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要把国防教育纳入城市经济社会建

设一并筹划，纳入文明城市创建活动一并

推进，纳入当地优秀传统文化一并宣传。”

就如何发挥地域优势加强全民国防教育这

一话题，全国人大代表、运城市市长储祥好

如是说。

运城现有多处名胜古迹和旅游景点，

历史文化底蕴深厚。近年来，运城市结合

景区特点，积极嵌入国防教育元素，收到较

好效果。在关帝庙，深度挖掘关羽忠义仁

勇精神，突出河东尚武文化宣传；在李家大

院，深度挖掘在抗日图存、民族危亡之际，

当地群众向抗日游击队捐钱捐枪、送子参

军的爱国义举。同时，该市邀请女子民兵

班成员、党员、老兵等担任讲解员，在人流

量大的街头闹市进行红色宣讲。

“要把国防教育作为思想政治理论教

育的重要内容，在市委党校和中小学校设

置国防教育课程。”储祥好代表建议，借助

校园现有场所改建国防教育展室，设立荣

誉墙、励志栏等，定期组织主题班会、编写

国防手抄报、评选最美军人校友等系列活

动；利用军营开放日组织中小学生走进军

营，体验军旅生活、观摩武器装备；依托国

防教育网、智慧城市运营平台、市政府政务

网、校园局域网和手机网络“五网联动”，定

期推介国防知识。

“开展国防教育讲究全媒体覆盖。”储

祥好代表说，该市依托市博物馆、航天公

园、南风广场等城市 LED 大屏，播放国防

教育、征兵宣传等公益片，扩大国防教育

覆盖面。同时，着力打造“一园十街百站”

国防教育宣传阵地，开展国防教育进场馆、

进 景 区 、进 校 园“ 三 进 ”活 动 ，在 13 个 县

（市、区）主要街道设立国防教育宣传栏，在

100 多个公交站悬挂国防教育宣传展板，将

国防标语、国防灯箱等布设在“一园十街百

站”醒目位置，让市民潜移默化接受国防

教育。

储祥好代表认为，应充分发挥报刊、广

播、电视、互联网和手机等新闻媒体的传播

功能，开辟国防教育专栏，开展国防教育宣

传，让崇军尚武、热爱国防成为公民的思想

共识和自觉行动。

储祥好代表—

统筹城市规划凝聚思想共识
■本报记者 王 钰 通讯员 曹 鹏 陈 琦

“冰雪旅游是黑龙江的亮丽名片，红色

资源是黑龙江的宝贵财富，如何在冰雪旅游

中融入更多国防教育元素，是黑龙江省军地

近年来一直探索的课题。”谈及如何加强新

时代全民国防教育这一话题，全国人大代

表、黑龙江省军区政治委员赵忠侃侃而谈。

黑龙江是一片红色热土，是东北抗联的

主战场，涌现出赵尚志、赵一曼、李兆麟等一

批抗日英雄。新中国成立后，一代代创业者

又创造了北大荒精神、铁人精神等，为开展

国防教育提供了宝贵资源。“自去年入冬以

来，黑龙江冰雪旅游持续升温，也为国防教

育注入了强劲动能。”赵忠代表介绍，除了领

略当地冰雪文化外，许多游客选择走进侵华

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东北抗联纪

念馆等场馆，接受爱国主义教育。

润物无声的教育最具感染力。走进哈

尔滨冰雪大世界景区，游客不仅会看到各式

各样的传统冰雕，还可以到舰船模型等国防

题材冰雕作品区拍照打卡。晚上的蹦迪现

场，主持人带领大家齐唱《歌唱祖国》《红旗

飘飘》等歌曲，舞台大屏幕上滚动播放革命

英雄影像视频。各地游客在游览北国冰城

美景的同时，也对这座英雄城市的红色底蕴

有了更加深刻的了解。

“全民国防教育要靠全民参与，哈尔滨

市的成功实践启示我们，要在拓展广度深

度上下功夫，擦亮城市红色印记。”对此，赵

忠代表提出几点建议，要对全省国防教育

场馆建设进行系统规范，鼓励引导更多社

会力量参与全民国防教育，支持社会力量

在收藏红色文物、研究红色历史方面健康

有序发展；持续挖掘地方红色资源，依托红

色主题街道及周边革命遗址、遗迹和纪念

馆，打造“英雄城国防教育景观线”；对于为

全民国防教育作出贡献的人，地方党委、政

府应积极给予政策扶持、荣誉激励；组织民

兵成立国防教育宣讲队，在机场、车站和主

要旅游景点为过往游客讲述红色故事，打

造城市红色名片。

赵忠代表—

深挖特色资源擦亮红色印记
■本报记者 辛 悦 吕衍海 特约记者 乔振友

“于都是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是

伟大长征精神的发源地。讲好长征故事，是

每一名于都人的职责和使命。”全国人大代

表、江西省于都县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历

史博物馆纪念园管理办公室主任钟敏告诉

记者，今年是中央红军长征出发 90 周年，如

何弘扬长征精神、让更多的人了解长征故

事，是她最为关注的问题。

从事讲解员工作 20 多年，钟敏代表一直

致力于传播长征精神。她介绍，近年来，于

都县围绕“新长征 再出发”主题，建设长征

学院、长征大剧院等红色地标，打造“红军后

代+宣讲骨干+志愿者”组成的红色宣讲队

伍，培育长征源合唱团、长征源宣讲团、长征

源演艺团等一批长征精神宣传团队，不断探

索传播长征文化的方法路子。

针对当代青少年思想活跃、兴趣广泛、

接受新生事物快的特点，钟敏代表建议，应

挖掘长征精神内涵，结合红色旅游打造移动

式红色课堂，开发长征研学路线、研学旅行

基地、互动互学教学点，让青少年感受长征

文化魅力。

去年 3 月，历时近 3 年精心打造的大型

红色文旅史诗舞台剧《长征第一渡》，在于都

县长征大剧院首演，受到广大观众特别是青

少年学生的欢迎。该剧通过运用兼具故事

性和艺术欣赏性的现代影像及精湛的舞台

技术，再现了夜渡于都河、血战湘江、遵义会

议等重要历史场景，带领观众穿越回激情燃

烧的岁月。“长征文化传播要向科技借力。”

钟敏代表认为，应充分运用科技手段，把于

都百姓烂熟于心的故事创作出新意，让观众

全景式、沉浸式了解长征历史。

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是全国唯一

一座展示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历史的专题性

纪念馆。多年来，纪念馆不断创新传播方

式，引进技术资源，借助 AR、VR 等手段再现

历史场景，打造长征体验互动区；广泛运用

线上直播、数字展览、云宣讲等方式，打破时

空阻隔，增强红色文化感染力。钟敏代表

介绍，今年纪念馆将以纪念中央红军长征出

发 90 周年为契机，通过举办长征主题展览、

重走长征路、文艺汇演、学术研讨会、红色旅

游推广等活动，将长征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钟敏代表—

丰富传播手段培育时代新人
■本报记者 孙炜航 郭冬明 通讯员 阮书芯

“习主席强调，要加强国防教育，增强

全民国防观念，使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

设国防、保卫国防成为全社会的思想共识

和自觉行动。”全国人大代表、吉林省军区

副政委高岭在接受采访时说，“当前，全民

国防意识不断增强，关心国防和军队建设

的社会氛围愈加浓厚，但面对复杂严峻的

国家安全形势，各级必须把全民国防教育

作为战略任务常抓不懈。”

高岭代表介绍，近年来，吉林省军地联

合开展国防教育进机关、进学校、进企业、

进社区、进乡村、进军营、进网络“七进”活

动，举办空军航空开放活动·长春航空展等

特色展览，打造“百校万人同上国防教育

课”“负羽从戎、强军有我——新兵出征仪

式”等国防教育品牌，增强国防教育质效。

“崇尚英雄才会产生英雄，争做英雄才

会英雄辈出。深化全民国防教育，要有英

雄典型引领。”高岭代表说，2023 年 8 月，吉

林省舒兰市人武部政委周昆训在遂行抗洪

抢险救灾任务中壮烈牺牲，军地联合作出

向周昆训学习的决定，广泛开展形式多样

的学习活动。“吾将吾身献吾党”“为党尽

责，是一生的事业”“我是军人，我是守护

者”……一句句写入笔记、镌刻心底的信仰

与追求，感动了各界群众。

谈及下一步如何加强国防教育，高岭

代表建议，要加快法制化建设步伐，完善地

方性配套政策法规，推动国防教育进入绩

效考评、执法监督环节，为依法开展国防教

育创设良好社会环境；坚持线上与线下相

结合，传统与科技相融合，打造“广播上有

国防之声、电视上有国防图像、报刊上有国

防栏目、网络上有国防网页、微信上有国防

互动”的国防教育矩阵，运用短视频、云直

播等方式，拓展网络宣传阵地；广泛开展最

美新时代革命军人、最美退役军人、最美军

嫂，以及关心支持国防建设新闻人物等评

选宣传活动，推动形成尊崇军人、优待军

属、关心国防建设的浓厚氛围。

高岭代表—

强化榜样引领浓厚社会氛围
■本报记者 潘 娣 通讯员 宋济舟 倪禹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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