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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没有社团的大学不是真正的大学。
在高校，各类学生社团百花齐放、蓬勃发

展，形成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其中，军事类
社团集结了众多“军迷”，有的发挥专业特长创
作国防主题作品，有的依托学科优势开展军事
研究和实践活动，有的组织社团成员开展国防

体育运动……他们因共同的志趣聚到一起，学
习军事知识、厚植家国情怀，在校内外开展国防
教育活动，浓厚国防文化氛围，成为菁菁校园里
的一道亮丽风景。

本期，让我们走进 3所高校，探寻军事类社
团的建设发展之道。

一位学者在写给儿子的一封信中

说，终有一天，你的某个兴趣会让你的

心猛地悸动，你就会奔向它，与它相

伴，自此成为你的志趣。可以说，兴趣

是志趣的基础，决定志趣的方向；志趣

是兴趣的升华，形成人生理想和奋斗

目标。

“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在

高校学习期间，一群兴趣相同、志趣相

投的同学聚在一起组成社团，相互学

习、彼此启发，既有利于发展兴趣爱

好、提升能力素质，也有利于形成报国

为民、干事创业的氛围与合力。

当年，李大钊先生从俄国十月革

命中看到希望，在北京大学成立马克

思学说研究会，在培养青年、宣传马克

思主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抗日

战争、抗美援朝战争时期，各高校学生

社团在动员学子参军救国，为前方战

场筹款募捐、凝聚社会力量方面发挥

了重要作用。

进入新时代，高校学生根据成长

成 才 需 要 ，结 合 自 身 兴 趣 特 长 建 立

的 群 众 性 学 生 团 体 ，在 高 校 党 委 的

领 导 和 团 委 的 指 导 下 开 展 活 动 ，是

落 实 立 德 树 人 根 本 任 务 、推 进 素 质

教育的重要载体。青年学子有了社

团的带领、参与社团的活动，呈现出

“ 聚 是 一 团 火 ，散 作 满 天 星 ”的 生 动

图景。

令人欣喜的是，许多高校大学生

对军事由喜起“兴”，因爱生“志”，将

兴趣变成志趣，走上从军之路，找到

报国之门。四川美术学院军迷社将

一群热爱国防和军事文化的年轻人

聚到一起，拍摄军事题材写真；中北

大学军事爱好者协会根据不同会员

兴 趣 设 立 多 个 研 究 小 组 ，将“ 小 社

团 ”打 造 成 军 事 人 才 培 养 的“ 蓄 水

池”；西南林业大学军事爱好者协会

组织开展国防体育运动，强健体魄、

磨炼意志……

一个个鲜活的事例启示我们，善

于发掘、保护、拓展青少年崇军尚武

的兴趣爱好，既有利于锻造青少年坚

韧的意志品格、高尚的价值追求，也

有利于为国家和军队培养选拔高素

质人才。

以兴趣培养志趣，将“兴”发展为

“ 志 ”，让“ 趣 ”始 于“ 兴 ”而 不 止 于

“兴”，需要久久为功、循循善诱。对

于青少年的迷彩情结、国防情怀，军

地 各 级 还 需 因 势 利 导 ，强 化 精 神 培

塑、责任感召，引导他们扛起报国使

命；加强实践砥砺，多组织寓教于乐

的军事训练、技能竞赛，锤炼他们的

韧劲、血性；开展定向培养，有针对性

地为“军迷”们制订成长“路线图”，做

好参军入伍、直招军官、直招军士、文

职人员招考等相关政策宣传，激励更

多优秀青年加入人民军队行列。

有人说，人生最大的幸福莫过于

将兴趣变成职业、发展成事业。愿更

多“军迷”将兴趣培养成志向，实现志

趣与兴趣的完美结合，在时代的洪流

中扬风帆、建功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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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学期刚开学，四川美术学院军迷

社社长鄢上竣就收到同学的微信，询问

社团什么时候组织新的拍摄活动。很

多同学都期待着他们创作的国防主题

艺术写真和短视频作品。

据了解，该军迷社由学校热爱国防

和军事文化的学生组成。2016 年成立

以来，已完成 40 余次国防主题拍摄，制

作高质量作品千余份。

“摄影摄像作品具有很强的传播

力、感染力，易于激发年轻人的崇军尚

武热情。”军迷社创始人黄晖雄告诉记

者，他学的是影视制作专业，看到一些

社团拍摄动漫角色写真作品很受欢迎，

这给了热爱国防的他很大启发：何不拍

摄制作国防主题的作品，吸引更多人关

心、支持国防建设！

于是，黄晖雄和军迷社最初的几名

成员通过一系列摄影摄像作品展现官

兵日常训练和执行任务的场景，吸引同

学们进一步了解国防和军队。在拍摄

主题上，他们考虑同龄人的接受特点，

结合时事热点进行选择。2021 年，军

迷社结合汶川地震 13 周年，拍摄了一

组空降兵救援的主题写真，在网络平台

广泛传播，成功“出圈”。

2008 年 汶 川 大 地 震 中 ，“ 空 降 兵

15 勇士”在“三无”条件下从 4999 米高

空 盲 跳 ，打 开 了 救 援 通 道 。 时 隔 多

年，军迷社很多成员依旧记得当时看

到 新 闻 时 的 震 撼 。 为 致 敬 空 降 兵 勇

士 ，军 迷 社 成 员 一 起 查 阅 资 料 ，在 尊

重事实的基础上，通过合理艺术想象

和后期制作，还原出一幕幕惊心动魄

的救援场景，引发学校师生和广大网

友强烈共鸣。

据了解，整个创作历时 3 个月，各

个 环 节 由 社 团 成 员 分 工 完 成 。 戏 剧

美术专业的同学负责场景布置，手工

艺专业的同学参与道具制作，影视专

业 的 同 学 负 责 拍 摄 和 后 期 制 作 。 拍

摄工作在校外的一个停车场进行，受

场地限制，参与拍摄的成员需要发挥

想象力，在室内平地做出高空跳伞等

动作。

退 役 复 学 大 学 生 胡 桃 涌 身 姿 挺

拔、训练有素，不仅参与了拍摄，还担

任 动 作 指 导 。“ 一 切 都 是 为 了 让 作 品

充 分 展 现 子 弟 兵 的 英 勇 形 象 。”胡 桃

涌说。

学习武器装备知识、彩排练习战术

动作……每次拍摄前，成员们都会提前

做好功课。“这辆道具装甲车是我们自

己建模并参与制作的。”在社团活动室，

负责道具设计和制作的军迷社原副社

长黄齐白向记者介绍琳琅满目的道具，

“我们对这些道具进行严格管理，非拍

摄活动不允许外借。”

“服装道具是为了保证作品的真

实性。作为美术学院的社团，我们还

充分发挥专业优势，注重作品的艺术

性。”鄢上竣介绍，他们根据抢险救灾、

高 原 执 勤 等 不 同 主 题 ，选 择 丛 林 、山

丘、厂房等不同地点，精心设计拍摄动

作和画面构图，利用光线的明暗对比、

色彩的深浅搭配等，赋予拍摄主体强

烈的视觉效果和空间意境。再加上后

期的特效，一幅幅极具画面冲击力的

写真作品便诞生了。

据了解，军迷社还积极开发国防主

题互动游戏，举办国防教育主题展，吸

引更多学生了解、热爱国防。目前，军

迷社有成员近 300 人，很多年轻网友因

为喜爱他们的作品成为“军迷”。

四川美术学院军迷社——

镜头再现 艺术感召
■本报特约记者 赵晓菡

3 月，新的学期开启。中北大学军

事爱好者协会开始筹备学校一年一度的

国防知识竞赛。

协会战略战术研究小组组长刘俊哲

参与出题。“题目涉及军械常识、人防知

识、军队传统、征兵政策等，学校军工历

史和红色传统也是重要内容。”刘俊哲介

绍，竞赛将于 4 月举行，是学校的一次大

型国防教育活动。此外，他们还协助学

校举办兵器装备设计大赛、兵棋推演大

赛等竞赛活动。

“之所以能承担这么多任务，主要因

为协会专业性强、会员多。”协会会长方

向介绍，1999 年，为了学习军事知识、增

强国防意识，10 余名学生发起成立了这

一协会。目前，协会已发展到 300 余名

成员，是学校最大的军事类社团。

中 北 大 学 被 誉 为“ 人 民 兵 工 第 一

校”，对于兵工专业的学生来说，社团里

能学到课堂以外的广泛知识，钻研感兴

趣的课题；对于非兵工专业的学生来说，

军事类社团是学习军事知识、体验军事

技能的好地方。志同道合，结伴前行。

社团成员因共同的兴趣爱好走到一起，

共同学习探索问题，互相交流切磋经验，

资源共享，增长见识。

协会兵棋推演与作战仿真研究小组

组长谢炜，是一名机械专业大二学生，因

对兵棋推演感兴趣，大一时便加入了协

会。“协会几乎每周都组织一次兵棋推演

活动，由经验丰富的学长带教，我很快就

跟着入门了。经过一年多的实践，现在

我对军事的了解更加深入，组织筹划能

力得到很大提升。”谢炜说，他一直有参

军的意向，协会有不少成员参军入伍，通

过和学长们的交流，他对从军之路更有

信心了。

“老带新”是社团成员学习的主要方

式之一。学长传授经验，手把手教学，还

留下宝贵的资料。在协会的活动室，有

800余本历届成员“积攒”的书籍资料，成

为协会成员的学习“宝库”。“我曾在旧书

店买到一本 1973 年出版的《民兵反坦克

教材》，当时很兴奋地和相关专业的同学

一起研究，书就留在了协会。”谢炜介绍，

这些资料有军事历史图册、装备操作手

册、专业论文集等，都是并不多见的资料。

协会还为成员搭建了多样化的学习

平台，通过组织讨论交流、讲座竞赛、参观

学习、装备操作等活动，丰富“第二课堂”。

“我们依托学校兵器学科专业优势，

大力支持军事类社团建设发展。”中北大

学武装部部长顾宁介绍，学校向协会成

员开放兵器学科专业实践教学基地，轻

武器、火炮、装甲车辆等陈列室，协会成

员可以参观和进行操作。

为了满足协会成员深入研究的需

要，协会成立了专业小组，包括陆战、空

战、海战装备研究小组，以及无人装备研

究小组等。

“组内的研究比较学术化，由于军

事科学是一门综合性学科，很多同学会

跨组参加活动，小组之间也经常交流。”

谢炜告诉笔者，学校的创新实验室向他

们开放，他们还可以优先参加相关科研

团队。

据了解，中北大学现有 10 余个军事

类社团，已成为学校人才培养的“蓄水

池”。去年，学校承担山西省兵员预征预

储试点任务，从军事类社团中选拔学生

进入国防后备人才训练营，积极为部队

输送军事人才。

中北大学军事爱好者协会—

以老带新 接力钻研
■蔺玄晋

“一组突击至右前方掩体内，二组

由 房 屋 左 侧 秘 密 接 近 ……”新 学 期 伊

始，西南林业大学国防体育运动训练基

地“激战正酣”。来自该校军事爱好者

协会的成员们脸上涂满油彩，“全副武

装”，在学校“开学第一课”上进行模拟

射击对抗表演。

该项目是协会拿手的国防体育运动

项目，集实战性、趣味性为一体，受到学

校师生的欢迎。

“模拟射击对抗项目是协会 10 年前

引进的。”协会指导老师李川说，“那时

候，这个项目还是一个很新颖的形式，体

验感强，能激发学生的兴趣，有利于社团

招新，扩大影响力。”

很多学生被这一项目吸引加入协

会，退役复学大学生、林学专业大三学生

陈杰就是其中之一。“我在入学之初就加

入了协会。参加对抗赛时，就像置身战

场，当我拿起镭射枪，突破重重阻碍，在

攻守中和队友一起战胜‘敌人’，那种团

队协作带来的成就感是无可比拟的。”陈

杰说，参加协会组织的国防体育运动项

目，不仅强身健体，还增长国防知识，磨

炼意志品质，培养团结协作精神，为他大

一时参军入伍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据了解，协会现有成员 83 人，其中

有一支“明星”队伍——西林狼战队。战

队由协会中的一批体能强、耐力好、懂战

术的成员组成。组建以来，他们活跃于

云南省各级各类国防体育运动公开赛

中，多次夺得冠亚军。

“成绩的取得离不开专业的指导。”

协会副会长李冬宝介绍，每次比赛前，

由社团指导老师、校武装部工作人员和

校外专业裁判组成的“智囊团”，都会为

参赛队员进行战术指导，帮助提升竞技

能力。

严格的组织管理和日常训练，也是

这支队伍脱颖而出的重要原因。“协会

最大的特色就是准军事化管理。”李川

介绍，协会一共设置 5 个模拟排，每个

排 4 个班。综合考虑学生课程安排、身

体素质、社团规章执行度等因素，严格

人员进出。

协会组织的经常性训练让每一名成

员都记住了“奋战”的滋味。每天早上 7

时开始，他们迎着朝霞练队列半小时；晚

上 10 时后，伴着星光练习倒功、刺杀操

等；一周 4 天早晚点名；一年一次 20 公里

野外拉练……

严格的日常训练、骄人的比赛成绩、

昂扬的精神面貌，军事爱好者协会逐步

发展成为学校学生社团的一张名片。在

他们的引领带动下，校园形成健康向上、

积极进取的良好氛围。

“协会成员在校园大型活动中担负

执勤任务、开展志愿服务，同时也是学校

开展国防教育的‘排头兵’。”西南林业大

学国防教育科副科长宋凯介绍，学校帮

助购买装备设备，扩建训练场地，大力扶

持社团发展。

如今，协会里和陈杰一样的退役复

学大学生还有不少，他们是学校的优秀

征兵宣传员。每年新生军训，学校还从

协会选拔 20 余人担任辅助教官。

西南林业大学军事爱好者协会——

模拟实战 健身励志
■张 军

菁菁校园播撒“国防星火”
—3 所高校支持军事类社团建设发展的实践

图①：四川美术学院军迷社成

员试用仿真道具。

罗晨曦摄

图②：西南林业大学军事爱好

者协会成员参加第六届云南省国防

体育运动公开赛。

张 军摄

图③：中北大学军事爱好者协

会成员进行桌面兵棋推演。

方 向摄

图④：中北大学军事爱好者协

会无人装备研究小组练习操作无人

装备。 邓德志摄

图⑤⑥：四川美术学院军迷社

成员以汶川地震救援中“空降兵 15

勇士”为原型拍摄的作品。

四川美术学院军迷社供图

制图：王秋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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