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夏意渐浓，走进位于湖南省邵阳

市双清区紫薇公园里的邵阳市“宝庆

卫”武器装备爱好者工作室，推开半掩

的大门，一件件甲胄静静矗立，仿佛自

各朝各代“穿越”而来，给人以肃杀静

穆之感。这些甲胄大多出自邵阳四中

美术教师、退役军人谭舟洲之手。

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

还 。 在 古 代 ，甲 胄 是 士 兵 防 身 装 具 。

《周礼·考工记·函人》曾记载“函人为

甲”，制甲师被称为“函人”，但随着社

会的演变，如今能高度复原甲胄的“函

人 ”人 数 较 少 ，而 谭 舟 洲 恰 是 其 中 之

一。历时 3 年，谭舟洲及其团队依据史

料，遵循古法技艺，设计制作甲胄 100

余副，让更多人领略到中国历代甲胄

之美。

“我是看着连环画长大的。”谭舟

洲 1986 年出生于邵阳城区，酷爱《三国

演义》连环画，“里面的英雄都穿着铠

甲，那是我第一次接触到甲胄，当时就

觉得非常酷。”对古代甲胄的好奇，在

少年谭舟洲心中埋下了一粒种子。

后来，谭舟洲考入湖北科技学院

美 术 专 业 ，毕 业 后 参 军 入 伍 ，在 武 警

某 部 服 役 。“ 部 队 生 活 锻 炼 了 我 的 身

体 ，也 锤 炼 了 我 的 意 志 ，让 我 在 潜 移

默 化 中 更 贴 近 心 中 身 着 甲 胄 的 战 士

形象。”退役后，谭舟洲成为一名美术

老师，但“披上铠甲”的梦想始终挥之

不 去 。 2018 年 ，一 次 偶 然 的 机 会 ，谭

舟洲接触到复原甲胄，心中的火苗再

次燃起。

“ 情 怀 是 一 回 事 ，动 手 是 另 一 回

事。”谭舟洲坦言，甲胄多“活”在“历

史书”里，在深入了解甲胄的过程中，

他查阅了上百万字的文献资料，在史

料、书籍与画卷中学习和了解到不同

朝 代 盔 甲 的 风 格 和 样 式 。 在 此 基 础

上，谭舟洲专程前往全国各地的博物

馆 ，想 一 睹 甲 胄 真 容 。 令 人 遗 憾 的

是，由于古代律法明令禁止甲胄随葬

和私人持有，大部分博物馆里都没有

成套的甲胄实物，只保存着残片。“当

兵对我最大的影响，就是做事情一定

要 坚 持 到 底 。”这 并 没 有 影 响 谭 舟 洲

的积极性，反而更加坚定了他想要设

计 复 原 甲 胄 的 心 愿 。 经 过 一 年 多 的

自学与沉淀，他对各个朝代的甲胄特

征越来越熟悉。

“从查阅资料到制作真正的甲胄，

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甲胄制作不是

小打小闹，是个相当繁琐又精细的活

儿。”谭舟洲介绍，甲胄制作流程繁杂，

包括设计、打版、开模、绘制、剪裁、组

装、缝合等步骤。为了配合人体形态

及活动需求，每一片甲片的弧度都有

细微差别，有些甲片比手指甲还小，每

一片都需要经过手工敲打成形，涉及

各种铜、铁的锤碟、锻造、冷锻、热锻工

艺。根据款式和工艺的不同，一套甲

胄的制作周期快则一至两个月，慢则

半年甚至一年。

要 把 多 如 鳞 片 般 的 甲 片 缝 制 起

来，非常考验技术。为此，谭舟洲特意

去学习了布艺裁剪和皮革缝制等多项

技 艺 。 经 过 了 一 年 的 学 习 和 沉 淀 ，

2021 年，谭舟洲着手打造第一套完整

的甲胄。这套具有游牧风格的甲胄，

根据明代《出警入跸图》历时半年还原

而成。整套甲胄由 5000 片甲片层层叠

加，经横排、纵连铆接而成，以皮料作

为内衬，通过革带相连，共有头盔、面

甲、前后身甲、肩吞、捍腰、裙甲等 10 多

个部件，重达 40 公斤，配上一个狼头造

型，霸气外露。

“当我第一次穿上甲胄的时候，有

一种终于梦想成真的感觉。”完成后，

谭舟洲经常穿着自己的得意之作，亮

相于多个场合。

“每一套甲胄制作之前，都需要翻

看大量的照片、影像才能确认一些数

据，有时做到一半，发现甲片之间连接

错误，再拆掉重做也是常有的事。”谭

舟洲说，摸索的过程，就是不断试错的

过程。反复拆卸、重做，哪里不满意，

就重新打版……这样的反复，谭舟洲

习以为常。

“文化传承不是说说而已，需要更

多 的 人 才 参 与 进 来 。”谭 舟 洲 告 诉 笔

者。2020 年，他牵头成立了“宝庆卫”

传统武备研究会，拥有弓箭、盾牌、铠

甲等武器和装备的复原陈列和制作工

坊。如今，研究会从最初的 30 人发展

至 70 余人，研究会成员来自江西、江

苏、四川、广东等省份，其中不乏专业

人士，也有不少有相同爱好的退役军

人。在谭舟洲及其团队成员的不懈努

力下，他们共设计制作了包含从春秋

战国到明清时期不同式样的上百件甲

胄。甲胄按朝代顺序摆开，便是中国

历代武备发展历程的缩影。在谭舟洲

带领下，团队成员多次受邀参加南京

中华门武备展、南京云锦博物馆中国

历代戎服展等全国性展览活动。

近几年，谭舟洲及其团队成员穿

戴自己制作的甲胄，频频亮相大众视

野。他还在网上开设短视频账号，分

享拍摄的一些甲胄视频，引发关注转

发，并迅速“出圈”。在一期以“唐宋元

明清甲胄”为主题的系列视频中，除了

铠甲和头盔，就连人物的发型、佩戴的

刀剑和弓弩也十分讲究。为此，谭舟

洲特意蓄起长发和胡须。

巾帼不让须眉，研究会也不乏女

性 身 影 。“ 这 几 年 不 少 女 性 也 喜 爱 甲

胄 ，我 也 做 了 些 工 艺 改 进 ，制 作 女 式

甲胄。”为此，谭舟洲特地设计由轻质

金属打造的女式甲胄，让现代女子再

现“ 花 木 兰 ”英 姿 。 女 教 师 胡 雅 洁 就

是 其 中 一 位 ，一 有 时 间 ，她 就 来 到 工

作室，穿上铠甲、手挽雕弓，飒爽之气

迎面而来。

“很多人认为甲胄是件冷冰冰的

防护具，但在我看来，甲胄承载着一个

热血男儿的英雄梦和爱国情。”每当穿

上甲胄，谭舟洲仿佛穿越回金戈铁马

的岁月，置身刀光剑影的战场。寒甲

之下，跳动着老兵一颗滚烫的心。

图①：谭舟洲和部分甲胄合影。

图②：谭舟洲身着甲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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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黄鑫陇、记者陈晓杰报

道：平静的海岛，因为一沓厚厚的来信

沸腾。

“亲爱的解放军叔叔阿姨，虽然我

们相隔千山万水，但每当老师在课堂

上讲起我们国家辽阔的海域和美丽的

海岛时，我的心里总是充满好奇和神

往。想到你们坚守在遥远的海岛上，

我的心中就涌动着无限的敬意。谢谢

你们守卫着美丽的祖国海疆，你们辛

苦了！”

“我特别喜欢海军，刚刚参观了近

现代海军装备主题展。在展馆里，我

看见了好多厉害的装备。想到你们用

这些装备在大海上保卫着我们，就觉

得你们好酷好厉害啊！”

……

“六一”前夕，南沙某守备部队官

兵收到一份特殊的礼物——来自湖南

省长沙市天心区湘府英才益清小学学

生们的手写信。他们在字里行间表达

着对于南沙的向往，深情写下对岛礁

官兵的问候和崇高敬意。略显稚嫩的

笔触背后，是片片纯挚的童心。

从孩子们的来信中，官兵们得知：

前不久，湘府英才益清小学组织师生

参观近现代海军装备主题展，大家深

有感触。在老师提议下，学生们决定

以书信的形式向海军官兵致敬。于

是，一封封书信跨越山海、辗转千里，

传递到了岛礁官兵手中。

“你们在岛上每天吃什么？什么

样的人才能到岛上保护我们的国家

呢？”来自 2106 班的学生瞿睿宸在信

中问道。读着一封封书信，知道有这

么多孩子在关心自己、甚至想成为自

己，官兵们倍感温暖。

真挚问候，换来的是温情回馈。

指导员赵阳组织连队官兵纷纷拿起纸

笔，为孩子们回信：“小朋友们，提前祝

你们‘六一’快乐。虽然南沙离你们很

远，但是我们的心与你们很近，我们时

刻关注着你们的成长”“你们是祖国的

未来和民族的希望，希望你们能够积

极向上、茁壮成长，成长为一名对国

家、对人民、对社会有用的人”……官

兵们的回信既有对孩子们的节日祝

福，也充满了对于“后浪”们的期冀。

来自长沙的上等兵李志杰回答家

乡少年的提问尤为认真：“我们的工作

和生活并不像你们想象的那么艰苦和

危险，在我身边有很多优秀的战友。

我想对你们说，无论身处何地，都要坚

定信念、勇往直前……”

得知湖南省首家少先队专题博物

馆——天心区红领巾博物馆在湘府英

才益清小学建成，即将在儿童节当天

开馆，官兵们特意准备了海沙、贝壳、

海螺以及南沙风光照片等具有南沙特

色的礼物，一同寄来，并向博物馆的建

成致以祝贺。

一次书信往来，促成了一场生动

的国防教育。收到官兵回信，校方决

定将信件与礼物一起，陈列于红领巾

博物馆“国防专题教育”专栏板块展

出，让参观者们一起加入到这场跨越

千里的家国情怀传递中。这些带着

“海味”的回信和礼物，也成为该校老

师课堂上生动的教材。在老师的生动

讲述下，学生真切感受到了南沙官兵

的奉献和对于祖国的忠诚，一个个小

故事点燃了孩子们的爱国情怀。

上图：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湘府英

才益清小学2106班星光中队小学生在

主题队会上给岛礁官兵们写信。

彭靓艺摄

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湘府英才益清小学学生与岛礁官兵互动

温情回信感召小小少年

本报讯 特约记者张军报道：“六

一”前夕，在红军长征小松园战斗纪念

碑前，云南省富民县政工科文职人员、

国防教育宣讲员黄泽民为 400 余名中

小学师生作国防教育专题宣讲。宣讲

通过讲述红军故事，引导学生们珍惜

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好好学习，将来

为祖国建设贡献力量。

近年来，昆明警备区发挥当地红色

资源丰厚优势，积极推动国防教育与党

史学习教育相融合，依托红色景点组建

国防教育宣讲队伍。像黄泽民一样的

国防教育宣讲员，在全市有 500多名。

一方面，昆明市通过组织学生参

观革命烈士纪念碑、红军烈士博物馆、

战斗遗址等红色场馆，丰富学生课外

知识，引导他们重温烽火岁月，感悟革

命先烈浴血奋战的英雄气概；另一方

面，积极推进国防教育进校园、征兵宣

传进校园、英模功臣进校园、红色文化

进校园、退役军人进校园等活动，以身

边人身边事，激励学生树立报国志。

截至目前，该市共组织 5.7 万余名学生

参观红色场馆，开展各类国防教育知

识讲座 330 余场。

“体能消耗殆尽，向上的每一步都

格外艰辛。我和战友们靠顽强的意志

力向海拔 5643 米的厄尔布鲁士山主

峰奋力攀登。最终，我们团队第一个

把五星红旗插了上去……”记者在禄

劝彝族苗族自治县红军小学看到，一

堂由西藏军区某旅“固边稳藏标兵”、

二等功臣李成龙带来的国防教育课正

火热进行。讲台上，李成龙将自己 3

次出国参加“厄尔布鲁士之环”国际侦

察兵比武的经历与感悟娓娓道来。

“李成龙是从禄劝走出来的‘彝族

雄鹰’，是禄劝人民的骄傲，他的事迹家

喻户晓。除担任征兵形象大使配合征

兵宣传工作外，我们还邀请他担任部分

中小学校的国防教育校外辅导员。”县

人武部领导介绍，聘请李成龙担任国防

教育校外辅导员，能更好地发挥模范引

领作用和典型激励作用。

“参加国际侦察兵比武，几天几夜

没合眼，你们是怎么熬过来的？”“比武

过程中，受伤了怎么办？”互动环节，学

生既好奇又兴奋，围着李成龙争相提

问。李成龙认真解答每个孩子提出的

问题，并趁热打铁鼓励他们：“只要大

家努力学习、强健体魄，未来都有机会

成为对国家和社会有用的人。”

“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是红军小学

的传统，我们至今连续 10 年组织了相

关活动。”该校校长杨文华介绍，近年

来，他们通过带学生参观皎平渡红军

长征纪念馆、石板河阻击战遗址，组织

“重走长征路·熔铸民族魂”“英雄故事

我来讲”等研学实践，在军事主题公

园、纪念馆、革命烈士陵园等场馆增设

红领巾讲解员，邀请老红军、功臣代表

与学生对话等形式，把红色种子植根

菁菁校园。

昆明市军地还积极打造国防教育

主题雕塑、国防知识宣传教育长廊、红

色影院、思政教育长廊、红色楼道文化

等国防教育阵地和平台，重点建设“红

色铸魂”“读书润德”“红军标语”“忆史

筑梦”等板块；组织学生唱红色歌曲、

讲红色故事、读红色书籍，参加军事训

练、军营体验、缅怀英烈等系列活动，

浓厚国防教育氛围。

上图：李成龙与红军小学学生课

后交流。

张 军摄

云南省昆明警备区组建国防教育宣讲队伍

红色种子植根菁菁校园

初夏的山城，热情似火。

5 月 20 日，第三届西部边防暨驻渝

部队官兵集体婚礼系列活动在重庆市璧

山区隆重举行。

灿烂的阳光晕开浓浓爱意，盛开的

蓝花楹铺就紫色浪漫。在这个特殊的日

子里，88 对新人在亲人朋友、军地领导

和数千名群众见证下，步入婚姻殿堂。

新人们向对面的爱人郑重行礼，在仪式

感十足的婚礼上共同许下爱情誓言。

“这是来自喀喇昆仑哨所的祝福，冯

股长，祝你和嫂子新婚快乐”“我们在新

疆喀什祝你新婚快乐，我们大伙都替你

高兴”……大屏幕上循环播放着战友和

亲人们从远方发来的真诚祝贺。“军人的

爱情更加不易。”新郎冯洁玉是一名边防

军人，听到祝福，他感慨良多。冯洁玉和

爱人张琦在共同执行一项任务时相识，

志趣相投的两人互相吸引，坠入爱河。

冯洁玉驻守新疆，张琦人在西藏，总是聚

少离多。今年春节，冯洁玉和张琦领证

结婚。领证第二天，冯洁玉就因紧急任

务赶回部队，一直没有时间举办婚礼。

这一次参加集体婚礼，是他们领证后 4

个月来第一次相见。

“这场婚礼对我而言意义非凡，我要

把父老乡亲对我的关爱转化为动力，锤

炼能打胜仗的过硬本领。”婚礼现场，在

驻渝某部服役的军人龙韶激动地说。

“要把‘最幸福的时刻’献给‘最可爱

的人’。”该市双拥办领导介绍，部队执勤

训练任务繁重，不少官兵为保障任务推进

而选择推迟婚礼，有的领完结婚证后数次

推迟举办婚礼。为助力广大官兵特别是

边防部队官兵安心服役，提升军人军属荣

誉感和幸福感，近年来，该市连续 3 年组

织军人集体婚礼系列活动。军地还邀请

曾参加过往届集体婚礼的军人夫妻现身

说法，传授经验。地方婚恋专家就如何经

营军人婚姻、如何保护军人婚姻开展了专

题讲座。

接下来，该市军地有关部门还将继

续举办集体婚礼、军地联谊等活动，做好

边海防官兵家庭走访慰问工作，及时解

决军人家庭矛盾，减少军人后顾之忧。

“最幸福的时刻”献给“最可爱的人”
—重庆市军地组织军人集体婚礼系列活动见闻

■刘金桂 本报记者 赵晓菡

本报讯 刘立国、孟静报道：“我今年

24周岁了，还能报名参军吗”“如果专升本

通 过 了 ，那 我 还 可 以 保 留 学 籍 参 军

吗”……日前，河北省邢台市襄都区人武

部结合专升本考试契机，在考点外围设立

大学毕业生征兵咨询服务台，鼓励广大学

子踊跃参军报名。

在征兵咨询服务台，人武部工作人

员通过发放宣传手册等形式，向大家详

细介绍了征兵入伍流程、服役待遇、选

用培养、就业服务等政策。对于学生提

出的问题，工作人员一一耐心解答。活

动当天，工作人员与 3000 余名考生互

动交流，45 人当场报名登记。

据悉，为做好下半年征兵工作，襄

都区人武部早动手、早准备，多措并举

开展征兵宣传。他们在线上利用电子

屏、微信群、微信公众号等平台推送征

兵政策及咨询信息，切实提高征兵宣传

覆盖面；线下在人员集中场所发放征兵

宣传彩页、深入小区楼栋为居民详细解

读征兵政策。同时，襄都区人武部邀请

退役军人加入征兵宣传队伍，解答家长

及应征对象提出的问题，激发广大青年

参军报国热情。

此外，襄都区人武部还采取精准上

门宣传的方式，为大学毕业生算好政治

账、经济账、成长账、荣誉账，增强他们

的入伍积极性，营造“一人当兵，全家光

荣”的良好氛围。

河北省邢台市襄都区

征兵宣传走进专升本考点河北省石家庄警备区

培训纪检政法业务骨干
本报讯 胡珂、张晓瑞报道：5 月中

旬，河北省石家庄警备区纪检监察、政法保

卫骨干业务培训在石家庄民兵训练基地举

行。培训按照“学讲研练”统筹设计，采取

“纪法贯通、体系施教、连贯作业”模式实

施，邀请国防大学政治学院等军地纪检政

法系统领域专家授课，有力提升了纪检、政

法骨干队伍政治素养和专业水平。

辽宁省阜新市

扩大惠军服务“朋友圈”
本报讯 李国涛报道：近日，辽宁省

阜新市公布“拥军商业联盟”新增企业名

单，100 余家企业、400 多个项目加入拥

军企业行列。联盟涵盖餐饮住宿、教育

医疗、商超购物等领域，每家拥军店铺门

口都贴有标牌、服务承诺书及服务内容，

现役军人、退役军人及“三属”持优待证

可享受专属优惠服务。

湖北省武冈市

开展防汛抢险综合训练
本报讯 王岐堂、孙中平报道：近

日，湖北省武冈市模拟暴雨险情，组织军

地相关单位在威溪水库开展防汛抢险综

合训练。各救援队伍协同完成监测预

警、险情排查、集结应急物资、疏散周边

涉险人员、筑堤抢险、搜寻营救被困人员

等课目，进一步检验武冈市防汛应急预

案的可操作性，锤炼队伍救援本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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