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

5 专 版 ２０２４年９月２１日 星期六责任编辑/柴华 裴贤

图①：俯瞰青岛古镇口海军公园。

图②：小学生们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东北抗联体验式国防教育基地体验过荡桥。

图③：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人武部工作人员在营区战备器材室为参观群众讲解。

图④：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预定新兵在庐阳区国防知识科普馆参观。

图⑤：小学生们参观游览青岛古镇口海军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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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阳杲杲，清风徐徐。穿过车水马龙

的街道，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下半年入伍

预定新兵整齐列队，走进海棠街道藕塘社

区的一座小区，来到役前教育的一处“军事

课堂”——庐阳区国防知识科普馆。

庐阳区国防知识科普馆，是合肥市首个

开在社区的国防知识科普馆，由庐阳区人武

部、海棠街道、藕塘社区和安徽省航空科普

协会等单位联合打造。别看科普馆位于社

区一栋二层小楼里，可“麻雀虽小五脏俱

全”，近两百平方米的展区，被翔实丰富的图

文展板和装备模型等百余件展品布置得满

满当当，分为军事历史人文、军兵种武器模

型、VR 科技体验等区域。

“欢迎各位‘新战友’来参观！”在现场

为预定新兵讲解的，是科普馆“老兵讲解

员”、安徽省航空科普协会成员褚华龙。从

近现代国防历史，到各军种发展历程，再到

武器装备性能原理，褚华龙通过细致讲解

和体验式互动，为预定新兵带来一堂生动

的国防教育课，进一步加深了他们对国防

的认知。

对庐阳区预定新兵来说，这次参观也

是一次特殊的“全周期”体验。从位于二楼

的国防知识科普馆拾级而下，一楼右侧是

庐阳区征兵工作服务站的工作区域，提供

兵役登记、政策咨询、征兵宣传、应征报名

“一站式”服务；左侧是藕塘社区退役军人

服务站，为社区退役军人打造温暖的“老兵

之家”。

“‘两站一馆’开在社区，阵地虽小但群

众‘开门可及’，国防教育工作实现全年不

断线。”庐阳区人武部领导介绍，自去年 9 月

开馆以来，国防知识科普馆已接待各类参

观人员 3000 余人次，被当地群众誉为“家门

口的国防教育基地”。

社区+：了解国防“好去处”
■朱怡蘅 来 路

国防是什么？军营是什么模样？在贵

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有一座“开放式军

营”、国防教育基地，可以帮青少年找到答

案。

今年暑假，观山湖区世纪城小学参加

“少年从军行”活动的学生代表，走进这座

“开放式军营”——观山湖区人武部，上了

一堂别开生面的“国防教育课”。

在荣誉室聆听英模事迹，在军事行动模

拟训练室“据枪射击”，在战备器材室了解战

备物资的性能，在“大教室”通过授课学习国

家安全观、军兵种常识等知识……可触摸、

沉浸式的国防教育，让学生们在活动结束后

仍意犹未尽。

“ 人 武 部 新 营 区 建 设 立 项 后 ，我 们 就

将国防教育基地建设纳入相关规划，希望

通 过‘ 开 放 式 军 营 ’的 形 式 ，因 地 制 宜 开

展 互 动 、互 促 、互 融 的 全 民 国 防 教 育 活

动 。”观 山 湖 区 人 武 部 领 导 介 绍 ，他 们 积

极与观山湖区委区政府沟通联系，依托军

地 资 源 合 力 共 建 ，在 军 地 各 方 大 力 支 持

下，新营区基础设施和软硬件建设不断完

善，为打造高质量的国防教育基地奠定坚

实基础。

2021 年 9 月观山湖区人武部新营区建

成 后 ，吸 引 了 许 多 干 部 群 众 前 来 参 观 体

验。“我们常态化开展‘少年从军行’特色国

防教育活动，很多中小学校都踊跃参与。”

观山湖区人武部领导介绍，截至目前，他们

已为 20 余所学校、1800 余名师生和近千名

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干部职工举办国防教育

活动。“国防教育与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

我们希望依托军营的独特资源，在独具特

色的国防教育体验中提升全民国防素养，

浓厚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

国防的社会氛围。”该领导说。

军营+：迷彩生活“初体验”
■张 蕾 张成雄

“英雄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坐落着 18

家国家级、省级国防教育基地，其中一家特

色鲜明，仅从名称上就可窥见一二——东北

抗联体验式国防教育基地。

“冲啊——”9 月 8 日，几十名身着灰色东

北抗联老式军装的中学生，手握道具枪，在东

北抗联体验式国防教育基地的体验营，亲身感

受抗联将士当年攻打巴彦、巧渡汤旺河等战斗

场景。除了在“战场”上越火线、过荡桥，他们

还来到“抗联密营”，体验在“抗联井”里打水、

在山间埋锅造饭、在“地窨子”里休息等场景。

“这样的场景，之前只在电影、

电视里看到过。今天体验后更佩

服当年抗联将士在那么艰苦的条

件下浴血奋战，与敌人整整战斗了

14 年！”当了一天“抗联小战士”，一

名学生由衷地说。

“每逢节假日，来基地参观体

验的人非常多，既有学生，也有党

政机关干部和企业员工。”该基地

负 责 人 穆 红 卫 ，从 小 立 志 献 身 国

防，却没能如愿参军入伍，退休后

将全部精力投入国防教育，创办了

这 座 宣 传 抗 联 精 神 、展 示 红 色 文

化、开展国防教育的综合性体验式

教育基地。

“以往开展国防教育的形式较为单一。

为了吸引更多人关注国防、了解国防，我们

以体验式、沉浸感为特色打造了这座国防教

育基地。”穆红卫向笔者介绍，基地里既有图

文并茂、史料翔实的陈列馆，也有生动逼真、

丰富多样的体验项目，还设有“抗联课堂”，

可以开展“学敬一个标准军礼，学讲一个抗

战故事，学唱一首红色歌曲，学写一封红色

家书”等体验式教学，“我们聘请了 20 余名退

役军人担任教官，邀请抗联老战士和党史、

军史专家担任顾问，希望把基地真正打造成

一座‘国防教育大课堂’。”

在“国防精神馆”里刚刚研发上线的沉浸

式全景平台前，笔者戴上 VR 眼镜，“身临其

境”地体验红军过雪山草地、四渡赤水以及卫

星点火、发射等仿真场景。在沙盘上点击鼠

标，可以“足不出户”到全国数十个国防教育场

馆“实景参观”。展馆里还设有“时光穿梭机”，

参观者骑上“自行车”，屏幕上就会出现红军将

士在井冈山开展训练、加固工事的场景。点击

“时光穿梭”按钮，则可来到如今的井冈山，看

到当地民兵帮助群众收割稻谷的场景。

“这些体验项目科技感十足，在寓教于

乐中，孩子们对国防教育更感兴趣，学习国

防知识的热情更高了。”一位带孩子前来参

观的家长说。

沉浸+：身临其境“传薪火”
■乔振友 常智科

仲秋时节，秋意渐浓。黄海之滨，海浪翻

卷，涌上金色的沙滩。一座色彩斑斓的滨海公

园，依偎着长长的海岸线，由北向南徐徐铺展。

傍晚，公园里游人如织。战斗机、水陆两

栖坦克、反舰导弹、高射炮、鱼雷……在一件

件退役武器装备展品前，家住山东省青岛市

市南区的顾先生，通过展品旁的说明词，为儿

子讲解各种武器装备的历史。“儿子是个小军

迷，听说这里有座海军公园，特地带他来转一

转，既能看看海景，又能近距离接触各式武器

装备，孩子特别高兴。”顾先生说。

位于青岛市西海岸新区的古镇口海军

公园，是国内首个军地共建的开放性滨海公

园。“在青岛，有句话广为流传，‘最佳海湾筑

军港，最美地块建营房，最优儿女穿军装，最

好保障献国防’，海军公园就是一个见证。”

古镇口核心区管委会工作人员王秀厂介绍，

十几年前，为配合人民海军战略母港的兴

建，青岛地方政府在周边配套建设了中小学

校、大学城及军队社会化服务保障中心。兼

具休闲观光和国防教育功能、将军事文化和

自然景观相融合的海军公园，2016 年在一片

荒滩上应运而生。

以“海军路”为轴线，海军公园的海洋主

题区设置了“永兴凌云”“南沙览胜”“大国母

港”等节点，军事主题区展陈了退役武器装

备和星罗棋布的主题雕塑。游客沿途游览，

既可以了解人民海军的发展历程和装备变

迁，还可以在“同心筑梦”“军港之夜”和“海

军雄风”等主题雕塑前驻足留影，感悟海防

文化的内涵。

“海军公园不仅是游客的打卡地，还是

机关单位、大中小学开展国防教育、爱国主

义教育活动的好去处。”公园所在的三沙路

社区民兵连连长、公园义务讲解员金永辉

说，“海军公园周边分布着一大批高校和中

小学校，这里成为师生们‘校门口的国防教

育课堂’。”

青岛港湾职业技术学院与海军公园仅

一路之隔。“这几年，我校每年的报名参军人

数都位居全市高校前列，截至今年 6 月，我校

退役大学生士兵已达 70 余名。”该校武装部

工作人员李杰介绍，“海军公园是学生们最

主要的课外活动场所，他们在潜移默化中接

受海防教育，国防文化也融入学校课程设

计和学生活动的各个环节。”

退役军人于文献曾在海军驻青岛某部

服役 18 年。“我和战友们想老部队的时候，就

常来海军公园走一走。看到孩子们在威风

凛凛的装备间驻足，年轻人在寓意深刻的主

题雕塑前留影，‘军强国安’在那一刻具象化

了。”于文献感慨地说。

公园+：城市地标“做课堂”
■卢绪成 周勇兵

9 月 21 日，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正式施

行。

国无防不立，善教得民心。国防教育

是建设和巩固国防的基础，是增强民族凝

聚力、提高全民素质的重要途径，也是每一

名公民的“必修课”。正值开学季，又逢“全

民国防教育月”，多地中小学校将国防教育

作为“开学第一课”主题，多个高校组织开

展新生军训等多种形式的国防教育活动。

在九一八事变发生日当天，许多城市鸣响

防空警报。

国防教育是国之大事，党和国家历来

高度重视。2001 年，国防教育法颁布，为依

法开展国防教育提供了法律遵循。同年，

每年 9 月的第三个星期六被确定为全民国

防教育日，旨在普及国防教育，增强全民国

防观念。2022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

军委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全民国

防教育工作的意见》，成为指导新时代全民

国防教育工作的纲领性文件。党的二十大

报告强调，“深化全民国防教育”。何为“深

化”？能细化 、善转化，力求多样化 、形象

化，推动国防教育往深里走、往实里走、往

心里走，才是最好的深化。

“治强生于法。”国防教育具有鲜明的

时代特征，需要适应形势发展变化与时俱

进。继 2018 年第一次修订后，国防教育法

再次修订，明确了国防教育的内涵定位、指

导思想、领导体制和工作职责，拓展了社会

国防教育范围和渠道，加强国防教育的保

障，特别是在学校国防教育方面做了“加

法”，完善体系、明确要求，增强可操作性，

实现国防教育方式和手段的制度化。

“ 关 注 国 防 ，就 是 关 心 自 己 的 家 园 。”

2001 年第一个全民国防教育日的主题，开

宗明义点明“国”与“家”的关系，道出“国

防”与“你我他”紧密相关。从国防教育阵

地的拓展延伸，到国防教育团队的蓬勃壮

大，再到国防教育形式的推陈出新，伴随国

防教育质效不断提高、全民国防素养逐步

提升，当人人行动起来，当“我们的国防是

全民国防”的理念深入人心，必将筑牢坚不

可摧的“精神长城”，汇聚起强国强军的磅

礴力量。

筑牢坚不可摧的“精神长城”
■李进良

黑龙江哈尔滨·东北抗联体验式国防教育基地

山东青岛·古镇口海军公园

贵州贵阳·观山湖区人武部

安徽合肥·庐阳区国防知识科普馆


