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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根“指挥棒”，引
领“大合唱”

“山知道我、江河知道我，祖国不会忘

记 、不 会 忘 记 我 ……”伴 随《祖 国 不 会 忘

记》的歌声，现场人员向革命烈士敬献花

篮，2024 年“英雄花开英雄城”传承弘扬红

色文化系列活动启动展演近日在广州起

义烈士陵园举行。

“八一勋章”获得者麦贤得、全国道德

模范李玉枝、“八六”海战一等功臣彭德才

齐聚现场，畅谈爱国主义精神和永不褪色

的英雄情怀，赢得全场热烈掌声。

“ 举 办 系 列 活 动 是 深 入 贯 彻 爱 国 主

义 教 育 法 的 有 力 抓 手 ，也 是 开 展 全 民 国

防教育的创新举措。”广州市委宣传部副

部长陈晓丹介绍。广州是中国民主革命

的策源地和改革开放的排头兵，是一片红

色热土，教育资源丰富。他们充分挖掘利

用 现 有 资 源 ，成 立 由 市 委 宣 传 部 牵 头 的

活动组委会，整合各区力量，以核心片区

和 20 个核心场馆，带动全市 99 个爱国主

义教育基地、14 个国防教育基地、图书馆

与文化馆等场馆，以及大中小学校共同参

与。在 20 个核心场馆中 ，有广州起义烈

士陵园、广州市国防教育中心等多个国防

教育基地。

“ 国 防 教 育 不 是 哪 个 部 门 的‘ 独 角

戏’，需要整体统筹、齐抓共管。”陈晓丹告

诉记者，他们在“英雄花开英雄城”系列活

动中一体开展全民国防教育，通过通盘筹

划、整合资源，达到全域联动、全民覆盖的

目的。同时，对重点活动进行直接指导，

提供资金、场地、人员等各方面支持。

众人拾柴火焰高。以红色文化城市

定向越野活动为例，活动由广州起义烈士

陵园和广州市国防教育中心联合承办，从

活动策划、筹备，到下发通知号召各市直

单位机关干部踊跃参与，全程由市委宣传

部宣教处（全民国防教育处）指导和支持，

获得良好反响。

在红棉诗会上，除了受邀观众，许多

市民慕名前来。“我们作为协办单位，重点

筹划了这次诗会。同时，依托规范化建设

的武装阵地，专武干部成为相关市直机关

部门、院校和企事业单位开展‘英雄花开

英雄城’系列活动的骨干力量。”广州警备

区相关负责人介绍。

一根“指挥棒”，引领“大合唱”。“如今

各单位指派固定负责人参与系列活动，形

成了全市国防教育工作联络机制，避免了

以往开展活动跨单位层层联系、跨领域层

层沟通的情况。”陈晓丹介绍，平时这个联

络机制也在发挥作用，促进全民国防教育

活动有效衔接、高效推进。

市委宣传部搭建舞台，各区各单位全

域联动、各司其责，共同奏响了一场声势

浩大的红色文化交响曲。据统计，此次贯

穿全年的“英雄花开英雄城”系列活动，仅

在 3 月开展的十大红棉行动、百个重点红

棉项目、千场红棉主题活动，就吸引了线

上线下 8000 多万人次参与。

以“红棉”为名，树
特色品牌

春 日 的 一 个 午 后 ，阳 光 正 好 。 红 色

文化城市定向越野终点站——广州市国

防 教 育 中 心 热 闹 非 凡 。 记 者 在 现 场 看

到，参赛队队员们历经 3 个多小时的奔跑

角逐，仍然热情高涨，纷纷在红棉展板前

拍照留念。

“参加这次活动非常有意义，每个打

卡点都要答题或完成任务，大家参与热情

高涨。”广州市民政局代表队获得此次比

赛第六名，一名队员表示，整个比赛像一

场“奔跑中的国防教育课”，让他对广州的

革命历史文化有了更深的理解。

据了解，本次比赛在 17 个红色文化场

馆、景点设置了 5 条比赛路线和打卡点。

比赛采取“答题+任务挑战+模拟射击”的

形式，队员到达地图指定位置后需要回答

问题，或在限定时间内完成国防教育主题

诗词朗诵、唱军歌、模拟自动步枪分解结

合、讲英雄故事等任务。来自全市的 42 支

队伍共 210 名队员参加了比赛，他们在比

赛中了解英雄城市、学习英雄事迹、传承

英雄精神，在行动体验中锤炼国防技能，

提高国防素养。比赛期间，线上线下有近

20 万名观众“围观”。

广州市国防教育中心有着完备的设

施保障条件，因此被选定为此次定向越野

的终点站，并承办了模拟射击等项目。在

今年“英雄花开英雄城”系列活动中，该中

心是国防教育活动主阵地，仅 3 月份就举

办了 20 个场次红棉主题活动。红棉研习、

红棉舞台、红棉诗会、红棉学堂……该中

心组织英雄故事分享会、青少年国防技能

展演、国防主题诗词朗诵会等系列活动，

吸引广大青少年和干部群众积极参与。

“作为核心场馆，活动的密集开展促

进我们完善硬件设施，同时增强了中心对

全市国防教育的辐射作用。”该中心负责

人 余 敬 生 告 诉 记 者 ，他 们 精 心 打 造 千 余

平 方 米 的 互 动 体 验 区 ，策 划 国 防 教 育 嘉

年 华 等 主 题 活 动 ，运 用 虚 拟 现 实 技 术 设

置 模 拟 跳 伞 、“ 爱 国 者 号 军 舰 ”等 互 动 项

目，受到广大参观者的青睐，参观人数明

显增多。

周恩来同志主持的中共两广区委军

委旧址、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中共三大

会址纪念馆……系列活动中，许多红色场

馆以全新的面貌和形式进入人们的视线，

成为热门打卡地。

一位红色场馆负责人表示，在广州，

缺的不是红色资源，而是统一包装和创新

展示。以往各大红色场馆都是各自推广、

各自举办活动，“英雄花开英雄城”系列活

动开展以来，以花为媒，将红色文化资源

与城市景观串珠成链、连线成片，以品牌

的聚合力，大大提升红色文化影响力。

“英雄花开英雄城”系列活动，精心打

造“红棉”品牌，统一活动主题、统一视觉

标识、统筹重点活动、统筹全媒宣传，跨部

门、跨行业、跨地域、跨领域，最大程度调

动 参 与 各 方 的 积 极 性 、主 动 性 、创 造 性 。

持续开展的“红棉”主题活动，调动社会各

界群众参与，让红色历史、红色故事通过

熟悉的红棉与人们产生联结，抽象的红色

精神、红色文化有了具象的载体。随着活

动的开展，“红棉”品牌影响力逐步扩大，

产生巨大辐射效应。

流动“木棉红”，满
城英雄花

3 月份以来，一辆绘有火红木棉的大

篷车在广州各区“次第盛开”。

大篷车展开后宛如一朵盛开的木棉，

每 到 一 处 都 会 吸 引 众 多 市 民 拍 照 打 卡 。

流动的“木棉红”，通过舞台展演、展厅展

览、互动体验等方式，为台下的青年学子、

社区群众送上一场红色文化盛宴。

在白云区，大篷车宣讲环节，来自广

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的讲解员余碧仪、

陈胡月生动讲述农民运动先驱的革命故

事，带领台下观众一起体悟革命精神。

在番禺区，大篷车舞台附近就是禺南

武工队旧址。曾参与挖掘相关历史的村

民区炳甜上台分享了武工队的斗争，让现

场党员群众了解家门口的革命旧址和家

乡红色故事。

大篷车就像一个“流动的课堂”，融入

城市空间，延伸到社区、村居，将震撼人心

的英雄故事带到群众身边，将传承不息的

革命精神贯注人们心中。

“去往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

广州起义烈士陵园的乘客请准备……”当

广州地铁一号线列车即将停靠烈士陵园

站时，语音播报提示道。

全民国防教育日益贴近群众、贴近生

活 ，融 入 日 常 、化 为 平 常 。 如 今 ，广 州 地

铁在邻近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站点统一

增加了文字指引和语音播报，市民日常搭

乘 地 铁 寻 访 红 色 景 点 更 便 捷 、指 引 更 清

晰。据悉，这些站点涵盖了 7 个全国爱国

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和 24 个广东省爱国主

义教育基地，其中不乏同为国防教育基地

的地标。

“当年英雄今何在，遍地红棉带血开。”

列车到达烈士陵园站，一片红色“花海”映

入眼帘。这是该站推出的“英雄花开英雄

城”红色绘画摄影展，集中展示了 41 幅摄

影、绘画、非遗广绣等作品，将红色文化植

入市民出行场景，让红色文化“活”起来。

润心无痕，风化于成。广州公交开设

了 12 条红色公交专线，在途经爱国主义

教育基地的 242 条线路、3143 台公交车上

增设红色站点语音播报，将公交打造成赓

续红色血脉的城市载体。市民游客在搭

乘地铁公交的过程中，可以沉浸式感受广

州英雄花之美、英雄文化之美、英雄城市

之美。

在 全 市 交 通 要 道 、核 心 商 圈 户 外 大

屏，“英雄花开英雄城”系列公益广告轮番

播放。红棉主题灯箱海报遍布全市地铁

车站。城市公共空间成为红色文化公益

宣传的载体，形成了“漫山遍野木棉红”的

生动景象。当红色文化全方位融入市民

生活，就自然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留

在市民心间。

系列活动以全城为舞台如火如荼开

展，逐步延伸至网络空间。广州结合活动

上线“英雄花开英雄城云平台”，整合全市

红色资源，打造集阅读、展览、展演、研究、

文创等内容资讯和互动功能于一体的平

台，助力活动长效化开展。

记 者 了 解 到 ，现 在“ 英 雄 花 开

英雄城”系列活动已转入常态

化开展阶段，后续将集中

组织红色文化宣传月、

“ 红 色 九 月 ”系 列 活

动 ，持 续 深 化 活 动

效果。

“五一”假期，浙江省温州市市民刘女

士带着孩子来到杭州市西湖风景名胜区

旅游，领略自然风光的同时，在南山路旁

的社区宣传长廊“偶遇”一处国防教育展

区。展区通过文字、图片、视频等形式，详

细介绍了 1949 年 5 月 3 日杭州解放的历

史时刻。刘女士说，没想到游览景区还有

意外收获，学到了不少军史知识。

杭州市旅游景点多、游客量大，在景

区融入国防元素，依托景点开展国防教

育，是杭州市深入推进全民国防教育的一

个探索。

良渚古城遗址是人类早期文化遗址

之一，遗址中心位于杭州市余杭区。近年

来，余杭区军地将国防教育内容融入良渚

文化大走廊建设规划，以良渚古城遗址为

文旅主轴，带动周边瓶窑镇、鸬鸟镇等 7个

乡镇（街道），修建西镇农民暴动展陈室、

增设窑山公园国防教育展陈等，引导游客

在感受传统文化的同时，增强国防意识。

除了依托著名旅游景点，杭州市军地

还在城市公园开辟国防教育新阵地。去

年，滨江区将钱塘江畔的一个景观公园改

造成了国防教育主题公园。公园里，舰炮

模型威武雄壮，导弹雕塑剑指苍穹，新建

英烈墙上刻有来耀先、来中民、平锡成等

25 名滨江籍烈士姓名……现在，这座公

园已成为周边市民散步休闲的好去处。

在杭州，这样设在家门口的国防教育

景点还有很多，例如长河革命历史纪念

馆、蔡永祥烈士事迹陈列馆、杭州低碳科

技馆双拥展区等。“没有围墙的课堂开设

在群众身边，市民休闲的同时接受教育熏

陶，有力拓宽了国防教育的覆盖面。”滨江

区委宣传部工作人员表示。

拓宽覆盖面，增强影响力，杭州市还

将国防教育场馆融入旅游线路设计，纳入

旅游项目推广，推动文旅资源共享、线路

互连、客源互送。

建德市梅城镇精心设计“红色旅游专

线”，开辟国防教育大巴线路，串联起建德

航空小镇、童祖恺童润蕉烈士纪念馆、寿

南暴动纪念馆等国防教育场馆，打造集旅

游、研学、培训等于一体的红色旅游线路。

抗日战争胜利浙江受降纪念馆、新四

军两渡富春江红色研学中心……在富阳

区旅游观光公交车上，笔者翻阅宣传栏上

的富阳区国防教育旅游线路宣传手册，一

组“红旗阵图”引人注目，图上用“小红旗”

标注出全区 10 多个主题各异、各具特色

的国防教育场馆。

“我们将区内国防教育场馆串珠成

链，制作推出宣传手册，方便游客游览。”

富阳区文广旅体局工作人员张卓介绍，他

们充分挖掘辖区教育资源，精心打造“1

个国防教育主题公园+3 个国防教育基

地+N 个乡镇（街道）国防教育场馆”的国

防教育阵地，利用媒体平台宣传推广国防

教育旅游项目，推动国防教育与文旅深度

融合，提高教育质效。

浙江省杭州市探索推进国防教育融入旅游版图—

西子湖畔的文旅新体验
■张沈欣 华 萍

图①：广州起义烈士陵园红棉怒放。 陈耀荣摄

图②：在广州市国防教育中心红棉舞台，学生展示军

训成果。 丘雪梅摄

图③：在广州市国防教育中心互动体验区，学生体验

VR设备。 唐盛桉摄

图④：在广州市国防教育中心武器装备模型展示区，

学生观察歼-20战机模型。 林思艺摄

图⑤：在抗日战争胜利浙江受降纪念馆，游客翻阅杭

州市富阳区国防教育旅游线路宣传手册。 王颖睿摄

版式设计：扈 硕

英 雄 花 开 英 雄 城
—广东省广州市开展传承弘扬红色文化系列活动新闻观察

■本报记者 陈晓杰 李浩然 通讯员 涂良红

“木棉花开满城红，浓须大面好英雄。”木棉，又称红棉，是广州市市花。因盛开时浓艳而热烈，落英时灿烂而不萎靡，得名“英雄花”。
赏英雄花、游英雄城，传英雄志、弘英雄气—3月份以来，广州市开展“英雄花开英雄城”传承弘扬红色文化系列活动，并将持续

至年底。该活动将全民国防教育融入其中，整体统筹全域联动、打造“红棉”品牌释放聚合效应、因地制宜融入城市空间，有效增强了全
民国防教育的吸引力、感染力、影响力，营造出全民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

⑤⑤

①①

②②

③③

④④

“ 粤 江 二 月 三 月 来 ，千 树 万 树 朱 华

开 ……”一 首《木 棉 花 歌》，传 神 描 绘 了

岭南人民对木棉这一“英雄花”的喜爱。

以红棉为引，自花开为始，广州市开

展“英雄花开英雄城”系列活动，充分挖掘

利用域内红色资源开展丰富多彩的传承

弘扬红色文化活动，将英雄情怀深深根植

人们心中。

十大红棉行动、百个重点红棉项目、千

场红棉主题活动……系列活动中，广州市

将国防教育元素全程融入，借助“红棉”品

牌释放聚合效应，产生了可观的教育效果。

经济学认为，品牌就是效益，就是竞

争力，就是附加值。借助城市红色文化品

牌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国防教育通过品牌

化打造，也能增加附加值，将注意力的“流

量”转化为全民参与的“留量”。

爱默生说，城市是靠记忆而存在的。

换言之，城市国防教育也需要具有鲜明地

域文化特色的品牌，塑造独特记忆符号。

一朵花一座城，“红棉”品牌让英雄花绽放

全城，英雄精神深入人心。

强化品牌意识，打造特色国防教育品

牌，是深化全民国防教育的有效途径。在

“英雄花开英雄城”系列活动中，广州市完

善国防教育工作联络机制，坚持党委负总

责、宣传牵头抓、军地协同推、各级分工干，

擦亮国防教育特色品牌，释放“大能量”。

形成特色品牌，推出“爆款”产品，不

能靠一家单位、一个部门“单打独斗”，而

需要通过一体筹划、统筹推进，让各自的

“声部”汇成全城“大合唱”，营造全城传承

弘扬红色文化、推进爱国主义和国防教育

的浓厚氛围。

创新是品牌的源泉，品牌的活力来自

创新。每一座城市都有属于自己的独特

文化元素。打造城市国防教育品牌，不妨

重新审视现有国防教育资源，赋予丰富的

时代内涵，深度挖掘城市与国防的故事，

嵌入城市文化符号，拓展教育新平台，增

强吸引力和感染力，实现全民国防教育效

果的最大化和最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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