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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军地创新开展全民国防教育—

筑牢心中的“长城”
■程礼兵 本报特约记者 樊 晨

“爬上飞快的火车，像骑上奔驰的骏
马。车站和铁道线上，是我们杀敌的好
战场……”20世纪 50年代，一首悠扬的
《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让铁道游击队的
传奇故事闻名全国，经久不衰。

近日，记者来到铁道游击队的故乡
山东枣庄，探寻他们 70多年前的抗战足
迹，感受他们奋勇杀敌的英雄壮举。

枣庄是中国东部能源重镇之一。抗
战全面爆发前，这里拥有大型煤矿和先
进的铁路线。1938 年春，日军占领枣
庄，并展开疯狂掠夺。铁路成为日军运
送煤炭和供给补养的动脉，但也成了他
们挥之不去的梦魇。
“铁道游击队队员大部分是穷苦农

民、铁路工人出身，经过党的教育培养，
个个深明大义。在津浦铁路鲁南段和临
（城）枣（庄）支线的百里铁路线上，他们
依靠群众，运用游击战术，与日伪军展开
浴血奋战。”枣庄市市中区铁道游击队展
览馆馆长潘福安说，铁道游击队的主要
任务是破坏铁路，牵制敌人，配合主力部
队进行反扫荡。

枣庄老火车站南面的“正泰洋行”旧
址，当年是日军侵占枣庄期间开设的情
报点。旧址四合院墙上的弹孔、墙洞虽
已被修补，但依然能看出激烈战斗的痕
迹，给人沧桑之感。

日军利用洋行作掩护收集我军情
报，使我抗日武装多次受挫。1939 年 8

月的一天晚上，铁道游击队队员王志胜
和洪振海等人夜入洋行，毙伤洋行 3个
掌柜，夺取短枪 3支。次年 5月，铁道游
击队再次夜袭洋行，杀死日本特务 13
人，缴获长短枪 6支，彻底摧毁了日军特
务机关。

沿着铁道游击队队员的战斗足迹，
记者来到枣庄市市中区齐村镇王沟村，
当年截日军军列的路口就位于村委会西
南侧约300米处。
“劫军列的场景和电影《铁道游击

队》中的画面相仿。”潘福安介绍，在抗战
困难时期，铁道游击队是人民军队的“给
养站”，通过劫日军军列，极大地支援了
主力部队。

1941年 7月，经过前期侦察，铁道游
击队队员在从青岛开往临城的火车上，夺
得各类药品 30多箱和一批医疗器材，并
及时运到鲁南军区；1941年 11月，鲁南军
区被服厂遭日军严重破坏，铁道游击队劫

军列缴获布匹1200余匹，日军军服800余
套，解决了部队过冬的燃眉之急……

铁路是游击队的战场，也是通往延
安的秘密交通线。在这条秘密交通线
上，铁道游击队成功护送刘少奇、陈毅、
肖华、罗荣桓等我党我军重要领导人穿
越津浦铁路。从 1942年到 1944年，先后
护送千余人从这里穿越敌人严密封锁的
铁路线。
“老临城火车站是铁道游击队战斗

的中心区域，沙沟站是当年铁道游击队
接受日军投降的地方！”沙沟镇武装部部
长王瑞久指着沙沟火车站西侧一处缓坡
说，“别小看了这块地方，这里见证了铁
道游击队的辉煌和荣耀。”

1945年 8月 15日，日本天皇宣布投
降，驻扎在峄县和临城一带的日军拒绝
向铁道游击队缴械。一天夜晚，日军准
备乘军列逃跑。这列火车开到沙沟站附
近时，才发现前进的铁路和返回的铁路

都已被游击队队员炸毁。日军在孤立无
援、忍饥挨饿3天后，选择投降。

1000余名日军携带 8挺重机枪、140
多挺轻机枪和两门山炮等武器，向一支
不足百人的抗日游击武装投降，这在军
事受降史上极为罕见。

在受降地不远处的铁路线上，不时
有高铁呼啸而过。潘福安介绍，眼前的

这条铁路线以前叫津浦铁路，现在叫京
沪铁路。百余年间，它作为南北交通的
大动脉之一，经历了当年铁道游击队抗
日的传奇故事，更见证着中华民族从站
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历程。

上图：铁道游击队队员清点日军投

降时上交的武器。 资料图片

百里铁道线 杀敌好战场
■褚衍方 本报特约记者 熊永岭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
立……”“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
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8月
22 日，在东方绿舟青少年校外活动营
地开展的集体朗诵活动中，稚嫩童声
诵读激昂篇章，展示出新时代少年的
蓬勃朝气。
“搞好青少年国防教育，在为他们

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的同时，更要让
红色基因得到传承。”上海市教委体卫
艺科处副处长赵静茹介绍，近年来，他
们下大气力，推出一大批青少年国防
教育活动。
“用镜头记录童真童趣，让榜样启

迪童言童语。”这些天，由上海警备区政
治工作局同东方卫视联合制作的《潮童
天下》军娃特别节目，线上流量高涨、线
下好评如潮。

参与录制的军娃王奕涵在节目中
大声喊出：“我爱我的国！希望地球永

远和平！”聊起战机型号，他如数家珍；
谈起军事知识，他滔滔不绝。很多观众
都被他正能量的话语吸引。

近年来，红色旅游越来越受追
捧。上海警备区会同地方文旅部门梳
理上海红色资源，在全市 1020 个红色
纪念地中打造了 15 条国防推荐路线，
免费向学校发放“红色护照”，鼓励青
少年自主“打卡”国防推荐路线和国防
教育场馆。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上海警备区
已连续 7年联合上海各大中学开展“走

近边防线”活动，一批批高中生走近浙
江舟山、辽宁大连、广东珠海、新疆喀什
等边海防一线，在活动中感悟家国、责
任、奉献的含义。
“富有朝气，怀有梦想。”谈到青少

年国防教育，上海警备区主要领导说，
“关注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培养他们的
忧患意识和家国情怀，是国防教育的重
要课题。不断丰富完善这种开放式互
动、沉浸式体验的国防教育形式，可以
较好地培塑青少年的家国情怀，激发他
们的担当意识”。

丰富完善—

开放式互动，沉浸式体验

浦江恒流，上海恒新。蕴藏无限可
能的“魔都”上海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的前沿阵地。在这片创新的热土上，上
海市国防教育也迸发出“大众参与、万
众创新”的全新活力。

在高楼鳞次栉比的浦东新区，高
达 632 米的上海中心大厦直冲云霄。
“乘坐电梯从底部到达顶层只需 55
秒。”浦东新区人武部部长汪顺芝告诉
记者，浦东发展突飞猛进，但无论如
何，浦东人民都不会忘记中共一大、不
会忘记无数革命先烈、不会忘记解放
初期睡在马路上的子弟兵……红色基
因早已融入浦东人的血脉，也不断赋
予浦东新的生机活力。

近年来，浦东新区探索城市新兴领
域国防教育工作，在陆家嘴金融城的 26
个商务楼宇里打造一批“金领驿站”，其
间设有党史军史教育课堂、支部活动成
果展示区，读书角、咨询服务和信息平
台等，“金融白领”们在主题党日或休息
时间可到驿站开展活动、阅读茶歇。

野营拉练、单兵战术、火炮操作、轻

武器射击……在上海郊区淀山湖畔，东
方绿舟青少年校外活动营地开展国防
教育的方式多种多样，每年都会吸引上
百个团队前来。

在上海警备区政治工作局干事卫
小军的办公室，记者看到这样一张成绩
单：创办全国首家国防教育网站“全民
国防教育网”、创建国内第一家以青少
年为主要对象的国防教育网络学校、开
设国内第一家领导干部国防教育网上
教学课程、开通全国首个社区国防教育
网络频道、在上海门户网站“东方网”开
通全国首个国防教育官方微博……

今年以来，上海市国防教育办公室
与 20余家国防教育成员单位逐一进行

线上对接，就塑造军营二次元形象、制
作Q版军营形象大使等进行筹划。他
们在上海各主流媒体开设国防教育账
号的同时，还想方设法将国防教育向青
年人喜爱的平台延伸，遍访数家知名互
联网企业探讨合作，不断创新打造国防
教育新的增长点。
“上海军地致力于在全市范围形成

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共同发展的全民
国防教育新平台。”上海市委宣传部宣
传处处长郭俊介绍，他们借力公共平台
打造国防教育宣讲阵地，依托优质媒体
资源开设国防教育品牌栏目，发挥社会
力量作用成立国防教育公益组织，擦亮
了上海市国防教育的名片。

拓展升级—

大众参与，万众创新
在纪念抗战胜利 75 周年之际，上

海淞沪抗战纪念馆精心推出一台原创
情景舞剧《一缕忠魂》。舞剧在回眸历
史、铭记历史的基础上，融入红色记
忆、青春色彩等艺术元素，再现为民族
解放战争而壮烈牺牲的英雄形象，彰
显革命先烈的崇高信仰。

首映式上，不少观众流着泪体验了
整场舞剧。上海市长海医院文职人员
贾紫珺深有感触地说：“烽火岁月山河
飘摇，苍生蒙难家国难安。战火纷飞、
炮火轰隆的场景，让人深刻体会到战争
的残酷和今天幸福生活来之不易。”

沧桑巨变，换了人间。警钟长鸣，
忘战必危。

次日一早，记者遍访上海市十余个
征兵体检站，只见一批批携笔从戎的青
年从各地赶来。谈起参军初衷，就读于
复旦大学的大三学生张茂丽说：“强国
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无论是年初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时的生死驰援，还是
夏日抗洪抢险时的昼夜奋战，满屏都是
解放军官兵无畏冲锋的身影。他们大
都是我的同龄人。我想加入他们，为国
防建设贡献一分力量。”

铿锵话语，掷地有声。这也是体
检站不少学子的心声。体检站分发了
一份调查问卷，统计结果显示，填写问
卷的应征青年 100%参加过上海市开展
的国防教育活动。调查问卷备注栏
里，不少活动被他们点赞。
“国防教育活动靠热闹不长远，必

须用心，才能走心。”刘杰峰是上海警
备区政治工作局国防教育组负责人，
长期从事国防教育活动的筹划和组
织。在他看来，开展国防教育活动必
须不断创新，与受众的兴趣点相契合，

才能更具感染力，充分发挥国防教育
铸魂育人的功能。

8月初，在上海警备区政治工作局、
上海市委宣传部和上海市退役军人事
务局的共同指导下，上海首届全民国防
教育知识竞赛暨红色故事会在网上直
播，普及国防知识的答题环节扣人心
弦，穿越时空的故事分享震撼心灵。此
次活动，线上线下共覆盖 800多个居委
会，受到300万余名市民关注。

活动中，浦东新区塘桥街道邓玉
平分享的故事让人动容。1935年 4月，
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来到四川江
油。那一年，她的父亲才 12岁，在地主
家当放牛娃，后来参加红军开始长征，
一生为新中国的建立和建设而奋斗。

因为父亲的原因，历史老师邓玉
平对长征这段历史一往情深。为讲好
父辈们的故事，她背着行囊 12次重走
长征路，行程达 5万多公里，无论遭遇
泥石流塌方、高原反应还是腿疾折磨，
她都没有停下脚步。

盛夏的崇明岛，艳阳高照。陈家
镇民兵海防哨所内，20 余名前来参观
的中小学生聚精会神地聆听民兵队员
讲述哨所曾经发生的故事。从昔日
“两条腿一双眼”到如今“千里眼顺风
耳”，从那时“一间简易房”到现在“四
层小洋楼”，学生们为哨所的变化感到
欣喜，更为民兵队员的坚守感到敬佩。
“有些书，要用心来品读；有些路，

要用脚步来丈量。”参观后，中学生张
军在微信朋友圈中写道。崇明中学教
师严亚东感慨：“不见硝烟弥漫，却也
触及内心。新时代青少年国防教育，
就是要用热气腾腾的现地感悟点燃热
血沸腾的青春胸膛。”

铸魂育人—

必须用心，才能走心

“选择军营，就是选择梦想的绽放，选择青春的华章，选择人生
的精彩，选择家国的安宁……”征兵时节，上海市征兵宣传片《选择》
持续在当地各大媒体平台滚动播放。朗朗上口的文案搭配燃情的
画面，立体呈现了驻沪部队官兵精武报国、激情飞扬的青春风采，为
适龄青年上了一堂生动的国防教育课。

上海有多大，国防教育的课堂就有多大。上海警备区政治工
作局主任、上海市国防教育办公室主任田远介绍，时代不断发展进
步，城市建设日新月异，呼唤国防教育不断创新，他们着眼时代发
展，加强军地协作，探索推出了一批有活力、有激情、有影响力的国
防教育活动，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
防的浓厚氛围。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

演进。强大国家的背后必定站着一支强

大的军队，建设强大军队则离不开人民

对国防事业的关心支持。省军区系统作

为协调军地的桥梁纽带、国防教育活动

的牵头单位之一，在统筹军地资源、创造

性开展国防教育方面大有可为。

拓展新阵地，让国防教育课堂焕发

新生机。人民群众的关注点在哪里，国

防教育的阵地就应在哪里。可盘活现

有红色资源，发掘整理革命历史精品，

依托两微一端，把革命遗迹旧址、英模

人物事迹等“搬”到网上，利用三维立

体、动漫动画、视频影像等手段，开辟数

字纪念馆、红色旧址网上展馆，再现革

命战争年代的工作、生活、战争等场景，

增强国防教育的生动性、吸引力。让国

防教育走入青年一代的视野，就要主动

走进他们的世界，用他们的语言习惯去

讲述，用他们的思维方式去思考。例如

与互联网企业联合打造军营二次元形

象、制作一批军营动漫形象大使等，与

年轻人“打成一片”。

引入新元素，为国防教育增添新内

容。信息时代，国防教育多些引人入胜

的新元素、新内容，才能走心、走实。从

抗洪抢险的迷彩身影，到扑灭山火的“最

美逆行”，人民子弟兵的行动就是国防教

育的鲜活教材，需要我们及时纳入国防

教育大盘子；利用全民国防教育日、烈士

纪念日、国家公祭日等时机，结合征兵宣

传、拥军优属、军民共建等活动，让全社

会崇尚英雄、缅怀英烈、热爱军队、尊崇

军人。

用好新手段，让云端国防教育成为

新风尚。互联网技术极速发展，移动社

交平台已走进千家万户。应紧跟时代发

展，让国防教育融入青春的“动感地

带”。可采取线下线上相结合的方式，筹

划组织“直击新兵成人礼”“让无言的墓

碑说话”等活动；可鼓励各类社会组织、

民间团体和企业单位参与支持国防教

育，培养更多草根评论员、微博微信人气

王，助力他们当好国防教育宣传员，使国

防教育接地气、入人心。

习主席指出：“当高楼大厦在我国大

地上遍地林立时，中华民族精神的大厦

也应该巍然耸立。”国防教育永远没有下

课铃。当前，我国安全形势不确定性不

稳定性增大，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尖锐复

杂，更加凸显了国防教育的重要性，应在

人民群众心中厚植国防意识，让高楼大

厦与精神长城交相辉映，在全社会汇聚

起实现中国梦强军梦的磅礴力量。

让
云
端
国
防
教
育

成
为
新
风
尚

■
张
旭
伟

8月中旬，上海市东方绿舟青少年校外活动营地开展东方雏鹰军事夏令营

活动，遴选40余名中小学生参加。图为夏令营营员在进行射击训练。

李 成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