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旭日照耀的连岛，宛如碧波中的

明珠。

不久前，江苏省连云港市 50 余名

学生跨海来到连岛，在驻岛“军民联防

模范连”荣誉室进行了一场穿越时空的

国防教育活动。

连岛拥有美丽的海景风光，青山

碧 海 中 的 一 抹 红 色 同 样 令 人 流 连 忘

返。1981 年，曾被国防部授予“军民联

防模范连”荣誉称号的某连移防连岛，

也把“军民同守共建”的光荣传统带到

岛上。

“1992 年，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全

连官兵并题词：军民联防、共筑长城。

对我们海防官兵而言，忠诚奉献、守岛

卫国就是我们的光荣使命……”在该连

荣誉室，讲解员为学生们讲述连队的光

荣历史。一幅幅生动的图片、一件件珍

贵的实物，犹如闪动的星火，照亮学生

们的眼眸。“重温了解放军叔叔支援修

建拦海大堤的故事，让我们更加了解了

什么是舍小家为大家的奉献精神，他们

太了不起了！”连云港市苍梧小学学生

孙羽涵说道。

到连队荣誉室参观，是连云港市

军 地 携 手 开 展“ 寻 爱 国 印 记 ”国 防 教

育 主 题 活 动 的 其 中 一 站 。“ 除 了 连 队

荣誉室，‘寻爱国印记’活动还设有抗

日山烈士陵园、‘开山岛夫妻哨’事迹

陈 列 馆 、市 革 命 纪 念 馆 、‘ 雷 锋 车 ’事

迹 陈 列 馆 等 20 余 处 红 色 寻 访 地 点 。”

连 云 港 市 革 命 纪 念 馆 宣 教 部 副 主 任

房阳介绍，“寻爱国印记”活动通过发

放“ 红 色 护 照 ”、线 上 答 题 、线 下 寻

访 、提 交 心 得 等 系 列 活 动 ，吸 引 学 生

走 红 色 路 线 、学 红 色 文 化 、听 红 色 故

事，在他们心田种下爱党爱国爱军的

种子。

据了解，“寻爱国印记”活动从今年

7 月初启动，持续至 10 月底，贯穿暑假、

中秋节、国庆节等节假日。学生们主要

依托学校组织、家庭旅游等方式，到红

色寻访地点参观打卡。目前，参与活动

的师生和家长累计超过 10 万人，这一

寓学于游、寓教于乐的教育方式，被越

来越多的人认可。

“ 我 印 象 最 深 的 是 那 个 战 斗 沙

盘。看到它，我的心情很复杂，既兴奋

又沉重。兴奋是因为能亲眼看到写在

课本里的历史，沉重是因为革命前辈

为 了 胜 利 献 出 了 宝 贵 生 命 。”今 年 暑

假，连云港市墟沟中心小学学生王彦

凯随父母来到赣榆青口十八勇士纪念

馆打卡，他在游客留言簿上一笔一画

写下自己的感言。“置身其中才能真正

体会到什么是牺牲奉献。”王彦凯的父

母也感慨良多。

学生们每到一处红色寻访地点，场

馆工作人员便会在他们的“红色护照”

对应页上，盖上一个具有场馆代表性元

素的印章。目前，该市已印发“红色护

照”1 万余本。

“红色景点不同于自然风景区，教

育功能凸显。”随着暑假结束，开学季

的到来，“红色护照”打卡收集情况成

为学生间的热门话题。一位教师欣喜

地说，开学后，学生们交流的内容有了

变 化 ，聊 网 络 游 戏 的 少 了 ，交 流 的 是

“我学唱了《国防千万家》这首歌”“我

理解了‘国无防不立’这句话的含义”

等，一有同学拿出“红色护照”，大家就

会围上来讨论。

“‘寻爱国印记’活动充分盘活用好

了当地红色资源，将国防教育与学生社

会实践有机融合，聚力打造红色育人课

堂。”连云港警备区领导介绍，接下来，

军地有关部门将继续挖掘红色资源、拓

展红色寻访地点，探索形成丰富完善的

红色研学线路图，让红色文化扎根实践

沃土，开出绚丽之花。

江苏省连云港市军地组织青少年开展“红色护照”打卡活动—

寻爱国印记 做追光少年
■朱 发

“万里衡阳雁，今年又北回。”雁城

衡阳，山水秀丽。

日前，衡阳市国防教育讲师团成

员、退役大学生士兵李硕走进南华大

学，给大一新生上国防教育课。站上讲

台，李硕结合自己的军旅经历，通过一

张张照片、一段段视频，为学生们展示

军人的“诗和远方”，诠释“青春是用来

奋斗的”。同龄人之间的交流总是更合

拍，课堂气氛十分活跃，不少大学生心

底萌生了对军营的向往。

这是衡阳市开展国防教育活动的

场景之一。在党政机关干部培训班，衡

阳警备区领导和党校专家走上讲台，为

培训学员分析国家安全形势、宣讲政策

理论；在中小学校，高年级学生通过参

加“军营一日”等活动了解国防，低年级

学生通过绘画、手工制作、学唱歌曲等

活动走近国防；在民兵训练基地，参战

老兵、军队离退休老干部为民兵、准新

兵讲英雄故事、革命传统……

“过去，千人同上一堂国防课，看起

来热热闹闹，实际效果要打个问号。”衡

阳警备区领导介绍，在年初的一次关于

国防教育质效的调查中，一些共性问题

引发军地关注：有的宣讲员照本宣科，

课堂沉闷；有的宣讲员备课精心，但一

份教案“包打天下”，受众有人表示“很

解渴”，有人反映“听不懂”；有的宣讲员

授课内容老套，缺乏感染力和吸引力。

针对这些问题，今年 3 月，该市军

地联合印发通知，在全市部署开展以

“现役军官和党校专家讲理论、老干部

讲传统、民兵骨干讲感受、大学生讲体

会、中小学生讲故事，推进国防教育进

机 关 、进 学 校 、进 企 业 、进 社 区 、进 乡

村、进军营、进网络”为主要内容的国

防教育“五讲七进”活动，根据不同类

别受众群体的认知水平、思维层次、兴

趣爱好等，推进实施“分类搭台、精准

施教”，打造上百堂针对性强、特色鲜

明的国防教育精品课，促进国防教育

提质增效。

“师资队伍乐教善教，受众才会乐

学善学。”警备区领导告诉记者，为了让

“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他们从驻军部

队、地方党校、纪念场馆、大中小学校，

以及民兵典型、英模功臣中，遴选 100

名国防教育导师，组建衡阳市国防教育

讲师团，由警备区和市委宣传部牵头组

织专题培训、课题研讨和素质考评。讲

师团针对不同类别人员的特点和需求，

提供“菜单式”国防教育宣讲服务。

在该市某民兵训练基地，预定新兵

端坐会议室。国防教育讲师团成员、参

战老兵陈明生身着老式军装，精神抖擞

走上讲台，激情澎湃地讲述他和战友血

沃边疆、保家卫国的战斗故事。毕业于

武术学校的预定新兵吴旗敬佩之余，郑

重地在日记中写下这样一段话：“把清

澈的爱献给祖国，用奋斗的青春点亮军

旅人生。我要向参战老兵们学习，传承

‘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战斗精神，接

过保家卫国的接力棒！”

丰富多彩的国防小课堂，奏响国防

教育交响曲。连日来，多种形式的国防

教育活动在该市百花齐放，润泽万千湘

南儿女。

湖南省衡阳市军地联合开展“五讲七进”国防教育活动—

百堂精品课 满城家国情
■刘 娴 本报特约记者 李亮亮

本报讯 李寅、吴蒙昆报道：“俊

杰快看，这是你，还挺帅”“我也找到

你的照片了。到了部队咱俩都得努

力，比比谁的奖励多”……近日，在浙

江省仙居县下半年新兵欢送会上，两

位新兵翻阅着刚发放的《逐梦军营

青春启航》纪念画册，喜悦之情溢于

言表。这本精心制作的画册，记录了

适龄青年从应征报名、体检筛选到成

为预定新兵的全过程，这也是该县征

兵办开展的“让成长有迹可循”系列

活动之一。

翻开画册，一幅由近百块彩石精

妙镶嵌而成的艺术画作跃然眼前，

“青春风华正茂 参军无上光荣”的

铿锵誓言与该县地标交相辉映，激励

新兵们投身强军事业，为军队增光、

为家乡添彩。

谈 及 赠 送 彩 石 镶 嵌 画 的 初 衷 ，

县征兵办负责人介绍，仙居的镶嵌

艺术源远流长，可追溯至北宋时期，

是民间艺术瑰宝。这项技艺之所以

传承千年，是因为一代代工匠“精于

工、匠于心、品于行”，希望入伍新兵

传承和发扬工匠精神，今后无论干

什么工作，都执着专注、精益求精、

一丝不苟。

画册共分为 5 个篇章：从初核初

检的雀跃到上站体检的紧张，从政治

考核的严肃到役前教育的磨砺，每一

篇章都配以生动的照片，记录着应征

青年的蜕变与成长。78 名新兵灿烂

的笑容和坚定的眼神，定格成一幅青

春的画卷。

这份心意满满的礼物给新兵带

来惊喜，他们爱不释手地抚摸着画

册，纷纷表示：“我们会将这份珍贵的

记忆带进军营，不辜负家乡人民的期

望，早日建功军营！”

今年下半年征兵工作启动前，该

县征兵办便开始筹划准备这份送别

的礼物。他们历时两个月，用镜头定

格每一位有志青年的精彩瞬间，汇聚

成这本有着特殊意义的画册。“我们

已为新兵留存入伍前的青春印记，未

来的军旅篇章将由他们自己书写。”

县征兵办负责人说道。

浙
江
省
仙
居
县
新
兵
在
欢
送
仪
式
上
获
赠
定
制
画
册

彩
石
镶
嵌
画
记
录
成
长

本报讯 刘凯、王民坤报道：“上级

命令我部立即前出，遂行任务……”仲秋

时节，天高云淡。在甘肃省天水市民

兵训练基地，由天水军分区组织的群

众 性 练 兵 比 武 激 战 正 酣 。 收 到 任 务

后，张家川县人武部军事科文职人员

马亚军迅速研判情况，确定行动计划，

向 指 挥 员 提 报 决 心 建 议 。 稳 定 的 心

态、迅捷的动作、专业的素养，受到导

调人员称赞。

马亚军入职近 5 年，多次参加重大

演训任务，表现出色，被甘肃省军区党

委表彰为“优秀共产党员”。他的成长

经历，是张家川县人武部多措并举提升

文职人员能力素质的一个缩影。

“我们坚持把人才培养放在单位全

面建设的突出位置，力求做到精准培

养、因材施教。”该人武部领导介绍，针

对文职人员队伍中存在的身份认同感、

担当意识不强，能力素质有待提升等问

题，他们逐项调研，着眼岗位和任务需

求制定“一人一案”，采取教育引领、培

训帮带、任务锤炼等 10 余条具体措施，

精准助力文职人员成长成才。

该人武部还聚焦“铁心向党铸忠

诚、同心奋进担使命”深化教育实践活

动，开设“微讲堂”，组织文职人员收集

整理本土红色故事，结合自身认识和感

悟登台授课，在自我教育的同时，引导

大家把个人发展融入强军征程，传承红

色基因、赓续优良传统，进一步坚定建

功军营、服务强军的信念。

此外，为了营造良好的干事环境，

该人武部协调县医疗机构，把文职人员

及家属纳入就医绿色通道，并着力解决

文职人员家属就业、子女入学等问题，

让文职人员后顾无忧、安心干事。前段

时间，在甘肃省军区组织的群众性练兵

比武中，该人武部 2 名文职人员取得优

异成绩。

“人武部为我们搭建了这么好的

梦想舞台，我们没有理由不奋斗！”马

亚军说。

甘肃省张家川县人武部多措并举培养文职人员

为“孔雀蓝”搭建梦想舞台

关 注“ 全 民 国 防 教 育 月 ”

近日，安徽省涡阳县人武部文职人员走进第五小学石弓山路校区，为学生讲解国防知识、介绍武器装备，增强学生国防意识。

张纯洁摄

新兵展示画册。 李 寅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