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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合唱《在太行山上》、诗朗诵《我

们的青春》、配音秀《觉醒年代+她们》、

小 品 剧《谁 是 邱 娥 国》、舞 蹈《濯 清 莲

莲》……一个个精彩节目接连上演，现

场掌声雷动。这是在进行文艺汇演？

不，这是一堂别开生面的国防教育课。

孟夏之日，赣鄱大地万物并秀。

讲台变舞台，学生成演员，教师当

导演。坐落在南昌市的豫章师范学院

携手南昌二中心远教育集团九湾学校，

以新颖的形式、生动的演绎，共上国防

教育课。“大手牵起小手、讲台搬到舞

台，这是两所学校为提升国防教育质效

做出的有益尝试。”南昌二中心远教育

集团九湾学校副校长杨丹说，参演的学

生既是教育者也是受教者，这样的教育

大课更具感染力和吸引力。

无独有偶。在南昌大学音乐厅，由

学生自编自导自演的话剧《青春里的歌》

正在上演。“我要回去，我要兴学救国，让

江山竞秀。我要让母亲容光焕发，我要

让母亲光彩照人，让祖国母亲扬眉吐气，

再无哀愁……”一幕幕场景、一句句台

词，在现场观众心头留下深刻烙印。“我

如果没有参演，就不会对先辈事迹、革命

精神有这么深的感悟……”一位参演学

生在微信朋友圈里动情写道。

校园国防教育持续出新出彩，源于

一系列政策机制推动。青少年是全民

国防教育重点人群。近年来，市委宣传

部、市教育局、南昌警备区等军地部门

携手，大力推动国防教育进校园，指导

学校依托自身特点、区域优势资源，寻

找国防教育课新的打开方式，活跃国防

教育氛围，让学生们感到国防教育既

“有意义”、又“有意思”。

组织学生到“红领巾电影院”看电

影，上“爱我国防电影课”，是南师附小

每周雷打不动的活动。本周放映的电

影是《我和我的祖国》，当看到大屏幕上

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有的学生不由自主

地站起来敬少先队队礼。“这就是国防

教育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作用。”南师

附小教育集团德育工作部主任甘国安

告诉记者，“红领巾电影院”是南师附小

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创建的校园电影

院，承载着一代代师生的美好回忆。近

年来，学校将影院作为国防教育主阵

地，每周组织学生观看爱国主义影片的

同时，还将电影内容融入语文、历史、地

理等课堂教学，加深学生理解、转化教

育成果。

“同学们请看，这张是收条，这张是

回信。别看信笺陈旧泛黄，却是国家一

级文物、镇馆之宝……”在南昌八一起

义纪念馆，来自南昌珠市小学的学生们

认真聆听《收条和回信》的故事。“新时

代的国防教育课，需要不断突破传统课

堂的空间，让学生在情景中体验、在行

走中感悟，从而滋养家国情怀。”该校一

位带队教师告诉记者，南昌市不少学校

把国防教育课堂搬到革命纪念馆、战役

战斗遗址等红色场所，通过沉浸式、体

验式教学，引导学生们感悟先辈信仰的

力量，接受精神洗礼。

且抒凌云志，不负少年时。日前，

该市军地联合组织的全市中小学“爱我

国防”主题演讲活动进入尾声。经过层

层选拔、组织比赛，小学组和中学组各

12 名学生站上总决赛舞台，展示少年

风采、抒发爱国情怀。

“丰富多彩、形式多样的实践活动，

涵养形成了学生热爱国防的朴素情感和

行动自觉。”该市教育局有关负责人介

绍，接下来，南昌市军地将在国防教育平

台建设、主题活动开展、师资培养培训等

方面持续发力，让“八一”蕴含的温润心

灵的光芒，持续为学校开展国防教育提

供动能，让教育融入课堂、融入平常，切

实起到春风化雨、润物无声之效。

江西省南昌市大中小学创新开展国防教育—

让“国防课”更加别开生面
■徐 雷 胡玉清 本报特约记者 张富华

想与“数字人”对话了解红色文化

吗？想与革命先辈“面对面”吗？想沉

浸式体验历史事件吗？这些想法，如今

在革命老区山西省武乡县都能实现。

迎着夏日暖风，笔者来到武乡县，

走 进 这 座 没 有 围 墙 的 抗 战 历 史 博 物

馆。在数字化技术赋能下，这里的“红”

可见可感可学。

“在距离八路军总部旧址不远处

曾经有一棵参天大树，是朱德总司令

1940 年春天亲手所栽，它的外表与一

般杨树没有区别，神奇在于每一个枝

丫 里 都 藏 有 鲜 红 的‘ 五 角 星 ’……”

“六一”前夕，新落成的武乡县八路军

文 化 数 字 体 验 馆 迎 来 不 少 参 观 见 学

的小学生。

来自太行小学四年级的学生李沐

馨被一名特殊的讲解员吸引——这名

身着灰蓝色八路军军服的“讲解员”，其

实是一个虚拟对话数字人，名字就叫

“红星杨”。“‘红星杨’是我们借助数字

化手段，研发的红色文化数字化系统，

游客可以通过和它对话，了解武乡红色

历史。”志愿者李华介绍。

“我们不仅能在现场与‘红星杨’交

流，还能通过扫码在线了解。”一位游客

保存下“红星杨”系统二维码，打算回家

后与孩子一起在线学习红色文化。

为满足游客体验需求，该县军地

着眼“如何把红色故事讲得更好”，合

力将“二维平面”单向输出升级为“三

维 立 体 ”交 互 联 动 ，启 动 八 路 军 文 化

数 字 体 验 馆 项 目 建 设 。“ 该 体 验 馆 是

全 国 首 个 以 八 路 军 文 化 为 主 题 的 数

字体验馆，也是全国首个‘人工智能+

红色文化’的研学场馆及全国首个红

色 文 化 大 脑 。”该 县 县 委 宣 传 部 领 导

介绍。

除了“红星杨”，该体验馆推出的

“ 红 色 武 乡 数 字 星 谱 ”同 样 受 到 游 客

追 捧 。“ 红 色 武 乡 数 字 星 谱 ”上 ，每 一

颗星代表着一位革命将领、一次重大

战 役 、一 处 红 色 遗 址 、一 座 太 行 丰

碑。笔者按照提示，在系统操控设备

中点击“将星闪耀”板块，进入革命将

领 专 区 ，输 入“ 朱 德 ”，朱 总 司 令 在 武

乡 的 战 斗 和 生 活 内 容 即 可 呈 现 。“ 一

一点亮‘红色武乡数字星谱’，就是点

亮武乡的历史夜空。”李华说，武乡的

红 色 薪 火 ，在 军 地 有 关 部 门 努 力 下 ，

以充满时代特点的方式相传下去，让

更多人知晓。

红色文化与现代科技手段碰撞迸

发的魅力，为该县深入开展全民国防

教育找到新路径。目前，该县武乡八路

军文化园、八路军太行纪念馆、八路军

总部砖壁旧址、八路军总部王家峪旧

址、关家垴战斗遗址等 20 多处革命纪

念馆、革命遗址，都设有数字互动体验

区。游客只需动动手指，一个个红色

故事、一位位英雄人物、一桩桩历史事

件，便以立体化、生动化方式呈现，让

游客自觉自愿地融入红色文化、主动

参与体验。

不仅如此，县人武部还与太行干部

学院、八路军太行纪念馆、八路军文化

园、县融媒体中心、党史办等部门联合

开发了“游学地图”等多功能“红色武乡

云上游”小程序，丰富了线上国防教育

园地。

“打开‘游学地图’小程序，不仅可

以个人闯关答题，还可以创建群组，以

组队方式参与，实现团体学、趣味学。”

县人武部部长陈巍伟介绍，他们还组建

了民兵宣传分队，利用直播平台开展国

防教育。如今，360 度沉浸式“云逛”国

防教育园地，已成为武乡群众零距离接

受国防教育的新路径。

“真听、真看、真感受，让群众沉浸

在武乡红色文化海洋，主动学习国防知

识、了解党史军史，促使国防教育入脑

入心。”陈巍伟说，在数字技术赋能下，

武乡的红色资源“活起来”，进一步增强

了教育效果。

山西省武乡县以数字化技术助力国防教育—

听“红星杨”讲述红色故事
■张 伟 本报特约通讯员 张学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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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晨 4 点，河北省承德市军粮供应

站里人声鼎沸。

一 张 长 条 桌 上 ，一 盆 盆 酱 焖 牛

肉、红烧鸡腿、芹菜炒肉正冒着热气。

桌子两旁，工作人员正进行流水线打

包 …… 一 场 军 粮 应 急 保 障 演 练 如 火

如荼。

前不久，河北省军供粮油服务中

心接到部队来函，希望中心提供部队

机动途中和驻训期间的餐饮保障。为

做好保障工作，该中心迅速启动军粮

应急供应保障预案，以任务为牵引，以

承德市军粮供应站为主体，组织了此

次军粮应急保障演练，以练备战、以训

促建。

“这是一场全流程、全要素演练，

是对中心探索应急保障新模式的一次

真刀真枪检验。”河北省粮食和物资储

备局副局长范建平告诉记者，河北省

在 承 德 市 依 托 军 粮 供 应 主 渠 道 探 索

“部队提报需求、政府搭建平台、军粮

企业保障”的集中筹措模式，为本次演

练打下坚实基础。

近年来，为适应部队发展要求，该

中心紧紧围绕仗怎么打军粮就怎么保

障的思路，按照平时供应、急时应急、

战时应战、全时备战的原则，加强军粮

集约化保障建设。从部队上门取粮，

到主副食集约化供应上门保障，一路

走来，经常和部队打交道的承德市军

粮供应站主任隋晓平见证了军粮供应

的诸多变化。

随 着 部 队 练 兵 备 战 节 奏 越 来 越

快，远程机动、多点驻训越来越频繁，

能让部队在机动途中吃上热饭热菜，

成为整个中心探索的新课题。“作为军

粮供应单位，服务好部队官兵是我们

的首要责任。”隋晓平说，应急伴随保

障热食，是新模式也是新挑战。

记 者 走 进 承 德 市 军 粮 供 应 站 看

到，主副食品储存库室格外亮眼，多台

运输装备整齐列队，其中有不少是带

有保温功能的新型车辆。走进热食加

工间，智能加工设备、副食品检化验设

备一应俱全。

时间刚过 6 点，保温运输车内，装

满热饭热菜的保温箱已码放整齐。该

供应站司机、工作人员已做好出发准

备。“我们少睡一会儿没什么，决不能

让官兵等我们。”工作人员说。

一路疾驰，保温运输车顺利抵达

预定服务区。部队官兵一到达，该供

应站工作人员立即打开车门，有条不

紊分发饭菜。看着一路奔波的官兵按

时吃上热食，辛苦了几个小时的工作

人员脸上露出笑容。

“军队走到哪里，军粮部门就保障

到哪里。”范建平说，下一步，他们将持

续完善军地协同联动机制，加强军粮

应急保障队伍能力建设，提升部队跨

区机动伴随保障水平，让部队官兵在

机动途中不仅能吃上热食，更能吃出

营养、吃出健康、吃出战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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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满节气过后，温度逐渐升高，辽

宁省建昌县革命烈士陵园草木葳蕤。

擦拭墓碑、清理杂草……一大早，

民兵钱占辉、刘济铭带着扫帚、铲子等

工具走进陵园，径直来到郑桂林烈士墓

前，开始清扫维护。不一会儿，又有不

少民兵前来。庄严肃穆的陵园内，随处

可见忙碌的迷彩身影。

“我和刘济铭负责守护郑桂林烈士

墓。”钱占辉告诉笔者，每座烈士墓都有

两名民兵守护，大家会定期打扫维护，

同时负责挖掘、整理、宣传烈士事迹。

1953 年，建昌县委、县政府为了纪

念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牺牲在建

昌的革命先烈，修建了建昌县革命烈士

陵园，长眠着抗日义勇军第四十八路军

司令郑桂林、副司令邓文风等 51 位革

命先烈。其中，有名烈士墓 21 座、无名

烈士墓 9 座、合葬烈士墓 4 座，是辽宁省

中共党史教育基地、辽宁省国防教育基

地、辽宁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烈士纪念设施是宝贵的红色资

源，是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和国防教育的

重要载体，我们有责任有义务保护和管

理好。”该县人武部领导介绍，2023 年 9

月，人武部和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共同推

进“辽宁建昌·红色守护”行动，军地携

手共护“英烈红”。人武部领导向笔者

展示了一张守护建昌县革命烈士陵园

烈士墓分工责任一览图。钱占辉、刘济

铭负责守护郑桂林烈士墓；马永吉、葛

春强负责守护邓文风烈士墓……哪位

民兵守护哪座烈士墓、清扫时间、管护

内容、所担责任等信息，在图上标注得

一清二楚。“如有民兵出入队，我们会及

时调整责任人，确保守护工作不断线。”

松柏苍翠、静静伫立；绿草如茵、肃

穆幽静。

“革命烈士陵园是烈士长眠的地

方，让这里每个角落都干干净净，是我

们对烈士最好的告慰。”日头渐高，民兵

刘济铭擦了擦额头的汗水。他告诉笔

者，目前共有 68 名民兵担负义务守护

烈士墓任务，无论平时工作有多忙、距

离有多远，大家都随叫随到。尤其到了

火灾高发期和雨季，大家更是打起十二

分的精神，不仅主动增加管护频次，还

轮流值班。“烈士的墓地既然交给我们

照看，烈士就是我们的亲人，我们一定

会守好护好。”将烈士墓地清扫干净后，

民兵们又开始为陵园新栽种的树苗和

花草浇水。

“革命烈士陵园，承载着后人对革命

先烈的无限追思，是我们对英雄致敬的

地方。”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局长孙国军

介绍，自“辽宁建昌·红色守护”行动开展

以来，他们已投入专项资金，初步完成

陵园基础设施、园内场馆和道路的升级

改造工作，修建起 3 个文化长廊，并聘

请专业人员负责陵园绿化，让陵园的管

理更规范、设施更完善、环境更优美。

辽宁省建昌县—

军地携手共护“英烈红”
■胡声明 王孝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