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月下旬，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发改委《关于促进特色小镇规范健康
发展的意见》，为有力有序推进特色小镇高质量发展提出明确要求和建议。

近年来，各类特色小镇如雨后春笋般在全国各地建设推进。百花齐
放、千姿百态的众多特色小镇中，国防小镇犹如万花丛中的一抹绿色，丰富
了农村经济的发展路径，成为助推国防教育与经济建设同步发展、红色文

化与小镇文化和谐共生的生动实践。
在河北省邯郸市南吕固乡，红色电影小镇建设独树一帜，影响力越

来越大；在湖南省浏阳市古港镇，“一体三翼”的国防教育有声有色开展；在
云南省龙陵县腊勐镇，各类抗战纪念设施吸引无数游客前来参观游览……
关注身边的国防，让我们一起走进国防小镇。 ——编 者

9 月 6 日，国务院公布第三批 80 处
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名录，位于云
南省龙陵县腊勐镇腊勐社区的滇缅公路
惠通桥入选。

惠通桥横跨滔滔怒江，是连接怒江
两岸的唯一通道。滇缅公路于此越过怒
江，在不远的松山上盘旋。远远望去，松
山宛如一只巨大的乌龟盘踞在怒江大峡
谷之上，成为扼守滇缅公路的一座超级
“桥头堡”。

“松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滇西抗战
的主战场，也是中国抗战收复的第一片
国土。”松山干部教育培训基地主任朱招
美介绍，整个松山现存遗址 69个、遗迹
816 个，保存完好的战壕约 13200 米，在
大小松山、黄土坡等大小 7个高地上，地
堡、战壕、弹坑等随处可见。
“这些抗战遗址，既是开展国防教育

的重要资源，也是人民群众了解抗战历
史的珍贵载体。”龙陵县县长杨邵燕告
诉记者，让沉睡的历史迸发出活力，是龙
陵军地多年来不懈的追求。

2010年，龙陵军地完成松山历史文物
资源普查，并形成普查报告，决定把松山抗
战文化纳入腊勐新镇建设整体规划，打造
抗战旅游文化品牌，国防小镇应运而生。
“我们通过进一步对境内的松山战

役遗址、怒江左右监视哨遗址等进行规
划论证，投入资金对抗战遗址进行修复，
使之成为国防小镇的主要文化载体。”杨
邵燕介绍，他们还对横穿腊勐镇的 700
米滇缅公路进行改道，搬迁大垭口村 65
户居民民房，建设抗战遗物收藏馆、松山
客栈、悼念区、抗战纪念广场，增加具有
军味的国防知识宣传栏，建成功能较为
完备的国防文化小镇。

在大垭口村的“国刚民间抗战遗物
收藏馆”，记者见到自费收藏松山抗战遗
物的农民杨国刚。这位听着远征军抗战
故事长大的地道农民，依靠种植烤烟和
打工的收入，20年间收藏 5000多件抗战
遗物，并在自家四合院展出。

近年来，松山的游客越来越多，杨国
刚的收藏馆人气也不断攀升。2014年，
龙陵县政府投资为杨国刚修建了新的展
馆，设施更加完备、更加现代化，仍免费对
游客开放。“我想通过自己的收藏，让更多
人知道这段历史。”杨国刚说。

走进大垭口村，记者顿时感受到边陲
小镇的国防文化氛围。曾经的焦土上，具
有滇西特色的民居整齐划一，村内处处可
见抗战标识：景观护墙形如连体单兵战壕
掩体，文化长廊里用木板雕刻了纪念松山
战役的诗词歌赋，每个细节都提醒着后人
牢记为民族献身的抗战英烈。

同行工作人员介绍，这两年，考虑到
腊勐镇的特殊区位，县、乡两级在新农村建
设中，特别结合松山抗战文化及遗迹、遗址

保护工作，做到新农村建设与遗址保护同
步规划、同步实施，使“古迹为新村增色，新
村为古迹添彩”。2014年 9月3日，龙陵县
举办滇西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腊勐
镇被云南省授予“云南·松山国防小镇”。

腊勐镇镇长杨春快介绍，为了让游客
在游览时更细致地了解这段历史，他们在
松山主峰周边的村寨里，发展当地58名村
民组成导游队伍，经过培训后持证上岗。

从大垭口新村沿着逶迤的小路和栈
道，就可攀上松山，中国远征军雕塑群、抗
战纪念塔、弹坑、战壕、掩体等战争遗迹散
布在密林之间。工作人员介绍，这里平均
每天有500多位游客前来参观游览。

云南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第六批全
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第二批全国红色旅
游经典景区、爱国奉献·卫国戍边教育基
地……承载记忆，铭记历史，松山国防小
镇的影响力、辐射力正从云南走向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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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防小镇：万花丛中一抹绿

地处湖南东部的浏阳市是革命老
区，有花炮之乡、花卉苗木之乡等诸多
美誉。在浏阳市，一个以国防为特色的
小镇——古港镇，这几年吸引了越来越
多人的目光。

一进入古港镇，一条十里国防文化
长廊就呈现在眼前。“国防小镇古港镇
欢迎您”的巨型红色路标，提示游客已
来到湘东国防特色小镇。
“浏阳市古港镇是一片红色沃土。”

古港镇武装部副部长肖远伟介绍，开国
将军饶子健、刘子奇均诞生于此，李志
民、傅秋涛、罗若遐等革命者在这里留
下光辉足迹，有 1217 名古港籍革命烈
士长眠于此。

为了让丰富的红色资源发挥国防
教育效益，自 2018年下半年起，古港镇
积极筹划打造国防小镇，走出一条“一
体三翼”的国防教育特色之路。

所谓“一体”，是以全民国防教育为
主体；“三翼”，即以浏阳市第三中学特
色国防教育、国防教育主题公园、镇村
国防文化建设为切入点，从中小学国防
教育、国防素质培训、美丽乡村建设等
多方面推进全民国防教育。

2017 年 7 月，浏阳三中设立湖南
省首个高中国防班，如今已有国防班
9个，学生 500余人。学校从退役军人
中择优招聘专职教官，选聘思想与业
务过硬的文化课教师，加强国防班的
教育管理。

高二年级的国防班学生李婉婷告
诉笔者，经过一年学习，她不仅军事素
质有了很大提升，学习成绩排名还上升
了 50个名次。据了解，近两年浏阳三
中国防教育班毕业生二本以上升学率
高于普通班近 20%，不少家长都想把孩
子送进国防班。

浏阳三中设有国防教育展厅、陈
列室、讲武堂等，学校国防气息浓厚，
国防教育卓有成效。近年来，浏阳三
中获评“全国中小学国防教育示范学
校”“全国国防教育特色学校”等多项
荣誉，并协助省内 6 所高中创建国防

班。2019 年 4 月，浏阳三中被空军工
程大学确立为“优质生源基地”。“今
年，学校有 38名高三毕业生入伍。”校
长张小宝介绍，自 2017 年开展国防特
色教育以来，应征入伍的学生连续 4
年保持增长。

每逢节假日，在古港镇梅田湖村
国防研学基地，总能看到前来研学的
学生。
“学生们白天在国防营训练、下

田干农活，晚上在农家屋唱军歌、听
红色故事、学国防知识，每个班都配
备了一名教官。”研学基地负责人汤
腊梅介绍，国防营通过体验、寻访两
种方式，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怀和尚武
意识。

开展国防素质拓展训练，古港镇国
防教育主题公园颇有名气。作为湘赣
边青少年国防素质拓展训练的首选地，
其丰富的活动课程、完备的硬件设施，
吸引了浏阳市周边 10多个县区的中小
学组织学生前往培训。

10月下旬，将会有一批包含战斗
机、高射炮等多型退役装备落户古港
镇。“各项基础设施还在完善中，相
信以后前来参观的人会越来越多。”
古港镇镇长易先超说，借助建设国防
小镇这一契机，国防教育文化广场、
国防展览馆以及在各村设立的国防教
育室、升旗台等相关设施正在有序推
进建设。

古港镇旧貌变新颜，返乡创业的
人员多了，当地青年参军热情持续
高涨。

湖南省浏阳市古港镇—

国防教育品牌拔节壮大
■罗里威 周红珍

河北省邯郸市丛台区南吕固乡四
留固村，有“中国红色电影第一村”
的美誉，是全国知名的电影村、红色
小镇。

金秋十月，笔者驱车来到这里，大
街小巷处处可见红色电影文化符号。
街道两边楼房墙体上绘制的《闪闪的红
星》《渡江侦察记》等电影海报，吸引了
不少游客驻足观看。平时很少看到的
红色影片让前来参观的游客感叹，“这
一趟来值了”。

邯郸曾是八路军对敌斗争的革命
根据地，“九千将士进邯郸、三十万大军
出太行”的壮举，给这片土地烙上深深
的红色印迹。八路军一二九师司令部
旧址、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旧址……在邯
郸，像这样的革命旧址有88处。
“传承红色基因，把革命精神融入

人们生活，是我们弘扬红色文化的初
衷。”丛台区委书记李学军告诉笔者，
四留固村红色电影小镇作为邯郸市启
动的国防小镇示范基地建设项目，就
是希望用反映峥嵘岁月的影片点亮农
村文化建设的火炬，打造独特的乡村
红色文化。

2017 年，由邯郸军分区和邯郸
市国防教育办公室牵头规划的红色
电影文化博物馆在四留固村落成，
面积 1600 余平方米，馆内收藏红色
电影胶片、放映机、电影海报等近 2
万件，博物馆先后被评为河北省爱
国主义教育基地、河北省国防教育
基地等。
“这个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红色

电影小镇，离不开红色电影爱好者的倾
心相助。”邯郸市国防教育办公室原主
任罗士民说。

在红色电影文化博物馆放映厅，

笔者见到红色电影收藏爱好者魏少
先。他将价值不菲的红色藏品捐赠
给博物馆，获得“全国国防教育年度
人物奖”。
“红色电影是让青少年和广大群

众接受革命传统教育直观有效的方

式。”魏少先告诉笔者，经典革命历史
题材影片的拷贝越来越少，不能让这
些珍贵的历史资料沉睡在库房里，要
让它们发挥应有的教育作用。为此，
他把家中 400 多件电影胶片、放映机、
电影海报、实景图片拿出来展览，与更

多的人分享。
“建设美丽乡村，在硬化、绿化、亮

化、美化基础上，经过与相关规划设计
院的专家沟通，我们和政府相关部门决
定把红色电影小镇引入南吕固乡美丽
乡村建设中，打造具有文明乡风、独特
红色文化的国防小镇。”邯郸军分区政
委周世斌说。

在南吕固乡，除了四留固村，还有
20多个村子与电影“结缘”，逐步打造
红色电影小镇产业联盟。

红色电影小镇魅力初显，带动了
特色产业发展。2016 年，四留固村建
成千米电影文化步行街。利用废弃
坑塘建成“电影人家”主题餐厅，客人
就餐时播放红色革命歌曲，每个雅间
都有不同的电影主题，囊括了《东方
红》《沙家浜》《红灯记》《飞夺泸定桥》
等经典电影。以影片《闪闪的红星》
场景为原型打造的“红星粉皮坊”，从
原料采购到制作流程全部开放，深受
游客喜爱。
“国庆假期，许多游客来到四留固

村体验红色文化。大家除了品农家
饭、看红色经典电影外，农家特色产品
也备受追捧，电影文化步行街为农民
增收致富带来效益！”南吕固乡党委书
记卢强说。

河北省邯郸市南吕固乡—

跟随红色电影穿越硝烟
■周同义 李树岭

国庆前夕，河北省邯郸市四留固村小学生在该村红色电影文化博物馆强军

主题文化厅，听讲解员魏少先讲述红军长征的故事。 魏 行摄

9月下旬，在松山主峰子高地抗战遗址，讲解员在松山战役地形图前为参观

者讲述抗战历史。 夏 超摄

9月28日下午，湖南省浏阳市第三中学国防班学生在古港镇开展国防教育

活动。 江育聪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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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策划·关注身边的国防

当国防这样一个宏大的主题，与一座

座乡村小镇相连，会产生怎样的化学反

应？国防小镇来来往往的游客给出了答

案。国防教育，可以写在课堂的黑板上，

也可以写在祖国的大地上。相比“我讲你

听”的传统模式，这种边走边看、现地体验

的方式无疑更具吸引力。

近年来，全国范围内大力开展培育

特色小镇工作，“小镇经济”正深刻改

变着众多乡镇、村落的发展模式和落

后面貌。在探索实践中，一些地区依

托区域优势与国防特色进行整体设计

规划，主推国防品牌，涌现出一批特色

鲜明、要素集聚、宜业宜居、富有活力

的国防特色小镇，当地国防建设和经

济建设融合发展、协调发展取得可喜

成绩。

文化的魅力是无穷的。国防小镇的

比较优势，是红色文化，是军事特色，是

中华民族历经战火硝烟沉淀下来的光辉

历史，是人们心中对于金戈铁马和强大

国防的向往，也是人们对于国防建设的

牵挂与关注。

国防小镇，一头连着家，一头连着

国。小镇里不仅有浓浓的乡愁，也有中国

人代代相传的家国情怀。革命战争年代，

从井冈山到三湾，从古田到西柏坡，一个

个红色小镇滋养着人民军队，成为人民军

队从弱小走向强大的坚实后盾。一座座

顽强不屈的英雄小镇，在前线、在敌后连

成了中华民族抵御外侮的坚强屏障。国

防小镇让人们记住的是一段段峥嵘岁月，

也是深深植根于民族血脉的红色基因和

爱国主义精神。

硝烟散去，昔日藏兵于民的小镇村

落，有不少以国防小镇的新身份重新进

入人们的视野，静谧而美丽。烙刻在小

镇记忆深处的战争伤痕警示后人：狼烟

背后，是苦难深重，是血腥残酷，是忘战

必危的历史警示，是落后就要挨打的现

实法则。

国防小镇的今昔之变揭示着剑与

犁的辩证法。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不

能只有剑，也不能只有犁。当人们在和

平岁月中畅游祖国的大好河山时，那些

打着国防烙印的地方，提醒人们岁月静

好的背后是因为有强大国防。各具特

色的国防小镇，就是在提醒人们，一刻

也不能忘记国防，不要让一座座安静的

小镇，又成为御敌的前线。国防小镇的

火热，折射的正是人们的国防观念和忧

患意识。

同时，国防小镇的快速发展，从一个

侧面证明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完全可以

相得益彰。通过打造富有特色的红色文

化和军事文化产品，建设国防教育主题景

点，大众化的国防教育可以实现有投入、

有产出、有收益的可持续发展，吸引更多

市场力量进入，形成良性循环。

眼下，国防小镇作为“小镇经济”中

的新成员，大多数还处于建设起步阶

段。一方面，要练好内功，切实深挖红

色文化和军事特色资源，用厚实的文化

底蕴和基础建设擦亮“国防”二字的金

字招牌，找到军地共建的方法路子，既

靠国防特色把游客引来，更靠小镇的独

特韵味把游客留住。另一方面，要建出

各自特色，不能一拥而上，搞克隆式的

重复性建设。每一个国防小镇都要结

合地域特点和独特历史，打造属于自己

的特色亮点，让人们漫步其间能有不一

样的体验和收获。

一头连着家，一头连着国
■钱宗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