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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象聚焦

8 月 21 日，随着第二期“强国少年

行”系列研学活动圆满收官，江苏省民

防教育体验馆（以下简称民防馆）暑期

接待量已经超过 2 万人次，入馆研学团

队近百个，接待总人数比 2023 年同期

增长 21%。与此同时，与民防馆相关活

动的网络关注度也大幅提高。

一

“暑期引流的这张答卷，我们在 5月

就开始下笔解题了。”江苏省国防动员办

公室秘书处副处长江辉生介绍说，结合全

国防灾减灾主题宣传，他们联合“学习强

国”江苏平台等单位，利用 1个月时间，组

织国防动员知识网络答题，2.6万多人参

与，免费参加系列研学活动成为奖项之

一。网络答题在“江苏国防动员”微信公

众号上进行，该公众号经常反映民防馆的

动态，从而使大批用户关注到民防馆。

“保持较高的关注度和客流量，是

教育场馆工作者的基本任务。”省民防

馆工作人员王灿告诉笔者，民防馆先后

被评为全国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

地、国家防震减灾科普教育基地、江苏

省国防教育示范基地，设施齐全、功能

多样。受长期和平环境影响，部分人员

对国防类场馆关注不多、兴趣不大。这

些场馆如果一味坐等游客上门，那么很

可能遭遇“门前冷落车马稀”的境况。

为了吸引市民群众入馆参观，民防馆与

多家单位开展合作。

“少年科学体验官”，是江苏广电总

台教育频道推出的一档周末科普节目，

拥有相对固定的观众群。民防馆与该

频道栏目组联系，邀请一群“体验官”入

馆体验多个互动项目。在防空地下室，

他们体验人防工程通过平战转换、抵御

外界有毒有害气体入侵的过程；在“与

时间赛跑”的地震体验区，他们练习一

系列自救互救技能……随着科普节目

的播出，观众跟随“体验官”的脚步，对

民防馆有了更多的了解。

与“少年科学体验官”一样，来自云

贵山区的 60 名小朋友也在民防馆丰富

了暑期生活、增长了防护知识。得知南

京市某单位组织公益夏令营活动，民防

馆工作人员主动上门协调，“民防教育

本身具有公益性质，民防馆面向全国的

少年儿童敞开大门”。

小朋友们怀着好奇心进入民防馆，

该馆安排多名工作人员，引导帮助他们

进行防空防灾全流程体验。“第一次观看

防空武器模型和 7D电影、第一次模拟驾

驶越野车……”小朋友们纷纷表示，民防

馆让他们把防护知识记得特别牢，回去

后要把这些知识与同学们分享。

二

通过与多家单位合作，民防馆不仅

吸引大批参观者，而且引进专业教练

员。该馆有 50多个互动体验项目，其中

应急救护项目一度缺乏教练员。得知刚

刚开放的省生命教育馆配有专业的应急

救护骨干，民防馆负责人上门寻求合作，

很快两家单位达成协议：生命教育馆帮

助民防馆开展应急救护培训，民防馆帮

助生命教育馆培训解说员。

近年来，民防馆不仅培训了一批专

业解说员，而且打造出一支编外的“小

小讲解员”队伍——每年暑期动员小学

生义务参与讲解。“教会一个学生，带动

一个家庭。”民防馆工作人员周文婷谈

起开展这项工作的初衷：发挥“小小讲

解员”的示范带动作用，让更多的中小

学生关注民防、了解民防。

“要想给别人一杯水，自己要有一

桶水。”民防馆“小小讲解员”、南外雨花

国际小学学生张祥跃在正式讲解消防

灭火器材使用方法前，不仅一次次练习

动作要领，而且查阅了不少相关资料，

最终以熟练而连贯的动作、深入浅出的

解说受到广泛好评。像张祥跃一样，60

多名“小小讲解员”在这个暑期里不仅

掌握了许多防护知识和技能，而且语言

表达能力、外在形象也有了明显提升。

为了满足不同年龄阶段人员学习

体验的需要，民防馆还面向高中生、大

学生招募志愿者，任务是参观引导、讲

解辅助、宣传品发放、设备器材准备以

及帮助有需要的游客。南京林业大学

学生沈如雯成为志愿者后，每天一大早

便来到民防馆做好各项接待准备；游客

参观时，她主动给老人、儿童提供热水，

并及时送上温馨提示。“有了志愿者的

助力，学习体验更加方便快捷。”民防馆

的留言簿上，一名参观者这样写道。

三

在做好请进来工作的同时，民防馆

还采取“反弹琵琶”的办法，通过走出去

讲课吸引市民群众前来参观。

在南京石鼓路小学放暑假的头一

天，民防馆 3 名讲解员走进该校，为同

学们上了一堂防溺水专题课。他们不

仅讲授自救互救的注意事项，而且运用

自带的教具，现场演示对溺水人员施救

的具体方法，并指导同学们体验练习。

看到他们良好的专业素养，该校领导表

示，要把参观体验民防馆列入下半年课

外教学计划。

“留守儿童不应成为民防教育的盲

区。”暑假期间，民防馆 6 位讲解员连续

3 天走进南京市浦口区汤泉街道，为爱

心暑托班的孩子们送去安全知识课。

为了提高孩子们的兴趣，讲解员采用

“短篇幅讲授+场景演示+师生互动+小

奖品激励”的形式，引导留守儿童逐一

练习应急逃生、创伤包扎、消防灭火、心

肺复苏等技能。课后，民防馆陆续收到

留守儿童家长的来电：你们的公益课让

孩子懂得了规避危险的方法，增强了安

全意识，我们放心多了。

左上图：江苏省民防教育体验馆工

作人员走进浦口区汤泉街道，为爱心暑

托班的孩子们讲授创伤包扎方法。

邵 丹摄

变“坐等上门”为“开渠引流”
—江苏省民防教育体验馆提高利用率的一段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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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蓝 色 天 绫 三 千 丈 ，疑 是 落 天 银

河。”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区的东海云廊，

由水利工程施工便道衍生而来，是蜿蜒

在五座山峰之间、汇聚多种特色文化的

海滨绿道，长约 25 公里，有 20 多个进出

口，深受市民群众喜爱。巧妙融入其中

的国防元素也可圈可点，给游人留下深

刻印象。

与廊道几乎同宽的箱涵，是水利工

程从山上向山下泄洪的重要渠道。在

云 廊 竹 山 段 ，一 截 箱 涵 只 有 半 个“ 箱

盖”，朝向游人的箱涵侧面呈现出一组

蔚为壮观的浮雕。浮雕运用非物质文

化遗产——宁波灰雕技艺，展现了鸦片

战争中定海守军英勇抗击英国侵略者

的历史事件，波涛汹涌的海面、怒发冲

冠的战士、即将射击的大炮……仿佛让

人闻到当年战场的硝烟味。

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英雄的

牺牲奉献不能忘记。一座红色的英雄

塔在海山公园的草坪上拔地而起，绕塔

而过的廊道也变成鲜艳的红色，在青山

翠岭间引人注目。塔身雕刻着数段文

字和一系列战斗场景，记录着人民军队

解放舟山群岛的历次战斗经过：首战大

榭岛、激战金塘岛、速战桃花岛、血战登

步岛……游人随着廊道绕塔而行，不知

不觉中重温这段血火记忆，对人民英雄

的崇敬之情油然而生，情不自禁地以塔

顶“5.17”舟 山 解 放 纪 念 日 和“ 光 耀 千

秋”4 个大字为背景拍照留念。

今日之盛世，正如先烈所愿。云廊

内一段“时光隧道”，借助 3D 全息投影、

虚拟现实等技术，时而“百花盛开”，时

而“层林尽染”，时而“白云缭绕”，与在

此避暑纳凉的市民群众构成一副和谐

温馨场景。隧道内有 2 个洞中洞，展示

的是老旧防空洞的原貌。原来，“时光

隧道”的一半由老旧防空洞升级改造而

成，另一半由新建防护工程接续完成，

寓有继往开来之意。

东海云廊联接的东山、长岗山、擂

鼓山等五座山峰中，曾开掘出不少防

护工事。对这些工事重新开发利用，

是云廊的一个显著特点。它们有的被

改造成洞天艺术馆，有的被装修成便

民咖啡屋，有的采用以洞说洞的办法，

还原当年军民合力挖掘防空工事的峥

嵘岁月……

“虽然现在不用大批量建设防护工

事了，但防护的理念不能丢。”按照这一

思路，有关部门参照防护工程的标准设

计部分箱涵，做到既能疏导洪水，又可

防范空袭，实现防灾防空一体建设，平

时战时统筹兼顾。

云廊之上，体现长城垛口风格的观

景平台、吊在花环下的警示钟、反映鸦

片战争的纪念设施，无不在默默地提醒

人们：历史不容忘记，居安应当思危。

东海云廊自 2023 年 5 月免费开放

以来，吸引着多家单位来此开展红色

教育、国防教育。定海区人武部在观

景平台组织新兵欢送仪式，让刚刚穿

上 军 装 的 热 血 男 儿 一 面 俯 瞰 定 海 全

城，一面接受精神洗礼，努力把热爱家

乡之情升华为建功军营、报效国家的

雄心壮志。

上图：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区市民群

众在东海云廊海山段英雄塔下休闲、健

身。 王嘉宁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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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任务是保障某部的午餐、

晚餐。该部驻训点距离我站较远，送

餐时间较长，大家按照昨天会议要

求，及早进入岗位、展开工作。

7：00 检查、加工食材。查看供

应企业送来的肉类、禽蛋、蔬菜、水果

等是否新鲜，有无检疫合格证。在此

基础上进行清洗和预处理。

8：00 问需于任务部队。与任

务部队对接，核定今天供餐任务数

量、保障地点、代购等情况，确认伤病

员、少数民族官兵情况，准备“病号

饭”和少数民族官兵餐食。

8：20 制作主副食。根据食谱，

按照菜香汤鲜、咸淡适中等要求烹制

菜品、制作主食。

9：20 留样备检。

9：30 餐食分装。

10：20 餐食装载、前送。

11：50 到 达 任 务 部 队 指 定 地

点，保障官兵就餐。

12：20 征求官兵意见建议、回

收饭盒。

13：00 将回收的饭盒、餐余垃

圾送往垃圾回收站处理。

14：00 回到军供站，开始准备

晚餐……

17：50 到 达 任 务 部 队 指 定 地

点，保障官兵就餐。

20：00 餐食前送人员回到该站。

20：10 与相关军代室人员沟通，

明确第二天保障任务。

20：30 召开会议，根据部队官

兵意见建议调整食谱，确定明日餐食

前送路线；安排人员分工合作。

20：50 厨房设施、用具消杀和

燃气设施设备安全检查。

21：30 结束当天工作。

军供午餐从早7点开始准备
—山东省潍坊军供站工作日志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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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之举

筑牢基石

编者按 在人们印象中，军供站的任务无非是按部就班
为部队提供餐食。采编稿件中发现，为了让官兵吃上可口的
饭菜，许多军供站工作人员起早贪黑、加班加点。窥斑知豹，
一叶知秋。让我们从山东省潍坊军供站近期一篇工作日志
中，看看军供工作者的一天。

近日，联勤保障部队某部收到驻地

小学生寄来的一批作文和绘画作品，以

及校领导的一封信。信中说，孩子们在

八一建军节收到特殊的礼物后，很受触

动，于是拿起手中的笔，尽情表达向解放

军叔叔学习和致敬的心声。

校领导在信中所说的特殊的礼物，

是一批名为“留建叶”的文创产品。“留建

叶”取自“留建树”。“留建树”是该部某洞

库门前由建库老兵杨留建栽下的榕树。

在一次排除险情过程中，作为连队干部

的杨留建身先士卒、英勇牺牲。战友们

将他栽下的榕树称为“留建树”，寓意留

下来建设部队。

驻地某校师生是在八一建军节到该

部慰问演出时，了解到“留建树”的故事，

听说孩子们精心准备了一场“清澈的爱

只为中国”主题文艺节目，该部官兵纷纷

提出，应该为可爱的小朋友们准备一份

礼物。讨论中，一名机关干部的建议获

得大家认可：从“留建树”上摘取叶子做

成标本，装在相框内写清来历，送给前来

慰问演出的孩子们。

“礼物虽小意义大。”该部领导认为，

通过一片榕树叶子，讲述一段军营故事，

既可以朴素的方式表达官兵的心意，又

能潜移默化地加深孩子们对部队，特别

是对军人牺牲奉献精神的理解，应当精

心设计制作，传递爱军情怀。

在该部政治工作部门指导下，不到

一周时间，一批“留建叶”便问世了：以黑

色胡桃木为框，框内上半部分以 45 度角

摆放一片“留建叶”标本，叶子重心位于

木框黄金分割部位，视觉效果良好；下半

部分以近百字篇幅讲述“留建叶”故事，

正楷字体庄重严肃。

“这 片 榕 树 叶 的 来 历 不 简 单 ……”

慰问演出的舞台上，该部官兵向参演小

学生赠送“留建叶”，并深情讲述背后的

故事：20 世纪 80 年代，副连长杨留建在

与战友们开山凿库过程中突遇险情，洞

顶一块摇摇欲坠的巨石威胁着官兵安

全。他让大家退到安全地带，自己手持

钢钎，只身攀爬到数米高的洞顶排险。

恰在这时发生了塌方，杨留建瞬间被埋

进倾泻而下的泥沙土石下面。战士们

拼命挖开泥沙土石，但杨留建已不幸牺

牲。为了纪念杨留建，战友们把他栽种

的榕树称为“留建树”。几十年来，“留

建树”日益根深叶茂，见证了一茬又一

茬官兵坚守岗位、以苦为乐、一线建功

的奋斗历程。

随着官兵的讲解，小学生们的神情

由刚接过礼物时的好奇逐渐变得凝重，

一双双小手紧紧握着手中的“留建叶”。

结合暑期夏令营活动，该校老师引

导获得“留建叶”的学生与同学们分享

听到的军营故事，并以此为契机，向同

学们讲述近年来解放军官兵投身抗洪

抢险、抗震救灾等行动，保护人民群众

生命财产安全的感人故事。许多同学

难掩激动之情，写下一篇篇作文、画下

一幅幅漫画……

“一片‘留建叶’，凝聚爱军情。”这件

事情也让联勤保障部队某部官兵受到启

发：引进文创产品设计理念，运用合适的

载体、选取巧妙的角度讲述军营故事，一

方面让官兵受到熏陶和教育，另一方面

向外界传播正能量，凝聚广大群众关心

支持部队建设的共识与合力。

联勤保障部队某部注重讲好军营故事—

一片“留建叶” 凝聚爱军情
■陈程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