花——木棉。

就像龙是中华民族的图腾一样，它

反映了华夏儿女勇猛顽强、积极向上的

精神品质。而一座城市的市花，也折射

出这座城市的本质特征，是一座城市的

精神图腾。木棉花即使凋落，也保持着

无畏的姿态，选择英雄花作为市花，也体

现这座城市延续英雄气概、不畏生死、敢

为人先的精神特质。

不管经济如何繁荣发展，广州人的

骨子里始终有种国防情结。

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也没有

无缘无故的爱。广州人对英雄的崇敬，

也许始于历史的昭示。

自3世纪30年代起已成为海上丝绸

之路主要起点港口的广州，曾在很长一

段时间里是中国第一大港、世界著名的

东方古港。那时的广州人就深知，发达

的商业，需要强兵来守卫。否则，获得的

财富就难有安全感。所以，广州很早就

建有城墙。

公元前214年，秦始皇在派兵征服

岭南后，就修筑了最早的广州城——番

禺。唐代的广州，已形成牙城、子城和罗

城的“三重”格局。南汉将广州城规划为

宫城、皇城和郭城。宋代的广州为保护

新兴西部商业区和外商聚居地，扩筑了

西城。明朝将领朱亮祖再修广州城，合

宋元时的三城为一城。此后又向北部和

东部扩展市区，加筑外城，周长达10多

公里。1757年，清政府实行“一口通

商”，广州成为当时中国唯一的对外通商

口岸，商业更加繁盛。

但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列强，对东

方这片富得流油的大地虎视眈眈，强

行通过广州等地向中国推销鸦片，以

掠夺中国的真金白银。1839年 3月 10

日，一身豪气的民族英雄林则徐，作为

钦差大臣来到广州。此后，他下令收

缴大量鸦片，运至虎门销毁。军事实

力不断扩张的英帝国岂甘罢休，第一

次鸦片战争就此拉开帷幕。为了防止

中华民族陷入灭顶之灾，多少英雄豪

杰血洒疆场。

那时的广州人就明白，经济再发达、

商业再兴旺，没有强大的军事做保障，没

有英雄们的守护，被入侵者蹂躏则成为

必然。历史也不断证明这一点，那些曾

经富有、不重国防的国家，面对强敌入侵

不堪一击。

一个没有英雄的民族是悲哀的，而

有了英雄不尊崇的民族是无望的。因

此，改革开放后日益富裕起来的广州人，

始终站在战略高度支持国防建设，让军

人成为全社会尊崇的职业。

尊崇产生荣誉感，荣誉产生使命感，

使命催生英雄气。难怪拿破仑当年放

言：给我足够的勋章，我可以征服世界。

当英雄真正成为一个民族的精神图

腾，这个民族就有了不可战胜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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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棉花盛开五羊城
—透视广东省广州市的国防情结

■陈祖峰 陈 美 朱金平

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广场位于广州旧城中轴线上，见证了广州解放以及解放后几十年来的风雨路，也见证了改革开放

后广州日新月异的发展。在广场中央，有一尊肩扛小米袋，一手握步枪，一手捧鲜花的解放军战士的雕像，这就是广州解

放纪念像，曾被评为羊城新八景。 杨城子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