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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探听敌军情报，我每天挎着一
篮子烧饼在街上叫卖。通过我和战友们
多次提供的情报，新四军先后捣毁了黄
桥的 2个日军据点、3个外围据点……”9
月 15日上午，江西省南昌警备区邀请原
新四军苏中军区地下情报侦察员印余
生，来到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给官兵和
学生讲述抗战故事。

在第 20个全民国防教育日到来之
际，南昌市军地依托红色革命场馆，组
织官兵、干部群众、青少年学生开展系
列活动，邀请抗战老兵走进红色场馆、
走进南昌舰等地讲述红色故事。在南
昌八一纪念馆，90岁高龄的印余生老人
精神矍铄、声音洪亮，讲述的抗战故事
令人热血沸腾，把官兵和现场观众的思

绪带回了那个血与火的革命战争年
代。讲到深情处，印老还为大家演唱抗
日歌曲，吹响冲锋号，官兵和现场观众
纷纷鼓掌，全体起立向抗战英雄致敬。
“印老 12岁就参加新四军，打击日本侵
略者，跟随部队南征北战，先后参加了
淮海战役、渡江战役、上海战役等，我们
学校的学生都非常爱听他讲抗战故
事。”南昌市西湖区珠市学校副校长刘
婧说，他们每年都会邀请印余生为学生
讲述战斗故事。

英雄城传颂英雄故事。为纪念中
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胜利 75周年，93岁高龄的抗战老兵席树
荣来到江西革命烈士纪念堂，在革命烈
士雕像前献上花篮。随后，席树荣向南

昌市育新学校的学生们讲述战斗故
事。仿如一幅幅悲壮的画卷浮现在眼
前，育新学校的少先队员深刻体会到今
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自发地将折好
的千纸鹤送到老人手中。

传颂英雄事迹，当好英雄传人。
今年，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在各大中
小学“开学第一课”中，首次采用“云课
堂”形式，由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讲解
员，在军旗升起的地方现场讲述“红带
兵”的故事，同学们通过直播连线收
看，共同追溯人民军队的源头，了解人
民军队的创建历史以及“八一建军节”
的由来。

南昌被称为“英雄城”，是流淌着革
命基因的城市，红色资源十分丰富。9
月上旬，《黄河在怒吼——八路军抗战
文化专题展》在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
列馆开展。展览共展出珍贵历史图片
约 200 幅、珍贵文物 30 余件，全景式展
现了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文化工作者
坚决执行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总部的指
示精神，与根据地军民一道同仇敌忾、
浴血奋战的伟大事迹。
“通过观看红色视频、聆听战斗故

事，引导大家从一张张图片、一件件展
品资料中进一步深刻认识历史，更加坚
定官兵扎根红土地、献身红土地的决
心。”正在参加活动的南昌警备区政委
曹国胜说，丰富的红色资源，不仅教育
了驻军官兵，更增强了全民国防意识。

左上图：抗战老兵印余生给学生和

官兵讲述抗战故事。 郭冬明摄

江西省南昌市

英雄城共扬英雄气
■张富华 本报特约记者 郭冬明

清晨，澳门半岛濠江中学传来嘹亮
的国歌声，青年学生整齐列队，稚嫩的
脸庞微微上扬，向缓缓上升的五星红旗
行注目礼。每周一组织升国旗仪式，这
是濠江中学的传统。

1949年10月1日，濠江中学校长杜岚
在澳门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如今，鲜艳的
五星红旗在澳门大中小学里高高飘扬。

对于驻澳门部队某步兵连上士孟
维华来说，每天看着随风飘扬的五星红
旗和澳门祥和的风景，是他随连队进驻
澳门以来最自豪的事情之一。2016年，
孟维华首次走进澳门大学，协助学校成
立国旗队，帮助培训国旗手。4年来，通

过组织国旗手训练营和常态国旗手培
训活动，孟维华和他的战友们先后为澳
门的大中小学培训国旗手3000余人次。
“在每一次升降旗和队列训练过程

中，能够感受到他们的目光越来越坚
定，对国旗的敬仰和尊崇不断增强。”孟
维华清楚记得，一次国旗手训练营休息
间隙，一名中学生看到有人把训练使用
的国旗放在草地上，他主动拿了起来，
一直抱在怀里。

自2016年首次组织国旗手培训活动
以来，驻澳门部队先后协助澳门大学、澳
门理工学院等 6所大学，组建国旗队、仪
仗队，为60余所大中小学培训国旗手，有

力增强了澳门青少年国防观念。
国旗手培训只是驻澳门部队组织国

防教育的一个缩影。身处“一国两制”特
殊环境，如何让国防教育落地生根？驻澳
门部队给出答案：从青少年抓起，把部队
打造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2019年 7月，驻澳门部队珠海正岭
军营，第 3届“澳门大学生军事生活体验
营”和第 15届“中学生军事夏令营”如期
举行。10多天时间里，150余名澳门大、
中学生在正岭军营留下了难忘的迷彩
记忆。结业典礼上，参训学生纷纷表
示，作为中国人，必须更多地了解自己
的祖国和军队，这次在军营体验时间虽
然短暂，但意义非凡。

某保障队副队长宋海强对一名参
训学生的话至今记忆犹新。那名学生
说，他出生在台湾，生长在澳门，在台
湾、珠海、澳门都有生活经历，他感受最
深的是，祖国是每一个中国人的强大靠
山和坚实后盾。

军营开放、“中国故事”文化联谊、
国家安全讲座……如今，越来越多有驻
军特色的国防教育活动走进澳门青少
年群体。通过这些活动，播撒爱国爱澳
的种子，驻澳门部队拉近了澳门青少年
与祖国的距离，强化了澳门青年对国家
的归属感、认同感，让心与心更近。

左上图：驻澳门部队与特区政府联

合组织国旗手训练营，青年学生正在升

国旗。 叶华敏摄

澳门特别行政区

濠江畔共铸中国心
■本报特约记者 方 钊

一起做游戏、读故事书、讲
述国旗的故事……初秋的帕米尔
高原，碧空如洗。位于中吉边境
的迈丹村迈丹小学操场上，胸前
戴着大红花的 8名战士校外辅导
员被学生们团团围住……这是新
疆克孜勒苏军分区迈丹边防连即
将退役的战士，离队前最后一次
走进迈丹小学，给学生们开展国
防教育的一个场景。

迈丹村距离边境线 18 公里，
与迈丹边防连只有 2 公里的距
离。这里曾是一个经济落后、教
育文化滞后的国家级深度贫困
村，世居于此的柯尔克孜族牧民
守护着中吉边境线。58年来，迈
丹边防连官兵接续为迈丹村开展
国防教育和助学兴教活动，改变
了群众的生活，阻断贫困代际传
递，使村里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自
觉加入护边员队伍，扛起护边兴
边的职责。

迈丹边防连和迈丹小学的故
事还要从 1962年讲起。当时的迈
丹小学比较简陋，没有固定的场
所，一位老师、一块简易黑板，
就是学校的全部“家底”。在这里
驻防的首任教导员李启辉，主动
担任迈丹小学的第一个校外辅导
员。

从那以后，连队官兵多了一
项任务，除了巡逻执勤还要兼任
老师，帮助村民扫盲，给孩子们
讲文化课、普及国防知识。连队
的官兵换了一茬又一茬，但国防
教育、助学兴教活动从未停止。
来队探亲的军嫂，也经常到迈丹
小学当几天兼职老师。2016 年，
迈丹小学被命名为“军民共建希
望小学”。

从迈丹小学毕业的每一名
学生，都接受过迈丹边防连的
帮助，很多人的人生也因此而
改 变 。 六 年 级 学 生 依 尼 提 扎
尔 · 托 布 库 力 ， 母 亲 很 早 离
世，他寡言少语、十分内向。
战士汪伟得知情况后，每到周
末都会找依尼提扎尔·托布库
力聊天，做游戏时会特意和他
分在一组，经常夸奖他。渐渐
地，依尼提扎尔·托布库力有
了 改 变 ， 不 仅 学 习 成 绩 提 高
了，人也变得自信阳光起来。

正是怀着感恩的心，学生
们上学经过连队门口时，都会
自发地举起小手向连队哨兵敬
礼，哨兵也很认真地给学生们
回礼。每次官兵巡逻路过学校
门口时，学生们都会主动跑到
大门口，目送官兵。哨楼前升
国旗，戍边石前宣誓，五星杨
下接受红色熏陶……每周六上
午，连队还与迈丹小学开展形
式多样的国防教育活动，让孩
子们体验部队生活，进一步增
强国防意识和爱国热情。

如今，这座远离喧嚣的边
境小学，不仅硬件上发生了翻
天覆地的变化，教学质量也有
了明显提高。这些年，迈丹村

走出了 54 名大学生，成为远近
闻名的“状元村”，还有 14 名青
年 应 征 入 伍 。 指 导 员 彭 国 棋
说：“下一步，我们还打算邀请
内地一流大学的支教团来村里
支教，同时协调专项名额，让
迈 丹 小 学 的 老 师 们 进 修 ‘ 充
电’，我们还计划为学校再提供
一 批 电 脑 ， 让 孩 子 们 接 触 网
络，跟上时代的步伐。”

让国防教育之花在帕米尔
绽放。58 年来，迈丹边防连对
迈丹小学学生无私的呵护，结
出了启智育人的累累硕果，不
但增强了村民的国防意识，还
提 高 了 他 们 戍 边 守 边 的 自 觉
性 。 一 批 又 一 批 学 子 学 成 归
来，助力家乡发展，他们把感
恩之情化为报效家乡的实际行
动 ， 努 力 让 家 乡 变 得 更 加 美
好，让边防变得更加稳固。

下图：迈丹小学的学生与退

役老兵依依惜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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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肖寒，2017年军校毕业后分

配到中、俄、朝三国交界处的边防某

部防川哨所任哨长。第一次登上哨

塔，不远处蔚蓝的海岸线吸引了我。

正当我欣赏美景之时，旁边的老哨长

面色凝重地告诉我：“这片海不是我

们的。”

听着老哨长的讲述，我的心情也

沉重起来。这一堂生动的国防教育

课，让我深切体会到军队与国家共生

相依的关系。没有强大的国防，就没

有国家和人民的幸福安宁。老哨长

说，这段屈辱和抗争的历史，是每一

名战友初到哨所必上的第一课。

防川哨所战略位置重要，一直备

受关注。同时，因其坐落在著名的防

川风景区内，每年都有大量游客前来

游览。很多人到此一游，仅仅是为了

到这个吉林省唯一的“一眼望三国”

景区打卡，却对这片土地的历史知之

甚少。

为了让更多的人铭记历史，在上

级的大力支持下，哨所旁修建了一个

边界史馆，既作为部队官兵开展爱国

主义教育的场所，又供游人参观学

习。

随着游客的增多，2018年，上级

决定重修边界史馆，丰富展馆内容。

我有幸负责史馆展示的资料搜集和

解说词编写工作。随着对中国近代

史的深入学习，我愈加深刻地认识到

国防教育普及的重要性。清朝禁止

在这一带边境地区开垦驻军，“有边

无防”的局面导致国土不断被外国蚕

食；辖区内“土字牌”界碑曾被沙俄擅

自挪动长达25年之久，期间从未有人

发现……这是何等淡漠的国防意识

和主权意识。相比科学技术、武器装

备的落后，近代中国国防意识的缺失

才真正让人痛心不已。我内心的责

任感和使命感油然而生，我要利用史

馆唤起更多国人的国防意识。

新史馆建成后，前来参观的各界

人士越来越多，边界史馆和边界线上

那块记录中华民族屈辱和抗争历史

的“土字牌”界碑，相继被列为省国防

教育基地，我也开始兼职义务讲解

员。

每次讲解时，我都能从人们的眼

神中看到痛心和不甘，还能看到责任

与担当。一名大学生参观后感慨地

说：“如果当时的政府对国防建设重

视一些，百姓的国防意识强一些，近

代中国就不会受列强蹂躏。作为新

时代的青年，我们决不能让历史重

演!”

担任哨长，我平时的工作也很

多，不可能每次来人都亲自讲解。我

带领哨所全体官兵，熟记边界使馆的

文字和图片。如今，哨所的每名战士

都能当好边界史馆的讲解员，这段历

史早已铭刻在哨所官兵的心中。

一边守卫着祖国的边防线，一边

帮助人民筑牢心中的防线，虽然我们

每天都很累，但很充实、很快乐。国防

建设需要一代代人迎难而上、不懈奋

斗。加强全民国防教育，让爱国爱军

意识深深根植于每个人心中，也是我

们新时代革命军人义不容辞的责任。

（乔振友、刘思琪整理）

左上图：在“土字牌”界碑前，肖

寒为游客讲解防川的历史。

刘思琪摄

吉林省珲春市

把历史讲给更多人听
■边防某部防川哨所哨长 肖 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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